
10 月 1 日，我们将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5 周年的大喜日子。本报从即日起开设“奋进强
国路 阔步新征程”栏目，推出系列报道，充分展示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5 年来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
就，充分展示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历史性变革和历史
性成就；反映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在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普洱市经济发展、
社会进步的巨大成效，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
全感不断增强的生动案例；反映普洱市各族干部群
众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
神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
三中全会精神，坚定信心、开拓奋进，埋头苦干、扎实
工作，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
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的精神风貌和生动实践。

开栏的话

从“1949”到“2024”，两个重要
的时间节点，串联起沧海桑田、翻天
覆地的 75 年。这是中国共产党带
领全国人民实现站起来、富起来、强
起来的 75 年。这是勤劳质朴的普
洱各族干部群众锐意进取、奋勇拼
搏、不断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的
75年。

新中国成立 75年以来，普洱各
族干部群众鼓足干劲，迎难而上，矢
志创新，锐意改革，在璀璨的征途中
谱写了普洱大地自强不息的奋斗诗
篇。 75 年来，普洱各族人民历史
地、自觉地、坚定不移地听党话、感
党恩、跟党走，在党的坚强领导下，
深入践行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和党的
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积极投身社会
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伟大实
践，书写了感天动地的奋斗史诗，创
造了改天换地的辉煌成就。

这是普洱经济持续发展、综合
实力不断提升的 75年。

这是普洱不断深化改革、高水
平对外开放的 75年。

这是普洱各族人民获得感、幸
福感与日俱增的 75年。

普洱是典型的“直过民族”地
区，佤族、拉祜族、瑶族、傈僳族、布
朗族等 5个民族从原始社会直接过
渡到社会主义社会，贫穷落后长期
是普洱的“标签”，直至 2012年全市
贫困发生率还高达 30.4%。新中国
成立初期，普洱经济基础极为薄弱。
1952 年，全市生产总值仅为 1.23 亿
元，人均生产总值仅为 123元，地方
财政总收入仅为 522万元。普洱生

产力水平极端低下，产业基础十分
薄弱。1952年，全市农业总产值仅
6400万元，工业增加值仅 111万元。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光辉
指引下，普洱各族干部群众满怀豪
情迈进新征程、奋进新时代，推动各
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
性变革，全市综合实力持续增强，经
济总量持续增长，产业结构进一步
优化，经济社会面貌焕然一新，综合
实力实现历史性跨越。

2013 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增
长 13.4%，规模以上固定资产投资
增长 28.4 %；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收
入和支出分别增长 12.2%和 18.5%，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 13.8%，城
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 11%，
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 17%。普洱建
设国家绿色经济试验示范区获批，
中国企业家俱乐部 2013 绿公司年
会延伸至普洱，中坤、东软、汇源、江
西金塬等大企业与普洱签订了合作
协议。国家发改委批准普洱创建循
环经济示范城市，水利部确定普洱
为水生态文明城市试点。糯扎渡电
站 7台机组发电，云景林纸、佳浩茧
丝绸、天恒水泥等企业改扩建项目
建成投产，带动工业经济高速增长，
实现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88.5 亿
元，增长 27.5%，增幅居全省第一。
工业对全市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
48.8%。

2023 年，普洱全面落实省委
“3815”战略发展目标和系列三年行
动，一体推进资源经济、园区经济、

口岸经济，全力稳经济、增动能、惠
民生、防风险、保稳定，经济持续恢
复向好，社会保持和谐稳定，高质量
发展迈出坚实步伐。全市地区生产
总值增长 3.6%，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增长 9.4%，居民消费价格涨幅
0.5%，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72.5亿
元，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 5%。
以项目现场观摩和追赶跨越大比拼
活动谋项目、招项目、推项目，产业
投资增长 15.1%，占全部固定资产投
资的比重由 28.6% 提高到 38.4%。
民间投资增长 15.5%，占比由 24.4%
提高到 32.9%。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增长4.6%，增速居全省第二位。

新中国成立初期，物资运输全
靠人背马驮。基础设施落后是长期
以来制约普洱经济社会发展的最大
瓶颈。2023年，中老铁路效益更加
明显，全年运送旅客561.2万人次、增
长 94.8%，运送货物 128 万吨、增长
32%。连续 2 年实施货运列车物流
补助政策，降低企业物流成本 16%。
完成交通投资 154.9亿元，瑞孟高速
公路西盟至孟连段建成，勐绿高速
公路勐康至江城段路基完工，碧
双、孟勐高速公路全面开工，G219
线改扩建工程积极推进，新改建农
村公路 1500公里。  （下转第 2 版）

书写奋斗史诗  创造辉煌成就
▱记者  张国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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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中秋节假期，本报 9 月
16日休刊。

               本报编辑部

休刊启事

2023 年 9 月 17 日，是景迈山
最为高光的时刻。这一天，“普洱
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成功列
入《世界遗产名录》。这座因茶而
闻名于世的古茶山，不仅是“中国
茶史”的活化见证，而且向我们传
递了人与自然、人与人和谐共生
共荣的生态伦理和人类智慧。

时隔一年，当我们再次迈进
景迈山，进到这个“人、地、茶、林”
构成的独特山地景观，再一次回
味这座山上居民的千年坚守与传
承，探寻景迈山一年来的变化，尝
试着勾勒出景迈山人向着新高地
迈进的美好图景。

           
迈上高山，听山语

景迈山平均海拔 1400 米，本
就是一座自然高山；景迈山古茶

林文化景观填补了世界遗产领域
茶主题的“空白”，则让它成为一
座文化高山。

一年来，在这座有着双重含义
的“高山”之上，景迈山人严格遵循
着种茶祖先帕哎冷的遗训，倾听山
的语言，像山一样思考和发展。

“现在，来景迈山的游客多
了，不仅村民的收入增加了，而且
基础设施也不断完善，村容村貌
不断提升，村民的素质也提高了
很多。”澜沧拉祜族自治县惠民镇
景迈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
岩赛乱谈起景迈山的变化时动情
地说，“这是申遗成功一年来最显
著的变化，也是申遗成功后带给
我们最好的馈赠。”

行走在景迈山，虫鸣、鸟叫、
雨滴、风声，寨子里村民的欢笑
声，抑或是布朗族小调和傣族歌
曲，共同奏响了高山之上特有的

“景迈之声”，也让当地的原住居
民和来到这里的人们浸润在“景
迈之语”的温情脉脉中。

如今，村民除了“像爱护眼睛
一样爱护古茶林”外，自发参与、
自发保护的意识也在不断提升，
在遗产地保护利用中的获得感和
幸福感成了广泛共识。

“以前我们考虑更多的是自
己的发展，申遗成功后，家家户户
知道景迈山的一草一木、一砖一
瓦都需要保护。”芒景村翁基古寨
村民晒砍说。

现在，村民每天接触的游客
越来越多，会要求游客不乱丢垃
圾和烟头，提醒游客尊重本地的
文化风俗；会更加注重寨子的环
境卫生，自觉规整好自家以及周
边的环境卫生；自发组织各类庆
祝活动，并把景迈山保护得更好。

    （下转第 2 版）

一年之“迈”
——景迈山申遗成功一周年系列报道（中）

▱记者  于飞  易垚宽  陈景锋  通讯员  潘华杰

新华社兰州 9 月 12 日电  中共
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
席习近平 12 日下午在甘肃省兰州
市主持召开全面推动黄河流域生态
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
要讲话。他强调，要认真贯彻党的
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牢
牢把握重在保护、要在治理的战略
要求，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为动
力，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坚持
量水而行、节水优先，坚持因地制
宜、分类施策，坚持统筹谋划、协同
推进，促进全流域生态保护上新台
阶、绿色转型有新进展、高质量发展
有新成效、人民群众生活有新改善，
开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
展新局面。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
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
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座谈
会。

座谈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主
任郑栅洁、甘肃省委书记胡昌升、陕
西省委书记赵一德、河南省委书记
楼阳生先后发言，就推动黄河流域

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汇报工作情
况、提出意见建议。参加座谈会的
其他省区主要负责同志提交了书面
发言。

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
了重要讲话。他指出，党中央提出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
略以来，黄河流域生态环境质量稳
步提升，水安全保障能力持续增强，
能源粮食安全基础不断巩固，高质
量发展亮点不少，黄河流域生态保
护和高质量发展站到了更高起点
上。同时也要看到，仍有不少难题
需要进一步破解。

习近平强调，要持续完善黄河
流域生态大保护大协同格局，筑牢
国家生态安全屏障。更加突出黄河
治理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推
动构建上下游贯通一体的生态环境
治理体系，深入实施重要生态系统
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提升流域生
态系统稳定性。强化“三北”工程联
防联治，提升整体效果。加强采煤
沉陷区综合治理，积极探索资源型
地区转型发展新路径。持续深入打

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加强重要支流
和重点湖库治理，搞好沿河环湖地
区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强化大气污
染综合治理，加快重点行业超低排
放改造，大力推进煤炭清洁高效利
用。依法整治“散乱污”企业，有效
管控风险源。实施支持绿色低碳发
展的财税、金融、投资、价格政策和
标准体系。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机制。探索建立全流域、市场化、多
元化生态保护补偿机制。

习近平指出，要实施最严格的
水资源保护利用制度，提高水资源
节约集约利用水平。严守水资源开
发利用上限，细化以水定城、以水定
地、以水定人、以水定产举措，健全
覆盖全流域的取用水总量控制体
系，科学配置干支流水资源。强化
地下水水位管控，加大中下游地下水
超采漏斗治理力度。加强饮用水水
源地保护。稳步优化调整“八七”分
水方案。积极探索和规范推进水权
交易，全面推行水资源费改税。实
施节水行动，加快建设节水型社会。

习近平强调，要完善防灾减灾

体系，全力保障黄河安澜。健全水
沙调节机制，完善以骨干水库等重
大水利工程为主的调控体系。坚持
干支流统防统治，推进干流重点河
段、险工险段治理，保障重要堤防水
库和基础设施安全。统筹推进黄河
水利枢纽重大工程。加强灾害监测
预警，强化预警和应急响应联动。
加大查险排险力度，加强防灾减灾
宣传教育和常态化、实战化协同动
员演练。

习近平指出，要推动发展方式
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特色优势现代
产业体系。毫不放松抓好粮食和重
要农产品生产，强化农业科技和装
备支撑，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因
地制宜发展特色优势农业。建设旱
涝保收的高标准农田，抓好盐碱地
综合改造利用，努力提高耕地质量。
优化重大项目建设布局，最大程度
降低对地表径流、地下水的影响。
大力发展绿色低碳经济，有序推进
大型风电光伏基地和电力外送通道
规划建设，加快重点行业清洁能源
替代。 （下转第 2 版）

    习近平主持召开全面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
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强调

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为动力
开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蔡奇丁薛祥出席

依法开展国防教育
提升全民国防素养

本报讯（记者  臧灵）  9月 11
日下午，受市委书记李庆元委托，
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刚主持召开五
届市委常委会第 117次会议，传达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
和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
实工作；分析研判我市前三季度经
济运行情况，挖掘经济增长潜力
空间，奋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
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会教育
强国的科学内涵和基本路径，牢牢
把握教育强国要正确处理好的重
大关系，认真落实全面推进教育
强国的战略任务和重大举措，切
实增强抓好教育的紧迫感、责任
感，实施新时代立德树人工程，一
体推进教育发展、科技创新、人才
培养，持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不
断提升初中、高中阶段教育教学水
平，推动职业教育校企融通、产教
融合，严格规范社会事务进校园，
切实减轻教师非教育教学任务负
担，推动全市教育高质量发展。

会议强调，要坚决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对海南、广东等地台风灾害
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注重在实践
实战中总结经验，查摆不足，堵塞
漏洞，不断优化完善指挥体系、组
织体系、力量体系、制度体系，加
强应急能力建设，提升应急管理
效能，切实把安全生产和防灾减
灾各项工作抓实抓细抓具体。

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
革委员会第六次会议时的重要讲
话精神，坚决落实党中央改革决
策部署和省委改革工作要求，系
统研究谋划，优化改革推进落实
机制，扎实推进市委实施意见提出
的 43条具体改革举措落实，确保
各项改革说一件、干一件、成一件。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纪学习教育的
重要指示精神，认真盘点总结全市
党纪学习教育工作开展情况，抓实
问题整改，全面查漏补缺，紧跟中
央和省委节奏筹备好全市党纪学
习教育总结会议。要积极探索党
纪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推进机
制，持续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
学纪、知纪、明纪、守纪。

会议强调，要落细落实省委、
省政府对发展改革工作的各项要
求，对前三季度经济运行情况进
行精准分析，聚焦重点企业、重点
项目，研究具体内在指标，找准找
实抓经济工作的着力点。要认真
学习研究和用好用活上级政策机
遇，特别要加强对二手车、企业设
备更新、乳胶厂原料保供、餐饮等
重点行业领域的研究，积极主动挖
掘经济增长潜力空间，提出更加具
体的工作措施。要强化责任落实
机制，各行业部门“一把手”要带头
抓业务，组织带领部门工作人员
下沉基层一线指导，切实抓到具
体企业、具体项目、具体工作上。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本报讯（记者  于飞  廖智若
愚）  9 月 12 日下午，普洱景迈山
古茶林文化景观申遗成功一周年
新闻发布会在普洱市行政中心举
行。普洱市人民政府副市长胡剑
荣就普洱景迈山申遗成功一年来
遗产地传承保护利用情况作新闻
发布。

据通报，一年来，普洱市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
平生态文明思想，恪守《保护世界
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坚持保护
第一，秉承传承优先，持续加强管
理，稳步推进可持续利用，法规制
度日益完善，保护利用成效显著，
文化活动丰富多彩，产业发展欣
欣向荣，社区参与不断深入，对外
宣传持续发力，取得了显著成绩。
2023 年 10 月，景迈山被生态环境
部命名为全国第七批“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

据通报，一年来，普洱市成功
举办了文化景观保护与发展国际
学术研讨会、国际旅交会澜沧活
动专场、“千山万山，为什么是景
迈山”品牌论坛、景迈山春茶开采
季等系列主题活动，邀请 120余个
海外旅行社深入景迈山体验古茶
林文化之旅，景迈山秘境茶旅体
验活动入选 2023全国非遗与旅游
融合特色活动典型案例，芒景村
被评为云南省金牌旅游村，“景迈
山”相关搜索量在携程网环比增
长 161%，在美团的搜索量同比上
涨了 500%，共接待游客 40.2 万人
次，同比增长 33.52%，实现旅游收
入 3.38亿元，同比增长 184%。

据通报，一年来，普洱市助力
打响“世界的普洱·中国的茶”文
化品牌，加快推动普洱茶产业发
展升级，联名茅台集团打造“普茅
号”普洱茶品牌，引进广州“八马

茶业”合作产品研制，发售“云上
景迈”普洱茶和“鼎和景迈”申遗
成功纪念茶，助力中国普洱茶第
一股澜沧古茶在港交所主板上
市。2023 年，景迈山茶产业实现
综合产值 5.17 亿元，同比增长
31.55%。

发布会由普洱市政府新闻办
主持。普洱市文化和旅游局局长
肖会强，普洱景迈山古茶林保护
管理局局长、澜沧拉祜族自治县
委副书记张丕生，澜沧景迈布傣
茶叶农民专业合作社代表尹一
然，澜沧县惠民镇芒景村翁哇村
民小组村民玉呢，分别就遗产地
传承保护、全市旅游加快发展、集
体经济发展壮大、村民持续增收
等问题回答记者提问。

中央驻滇、云南省级新闻单
位和普洱市级新闻媒体等 20多家
媒体单位参加新闻发布会。

普洱景迈山申遗成功一周年
接待游客40.2万人次 实现旅游收入3.38亿元

精准分析前三季度经济运行情况
主 动 挖 掘 经 济 增 长 潜 力 空 间
奋 力 推 动 经 济 高 质 量 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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