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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姚梦溪）  9月 25
日至 27日，由文化和旅游部与云南省
人民政府主办，省文化和旅游厅与普
洱市人民政府承办，14省（区、市）文
化和旅游厅协办的 2024年“茶和天下 
共享非遗”主题活动主会场活动将在
普洱市思茅区、宁洱哈尼族彝族自治
县、澜沧拉祜族自治县举办。

据悉，活动将汇聚专家代表、媒
体记者等 300余人，举办茶文化非遗
项目交流展，再现茶马古道盛景，打
造茶文化体验区，展示现代茶饮文
化，探索茶产业创新发展的可能性。

活动采取实地考察的形式，组织嘉宾
到宁洱县那柯里茶马驿站、思茅区帝
泊洱生物茶谷和茶马古城、澜沧县景
迈山，体验传统手工制茶技艺等非遗
项目，参观自然茶文化景观遗产，深
入了解相关历史和价值。

活动通过展示相关国家级非遗代
表性项目在保护传承与创新发展过程
中的探索与成就，以及中国丰富的茶文
化内涵，为参与者提供探索茶历史、茶
文化传承的空间，有力推动中国传统制
茶技艺及相关习俗的传播和推广，向世
界展示中国茶、普洱茶的独特魅力。

2024 年“ 茶 和 天 下 共 享 非 遗 ”
主题活动主会场活动将在普洱举办

“今年的甜龙竹笋价格比 2023
年又上涨了不少，订单络绎不绝，
各条生产线正有序运转。”在毛笋
加工车间指挥工人打包装箱的云
南丰道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金伟开脸上洋溢着喜悦。

今年是金伟开从曲靖到普洱
创业的第 7个年头。2017年，一次
偶然的机会，金伟开接触到了思
茅甜龙竹，经过一番了解，引起了
他对甜龙竹的好奇。金伟开查阅
了大量关于思茅甜龙竹的资料
后，发现甜龙竹浑身都是宝，是不
可多得的“宝藏笋”，自此便和甜
龙竹结下了不解之缘，他决定留
下来，继续深挖思茅甜龙竹的更
多可能，他的立“竹”之旅也正式
开启。

科学赋能严把源头关
竹 苗“发”出 新 气 象

保证甜龙竹笋的好品质，其种
源是关键。为改变过去散小弱的
粗放种植方式，金伟开于 2017年 9
月成立了普洱凯阳农林开发有限
公司，主要涵盖竹类植物研究、优
质竹苗培育、竹笋精深加工等。

金伟开本着“林以种为本、种
以质为先”的理念，坚持在培育成
活率高、发笋快、产量高的甜龙竹
苗上下功夫。经过不断探索和努
力，公司培育的种苗质量得到市
场的认可，种苗一度供不应求，也
让金伟开对育好“这颗笋”更加信
心十足。

为了保障种苗的质量和数量
供应，7年间，金伟开不断扩建甜龙
竹苗培育基地，先后在倚象镇半坡
村杨家寨、石家寨以及帝泊洱生物
茶谷建成优质竹类苗木培育基地
共 120余亩。其中，甜龙竹苗培育
基地60亩。多年来，公司共培育并
向国内外市场销售优质甜龙竹苗

150万余丛，并与广西林科院、广西
农垦集团、云南省林业和草原科学
院共建引种示范基地。

“平日里，公司不定期对农户
进行竹苗种植技术的培训，第一
时间把最新的育苗知识传授给大
家，确保竹笋的品质及产量得到
有效保障。”金伟开说，有了好的

种苗，还需要大家齐心协力种好
“这颗笋”。

一路走来，金伟开带领公司
团队研究种苗培育方法、下地实
践、创新加工模式、总结经验，从
一个“门外汉”到“内行人”，虽路
程艰辛却收获颇丰。（下转第 2 版）

本报讯（普洱市统计局）  1至
8月，普洱市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
基调，着力稳投资、扩消费、提振
信心，各项政策措施进一步落地
见效，工业经济明显好转，需求恢
复加快，投资结构持续优化，物价
保持总体稳定，全市国民经济运
行情况总体平稳、稳中趋好。

工业生产持续加快恢复，制
造业实现较快增长。全市规模以
上工业增加值同比下降 0.8%，降
幅较 1 至 7 月收窄 2.8 个百分点。
分三大门类看，采矿业增加值同
比下降 26.3%，制造业同比增长
5.7%，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
和供应业同比下降 1.0%。

特色产业持续增长。农副食
品加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5.1%，
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同比增
长 28.9%，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
造业同比增长 21.1%，有色金属冶
炼和压延加工业同比增长 18.2%，
造纸和纸制品业同比增长 2.6%。

消费市场稳中向好，餐饮收

入增长明显加快。全市实现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 227.95 亿元，连
续 6个月增长加快。

餐饮收入回升态势更为明
显。全市实现商品零售额 195.63
亿元，同比增长 5.4%；餐饮收入
32.32亿元，同比增长 5.7%。

城乡市场增长同步回升。城
镇市场实现消费品零售额 190.34
亿元，同比增长 5.8%；乡村市场实
现消费品零售额 37.61 亿元，同比
增长 3.9%。

部分升级类商品增势良好。
限额以上单位照相器材类增长

5.7%；文化办公用品类增长 9.3%；
家具类增长 17.3%；石油及制品类
增长 5.4%；新能源汽车类增长
5.3%。限额以上单位粮油、食品
类增长 7.0%。

投资降幅继续收窄，产业投
资增长加快。全市固定资产投资
（不含农户）同比下降 22.4%。分
产业投资看，第一产业投资同比
下降 36.6%；第二产业投资同比增
长 85.5%；第三产业投资同比下降
36.6%。

产业投资增长继续加快。产
业投资同比增长 19.7%；数字经济

投资增长 45.3%；生态保护投资增
长 136.4%。

财政运行平稳，金融存贷款
规模持续扩大。全市地方一般公
共预算收入 45.81 亿元，同比增长
10.8%。全市地方一般公共预算
支出 205.27亿元，同比增长 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36.36 亿元，
同 比 增 长 25.2%；农 林 水 支 出
41.16 亿元，同比增长 13.1%；教育
支出 28.22亿元。

8月末，全市金融机构人民币
存款余额 1206.03 亿元，同比增长
4.5%。全市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
余 额 1307.41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7.0%。非金融企业及机关团体贷
款 658.24亿元，同比增长 7.6%。

居民消费价格保持稳定，食
品价格止跌回升。8月，全市居民
消费价格同比下降 0.1%。食品价
格止跌回升上涨 0.3%。1至 8月，
全 市 居 民 消 费 价 格 同 比 下 降
0.3%。

1 至 8 月普洱市国民经济运行情况稳中趋好

教育支出 28.22 亿元

农林水支出41.16亿元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36.36 亿元实 现 社 会 消 费 品 零 售 总 额
227.95 亿元

地 方 一 般 公 共 预 算 支 出
205.27 亿元

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45.81亿元

1
月
至
8
月

普洱，毗邻缅甸、老挝、越南三
国，现有 3个口岸、7条边境通道、3个
边民互市贸易点（场所），区位独特，
优势突出。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
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在新的起点上建设更高水平开放
型经济新体制，形成更大范围、更宽
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新格局，不
断拓展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空间。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近年来，
普洱市主动服务和融入共建“一带一
路”和西部大开发战略，抢抓中老铁
路沿线开发历史机遇，整合资源、集
中要素，大力推进园区、口岸和物流
体系建设，积极承接产业转移，提高
对外经贸水平，深入推进对外开放。

亮优势  抓基础

普洱市坚持以高水平开放促进
高质量发展，进一步明晰口岸经济定
位，做好口岸产业规划布局，强化“口
岸+通道+城镇+产业+物流”协同联
动，一体推进口岸功能提升、口岸经
济发展、口岸城镇建设。

成立普洱市口岸开发发展工作
专班，建立了推进贸易高质量发展联
席会议制度，实施月调度工作机制，
及时研究解决口岸经济发展中存在
的困难问题，形成市、县联动，各部门
协同的工作合力。制定印发了《普洱
市主动服务和融入建立中国—东盟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施方案（2022—
2025）》《普洱市贯彻落实云南省加快
对接 RCEP 行动实施方案》《普洱市
推进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
实施方案 2022—2024》《普洱市口岸
建设发展行动实施方案》等系列文
件，进一步明确全市口岸经济发展目
标任务，压实工作责任，推进口岸经
济工作稳步向好发展。

开放平台建设持续加快。以全
省开发区优化提升为契机，重新编制
边合区发展规划，完善口岸功能设
施，引进锡精矿物理水解加工、花岗
岩板材加工和全省首家医用乳胶手
套加工等一批项目建成投产，实施了
勐阿、芒信通道联检查验设施改造提
升、边民互市场所改扩建等一批建设
项目。2023年，勐康口岸货运量同比
增长 35.7%，货值同比增长 3.4%；孟
连口岸货运量 227.4 万吨，实现贸易

总额 106.4亿元。

抓机遇  促发展

腾飞的中老铁路，不仅仅是道路
的联通，更是经济、文化交往交流的
干线，是沿线发展的巨大机遇。普洱
市依托中老铁路沿线开发历史机遇，
深度参与中老经济走廊建设，不断推
进高水平对外开放。

外贸结构调整持续优化。特色
产品国际市场开拓取得新进展，云南
思茅工业园区成功申报省级咖啡外
贸转型升级基地、景东彝族自治县成
功申报省级蔬菜外贸转型基地。
2023 年，首次实现自产酵母出口 32
个国家，普洱咖啡出口国家增加至 21
个，林化产品（松香等）出口泰国、日
本等 RCEP 国家增长 105%。持续加
大对东南亚国家的进口力度，推进边
民互市规范化建设，勐康口岸实现边
民互市电子化结算和甘蔗落地加工。
2024年一季度，全市外贸进出口总额
达 26.1 亿元，同比增长 29.2%，全省
排名第 5位。边民互市参与人数、贸
易额实现双增长。

对外经贸合作不断加强。积极
举办中国（普洱）国际咖啡博览会、中
老越三国（普洱）边境商品交易会、孟
连边境经济贸易交易会等，组织商贸
企业参加进博会、南博会、广交会、中
老铁路深圳恳谈会、西洽会、餐博会
等国内外重要展会，开展招商引资项
目推介，帮助企业开拓国际市场。积
极支持企业“走出去”，在境外建设橡
胶、粮食、咖啡和茶叶加工厂等。

现代物流网络加快构建。系统
谋划普洱市现代物流体系，建设以宁
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现代物流枢纽
为核心，孟连、勐康、龙富口岸为重
点，县（区）物流园为支撑的“1+3+N”
现代物流服务体系，推动中老铁路与
口岸协同发展。2023年，2户外贸企
业获省级补助资金 111.21 万元，3 户
企业获市级补助资金 129.63万元，为
企业降低物流成本 16%。

昔日，普洱因茶闻名天下，从茶
马古道走向世界。今日，秉承先辈开
辟茶马古道的闯劲、韧劲和干劲，充
分发挥普洱“一市连三国”的区位优
势，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
式现代化普洱实践。

国防和军队建设
是国家安全的坚强后盾

新华社北京 9 月 23 日电  中
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
委主席习近平 23日上午在人民大
会堂接见探月工程嫦娥六号任务
参研参试人员代表时发表重要讲
话。他强调，探月工程成果凝结
着我国几代航天人的智慧和心
血，从一个侧面展示了我们这些
年在科技自立自强上取得的显著
成就，充分展现了中国人的志气、
骨气和底气。要在全社会大力弘
扬追逐梦想、勇于探索、协同攻
坚、合作共赢的探月精神，进一步
增强全体中华儿女的民族自信心
和自豪感，凝聚起以中国式现代
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
伟业的磅礴力量。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
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
希出席活动。

上午 10 时许，习近平等党和
国家领导人来到人民大会堂北大

厅，全场响起长时间热烈掌声。
习近平等同大家亲切握手，并合
影留念。

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
表重要讲话。他表示，今年 6月 25
日，嫦娥六号完成任务后成功返
回，我发了贺电。今天，我和其他
中央领导同志来看望大家，代表
党中央，再次向大家表示热烈祝
贺和诚挚问候！

习近平指出，嫦娥六号完成
了人类历史上首次月球背面采
样，突破了多项关键技术，是我国
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取得的
又一标志性成果，是我国探月工
程的重要里程碑。20 年来，探月
工程聚焦关键核心技术领域持续
攻关，在科学发现、技术创新、工
程实践、成果转化、国际合作等方
面取得丰硕成果，走出一条高质
量、高效益的月球探测之路，为我
国航天事业发展、为人类探索宇

宙空间作出了重大贡献。
习近平强调，探索浩瀚宇宙，

建设航天强国，是我们不懈追求
的航天梦。新中国成立 75 年来，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国一代
代航天人坚持自力更生、自主创
新，推动航天事业从无到有、从弱
到强、从“蓝图绘梦”到“奋斗圆
梦”，实现历史性、高质量、跨越式
发展，航天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
伐。

习近平指出，外层空间是人
类的共同疆域，空间探索是人类
的共同事业。探月工程始终秉持
平等互利、和平利用、合作共赢的
原则，“嫦娥”既是中国的、又属于
全人类，为国际科技合作提供了
广阔舞台，为全球深空探索贡献
了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我们要
继续敞开胸怀，深入推进多种形
式的航天国际交流合作，同各国
分享发展成果、完善外空治理，让

航天科技成果更好造福人类。
习近平强调，探索太空永无

止境。希望航天战线同志们再接
再厉、乘势而上，精心开展月球样
品科学研究，接续实施好深空探
测等航天重大工程，推动空间科
学、空间技术、空间应用全面发
展，为建设航天强国再立新功。

随后，习近平等来到人民大
会堂东大厅，参观月球样品和“九
天揽月·探月工程二十年”成果展
览。

李干杰、李书磊、张又侠、张
国清、吴政隆出席上述活动。

实施探月工程是党中央把握
我国经济科技发展大势作出的重
大战略决策。作为我国航天史上
迄今技术水平最高的月球探测任
务，嫦娥六号在人类历史上首次
实现月球背面采样返回，为未来
我国开展月球和行星探测奠定坚
实基础。

本报讯（通讯员  杨晓琼）  近日，
由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昭通市人民
政府主办，云南省文化馆和昭通市文
化和旅游局共同承办的“有一种叫云
南的生活”——2024 年云南省“戏曲
进乡村  文化进万家”成果展演系列
活动在昭通市举办，镇沅彝族哈尼族
拉祜族自治县“杀戏”《古城会》获评
优秀剧目。

据悉，云南省“戏曲进乡村 文化
进万家”活动自 2016年开始，已连续

举行 8 年，完成惠民演出十万余场。
此次展演活动共有来自全省 16个州
（市）的 20 支表演队伍为当地群众、
游客送上了精心编排的京剧、滇剧、
花灯、傣剧、彝剧、壮剧、苗剧、吹吹
腔、杀戏等精彩戏曲节目。

习近平在接见探月工程嫦娥六号任务参研参试人员代表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再接再厉乘势而上  加快建设航天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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