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秋十月，普洱各地农户忙碌采收，呈现出一派幸福喜悦的丰收场景。近年来，普洱市利
用在地资源整合现代绿色新技术，提升特色农作物生产效率，核桃、姬松茸等特色农产品产量
翻倍、质量提高，为现代农业、乡村振兴注入了新的发展活力。特色农产品随着各类种植规模
扩大，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农户们实现了在家门口就业，获得了可观的经济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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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永）  10 月
16 日，云景飞林 (普洱)新材料有
限公司首场产品发布会在云南思
茅产业园区宁洱片区举行。

刨花板项目的成功投产，每
年可实现产值 5亿元、利税 1亿元
以上，直接带动就业 200多人，间
接带动地方农林、交通运输、物流
等方面就业 5000多人，将极大促
进地方经济活跃，为巩固脱贫攻
坚成果、助推乡村振兴提供有力
支撑。这一项目的实施将有力推
动普洱市现代林产业的转型升级
和高质量发展，为全省乃至全国

的绿色发展贡献新的力量。
普洱市作为全国唯一的国家

绿色经济试验示范区，拥有得天
独厚的自然资源和生态优势。云
景飞林规划项目依托这一优势，
采用国际先进、节能、高效、安全
的刨花板生产设备及工艺技术，
充分利用木材三剩物生产轻质超
强刨花板兼可饰面定向刨花板等
新型板材，产品具有“轻质、高强、
绿色、环保、低碳”的优异特性，广
泛用于家居、家具、装饰等领域，
符合世界人造板产业绿色、低碳、
可持续发展方向。

本报讯（记者  易云香  罗钦）
10月 16日，思茅区人民政府上线
《普洱政风行风热线》广播直播节
目。

上线嘉宾介绍了思茅区产业
发展、项目推进等方面的情况。
据介绍，2024年，思茅区坚持稳中
求进工作总基调，着力稳投资、扩
消费、提振信心，各项政策措施持
续推进、落地见效，经济运行稳中
向好。1月至 8月，规模以上工业
增加值同比增长 6.2%，分别高于
全市、全省、全国 7 个、2.4 个、1.7
个百分点。规模以上固定资产投
资完成 45.12亿元，较上半年降幅
（-5.6%）收窄 1个百分点；扣除房
地 产 投 资 后 ，投 资 实 现 增 长
16.1%。建安投资完成 39.1亿元，

增长 4.4%。5000万元以下新开工
项目 139个，同比增长 31.1%。社
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完成 82.66 亿
元，增长 5.6%，分别高于全市、全
省、全国 0.1个、2.7个、3.4个百分
点。限额以上批发、零售、住宿、
餐饮业各项指标实现加速回暖。

上线嘉宾还在线解答听众提
出的如何守护学生食品安全、城
市内涝解决、飙车噪音扰民、共享
单车占用停车位、虚假宣传等 11
个热线问题。

本 报 讯（通 讯 员  陈 威 龙  周 跃
忠  谢 莎 莎  王 磊  田 娅  文/图）  近
日，景东彝族自治县文龙镇勐涝村核
桃产业迎来了丰收季。勐涝村独特
的山地地形和气候条件，为核桃的生
长提供了优良的环境。近年来，勐涝
村积极宣传推广合理间伐、疏枝、短
截等管理方法及鼓励农户提高管理
积极性等举措的实施，推动核桃产量
和品质整体提升。今年，勐涝村核桃
预计产量达 200 吨，预计产值 200 万
元。

勐涝村只是景东县众多核桃产
区之一，一直以来，景东县将核桃产
业作为促进群众增收、加快农村经济

增长的特色产业发展。全县共有核
桃种植面积 60.5万亩，2024年预计年
产核桃干果 2 万余吨，产值达 5 亿多
元。勐涝村村民李先平说，他家有核
桃十三亩，今年挂果多，总收入预计 1
万多元。

核桃的丰收不仅为种植户带来
了经济收益，同时也为勐涝村周边村
民提供了务工的机会。从核桃的采
摘到装袋、运输，各个环节都需要人
力参与，周边村民在家门口就能获得
收入。在外务工的村民李元祥说：

“现在核桃成熟，回来帮同村的人打
核桃，一天有一两百元的工钱，这一
季下来有三四千元的工钱。”

本报讯（通讯员  杨安龙  文/图）
走进澜沧拉祜族自治县南岭乡芒付
村，可以看到几座种植大棚整齐坐落
在平缓的山洼里，草棚里的姬松茸已
经破土而出，圆润饱满、长势喜人。

“姬松茸的种植、采摘、加工、烘
烤、运输等各项环节均需要人工，这
为芒付村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岗位，带
动群众就近就地就业 100多人次，实
现村民增收 1 万多元。目前我们还
在起步阶段，随着种植规模扩大，相
信下一步收益还会更好。”芒付村党
总支书记陈宇阳说。

据了解，姬松茸是一种夏秋生长
的腐生菌，味纯鲜香，药用和食用价
值颇高。今年，澜沧县烟草专卖局
（分公司）驻村工作队积极协助村“两
委”在大棚、收购加工点选址上出谋

划策，大力开展宣传推广，帮助芒付
村引进了姬松茸种植。目前主要是
下付坎一组、二组的村民在进行种
植，共种植 8 个棚，预计产量 6 万公
斤，实现产值约 48万元。

“虽然听说种植公司的人不仅现
场教学种植技术，还会以每公斤 8元
的价格签合同收购，但由于我们对姬
松茸种植不了解，刚开始并不敢种，直
到驻村工作队和村委会主任带着种植
公司的人进村驻扎，我才放下心来。
目前我家种的姬松茸已采收 8吨，今
年预计收益 12万元。”“姬松茸种植虽
然很累，但看到腰包一天比一天鼓，很
有成就感。”村民们说说笑笑，脸上洋
溢着丰收的喜悦。姬松茸产业不仅带
动了村集体经济的发展，也为当地村
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益。

农 特 产 业 促 振 兴
创 新 模 式 助 发 展

经中共普洱市委同意，根据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同意撤
销普洱广播电视台公共频道的
批复》（广电审〔2024〕786 号）、
《云南省广播电视局关于同意撤
销普洱广播电视台公共频道的
通知》，及《普洱市广播电视局转
发云南省广播电视局关于同意

撤销普洱广播电视台公共频道
文件的通知》要求,普洱市融媒体
中心计划于 2024年 10月 20日 24
时关停普洱广播电视台公共频
道（按要求更名为经济生活频
道）。关停后原公共频道目前在
播栏目“美食美刻”“普洱经济与
生活”“普洱视界”“普洱新闻”

“卫生与健康”“法治视线”及外
购栏目“我们这四十年”“我的美
丽乡村”“航拍中国”“博物馆之
夜”及电视剧等节目调整到新闻
综合频道播出。

感谢广大观众朋友一直以来
的真情相伴，停播给您带来的不
便敬请谅解，希望大家能继续关

注普洱市融媒体中心新闻综合频
道的节目及下载使用“景迈山”客
户端，关注普洱市权威媒体其他
资讯。

特此公告。

普洱市融媒体中心
2024年10月18日

本报讯（通讯员  段梦佳）  双
相村是孟连傣族拉祜族佤族自治县
勐马镇橡胶种植的主要区域，拥有
32000 余亩橡胶林地，得天独厚的
自然条件为橡胶树的茁壮成长提供
了理想环境。近年来，双相村不断
推进橡胶产业改革，持续深化“党组
织+企业+合作社+农户”收购机制，
激励党员干部带头示范，扶优扶强、

扩大销售，促进胶农增收、壮大集体
经济。

双相村按照本村常住村民“上
交合作社得奖励”“多交多得，上不
封顶”原则，结合村情实际制定收购
奖励机制。同时，结合橡胶“统防统
治”培训、鼓励橡胶期货保险参保，
为橡胶产业发展上“保险”。

自今年 6月以来，双相村每日鲜

胶乳收购量从 400公斤左右提升至
6.6吨，收购量显著提高。16个村民
小组、49名胶农与合作社签订了鲜
胶乳收购协议，享受村级合作社每
公斤12元的收购保底价格政策。

双相村胶农岩依于今年 8月底
兑付了奖励，他说：“和村级合作社
建立长期合作关系，不仅带动了我
们胶农割胶的积极性，还提供了稳

定的销售渠道，规避了一定程度的
市场风险，增加收入的同时，也让我
们的权益有所保障。”

一片片橡胶林地见证了胶农的
辛勤付出和努力，双相村对橡胶产
业的大力培植，对收购机制的积极
探索，促进了当地橡胶产业的繁荣
与发展，也真正把橡胶树变为滚滚
财富，让当地胶农“吃得好睡得香”。

普洱市融媒体中心关停普洱广播电视台公共频道公告

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给普洱
民族团结誓词碑盟誓代表后代的
回信，心中涌起的是无尽的使命
感与责任感。习近平总书记的重
要回信饱含着对普洱各族群众的
深切关怀，也是对奋斗在基层一
线党员干部的殷切期望。我们将
继续弘扬“民族团结誓词碑”光荣
传统，以“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
土尽责”的责任感当好“收信人”，

依托中老越三国交界的特殊地理
位置和龙富口岸建设契机，抓好
党建促进强边固防，抓好农文旅
产业融合促进经济发展；我们将
持续发挥联农带农作用，做好辣
椒、江城黄牛等产业的规模化种
植、养殖，团结坝伞村村民建设好
美丽家园、维护好民族团结、守护
好神圣国土，奋力谱写新时代民
族团结进步新篇章。

继续弘扬“民族团结誓词碑”光荣传统
让边境发展更兴旺、边境治理更有效

江城县曲水镇坝伞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 李杰云

习近平总书记给普洱民族团
结誓词碑盟誓代表后代的回信，
处处彰显为民情怀，句句提振发
展信心。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
庭，五十六个民族就是相亲相爱
的一家人。民族团结是我们共同
的责任，也是我们共同的使命。
接下来，我们将学习贯彻好习近

平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大力弘
扬“民族团结誓词碑”优良传统，
团结带领大家把家乡建设好，把
日子过得越来越好。让我们携手
共进，共同传承和发扬民族团结
精神，更好续写誓词碑故事，让民
族团结进步之花越开越绚烂。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
把 家 乡 建 设 好 ，把 日 子 越 过 越 好

澜沧县酒井乡勐根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 刀文华

习近平总书记给普洱民族团
结誓词碑盟誓代表后代的回信，
让我备感温暖与振奋，是对我们
少数民族地区广大干部群众极大
的激励和鼓舞。回俄村曾被评为
第一批“云南省民族团结进步示
范县示范单位”，也是首批“全国
脱贫攻坚交流考察点”。作为一
名基层党员干部，我深感荣耀，也
感到责任重大。接下来 ，我们将
牢牢把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这一主线，坚持推行“党组织+
基层治理”模式，充分发挥“宾弄
赛嗨”民族团结互助机制，促进各
族群众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
发展；持续抓好基层治理，维护民
族团结，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发展；
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大
力发展好“一村一品”澳洲坚果等
特色产业，助力群众增收，推动乡
村振兴不断取得新成效。

发挥“宾弄赛嗨”民族团结互助机制
让各族群众共同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

孟连县景信乡回俄村党委书记  岩相

习近平总书记给普洱民族团
结誓词碑盟誓代表后代的回信，寄
托着对边疆少数民族的殷切期盼
和殷殷嘱托。作为一名基层的党
员干部，我将继续发挥好模范带头
的作用，带领村组干部持续巩固拓
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

兴，深入实施兴边富民行动，同时，
团结带领群众在产业发展上找路
子、谋发展、共致富。我将为促进
边疆各族群众共同富裕贡献自己
的力量，切实建设好美丽家园、维
护好民族团结，奋力谱写新时代民
族团结进步新篇章。

继续发挥模范带头作用
带领大家找路子、谋发展、共致富

西盟县勐卡镇永业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 岩江

云景飞林 2024年首场产品发布会发布
刨花板产品成功投产 预计每年可实现产值 5 亿元

思茅区人民政府上线
《普洱政风行风热线》广播直播节目

回音壁回音壁
政

风 行 风 热 线

双相村：推进机制改革 护航橡胶产业

芒付村：草棚长出“致富伞” 鼓起农户“钱袋子”

勐涝村：种植管理有成效 核桃变身“致富果”

“怎样当好收信人”书记谈

牢记总书记嘱托  同心同德跟党走

（上接第 1 版）携程项目的启动建
设，让老达保村民对旅游业发展信
心倍增，村内新建民宿超过 5家，多
家原有民宿重新装修。

携程集团还充分发挥在酒店
管理、内容运营、平台推广等方面
的优势，挖掘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文
化景观等旅游资源，打造多元旅游
综合体，带动地方就业，增加集体
收入，助力澜沧文旅产业再上新台
阶。

依托沪滇协作打造文化特色田
园综合体的还有江城哈尼族彝族自
治县康平镇瑶家山村干田团墩村民
小组。现在，这里已成为集瑶族文
化传承、乡村民俗旅游、民族团结示
范功能于一体的民族文化生态旅游
基地。

在上海与普洱的共同努力下，
普洱乡村旅游发展越来越红火，百
姓过上幸福生活。

“山海”携手  筑巢引凤
载体建设助力品牌打造

产业协作离不开政府的支持和
引导，更离不开市场的运作和参与，
政府与市场互相联动、互为补充，产
业协作才能高质量发展。普洱市依
托“上海企业+云南资源”，全力推
动“东企西引”，不断强化政策对接，
坚持双向赋能，积极推进产业园区
建设步伐。

普洱市依托云南“1+3+25”产业
园区建设体系，牢牢把握普洱边境
口岸面向南亚东南亚的战略发展机
遇，推动上海优势产业向普洱延伸，
并引入上海园区先进管理经验在普
洱复制推广，有序推进“一县一园
区”建设。目前，共建设产业园区 9
个，每个园区各有特色，成果非凡。

云南思茅产业园区是金山区与
普洱市共建的首个园区，以加强沪滇
沿边产业协作为导向，整合资源、优

势互补，努力走出一条双向赋能、互
利共赢的发展之路。宁洱哈尼族彝
族自治县今年引进 12家东部企业入
驻，投资 11.6亿元，有力助推普洱市
经济发展。墨江哈尼族自治县新经
济产业园精准对接地方政府需求，在
墨江县建设首个产业大数据中心，抓
住东南亚跨境数字贸易契机，做好产
业链平台建设，为西南地区产业发展
服务，用“数字”为经济赋能、为治理
增效。目前，墨江县新经济产业园累
计注册经营主体 376户，平台累计营
业额 5.35亿元，税收 611万元。澜沧
县沪滇协作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紧
紧依托沪滇协作平台，引入上海市黄
浦区高端现代服务业资源、一流营商
环境理念和创新创业人才资源，打造
普洱市第一个县域人力资源集成式
服务平台，引进企业 93家，注册资金
超 3.8亿元，实际投资超 1亿元，其中
上海企业8家，实际投资超过8560万
元。产业园运作模式得到了上海市
市长龚正以及云南省委书记王宁的

充分肯定。江城县勐康口岸产业园
区充分借助国家级口岸优势，持续投
入沪滇协作项目资金 5443万元，建
设仓储、冷库、交易市场和加工厂等
设施。目前，已入驻云南农垦集团、
云南臻泰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普
洱江城鑫仪华五金机电有限公司等
多家企业。

以上只是沪滇协作助力普洱产
业发展的一个个缩影。近年来，普洱
市坚持以协作促发展，把产业振兴摆
在突出位置，立足普洱市资源禀赋和
产业基础，依托上海市金山区、黄浦
区优势，坚持“普洱所需”与“上海所
能”相结合，建设普洱有机茶叶、精品
咖啡、高端肉牛、高效甘蔗和生态有
机中药材、水果、蔬菜“五大基地”，推
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同时，聚
焦“上海研发+云南制造”“上海企业+
云南资源”“上海市场+云南产品”“上
海总部+云南基地”“4个+”协作模式，
推动优势互补、产销对接、产业链延
伸，为普洱产业发展注入了新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