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硬核基建：为诗意栖居“充满电”

2024年大理主网项目投资火力全开，“5亿主网投资+2亿环洱海区域”供电
品质专项提升项目的开展，相当于给苍山洱海装上了“超级充电宝”。110kV文
献、喜洲、周城等7个主网项目春节前投产，3台移动变电站春节期间随时待命，
采用 110kV移动变过渡方案，就算喜洲古镇用电暴增 82%，照样能保证民宿的
空调取暖和咖啡机的正常运作。

配网升级：让每一度电都顺利抵达

“1691项配网改造+528个环洱海区域”供电质量提升项目，实现了存量过载
配变、严重低电压配变、去冬今春频繁跳闸台区问题“三个清零”。来大理旅居，
不管是在热闹的景区，还是宁静的民宿，都不再被用电问题困扰。

精细管控：用电负荷预测超准

搭建“大理全州—环洱海全域—大双喜（大理古城、双廊古镇、喜洲古镇）”三
级负荷管控机制，每天结合旅游客流、返乡用户、地区天气等数据，对全州及环洱
海重点保供区域开展精准三级负荷预测；开发旅游精准保供应用系统，实现实时
监测、负荷预警；精准协同指挥现场人员，做到预警信息、客户诉求与停电问题处
置“三快速”，抢修信息共享在全省占比16.23%，有效缓解用户焦虑。

政企协同：点亮旅居新生态

积极促成政府投资6700万元实施苍山大道管廊工程，助力110kV文献变工
程如期投产，探索“数智文旅”新玩法，民宿用电数据实时共享；装设“智慧消防
终端”，手机App可远程复电；“警电合作”保障应急车辆通行，政企紧密联动，为
大理旅居生活的电力稳定供应提供强大后盾。

特色服务：让电流也有“温度”

春节期间，发起春节保供区岗队“揭榜挂帅”召集令，500多名干部员工踊跃
响应，组建环洱海区域21支227人的党员突击队和党员服务队高效处置各类用
电问题。设置充满大理特色的“温暖电力驿站”，为游客供应“白族三道茶”，手机
充电、旅游指南、用电科普“一站式”搞定，让游客感受独特的大理风情和贴心的
电力服务。

大理供电局始终坚持“人民电业为人民”的服务宗旨，用源源不断的电力支
撑大理打造品质旅居地，让“有风的地方”有电的“温度”，让每一位来到大理的
朋友都能尽情享受“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本报通讯员王丽南 图片均为供图

从畅游到栖居
——解锁大理三月好风光背后的宜居密码

供电局工作人员与消防救援人员联合检查巍山古城
用电安全。

供电服务员在电表箱上张贴网格服务电话。

供电局工作人员走访客户。

大理古城大理古城

孟连县在牛油果产业发展中，创
新“334”联农带农利益分配机制，不
仅推动了牛油果产业的蓬勃发展，也
成为边疆民族地区产业富民、乡村振
兴的成功范例。

牛油果产业“334”联农带农利益
分配机制，是孟连县委、县政府在实践
中构建的“托管公司+龙头企业+合作
社+农户”的新型联农带农模式。其中，
托管公司由国有企业孟连县产投集团
担任，负责土地配置、产业规划、标准
制定和发展资金筹措以及政策落实；
龙头企业普洱绿银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带头，负责种苗繁育、技术指导和市场
销售；种植区域基层党组织负责领办
了30多个农民专业合作社，带领农户
以土地入股并通过管护务工参与发
展。另外，推行“334”联农带农利益分
配机制，即龙头企业以苗木、技术入
股，占比 30%；农户以自有土地入股，
占比 30%；县属国企、合作社、村集体
以组织管理、整合涉农资金入股，占比
40%，其中，县属国企占比15%，用于公
司正常运转和扩大再生产；合作社占

比15%，作为运转发展经费；村集体占
比10%，作为村级集体经济收入，帮扶
困难群众，发展村级公益事业。

让企业有钱赚，让农民有收入，实
现多方共赢发展。孟连牛油果“334”联
农带农利益分配机制是特色产业发展
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推动农民持续
增收的生动实践。糯董村班伍组村民
荣老大给大伙算了一笔账：“家里32亩
土地入股合作社，每亩保底分红 700
元；我在基地管理150多亩牛油果树，
月工资 3000元；加上采果季大约有
7000元的收入，仅从牛油果地里一年
就能有6万多元的进账。”这笔“牛账”，
让这个景颇族汉子笑得合不拢嘴。

眼下，孟连牛油果树花开正盛，这
些竞相绽放的花朵里，藏着边疆山村
共同富裕的希望。如今孟连建成国内
规模最大的种植基地，约占全国种植
面积的 80%，成功替代了 15%的进口
牛油果份额。孟连走出了一条国产牛
油果崛起之路，牛油果已经成为孟连
县的独特标志，孟连县成为名副其实
的“中国牛油果之乡”。

孟连：富民增收路越走越宽
发展为了人民、发展成果人

民共享。近年来，普洱市孟连傣

族拉祜族佤族自治县以推进乡

村振兴为统领，以促进农民持续

增收为核心，巩固拓展脱贫攻坚

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千方

百计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创新利

益联结机制促增收、培育特色优

势产业助增收、推进就地就近创

业就业稳增收，让各族群众有更

多获得感、幸福感。2024年，孟

连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6138元、增长6.3%。

3月中旬，来到位于孟连县娜允镇
的云南森洁天然乳胶手套生产车间，自
动化生产线十分繁忙，一排排真人手臂
大小的模具在流水线设备上持续不停
地运转，在手套脱模环节，车间工人杨
云娣守在生产线旁，对设备未能识别的
未脱手套进行手动作业，确保车间生产
秩序。

今年 47岁的杨云娣是娜允镇上允
角新寨村民，在乳胶手套工厂工作已有
3年多，每天她从家里骑上自己的电动
车，仅需 20分钟，就能来到厂里上班。

“工作也不累，离家又近，家门口就能就
业增收，对我们农民来说有很多便利。”
杨云娣说，在家门口上班一个月能收入
4000多元，除了稳定的工资收入外，家
里的老人孩子也都能照管，比外出务工
的好处更多。

让群众不出远门就有活干、有钱赚，
近年来，孟连县依托优势资源大力招引
劳动密集型企业落户投资，建设家门口
的务工车间。“我们是 2017年通过孟连

县招商引资渠道来到这里投资设厂，经
过8年的发展，已经在孟连县建起了2家
乳胶原料工厂和 2家医用乳胶手套工
厂，在当地用工达480余人，有效带动当
地群众就业增收。”公司副总监万志鹏介
绍，目前，公司年产达5.6亿双乳胶手套，
用工大多集中在包装车间，按照计件工
资发放，多的一个月能收入7000元。

招引龙头企业，现代产业催生“四
季务工”基地，群众内生动力进一步激
发，增收致富的信心更足。在孟连县芒
信村，云南腾艺农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的 1800亩牛油果基地已经在陆续坐
果，进入基地管护的关键时期。上午 8
点，芒信镇芒信村允软小组村民岩三便
骑上摩托车前往家附近的腾艺公司的
牛油果基地务工。“我主要负责清除牛
油果地里的杂草、检查和修复水肥管
线。”岩三一边弯腰检查地里的输水管
一边说，在这里务工，每天早出晚归，能
够照顾家庭。

“以前我在广州务工有五六年，离家

远不说，一天到晚坐在工厂里很不适应，
下班了也没个去处，我还是喜欢现在在
牛油果地里能晒太阳、接触大自然，下班
了就能回家和家人一起吃饭。”岩三介
绍，管护基地工作灵活，每天有120元的
收入，工资按照务工的天数每月结算一
次，既不耽误家里的农事，又能在农闲时
多增加一份收入。

“我们每天用工不少于 40人，最近
管护期每天有 100多人。到了采摘期是
基地的用工旺季，目前公司新建了选
果厂，从基地管护、果品采摘到分拣装
运，每个环节都需要大量的工人，最多
时每天用工超过 130人，基本都是周边
村民。”云南腾艺农业科技有限责任公
司副总经理涂世琴介绍，公司去年支
付零工工资最多的是 12月，超过 23万
元。今年公司新增 3000亩种植基地，周
边群众能获得土地流转和基地务工等
多份收入，将为周边村民带来更多就
业机会。

本报记者 沈浩 胡梅君 高玥

咖啡产季进入尾声，3月16日，位于
孟连县勐马镇帕亮村的桥安咖啡庄园迎
来这个产季最后一批咖啡鲜果。红彤彤的
咖啡豆采用水洗加工方式脱皮脱胶，再经

过干燥、脱壳后，一袋袋咖啡米便
可以进入市场成为标准化国

际大宗商品进行交易。今
年，孟连咖啡受到各大采
购商青睐，且价格十分
可观，咖啡鲜果价格
创历史新高，广大咖
农成为直接受益者，
咖啡产业成了农民
增收的“金豆豆”。

“今年咖啡采
收季已经全面结束，
初步统计我们支付给

咖农的鲜果收购款达
3000多万元。”桥安咖啡

庄园负责人金涛介绍，今年
庄园收购咖啡鲜果涉及11个村

民小组 400多户咖农，虽然产量较
上个产季咖啡有所减产，但咖啡价格上

涨有力带动了咖农增收。
帕亮村自然气候条件十分适宜种

植咖啡，经过多年的发展，全村已经发展
咖啡种植面积达2万多亩，全村共有55
家咖啡加工企业，咖啡产业成为村民增
收致富的重要来源。村里还通过打造“高
稳产+精品化”咖啡种植基地，推进咖啡
规模化、标准化、精品化种植，做优咖啡
品质，提升市场行情。

“我家种植咖啡 27亩，咖啡红了以
后，我们采摘咖啡鲜果交到桥安咖啡公
司加工，今年价格好，全部摘完共收入
20万元左右，最近几年咖啡价格一直不
错，种植咖啡让大伙实现了稳定增收。”
帕亮村新寨二组村民扎努是村里的咖啡
种植大户，通过发展咖啡产业，他住上了
安居房，买了两辆车，一家六口人日子过
得红红火火。

目前，孟连县咖啡种植面积稳定在
11万亩以上，是全国小粒咖啡重点产业
基地县之一，咖啡生豆精品率达62%，连
续三年保持云南省第一。全县从事咖啡
产业的有 7万余人，咖啡产业已发展为

孟连县富农增收，助推乡村振兴的支柱
产业。

乡村振兴，需产业振兴，农民增收，
靠产业兴旺。近年来，孟连县加快产业培
育促农增收，特色产业蓬勃发展、传统产
业加速转型，打造咖啡、牛油果、茶叶、橡
胶、甘蔗等五张产业名片，持续拓宽群众
增收致富渠道。2024年，全县扩大牛油
果种植面积 1.26万亩，总面积达 12.07
万亩，孟连成为全国最大牛油果种植基
地，综合产值达15.21亿元；彩色花生种
植面积达5万亩，干花生年产量5900吨；
大力发展林下种植魔芋、黄精、砂仁等作
物，林下种植面积超过3万亩。同时，橡
胶“统防统治”保生产，实现一产增收、二
产增值，综合产值达12.54亿元；改造低
产低效茶园560亩、茶叶初制所2个，毛
茶年产量6500吨；普洱市孟连昌裕糖业
有限公司入选第八批农业产业化国家重
点龙头企业，通过精细化田间管理，孟连
蔗区平均亩产突破 5吨，亩产值最高可
达到 5000元以上。用产业赋能乡村振
兴，孟连农民增收渠道多起来。

培育产业助增收——产业兴旺 拓宽渠道

就近就业稳增收——龙头带动 激发动能

机制创新促增收——联农带农 共享红利

牛油果选果车间

乳胶手套车间

采收咖啡采收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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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是这两年
文旅热议的焦点。“到云南旅游、来云南
旅居”，成为很多人的向往和追求。

“有风的地方”大理，是彩云之南一
片耀眼的旅居胜地。

阳光倾泻的苍山十九峰，如翡翠
屏风倒映洱海；海舌生态公园的候鸟
掠过水面，才村湿地的芦苇荡在暮色
中摇曳成金色诗行；大理古城的青石
板书写着茶马古道余韵，喜洲白族院
落的照壁上“风花雪月”墨迹未干……

在这里，自然与文明和谐共生，构
筑起栖居者们的精神原乡。

“当电流在苍山十九峰间织就隐形
天网，灯火便成了另一种风花雪月。”

旅居，于游客而言，是一次随心而
行的生活选择；于大理而言，是关乎业
态更新、经济发展的大事；于南方电网
云南大理供电局而言，则是实打实的民
生考题。

以往，旅游旺季民宿用电量翻番，
需连夜抢修线路保供电；苍山脚下新
建充电桩，得同步升级变压器；山区
村落分散，要架设更稳定的电网……
如今，当更多朋友旅居大理，该怎么
扛住古城客栈“空调全开”的压力，让
每度电稳稳撑住“诗与远方”的烟火
气，让大理变得更宜居，成为了当地
供电人的关键工作。

面对挑战，南方电网云南大理供电
局率先布局了强大的电网系统，并将
2025年春节保供电作为一次关键的实
战演练，全方位优化供电保障体系，精
准匹配旅居用电需求，为游客打造安心
惬意的旅居生活。春节期间，在游客同
比增加 17%、电网最大负荷同比增长
41.97%、环洱海最大负荷同比增长
44.67%的形势下，大理供电局实现了停
电用户、客户投诉“双下降”，用实际行
动交上了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