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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报 讯（通 讯 员  杨 媚  文/图）  
近日，宁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民族
团 结 誓 词 碑 精 神 青 少 年 宣 讲 团 以

“开放包容·中老铁路交融之旅”为
主题，到宁洱火车站宣讲民族团结
誓词碑故事，弘扬民族团结誓词碑
精神，引导全民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

“在我们云南省普洱市宁洱县，
矗立着一座不朽的丰碑——民族团
结誓词碑……”随着清脆的童声传
出，宁洱火车站候车大厅里，一群身
着哈尼、彝、傣、佤族等不同民族服
饰的青少年学生落落大方，自信坚
定的演讲吸引着旅客倾听，民族团
结誓词碑故事宣讲与站内张贴的宣
传标语“民族团结一家亲”“火红石
榴籽”等内容相互呼应。

“ 很幸运在列车上遇到这群小
朋友，第一次听到民族团结誓词碑
的故事。他们表现得很优秀，祝福
宁洱发展得越来越好，祝福祖国更
加繁荣昌盛。”旅客杨楚涵说，这是

他们出行的一次特殊体验。
宣讲活动在昆明站开展时，宣

讲的声音更加铿锵有力，感人至深
的民族团结誓词碑故事让过往旅客
纷纷聚拢倾听、拍照。“从此我们一

心一德、团结到底，在中国共产党的
领导下，誓为建设平等自由幸福的
大 家 庭 而 奋 斗 ，此 誓 ！”一 声 声 宣
讲、一句句誓词坚定洪亮，向旅客们
传递强烈的革命情感和爱国情怀，

鼓舞着各族同胞一心向党，团结努
力共同奋进。

中老铁路是云南省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主题旅游线路中的一
条，这条主题旅游线路从昆明出发，
途经玉溪、普洱、西双版纳州直至磨
憨口岸，涵盖多彩的民族文化和边
疆历史文化。此次“开放包容·中老
铁路交融之旅”民族团结誓词碑宣
讲活动为弘扬民族团结誓词碑精神
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今后，宁洱县
将不断总结创新宣传方式，以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以中
老铁路跨国交通纽带为依托，充分
发挥民族团结誓词碑资源优势，讲
好民族团结誓词碑故事，弘扬民族
团结誓词碑精神。

本 报 讯（通 讯 员  鲁 集 美）  近
日，宁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民族团
结誓词碑精神青少年宣讲团到昆明
市盘龙区联合开展宣讲。盘龙区部
分学校还与宁洱县宁洱镇第一小学
签订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
学校创建联盟，共同推进各族青少
年交往交流，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的“金种子”播撒在中小学生
心中。

在昆明市盘龙区金实小学，身着
各民族服饰的宁洱县青少年学生向
大家讲述了民族团结誓词碑建碑的
历史意义和当代价值，以及民族团结
誓词碑精神，精彩的演讲赢得了全体
师生的阵阵掌声。

据悉，此次宣讲交流活动旨在为
深入实施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培养
学生弘扬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把

“爱我中华”的种子根植于学生心中。

在活动中，昆明市盘龙区金实小学、
桃源小学、宁洱镇第一小学共同签订
了创建联盟协议，依托共建联盟整合
资源、发挥优势，以教育教学、科研管
理、校园文化等内容，实现资源共享，
共同探讨学校高质量发展的新思路、
新模式。

“把民族团结精神传承下去，把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教育工
作做下去。”昆明市盘龙区金实小学

校长邓磊说，希望学校的孩子像宣
讲团孩子们宣讲的那样，尊重各族
人民的习惯，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

当前，民族团结誓词碑精神已逐
渐在宁洱青少年心中“生根萌芽”，民
族团结誓词碑精神宣讲也沿着中老
铁路的国际纽带逐步实现“走出去”
和“走得更远”。

宁洱县民族团结誓词碑精神宣讲走进昆明市盘龙区

本报讯（通讯员  王莲  李轹蔚）  
近年来，宁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梅子
镇民乐村文告村民小组以学习运用

“千万工程”经验为突破口，重点在人
居环境整治提升、产业发展、基层治
理上下功夫，走出了一条焕颜蝶变的
路子。

近日，走进民乐村文告村民小
组，处处呈现朝气蓬勃的景象。“我们
村现在又干净又漂亮，走在路上也闻
不到臭味了。”村民陈庭华说，村民按
照小组的安排，把房前屋后收拾干
净，生产生活都很舒心。

今年，村组干部以“老村落赋新
颜”为蓝图，致力于让一处处不起眼
的“微改造”焕发村落“大变化”。在
保留村落布局的情况下，党员带头发
动群众投工投劳，改造小组活动室、
绿化村庄小道、美化墙体、清理拆除
私搭乱建，将公共区域变成“大家风
景”，将小花园、小菜园、小庭院变成

“小家盆景”，以家庭小美汇聚乡村大
美。今年以来，文告村民小组还新建
了 1 座垃圾池、修建了 2 个公共厕所、
安装了 20 盏太阳能路灯。

同时，文告村民小组还以做大、
做优土特产为落脚点打造宜业乡村，
将特色、绿色作为发力点，探索产业
赋能发展路径。以“企业+技术+合作
社+农户”的发展模式，创办民乐咖啡
专业合作社，与云南农业大学等高校

合作，做优品质；与农户签订集中收
购协议，发挥联农带农作用，带动群
众增收致富，并与雀巢公司合作打通
销路，让咖啡果成了“致富果”。同
时，探索培育采摘游新业态，带领村
民在原有葡萄、芒果、咖啡产业的基
础上，进一步丰富水果品种，发展田
园观光采摘项目，推动三产融合发
展。

此外，文告村民小组将党员干
部、乡贤能人纳入村组事务管理委员
会，参与村组议事、决策，并通过入户
走访、群众会议、集体劳动，广泛调动
群众参与公共事务的积极性，逐步形
成“干部带着大家干、乡贤能人做示
范、美丽乡村大家建”的浓厚氛围，党
组织的凝聚力也进一步增强。目前，
小组还组建了 3 支志愿服务小队（党
员志愿服务小队、能人志愿服务小
队、巾帼志愿服务小队），助力环境卫
生整治、公共区域美化、敬老助老等。

近日，宁洱哈尼族彝族自治
县 2024 年 烤 烟 收 购 工 作 圆 满
收官。

2024 年，宁洱县雪茄烟种
植面积 1300 亩，共收购鲜烟叶
1432.02 吨，实现烟农交售收入
1186.26 万 元 ，财 政 收 入

260.98 万 元 ，亩 产 值 9125.08
元。烤烟种植面积 37500 亩，
共收购烤烟 101500 担，烟农收
入 1.73 亿 元 ，亩 产 值 4605.01
元。
       （宁洱县茶特发展中心  提
供）

本 报 讯（通 讯 员  周 维 艳  
任奕）  近日，宁洱哈尼族彝族
自治县召开外卖配送行业食
品安全义务监督单位和义务
监督员聘任暨业务培训会，超
恒外卖送餐服务部、普洱风神
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宁洱分公
司被聘为宁洱县首批外卖配
送行业食品安全义务监督单
位，45 名外卖骑手被聘为食品
安全义务监督员。

“我们将严格履行监督职
责，加强对合作外卖商家的管
理，确保送出的每一份外卖都
符合安全标准。”宁洱县首批
外卖配送行业食品安全义务
监督单位负责人朱光耀表示，

将一如既往积极配合相关部
门的工作，共同为消费者打造
一个安全、放心的外卖环境。

聘任仪式结束后，对首批
食品安全义务监督员开展了
业务培训，内容涵盖食品安全
法律法规、外卖配送行业的食
品安全标准以及监督方法和
技巧等。

据介绍，义务监督单位和
监督员将通过专业知识对外
卖配送行业的食品安全进行
全方位、多层次的监督。这也
标志着宁洱县外卖配送行业
食品安全监督工作迈上新台
阶。

本 报 讯（通 讯 员  瓦 燕 玲  
李易禅）  近日，在宁洱哈尼族
彝族自治县举行的 2024 年度
下半年入伍新兵队伍里，有两
位“老兵”踏上了二次入伍的
征程，再次为祖国的国防事业
贡献力量。

毕 文 钢 是 梅 子 镇 民 胜 村
平掌村民小组的哈尼族小伙，
2022 年 3 月，他怀揣着对军营
的无限向往报名应征，开启了
军旅生涯。在部队服役的两
年时间里，他表现突出，荣获

“四有”优秀士兵和嘉奖各一
次。2024 年 3 月退伍后，毕文
钢严格要求自己，坚持每天 5
公里的负重长跑，始终保持着
部队的优良作风。6 月，毕文
钢又迫不及待地报名参军，通
过审核后，再次成功入伍。

李 宏 玉 华 是 德 化 镇 荒 田
村上啊宽村民小组村民，2019
年 9 月，他怀着一腔热血参军
入伍，在驻港部队的两年里，
完成了从地方青年到合格军
人的华丽转变。退伍后，他成
了 一 名 消 防 员 ，为 了 不 留 遗
憾，今年下半年他再次入伍。

“这次入伍，我一定会更加努
力表现，只要部队需要，我希
望可以一直在部队干下去。”
如今重回军营，再披戎装，李
宏玉华也有着清晰的规划。

毕 文 钢 和 李 宏 玉 华 两 位
青年再次披上戎装，用行动诠
释了对祖国的忠诚、对军旅生
活的热爱，不仅是为了延续曾
经的荣光，更是为了追逐心中
那永不熄灭的军旅梦想。

宁洱县两名青年再次入伍

本报讯（通讯员  郭家媗） 
 近日，宁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
普义乡满磨广场新添了一块

“法治大屏”，该 LED 显示屏作
为普法宣传新平台，与法治宣
传牌、法治宣传栏等法治元素
相呼应。

普 义 乡 法 治 文 化 阵 地 位
于 满 磨 广 场 ，依 托 原 有 的 栈
道、休息亭、绿化景观等载体，
融入法治文化元素，内容涵盖
习近平法治思想、未成年人保
护等多个主题。

法治文化显示屏、法治文
化栈道、法治休息亭、法治打
卡绿化景观……今年以来，普
义乡着力打造家门口的法治
文化阵地，融法于景、寓学于
乐、化教于心，让普法更接地
气 。 LED 显 示 屏 以 宣 传 法 律

新动态的方式，每天循环播放
与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
法律法规和以案说法视频，对
提升群众法治素养起到了积
极作用。

近 年 来 ，普 义 乡 依 托 村
寨、公园、广场等资源优势，将
红色文化、乡治文化、家风文
化等特色资源与法治文化有
机融合，通过设置宣传栏、法
治文化展板的方式，方便群众
学习法律知识、接受法治文化
熏陶。

目前，普义乡已创建省级
民主法治示范村 1 个、市级 2
个、县级 8 个；建成乡（镇）公共
法律服务中心 1 个、公共法律
服务工作站 8 个，配备云岭法
务通 8 台，实现乡村法治文化
阵地全覆盖。

普义乡全力打造
家门口的普法宣传阵地

本报讯（宁洱县政府办  宁洱县
农业农村和科技局）  近年来，宁洱哈
尼族彝族自治县稳定粮食生产，加快
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推进农业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做强农业主导产业，
加快高标准农田建设，高原特色农业
产业实现稳定增长。

“传统+新兴”两手抓。通过“一
县一业、一乡一品牌、一村一特色、一
户一产业”的发展思路，重点发展茶
叶、咖啡、烤烟等传统产业，同时积极

培育食用菌、特色水果、生物药材、澳
洲坚果等新兴产业，有效推动农业提
质增效和农民增收致富。2023 年，
宁洱县高原特色现代农业产业均实
现稳定增长，茶叶、咖啡、中药材、水
果、坚果、蔬菜、肉牛、生猪、花卉、烟
草、蔗 糖、天 然 橡 胶 等 12 个 重 点 产
业，种植面积达 61.16 万亩，养殖规模
存栏 124.12 万头、出栏 199.69 万头，
农业产值达 390754 万元。

“资源+绿色”携手推。充分发挥

资 源 优 势 ，大 力 发 展 绿 色 能 源 产
业 ，着 力 打 造 现 代 林 产 业 全 产 业
链，持续发展壮大绿色资源经济，夯
实 绿 色“ 家 底 ”，不 断 助 推 绿 色 发
展。通过实施“保护+发展”策略，实
现生态发展与保护双赢，森林面积
428.14 万亩，森林覆盖率 77.86%。

“探索+科技”两步走。积极探索
村集体经济发展新路径，通过土地流
转、劳务用工等形式带动群众稳定增
收。磨黑镇引进魔芋种植项目，通过

“党组织+合作社+公司”模式，发展魔
芋种植面积 48 亩，为乡村振兴战略
夯实产业基础。同时，在科技创新方
面，宁洱县与湖南农业大学、云南循
环农业产业研究院等机构合作，引进
新技术、新品种，提高农业生产效率
和产品质量；通过与中国工程院蔬菜
产业研究中心合作，全县辣椒种植实
现了增产增收，充分体现了科技创新
对农业发展的重要推动作用。

产业兴  乡村美  绘就乡村振兴新图景

本报讯（通讯员  钱永春） 
 近日，由工业和信息化部工业
文化发展中心主办的 2024 首
届“茶录传承”茶王大赛斗茶
活动在北京落下帷幕，宁洱哈
尼族彝族自治县选送的茶样
在三个品类中分别获得一个
茶王奖、两个金奖。

据了解，宁洱县多家企业
积极选送茶样参与普洱生茶

（11 年以上、10 年以内）、普洱
熟茶 3 个品类的茶王大赛斗茶
活动，并斩获佳绩，为促进宁
洱县茶产业高质量发展，擦亮
普洱茶金字招牌起到了积极
推动作用。

据悉，举办 2024 首届“茶

录传承”茶王大赛斗茶活动，
旨在传播中华制茶工艺、推动
茶产业高质量发展。活动邀
请了全国茶产区人民政府、茶
产业的行业组织、科研单位、
茶企、茶商共同参与，以“中华
茶韵匠心千年”为主题，通过
茶王大赛斗茶活动，展现各茶
产区独特的制茶工艺，鉴选优
质的茶产品，提升茶产业特色
品牌的影响力，带动茶相关产
业经济振兴。大赛广泛征集
了铁观音（清香型、浓香型、陈
香型）、普洱生茶（11 年以上、
10 年以内）、普洱熟茶、红茶、
白茶等 14 个茶叶品类参与斗
茶活动。

宁 洱 县 选 送 茶 样 获
首届“茶录传承”茶王斗茶大赛茶王奖

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推进乡村振兴战略
新农村 新农业 新农人

〈〈〈〈 资讯

宁洱县外卖配送行业食品安全
义务监督单位及监督员“上岗”

“头雁”领航聚力赋能
绘就和美乡村画卷梅子镇：

宁洱县高原特色农业产业实现稳定增长

宁洱县青少年宣讲团沿中老铁路
宣 讲 民 族 团 结 誓 词 碑 故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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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洱县完成烤烟收购 10 余万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