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普洱市依托其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优势，因地制宜地推进中药材种植产业
的规范化、标准化、企业化发展。这一举措不仅壮大了中药材的生产规模，更做强了特
色品牌，为村民增收致富开辟了新的道路，同时也为乡村振兴和中医药产业的高质量发
展注入了强劲动力。

新农村 新农业 新农人
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推进乡村振兴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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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洱市思茅区鑫喜百货经营部
（经营者为张佐楼）：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许可法》第四十七条第一款、
《烟草专卖许可证管理办法实
施细则》第四十五条的规定，现
向你作听证权利的告知：

由于你停止经营业务六个
月以上且存在公告满一个月后
不办理相关手续的情形，根据
《烟草专卖许可证管理办法》第
五十条、《烟草专卖许可证管理
办法实施细则》第六十五条第

一项的规定，我局决定收回你
持有的《烟草专卖零售许可
证》，证 号 为 530802112515。
你可自本告知书刊登之日起 5
日内向我局提出听证申请，逾
期将视为放弃申请听证的权
利。

联系地址：思茅区烟草专
卖局专卖监督管理股（茶城大
道 53 号），联系电话：0879-
2150797。

普洱市思茅区烟草专卖局
2024年11月4日

普洱市思茅区烟草专卖局
行政许可告知书
思烟许 2024年收回第 001号

普洱市思茅区鑫喜百货经营部
（经营者为张佐楼）：

因持证人停止经营 6个月
以上不办理停业手续，且经我
局公告满一个月后仍未按要求
办理相关手续，根据《烟草专卖
许可证管理办法》第五十条、
《烟草专卖许可证管理办法实
施细则》第六十五条第一项的
规定，我局决定收回你持有的
《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证号

为 530802112515。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许可法》第七条、《烟草专卖
许可证管理办法》第四条的规
定，你享有陈述权和申辩权。
如要求陈述、申辩，应在本告知
书刊登之日起 3日内向本局提
出，逾期将视为自动放弃此权
利。

普洱市思茅区烟草专卖局
2024年11月4日

普洱市思茅区烟草专卖局事先告知书

思烟许 2024年收回第 001号

本 报 讯（记 者  臧 灵  刘 丹  
通讯员  殿丽婷）   11 月 2 日，普
洱市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专题培
训班（第 2 期）在市委党校举办，
市政府副市长杨中兴出席开班
仪式并作动员讲话。

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
位，认清为什么要学，对自身问
题、短板进行一次全面复盘，对
相关工作进行再学习、再思考。
要找准学习重点，弄懂要学什
么，围绕年度目标、精准对标对
表，认真查缺补漏。要保证培训

效果，促进学用结合，珍惜培训
学习机会，认真总结学习成果，
把培训收获同自身努力相结合，
为推动乡村全面振兴作出不负
历史、不负时代、不负人民的新
的贡献。

本次培训为期 3天，聚焦“推
进乡村全面振兴”主题，设置了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专题
辅导、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政
策措施、加强“三资”管理壮大农
村集体经济、和美乡村建设等课
程。

本 报 讯（通 讯 员  杜 靖 川）  
近日，建行普洱市分行党委理论
学习中心组围绕“以金融支持地
方经济发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给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盟
誓代表后代重要回信精神”主
题，举行了专题学习研讨活动。

会议强调，全行要坚定不移
地将重要回信精神融入工作的
方方面面，从回信中汲取力量，
发挥行业优势，更好地服务普洱
市经济发展和民族团结事业。

活动中，还就如何优化金融服务
产品以适应实体经济、乡村振兴
需求，加强与地方特色产业的金
融合作等内容进行深入探讨。

此次学习研讨，为建行普洱
市分行进一步明确以金融服务
地方经济发展，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履行社会
责任与使命担当奠定了理论基
础，为全行后续的工作开展提供
了指导。

林下增收有“良方”

郑发有是墨江云尖茶叶批
发有限公司法人、总经理。自创
办公司以来，他时刻保持积极向
上、拼搏奋斗的精神，立足基层，
用心用情，联农带农共同致富。

郑发有初中刚毕业就外出
务工补贴家用。2016年，郑发有
带着妻儿回乡创业。刚开始，夫
妻俩用微薄的积蓄开了一间茶
叶加工小作坊，凭借着勤勤恳
恳、敢打敢拼的干劲以及童叟无
欺、诚信经营的态度，夫妻俩用
了多年时间，将一间小作坊逐步
发展壮大为一个规上企业。

2021年，墨江云尖茶叶批发
有限公司正式成立。这是一家
集茶叶种植、加工、批发于一体

的现代化茶叶加工批发公司，产
品以普洱绿茶、花茶、龙珠、饼茶
为主。公司的产品由于良好的
品质和独特的口感，不仅在本地
市场畅销，还远销至浙江等地，
并成功申报了“尖一格”茶叶品
牌。

随着生产规模日益壮大，围
绕“二产带一产促三产”的发展
理念，2024 年，墨江云尖茶叶批
发有限公司业务向网络销售、旅
游观光等方面拓展，不仅带动当
地茶农发家致富，还辐射带动了
周边 9个村茶产业的发展。

（墨江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

本 报 讯（通 讯 员  高 丹  张 茜  
文/图）  近日，走进澜沧拉祜族自治
县拉巴乡塔拉弄村村民石老五家的
春砂仁种植地，石老五正带领着村
民，熟练地采摘成熟的果子。

“春砂仁不仅是一味药，还可以
做成菜肴，是种植户的‘宝贝’。我
家是塔拉弄村最早种植春砂仁的农
户，种植了 30多亩。”石老五说。

春砂仁是林下经济作物，一般
生长在潮湿的坡地和树荫下。拉巴
乡的良好生态环境，为春砂仁的生
长提供了理想的种植条件。自
1988 年起，拉巴乡开始推广种植春
砂仁，截至目前，拉巴乡春砂仁种植
面积已达 2.4万亩，可采摘面积超过
1.5万亩。2024年，拉巴乡春砂仁鲜
果产量约 400吨，产值达 1000万元。

近年来，拉巴乡以生态优先为
原则，以促进群众增收为目标，积极

推动春砂仁产业的发展，通过鼓励
群众逐年进行品种更新换代、加强

种植管理技术培训、党员示范带头
种植等一系列举措，着力化解春砂

仁质优价低、技术投入不足、发展后
劲薄弱、更新换代成本较高等难题，
推动春砂仁产业规模化、标准化、企
业化发展。

春砂仁的种植，不仅帮助种植
户实现了增收，还为他们带来了更
多的就业机会。拉巴乡 3家春砂仁
收购方在收购和加工环节，带动了
本地就近就地务工 1500人次，实现
务工经济收入 20多万元。

在塔拉弄村春砂仁烘烤房，一
阵阵春砂仁的香味扑面而来，工人
正有条不紊进行着分拣、除杂、搬运
等一系列工作。“我们采用改进的烘
焙方式对春砂仁进行反复烘焙，确
保春砂仁更易于保存、不易变质，同
时巩固和增强其药性，使春砂仁干
果产品在市场上更具竞争力。烘焙
好的春砂仁主要销往安徽省等地。”
收购人员黄进生介绍。

拉巴乡：砂仁“红”了  日子“火”了

本报讯（通讯员  钱雯琳/文  曹
明星/图）  时下，在景谷傣族彝族
自治县景谷镇文山村的茶园，滇
黄精从茶树底下探出头来，长势
喜人。

文山村海拔高、气温低、雨水充
沛，得天独厚的气候条件和地理优
势，是种植滇黄精的“温床”。文山
村种植滇黄精已经有 10 多年的历
史，文山村党总支书记石凤益是村
里“第一个吃螃蟹的人”。2013 年，
由于茶叶行业不景气，为缓解经济
压力，石凤益在自家茶园里配套种
植滇黄精。

为带动村里的老百姓共同脱
贫致富，石凤益成立了景谷马厩茶
叶农民专业合作社，采取“公司+基
地+合作社+农户”的模式，将滇黄
精套种技术无偿教授给村民。合
作社不仅为村民提供滇黄精种苗，
待滇黄精收获之后，合作社还负责
收购，解决销路问题。目前，文山
村 12 个村民小组的 170 户农户发
展“立体复合”种植滇黄精 2200亩，
平均每亩产值为 1 万元至 2 万元。
2024 年，可收获 30 亩，预计产值 50
万元。

“我们与相关企业达成协议，打
通了滇黄精的销售渠道，让村民没
有后顾之忧。滇黄精 3 年至 5 年为
一个生长周期，春秋两季收获，只要
把茶园管理好，一亩地就能发挥出

两亩的效益。”石凤益说。
“种植滇黄精，每亩茶地能多出

4000元的收益。今年我家采收了 4
吨多的滇黄精，增加了 5 万元的收
入。”正在茶园采收滇黄精的谢开哲

高兴地说。
种植滇黄精也带动了周边村民

在家门口就业。“农闲时我们到合作
社打工，收入不少，还能照顾家庭。”
文山村的脱贫户润芬表示。

近年来，景谷镇践行“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优化产业布
局，把绿色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
势，在茶地套种滇黄精已成为当地
增收致富的一项特色产业。

眼下正值黄连采收季。在重庆
市石柱土家族自治县沙子镇卧龙村
黄连种植基地，黄连种植户徐进平
和村民们身背竹篓、手拿铁剪，穿梭
在绿树成荫的田间地头，熟练地采
挖着。“把枝叶和根须都剪掉，就能
看到黄连的‘真面目’了，这种根很
肥、肉很厚的就是好黄连，今年市场
上能卖到 200元一斤哟！”徐进平捧
着刚挖出的黄连说。

黄连虽苦，却是常用名贵中药
材，2021 年被列入国家二级重点保
护药材。位于武陵山区的石柱县，
拥有适宜黄连生长的 70 多万亩高
海拔山间林地。目前，全县共种植
黄连 5.8万亩，年产量 3000吨以上。

45岁的徐进平，种了约 20亩黄
连，今年预计采收面积近 4 亩。徐
进平说：“我们家祖祖辈辈都种黄
连。这几年黄连价格不断上涨，今

年达到 200 元一斤，今年家里采收
的黄连能卖到 20万元。”

在石柱县，像徐进平这样靠种
植黄连增收致富的农户还有不少。
51岁的苟应松，8年前在冷水镇玉龙
村租下 300亩地规模化种植黄连，带
动周边村社的 20多名村民实现就近
务工增收。2023 年全年，石柱县黄
连产业累计带动稳岗就业 645 户、
5404人，人均增收0.23万元。

然而，2000 年前后，石柱的黄
连因为重种轻管导致品质下降，一
斤黄连的价格一度降至不到 10元。

“石柱黄连是我们的招牌，不能让这
个招牌砸在我们手上啊！”石柱县农
业农村委中药材科黄连办负责人聂
广楼告诉记者，为保护生态资源，推
动黄连特色产业良性发展，近年来
当地大力推广应用“林连互利共生”
等模式。

“所谓‘林连互利共生’就是栽
连必栽树，实现永续轮作。”聂广楼
说，种植户在种植黄连的同时也会
种植各种树苗，树苗和黄连一同生
长。当地农业部门会定期安排专业
技术人员到田间地头提供技术支
持，帮助种植户监测土壤环境，增加
土壤有机质含量，杀灭土壤病虫害
等。2023 年，石柱县“林连互利共
生”模式入选全国林业发展改革典
型案例。

为了发展好石柱黄连这个招牌
农产品，石柱县近年来还大力倡导

“村企联建”，探索“万企兴万村”乡
村振兴新实践。

位于黄水镇的重庆旺隆黄连科
技有限公司是集黄连生产、加工、购
销与出口为一体的现代科技企业。
今年该企业与有关机构共同研究的

“黄连产业化关键技术攻关与示范

推广应用”成果获得重庆市科技进
步一等奖，助力延长黄连产业链。
目前，石柱已培育黄连加工企业 12
家，推出以黄连为原料的中药饮片、
黄连牙膏、抑菌液等 20余个产品。

黄水镇上的中国黄连市场，是
全国最大的黄连交易市场和集散
地，是黄连市场行情的“风向标”。
市场工作人员介绍，进入黄连采收
季以来，每个赶集日的黄连交易量
达到 50多吨。今年以来，石柱黄连
交易量达 3500吨，交易额已超过 10
亿元。

“‘苦黄连’能带来‘甜日子’！”
聂广楼说，未来，石柱将加快推动黄
连产业高质高效供应，促进科技装
备创新发展，建设具有石柱特色的
黄连上下游产业生态。

新华社记者  唐奕
新华社重庆 10 月 27 日电

他山之石

重庆石柱：“苦黄连”带来“甜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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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洱市举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专题培训班（第 2 期）

建行普洱市分行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

郑发有：茶路追梦 带农致富

景谷镇：滇黄精变“黄金”  美乡村富乡亲

（上接第 1 版）“过去，我们一直用的
是土沟灌溉，源头水较大，但到下游
就逐渐减少，还经常担心被截流，晚
上还得派人值守。水库建成以后，
土沟就变成水泥沟，不存在上下游
水量不均衡的问题，方便我们灌溉
农田。”先胜村村民苏兴文高兴地
说。

宁洱县勐先镇先胜村，是勐先
镇规划建设万亩蔬菜种植基地片区
之一。宁洱县通过土地流转，以“水

利+以地换库”的方式，加快推进温
泉河水库项目建设，改善农业生产
基础设施，不断推进高标准农田建
设，提高农业现代化建设水平。

参照宁洱县模式，普洱市进一步
推进景东彝族自治县无量山中型灌
区项目，实施“以地换库”，规划覆盖
漫湾镇、林街乡、景福镇、曼等乡、大
朝山东镇5个乡（镇）。项目通过公开

招标的方式，引入社会资本承担灌区
建设。项目建成后，再由政府牵头引
入规模化农业企业，打造农业产业
链，实现水利、农业、产业协同发展，
政府、企业、农民共同受益的目标。

转变观念，充分认识“两手发
力”是水利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
充分运用市场手段，打好资源注入、
工程移交、投资扩权等组合拳，为当

前大规模水利建设积极吸引社会资
本，多渠道筹集水利建设资金奠定
了坚实基础。同时，坚持市级统筹、
企业主导、县级推动的原则，形成统
筹水利和各行各业“共同做大蛋糕”
的共识，真正增强“水利+”“全域全
要素资源整合”推进水利项目招商
引资的自觉性和主动性，让企业吃
上“定心丸”，企业敢于投资、愿意投
资，推动水利事业发展与社会资本
运作的良性互动。

为有源头活水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