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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报 讯（通 讯 员  王 正 玮  赵 寅
西）  近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
部公布了 2024年第二批全国名特优
新农产品名录，镇沅瓢鸡名列其中。

瓢鸡是镇沅彝族哈尼族拉祜族自
治县特色家禽品种之一。瓢鸡体格稍
小，羽毛光滑，尾部羽毛下垂，肉多骨

少，肉质香甜细腻，是滋补身体的佳
品。瓢鸡主要分布在镇沅县田坝乡、
按板镇、者东镇等地，瓢鸡产业成为群
众增收致富的主要产业之一。目前，
镇沅县瓢鸡养殖规模达10.32万羽。

镇沅瓢鸡列入全国名特优新农
产品名录，进一步提升了镇沅瓢鸡特

色品牌的辨识度和影响力，对持续推
进瓢鸡质量提升，培育地方特色农产
品品牌，促进区域优势农业产业发展
具有重要意义。消费者可以通过扫
描证书二维码登录了解农业农村部
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公示的产品详
细信息，全方位了解瓢鸡特性。

本报讯（通讯员  肖飞）  近日，孟
连傣族拉祜族佤族自治县申报的“孟
连牛油果”地理标志助力乡村振兴典
型案例在通过层层筛选后，成功入围
全国知识产权强国建设典型案例第
三批专家评审会。

近年来，孟连县高度重视牛油果
产业发展，以标准化、规范化的管理
模式引领牛油果产业持续发展。孟
连县于 2020年 7月成功注册“孟连牛
油果”地理标志证明商标；2023 年，

“孟连牛油果”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助

力乡村振兴案例成功入选国家“知识
产权服务万里行”优秀案例；2024年，

“孟连牛油果”入选云南省“绿色云
品”区域公用品牌目录。

发展牛油果产业后，孟连县农民
的收入有了显著提高，其中土地入股
模式让农户年均分红 7000 元以上。
同时，产业发展还带动了就业岗位的
增加，每年可稳定提供 3000 个岗位
以上。截至目前，孟连县已成为全国
牛油果种植面积最大、参与种植农户
最多的区域。

2024年 9月，孟连县巿场监督管
理局申报的“孟连牛油果”地理标志
助力乡村振兴典型案例通过了省、市
两级审核后上报国家知识产权局，成
功入围全国知识产权强国建设典型
案例专家评审会。据悉，本次入围的
典型案例共 65件。

本 报 讯（记 者  王 福 蓉  张
映宽）  土地资源是发展之基、民
生之本，支撑各行各业、影响千
家万户。近年来，普洱市积极探
索土地利用方式，因地制宜、综
合施策，盘活存量、优化增量，努
力走规范、节约、集约、高效、统
筹发展的新路子。

普洱市有序开展国土空间
规划“一张图”平台建设，提升国
土空间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水平。通过规划引领，深入
梳理普洱市现有资源，合理布
局。

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
度，强化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责
任制落实，采取有力措施，遏制
耕地“非农化”、防止耕地“非粮
化”，健全保障耕地用于种植基
本农作物管理体系和种粮农民
收益保障机制，守住耕地保护红
线，筑牢粮食安全底线。 2023
年，全市耕地面积净增 32.6 万

亩，垦造耕地数量排名全省第
一。目前，全市实有耕地面积
646.89万亩，永久基本农田面积
425.81 万亩，超过全市 623.22 万
亩耕地保护红线和 418 万亩永
久基本农田保护目标任务。

同时，积极探索“腾笼换鸟”
新模式，向低效用地要空间。云
南思茅产业园区围绕破解部分
存量项目土地闲置、用地低效与
新项目入园“一地难求”的矛盾，
结合实际制定处置措施，按照分
步推进、分类处置、成熟一家处
置一家的原则，持续推进“腾笼
换鸟”工作，开展二次招商，盘活
土地和现有厂房资源，助推咖啡
等特色产业延链补链取得积极
成效。

规范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
出租、抵押，完善二级市场交易
平台、交易规则和市场服务。探
索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健全社会
资本通过流转取得土地经营权

分级审批制度。8 月 7 日，思茅
区首批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
地入市成交，标志着普洱市深化
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
试点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农
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对
盘活农村土地资源、促进乡村振
兴、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具有重要
意义。

巩固提升农村集体产权制
度改革成果，盘活农村闲置资
产，构建产权清晰、分配合理的
运行机制。通过将农村闲置土
地依法流转给种植大户、专业合
作社、企业有偿使用，把资源优
势转化为经济优势，拓宽村级集
体经济收入来源。

多样化的探索盘活了“寸
土”，持续提高了土地节约集约
利用水平，向“沉睡”土地要空
间，有力支撑了经济高质量发
展。

新华社厦门 10 月 16 日电  中
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
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在福建考察时
强调，福建要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
和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贯彻
新发展理念，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
基调，扭住建设机制活、产业优、百
姓富、生态美的新福建目标不放
松，一张蓝图绘到底，继续在加快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上取得更大
进步，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上
展现更大作为，在探索海峡两岸融
合发展新路上迈出更大步伐，在创
造高品质生活上实现更大突破，进
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全方位推动高
质量发展，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
奋勇争先。

10 月 15 日至 16 日，习近平在
福建省委书记周祖翼和省长赵龙陪
同下，先后来到漳州、厦门等地，深
入乡村、红色教育基地、文物保护单
位、自由贸易试验区等考察调研。

15日下午，习近平首先来到漳
州市东山县考察。该县东南部的
陈城镇澳角村三面临海，近年来走
出一条以海兴村、以海强村的新路

子。习近平步行察看澳角湾海域
环境和村容村貌，详细了解海鲜干
货和渔获产品交易情况。得知不
少海产品购销两旺，村民收入不断
增加，习近平很高兴。他对纷纷围
拢过来的村民和渔民们说，你们村
我 23 年前来过，至今记忆深刻。
这次来看到村里发生了很大变化，
很是欣慰、很有感慨。新时代新征
程农村一定会有更加光明的前景，
农民会有更加火热的生活。村级
党组织要发挥火车头作用，带领乡
亲们做好“海”的文章，在乡村振
兴、共同富裕的道路上一往无前。

随后，习近平来到谷文昌纪念
馆，了解谷文昌同志感人事迹，听取
当地传承红色基因情况介绍，同谷
文昌干部学院教师、学员代表亲切
交流。习近平指出，衡量干部业绩
好不好，关键要看老百姓口碑好不
好。各级领导干部要向谷文昌同志
学习，树牢正确政绩观，为官一任、
造福一方，真抓实干、久久为功，把
丰碑立在人民群众心中。学习谷文
昌同志，不仅要高山仰止，还要见贤
思齐，像他那样做人、为政。

在关帝文化产业园，习近平听
取当地加强文化遗产保护、推进两
岸文化交流等情况介绍。他强调，
文化遗产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贵
财富，要保护好、传承好。

16日上午，习近平在厦门考察
了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厦
门片区。他参观自由贸易试验区
建设成果展，听取当地扩大改革开
放、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等
情况介绍，同综合服务大厅窗口工
作人员互动交流。习近平指出，厦
门特区经过 40 多年发展，发生了
当年难以想象的巨大变化。今天，
抓改革开放，无论深度还是广度，
都比过去要求更高了。福建和厦
门要适应形势发展，稳步推进制度
型开放，对接国际高标准深耕细
作，多出一些制度性、政策性成果，
为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再立新功。

16日下午，习近平在厦门听取
福建省委和省政府工作汇报，对福
建各项工作取得的成绩给予肯定，
并对下一步工作提出明确要求。

习近平指出，要在推动科技创
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上闯出新

路。加快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
制，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
制一体改革，加强高能级科创平台
建设，实施科技重大攻关行动，强化
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完善金融
支持科技创新的政策和机制，营造
更加完善的创新环境、更有吸引力
的人才环境。牢牢守住实体经济，
巩固传统产业优势，大力推动转型
升级，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前
瞻布局未来产业，因地制宜发展新
质生产力，塑造产业发展新优势。

习近平强调，要在全面深化改
革、扩大高水平开放上奋勇争先。
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突出经
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继续大胆试、
大胆闯、自主改。坚持“两个毫不动
摇”，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充分激
发全社会投资创业活力。聚焦人民
群众所思所想所盼，优先抓好民生
领域各项改革。深入实施自由贸易
试验区提升战略，主动对接区域重
大战略，深度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
一路”，打造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核心区，巩固拓展国内国际双循环
的重要节点、重要通道功能。建设

好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习近平指出，要在推动区域协

调发展和城乡融合发展上作出示
范。健全深化山海协作机制，加强
山海统筹、强化功能互补。深化国
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构建从山
顶到海洋的保护治理大格局，加强
重点领域、重点流域、重点海域综
合治理，扩大生态环境容量。强化
乡村全面振兴与新型城镇化有机
结合，加快城乡融合发展步伐。壮
大县域经济，加快老区苏区振兴发
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严守
耕地红线，树立大农业观、大食物
观，打造特色农业产业集群。深化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发展森林食
品、林下经济，不断挖掘培育“森林
粮库、钱库”。推动福州、厦门加快
建设全国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做
大做强海洋经济。加强对台风、地
震等自然灾害防范，提高防灾减灾
救灾能力。

习近平强调，要在提升文化影
响力、展示福建新形象上久久为功。
传承弘扬红色文化，建好长汀、宁化
长征国家文化公园，深化革命史料

和革命文物研究阐释。加强文化遗
产保护传承，坚持不懈做好以文化
人工作，积极推进移风易俗。推进
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把文化
旅游业培育成为支柱产业。促进两
岸文化交流，共同弘扬中华文化，增
进台湾同胞的民族认同、文化认同、
国家认同。依托宗亲乡亲、祖地文
化等纽带广泛凝聚侨心。

习近平指出，要教育党员干部
继承优良传统、赓续红色血脉，继
续发扬敢为人先、爱拼会赢的开拓
创新精神，锐意进取、善作善成。
树立和践行造福人民的政绩观，不
忘初心、担当作为、廉洁奉公，永葆
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深化整治
形式主义，切实为基层减负。全面
落实“四下基层”制度，走好新时代
党的群众路线，提升党建引领基层
治理效能。

习近平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
党中央决策部署，全力抓好第四季
度经济工作，努力实现全年经济社
会发展目标。

何立峰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
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习近平在福建考察时强调

扭住目标不放松  一张蓝图绘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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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连牛油果”地理标志助力乡村振兴典型案例入围“国审”

镇沅瓢鸡列入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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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5 日至 16 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福建考察。这是 15 日下午，习近
平在漳州市东山县陈城镇澳角村考察时，步行察看澳角湾海域环境和村容村貌。 新华社记者  鞠鹏   摄

10 月 15 日至 16 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福建考察。这是 15 日下午，习
近平在漳州市东山县陈城镇澳角村考察时，了解海鲜干货和渔获产品交易情况。 新华社记者  谢环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