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乡村振兴，产业兴旺是基础。近年来，普洱市立足资源禀赋、区域优势，
探索“政府+企业+村集体+农户”协同发展模式，全力推进特色产业调结构、
提品质、促融合、强主体、育品牌，推动特色产业规模化发展，促进一二三产业
融合发展，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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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 3 月 27 日 20 时 30
分，孟连傣族拉祜族佤族自治
县烟草专卖局联合孟连县公安
局勐马边境派出所，在孟连县
勐马镇班戛村民小组往中缅交
界方向约 300 米处路边草地查
获 84mm 红山茶（软）850 条，共
计 1个品种 850条，并依法予以
先行登记保存。

请物主于本公告发布之日
起 60日内到孟连傣族拉祜族佤
族自治县烟草专卖局接受调

查。地址：普洱市孟连县白象
街中段东侧（如意商场北侧），
联系人：穆荣，联系电话：0879-
8723712。若逾期不来接受调
查，我局将依据《烟草专卖行政
处罚程序规定》第七十三条及
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依法对
涉案烟草专卖品作出处理。

孟连傣族拉祜族佤族自治
县烟草专卖局

2025年3月31日

品种规格

84mm红山茶（软）

共计：（品种）壹个品种         总计：（数量）捌佰伍拾条

数量

850条

孟连傣族拉祜族佤族自治县
烟草专卖局公告

本报讯（记者  曾琳寓  刘丹  实
习生  晏思雨）  近日，普洱市政协各
族各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
云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座谈会
召开。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陆平出
席并讲话，党组副书记、副主席刀锋
主持会议，副主席何卫、黄鹤、白海
思、左应华，秘书长王国斌出席。

会议强调，要强化责任担当，全
面对标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
指示精神，锚定省委“3815”战略发
展目标和市委、市政府工作要求，发
挥政协代表性强、联系面广、包容性
强的优势，深入实施“三个工程”、全
面开展“三个行动”，广泛凝聚人心、
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要

坚持融会贯通，切实把习近平总书
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
学习好宣传好贯彻好。要强化理论
武装，与习近平总书记给普洱民族
团结誓词碑盟誓代表后代的重要回
信精神结合起来，坚持不懈在深化
内化转化上下功夫；做好深入宣传
工作，充分发挥委员工作室、院坝协

商、书香政协等平台优势作用，深入
基层抓好宣传阐释工作；坚持学以
致用，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
要指示精神转化为推动工作的思路
举措和成果成效，为普洱经济社会
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会上，来自 10个界别的委员分
别发言。

本 报 讯（通 讯 员  钱 世 雄）  助
推乡村振兴，水利工作是关键。近
年来，景东彝族自治县烟草专卖局
（分公司）主动对接曼等乡的农户，
修复灌溉水渠，提高烟叶品质，助
推当地乡村全面振兴。

作为曼等乡烤烟种植主产区，
菜户村、瓦窑村年均种植烤烟面积
超千亩，但山区水源稀缺、水利设
施薄弱，导致产量、品质较低且波
动较大。受地势和水利设施破旧
落后的限制，农田灌溉难题长期困

扰着菜户村和瓦窑村的农户。对
此，景东县烟草专卖局（分公司）决
定修复菜户村、瓦窑村沿线的灌溉
水渠，解决当地人畜饮水、生产用
水、季节性缺水等难题。

经过实地勘察，景东县烟草专
卖局（分公司）制定了水渠修复方
案。由景东县烟草专卖局（分公
司）筹集资金 3 万元，曼等乡政府
出资 2 万元，动员村民修复水渠。

经过多方共同努力，8 公里灌
溉水渠终于建成，成功将水源引入

农田，改善了水渠沿线农户的生产
生活。菜户村村民沈国书激动地
说：“以前浇田非常费劲，全靠肩挑
车拉，水还不够用，烟叶产量低。
现在有了这条水渠，水直接流到地
里，种烟轻松多了。”

“水利条件的改善，直接带动
土地流转率提升 45%，亩均用工成
本下降 300 元。”曼等烟叶工作站
站长蒋崇祯指着连片田地介绍，随
着灌溉水渠的建成，曼等烟叶工作
站积极推广“烤烟+多元产业”模

式，引导农户在水渠沿线轮作水晶
豌豆、蚕豆等冬季蔬菜，指导种植
红花、烟后玉米等作物，带动周边
6 个村寨 100 余农户增收；同时配
套建设 20 余座烤房，形成烟粮轮
作、设施共享的复合种植体系。
2024 年，菜户村、瓦窑村烟农户均
收入达 8.2 万元，较工程实施前增
长 15%，带动村集体增收 107 万
元。

景东县烟草专卖局（分公司）：修复灌溉水渠提高烟叶品质

本 报 讯（通 讯 员  张 海 兵  文/
图）  近年来，景谷傣族彝族自治县
景谷镇文山村以“一棵种苗”为抓
手，积极推广茶园套种滇黄精“一地
生两金”模式，并串联种植、加工、销
售产业链，让昔日的深山茶园焕发
新生机。

文山村海拔高、气温低、雨水充
沛，其气候条件和地理优势是培育
中药材的天然“温床”，非常适宜滇
黄精育苗和种植。2024 年，文山村
党总支书记石凤益投资 40余万元，
建成占地 30亩的滇黄精育苗基地，
预计每年可培育优质种苗 600 万
株，基地年产值可达 150万元。

育苗基地建成后，通过“以苗促
种”模式，辐射带动周边村镇发展滇
黄精种植，直接带动了经济效益的
提升。目前，文山村滇黄精产量已
达 25吨，亩产值 1万元。

文山村村民谢丽琼家茶园套种
滇黄精面积达 120亩，产值可达 120

万元。如今，育苗基地的种苗为她
节省了成本，今年她计划再扩种 10

亩。“有了稳定的种苗供应，我们发
展的底气更足。”谢丽琼信心满满地
说。

育苗基地不仅为产业注入活
力，更成为村民增收的“新阵地”。
基地优先吸纳本地劳动力，每日提
供 50个灵活就业岗位，人均日工资
110元。

石凤益介绍，育苗基地联合经
济联合社开展种植技术培训，让村
民掌握育苗、移栽、管护等全流程技
能，实现从“务工者”到“技术员”的
转变，让村民真正受益。村民谢大
姐感慨：“农闲时来基地育苗，既不
耽误照顾家里，还能学技术。”

今年，文山村还计划根据市场
需求扩大规模，开发黄精茶、黄精片
等深加工产品，提升附加值、延伸产
业链，推动“育苗+种植+加工+销
售”全链条发展。

景谷县文山村：“一棵种苗”撬动“一片产业”

青稞面膜、青稞护手霜、青稞酒
糟饼干……这些出自青海省海东市
互助土族自治县青稞产业园的产
品，均主要以青稞酒糟为原料制造，
推出后在市场上受到许多消费者欢
迎。

青稞不仅是藏族群众主食糌粑
的原料，还可以用来酿造青稞酒。
此前由于技术水平限制，青稞酒糟
开发利用度低，如果处理不当，还会
对环境造成影响。

在企业与高校的产学研深度融

合中，当地通过共建科技小院，打造
青稞产业园，以精深加工开辟青稞
产业新的增长点。

“企业每年产出约 5 万吨青稞
酒糟，但主要作为家畜养殖饲料使
用，附加值不高，酒糟精深加工之前
一直难以突破。”青海天佑德科技投
资管理集团有限公司研发中心经理
郝静说。

2018 年，企业找到了长期从事
食品开发研究的青海大学农牧学院
教授孙万成，以项目委托的方式资
助孙万成进行青稞及其副产物开发
利用。2023 年，经青海省科技厅审
批，孙万成与企业在前期合作基础
上共建科技小院，打造青稞产业园。

针对酒糟加工利用难题，孙万
成和团队首先完成青稞酒糟及其提
取物营养价值、药用价值的全面研
究，通过低成本提取青稞酒糟中的
活性功能成分，再应用于具备自主
知识产权的青稞食品，大幅提升产
品附加值。

“研究发现，青稞酒糟中部分物
质能够保护和滋养皮肤，可提取开
发为护肤品。”孙万成说，依托这一
研究，科技小院成功推出青稞面膜
产品。

“研发产品只是第一步，成果转
化之所以难，在于高校缺乏规模化
生产和市场推广的能力。”孙万成
说，依托青海大学、江南大学等高校

的科研和人才优势，科技小院推动
专家与企业紧密合作，建立利益联
结机制，共同组成了一支协调互补、
分工明确的科研团队。

目前，在青稞产业园内，互相打
通的实验室、中试车间让产品研发、
转化、投产等流程更加高效，企业成
熟的销售渠道也能加速新产品的推
广。

孙万成说，未来团队将继续加
强基础研究，加强与龙头企业合作，
为进一步延长青稞产业链提供科研
支撑。

新华社记者  王大千  陈杰
新华社西宁 3 月 25 日电

本报讯（记者  易云香）  近
日，普洱市司法局上线《普洱政
风行风热线》广播直播节目。

上线嘉宾介绍了司法行政
工作的职能职责变化及履职情
况。普洱市司法行政工作在原
来承担行政立法、行政执法、刑
罚执行、公共法律服务的基础上
增加了涉外法治工作，加强了对
律师事务所涉外业务的指导。
目前，已经有两家律师事务所与
老挝、泰国律师事务所建立业务
合作关系。2024年，我市两个具
有涉外公证资质的公证处，共办
理涉外公证 263件，为跨境交易、

婚姻、继承等法律事务当事人权
益保护起到了积极作用。

此外，普洱市司法局持续推
进法律援助工作。2024年，全市
法律援助机构共完成各类法律
援助案件 5690件，为受援人挽回
经济损失 686.82万元。

上线嘉宾还解答了音频证
据认可、物业业主矛盾纠纷调解
等 4个相关问题。

普洱市司法局上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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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合肥 3 月 26 日电（记
者  徐壮  刘美子）  2025 年全国
春季旅游宣传推广活动 26 日在
安徽黄山启动。活动现场发布
32 条“花期乡遇”春季乡村旅游
线路，启动“百村百味”乡村旅游
餐饮提升行动，推出樱花、桃花、
牡丹、梨花、油菜花等“春时花

海”赏花地图。
据悉，活动从 3月下旬开始，

持续到“五一”假期，将通过线上
线下方式，联合各地文化和旅游
部门、联动各类媒体平台，以活
动专栏或专题页面等形式，向广
大民众推荐优质丰富的春季旅
游线路和产品。

2025年全国春季旅游宣传推广活动
发 布 32 条 春 季 乡 村 旅 游 线 路

本报讯（通讯员  李昊纬  陈家
黎  文/图）  时下，走进镇沅彝族哈
尼族拉祜族自治县恩乐镇玻烈村，
一片片黄绿相间的沃柑地里，个大
饱满的沃柑挂满枝头，漫山遍野弥
漫着沁人心脾的果香，一幅生机盎
然的乡村振兴画卷映入眼帘。

在恩乐镇的沃柑标准化种植示
范园，村民们正忙碌地穿梭其间，用
剪刀剪下一颗颗饱满的沃柑放进背
篓背出沃柑地，准备将其装车运往
收购分拣厂。“采剪沃柑时，果蒂必
须留短，在运输途中更能保证鲜果
品质。”正在果园里劳作的村民王大
姐边示范采摘沃柑边说：“我每天能
采收 500多公斤沃柑，单日收入都超
过150元。”

“从标准化种植、智能化分拣到
冷链运输，已形成完整产业链，恩乐

镇的沃柑产品不仅畅销国内各大城
市，还出口到东盟国家。”普洱沃润

吉星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利
江介绍，该公司通过“零成本入园、

零风险经营”的合作机制在玻烈村
推广沃柑种植，让村民变身“产业工
人”和“技术管家”。目前，全村已有
1000 余名农户通过技术培训从事
沃柑种植管理，在家门口实现稳定
就业。

玻烈村村民李有付算起增收
账：“我管理着 50亩果园，每株有 10
元基础管理费，如果管理得当，单果
直径尺寸超过 65毫米的话，每公斤
还有 0.5元的提成，年收入稳稳超过
3万元。”

近年来，玻烈村依托得天独厚
的自然资源，通过“支部引路、企业
带路、产业铺路”的发展模式，将沃
柑种植面积扩展至 1.2万亩，预计今
年总产量将突破 2 万吨，年产值有
望超过 5000 万元，实现“种下摇钱
树，结出致富果”的蜕变。

镇沅县玻烈村：万亩沃柑喜获丰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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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互助县：企校合作打造青稞产业新增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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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 28日，普洱市政协召
开“金融润企”对话会，市政协副
主席刀锋出席会议并讲话，市政
协副主席左应华主持会议。会
上，参会企业、银行机构及相关
部门负责人围绕如何深化协同
合作，服务金融实体展开座谈交
流，并签订合作协议，为“普洱市
政协‘金融润企’会客厅”授牌。

（记者  范晶晶）

●  3月 28日，普洱市工商业
联合会（总商会）第五届执行委
员会第四次会议召开，审议通过
执委会工作报告，听取和审议通
过有关人事事项，介绍市总商会
法律服务中心服务事项等。市
政协副主席、市工商联主席、市
总商会会长何卫出席并作报告。

（记者  臧灵）

本报讯（记者  曾琳寓  刘丹 
 实习生  晏思雨）  3 月 28 日，普
洱市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协调机
制第三次全体会议召开。市委
常委、市委组织部部长谷雨主持
会议并讲话。

会议强调，要持续推动党建
引领基层治理协调机制高效运
转，推动全面建立乡镇（街道）履

职事项清单，启动实施村（社区）
“两委”换届，推动“微网格”发挥
实质性作用及行业协会、商会改
革发展，破解基层治理“小马拉
大车”突出问题。

会议传达学习了省级党建
引领基层治理协调机制第六次
会议精神，市住建局、市数据局、
市委编办进行了交流发言。

普 洱 市 党 建 引 领 基 层 治 理
协调机制第三次全体会议召开

本报讯（记者  刘绍容）  3月
28日，全市社会工作部长会议召
开，传达学习全国、全省社会工
作部长会议精神。市委常委、市
委组织部部长谷雨出席会议并
讲话。

会议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
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
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社会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

察云南的重要讲话精神，以及习
近平总书记给普洱民族团结誓词
碑盟誓代表后代的重要回信精
神，突出抓好新经济组织、新社会
组织、新就业群体党的建设，抓好
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
设，抓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进一
步健全体制机制，夯实工作基础，
提升整体效能，努力推动全市社
会工作高质量发展。

全市社会工作部长会议召开

新华社北京 3 月 28 日电（记
者  古一平  胡璐）  记者 28 日从
农业农村部获悉，农业农村部当
天在安徽安庆、湖北荆州等地同
步启动 2025 年中华鲟增殖放流
活动，本次放流中华鲟 60万尾。

据了解，农业农村部从 2024
年开始加大中华鲟人工保种和
增殖放流力度。当年增殖放流
规模突破 100 万尾，目前已有约
11 万尾幼鱼通过长江口进入海
洋，生长状况良好。

农业农村部启动2025年中华鲟增殖放流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