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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将天保口岸打造成全省重要
物流节点的目标定位，文山壮族苗族自
治州通过省州县合力加快升级口岸核
心功能，建成口岸国际货场、货运通道、
海关指定监管场地、查验部门技术用
房、综合用房等重要配套项目，日均车
辆容纳量增至1500辆次，推动口岸经济
跑出加速度。

文山州毗邻越南，有天保、都龙、田
蓬 3个国家级口岸。与越南河江省清水
国际口岸相连的天保口岸，是全州口岸
经济的主动脉。统计显示，今年上半年，
文山州口岸货值超过30亿元、同比增长
2.2倍，比 2024年全年完成数额多 0.6亿
元，创全州口岸货值新高。

今年以来，天保口岸榴莲进口持续
刷新口岸纪录。截至目前，榴莲单品货值

超过20亿元，是去年全年的6.4倍，并首
次实现冰冻榴莲肉进口。根据货值计算，
天保口岸跃居成为全国第三大陆路榴莲
进口口岸。此外，今年天保口岸新增了鹿
茸菇、冷冻榴莲肉、带壳冻榴莲、铝棒、铝
线、网络滤波器等6大品类商品，进一步
丰富了贸易结构。

通过采用智能化管理系统，天保口
岸货物处理效率大幅提升，监管部门推
行“一站式服务”“互联网+海关”审核验
放模式，大幅缩短了企业办理时间，营
商环境得到显著改善。“我们聚焦智慧
化口岸建设，引入智能查验设备、搭建
数字化申报平台，实现通关流程线上
化。通过大数据分析优化资源配置，大
幅压缩货车通关时间，不断提升口岸运
营效率与服务水平。”云南天保国际物

流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文宇
介绍。

文山州积极搭建高效务实的工作协
调机制，对外建立文山与越南河江工贸
厅和河江省口岸工作小组定期会晤机
制，对内建立全州口岸经济工作协调机
制，制定口岸经济“有没有”突出问题清
单、“好不好”提升问题清单、“实不实”持
续发展问题清单，通过季度联席会议、月
工作调度等具体运行机制，有效推进问
题解决。“两步申报”、“提前申报”、鲜活
易腐农产品“绿色通道”、“7×24小时”全
时段预约通关服务等新措施，让货物通
关更加高效。跨境运抵直通协调机制建
立后，加工产品可实现运抵直通，每车货
物为企业节省成本2000元至3000元，企
业参与贸易的积极性大幅提升。华启进

出口贸易（文山）有限公司负责人韩涛表
示：“我们已从天保口岸过货 800多柜
13000多吨，天保口岸国际货场设施设
备齐全，通关效率很高，货物出入境办理
效率也快，对企业服务周到，公司将会加
大从天保口岸的进货量。”

下一步，文山州将以解决制约口岸
经济发展“三张清单”为抓手，充分发挥
天保口岸物流节点作用，在粮食进口，三
七、农机出口等传统商品上持续发力，增
加特色商品及市场前景看好的商品进出
口类别，不断拓展和丰富进出口商品结
构，在商品集散、外向产业、外贸企业培
育方面加大力度，将“通道经济”转化为

“落地经济”。
本报记者 张文峰

通讯员 李相成 贺正凤

在“丽江de花”营销服务中心，产
自丽江现代花卉产业园的各类鲜花琳
琅满目，朱红、嫩黄、洁白各色花卉错
落有致地摆放在原木货架上，浓郁的
花香沁人心脾。“最高峰时日销量超
3000枝，今年上半年销售量已超过20
万枝。”中心负责人李志敏介绍，近年
来，随着“丽江de花”品牌知名度不断
攀升，慕名前来选购鲜花的顾客日益
增多，“丽江de花”正成为极具代表性
的“丽江礼物”。

丽江年平均日照时长超过 2500
小时，昼夜温差显著，为花卉生长提供
了优越条件。丽江现代花卉产业园运
用先进的智能温室与无土栽培技术，
种出的花具有花形饱满、品质优良、瓶
插期长等优势，深受消费者喜爱。目前
园区种植玫瑰品种48个，日均产出约
8万枝玫瑰花，种植马蹄莲品种达 18
个，年采摘量达 90万枝。在以优质鲜
切花为核心销售的同时，“丽江de花”
还开发出了永生花、玫瑰花醋、鲜花饼
等衍生产品，涵盖食品、护肤品、工艺
品等领域，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丽江礼
物”体系。

此外，丽江市推出花卉主题旅游
项目，游客可在花卉园参观智能温室，
了解花卉生长全过程，并体验鲜花挑
选、花艺制作及鲜花产品制作等工序，
将自制的“丽江礼物”带回家。丽江现
代花卉产业园研学导师和珑介绍，未

来，“丽江de花”将持续深化花卉与文
旅产业的融合。不断丰富花卉主题旅
游内容，提升“丽江礼物”的品质与内
涵，让更多游客通过“丽江de花”领略
丽江的自然与人文之美。

本报记者 李铁成 通讯员 侯玮

“丽江礼物”催热“芬芳之旅”

文山州加快升级口岸核心功能——

通关更便利 货值创新高

洱源花丝镶嵌手工艺人董梦瑶：

匠心独运 错彩镂金

近日，昆明大观公园荷花绽放，鲜艳的荷花与绿瓦红柱的亭台楼阁相映成趣，前来赏花的市民游客纷纷用手机、相机
记录下这属于夏天的浪漫。 本报记者 黄兴能 摄

亭台映碧波亭台映碧波 荷韵入画来荷韵入画来

乡村行 看振兴

花丝镶嵌又叫细金工艺，是一门传
统手工技艺，主要使用金、银等为原料，
通过镶嵌宝石、珍珠、编织等，制作成工
艺品。其技艺精湛，造型优美，品种繁
多，具有传统的艺术特色。

在洱源县“90后”手工艺人董梦瑶
的工作室里，精雕细琢的花丝镶嵌作品
光彩夺目，如发丝般纤细的银丝在她手
中旋转、缠绕、拉扯，动作娴熟，操作流
畅，从用料到塑形，从拔丝到焊接，从点
翠到烧蓝，每一个步骤都一丝不苟。多
年来，董梦瑶致力于花丝镶嵌技艺的传
承与创新，充分融合白族文化，探索创
作出一系列精美佳品，让花丝镶嵌传统
工艺焕发新活力。

董梦瑶从小就对艺术和手工制作

有着浓厚兴趣。在偶然了解了金丝翼善
冠、孝端皇后凤冠后，她就被花丝镶嵌
与点翠工艺的魅力迷住了。从专注探索
花丝镶嵌技艺，到奔走各地拜师学艺，
再到独立创作实践花丝镶嵌技艺，一晃
五六年时间，在勤学细研的基础上，董
梦瑶深耕花丝镶嵌，逐渐领悟并掌握了
花丝镶嵌工艺的精髓。

“我想钻研各种传统图案和工艺技
巧，把自己学到的工艺带回家乡，传承
白族文化。”董梦瑶说，她深入白族文化
的宝库，从中寻觅灵感，捕捉生活中的
点滴，巧妙地将白族文化中的“墙花文
化”“照壁文化”等融入作品，探索制作

“风花雪月”“墙花文化”“照壁文化”“信
仰图腾文化”等日常佩戴饰品。凭借独

特的风格和制作方法，董梦瑶创作出各
式摆件、饰物以及发簪、耳环、发箍等，
这些作品不仅传承了传统工艺，更巧妙
融入现代元素和设计理念，力求突破传
统，迎合当下年轻人追求的现代时尚。

如今，董梦瑶还在花丝镶嵌道路上
继续探索，她打算成立一个原创工作
室，传承花丝镶嵌工艺，再融合白族文
化，讲述花丝镶嵌作品背后的文化故
事。“我希望有更多年轻人能通过我的
作品了解并喜欢花丝镶嵌这门优秀的
传统技艺，为传承非遗共同出一份力。”
董梦瑶说。

本报记者 秦蒙琳
通讯员 施新弟 李素敏

保山市昌宁县卡斯镇
邑林村地处枯柯河流
域干热河谷，是一个
典型的农业村，耕
地总面积 3.17万
亩，人均耕地达
5.8 亩，这里出
产的优质大米
深受市场青睐。
但近年来，随着
水稻种植人工成
本攀升、烘干晾
晒设施匮乏，加之
大量劳动力外流，导
致群众种粮积极性低，
不少土地被闲置。为了改变
这一局面，2022年以来，邑林村“两
委”通过成立粮食种植专业合作社发
展蔬菜、粮食种植和冷链配送等产业，
带领村民走出了一条党组织领办专业
合作社助农增收的新路子。

合作社成立之初，不少村民都在
观望。为打消群众疑虑，邑林村党总支
深入开展走访，与群众共商如何办好
合作社。针对群众普遍担忧的赔钱、分
红问题，党总支承诺不搞强迫命令、不
搞摊派入股、不搞风险转嫁。在合作社
组建过程中，村党总支明确以村级集
体经济为主导，村“两委”班子成员双
向任职合作社管理职务，6名村“两
委”班子成员进入合作社管理层，26
名党员、村民小组长及种植大户组建
技术服务队。同时，创新建立“四金联
农”机制，通过土地流转收租金、务工
就业挣薪金、入股分红得股金、集体反
哺享基金，让群众吃下“定心丸”。如
今，合作社已吸纳280户社员，成为村
民增收致富的坚实依靠。

解决“种地效益低”问题后，邑林
村决定着眼延长产业链，抓住高标准
农田建设契机，争取 150万元涉农整
合资金建成合作社烘干车间与分拣中

心，攻克稻谷晾晒难题；携
手龙洞村成立冠昌农
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购置 12 台无人植
保机、插秧机等
设备，显著提升
水稻耕种收综
合机械化率，有
效压缩人工成
本。同时，与云
天化集团构建

“统一品种、统一
技术、统一防治、统

一指导、统一销售”合
作模式，大力推广良种

良法。2024年，邑林村试种
200余亩“野香优 1701”新品种稻谷，
带动周边村组种植3000余亩，村级集
体经济收入从 2021年的 30万元跃升
至 2024年的 106万元，社员每年户均
增收1万元以上。

在“粮+烟”“粮+菜”轮作模式中，
邑林村合作社通过示范种植、提供全
链条服务等方式，实现收入 26万元；
辐射带动600户农户因地制宜规划种
植辣椒、四季豆、番茄等蔬菜4505亩，
创造3604万元产值，推动形成栽培品
种多元、上市时间互补、区域协同发展
的蔬菜产业新格局。此外，依托分拣中
心与存储冻库，合作社与龙头企业开
展联营，成立邑林冷链配送中心，每年
利润分红稳定超6万元。今年，合作社
计划种植 4000亩“泰优 390”和“野香
优 1701”优质稻、5000亩蔬菜，预计村
级集体经济收入将超过110万元。

目前，由邑林村党组织领办的专
业合作社正积极申报邑林大米食品生
产许可认证，并精心设计“枯柯河畔”
区域品牌，推动邑林大米拓展市场、走
出昌宁。

本报记者 吴沛钊
通讯员 王晶晶 何镒先

昌宁县邑林村：

盘活闲置土地 激发产业活力

农村改革怎么深化
王世涵

乡村振兴越往前推进，越需要
改革增动力、添活力。进一步回答
好“群众持续增收之问”，必须用好
改革这个重要法宝，有力有效破解
乡村振兴中的瓶颈制约，激发农村
资源要素活力，拓展农业增值空
间，拓宽农民增收渠道。

围绕解决“地从哪来”的问题，
要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向林地
要效益、要增收。近年来，我省大力
发展以中药材为重点的林下经济，
林药、林菌、林菜、林禽、竹笋、林下
采集、森林旅游等林下经济发展模
式已初具规模。实践证明，合理利用
云南丰富的林地资源，不断拓宽“两
山”转化路径，能有效提高土地综合
效益，为群众开辟增收新路径。要总
结推广各地发展林下经济的创新做
法，积极探索差异化、特色化发展模
式，通过生产、经营和合作创新，将
生态资源转化为“富民资本”。

围绕解决“钱从哪里来”的问
题，要管好用好帮扶项目，推动“家
门口”的资产用起来、活起来。脱贫
攻坚以来，云南实施了一大批帮扶
项目，这些资产既是脱贫攻坚的成

果积累，更是推动乡村振兴的物质
基础。漾濞彝族自治县阿尼么村用
好沪滇协作项目，促进农文旅深度
融合发展的做法值得借鉴。该村用
好帮扶项目的做法集中表现为模
式好，项目资产权属和运营分开，
提升了资产效益；业态新，创新举
办“乡村好歌汇”，搭建面向全国农
民的创作和表演舞台；带富强，整
合各类资金建设商铺分给村民经
营，人均收入大幅提升。我们要认
真学习这一做法，盘活用好各类资
产，使之成为农民增收致富的重要
依托。

改革驱动着乡村的兴旺发展，
善用改革的办法盘活农村资源资
产，才能激活乡村发展的内生动
力，推动乡村产业提质增效，不断
拓宽农民增收渠道，让广大农民更
多地分享改革发展带来的成果。

正值汛期，西盟佤族自治县多条
农村公路出现险情，边坡塌方、山体落
石等地质灾害阻断了群众的出行之
路，埋下了安全隐患。紧急时刻，水务、
电力、交通等多家单位密切跟踪气象
动态与汛情走势，持续深化风险隐患
排查治理，不断优化应急预案体系，筑
牢汛期群众出行、用水、用电等民生安
全防线。

在澜岳线 S339勐梭路段，西盟公
路分局养护人员正加紧清理水沟、涵
洞等排水设施淤堵和泥沙、落叶等，
防止因排水不畅引发路面积水、路基
被雨水侵蚀等情况，保障道路基础设
施安全度汛。“我们严格落实‘雨季三
查’制度和 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充
分运用‘1262’精细化预报与响应联
动机制，加大对管养道路巡查频次，
重点排查桥梁、涵洞、高边坡、临水临
崖、急弯陡坡等往年易发灾害风险
点，确保隐患发现在前、处置在先，保
障道路安全畅通。”西盟公路分局局
长吴其健说。

普洱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
支队西盟大队执法人员深入翁嘎科
在建隧道施工现场，开展工程质量监
督检查，全力保障汛期施工安全。入
汛以来，执法大队紧盯气象预警信
息，启动应急预案，明确各岗位职责
和任务，确保突发情况响应迅速、处

置高效。同时，组织力量定期对辖区
内易积水路段、临水临崖、急弯陡坡、
桥梁涵洞及地质灾害隐患点开展“拉
网式”排查。“入汛以来，我们共派出
执法人员 35人次，出动执法车辆 9辆
次，对8座桥梁进行重点检查，累计巡
查辖区公路 600余公里、重点桥梁 8
座，有效保障了道路安全畅通。”普洱
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西盟
大队队长陈丽说。

在新厂镇代格拉村六组，因山体
坍塌受损的电线杆严重威胁供电安
全。南方电网云南普洱西盟供电局接
到险情报告后，立即按照防汛应急抢
修要求，组织专业抢修队伍携带装备
赶赴现场。抢修人员冒雨勘察地质情
况，科学制定杆塔迁移方案，在确保安
全的前提下争分夺秒开展抢修作业，
使该片区供电恢复正常。此外，西盟供
电局不断完善24小时值班制度，储备
充足的抢修物资和应急保供设备；重
点排查地质灾害隐患点、低洼易涝区
的配电设施；对山区杆塔基础进行加
固，清理线路通道内的树障。“目前我
们已对辖区39条配电线路完成特巡，
处理隐患 32处。接下来，我们将密切
关注天气变化，确保汛期电网安全稳
定运行。”西盟供电局计划生产部经理
李伟说。

本报记者 沈浩 通讯员 陈龙汝男

西盟县：

抓实防汛保通 筑牢安全屏障

本报讯（记者 饶勇 通讯员 曾于
玲）近日，开远市人民医院认知障碍中
心建成投用，成为我省首家县级高级认
知障碍诊疗中心。

该中心配备了高分辨率脑部影像设
备、专业神经心理测评系统等认知评估工
具与诊疗设备，诊疗范围涵盖记忆力减
退、阿尔茨海默病、血管性痴呆等多种认
知障碍疾病，治疗手段包括AI辅助诊断
治疗、药物治疗、康复训练、心理干预等，
准确判断患者认知障碍类型和程度。该
中心将根据每一位就诊患者的具体病情
制定个性化治疗方案，并积极开展认知
障碍相关科普宣传和公益活动，提高公
众对认知障碍疾病的认识和重视程度，
帮助患者及家属更好地应对疾病挑战。

本报讯（记者 戴振华）近日，西双
版纳傣族自治州组织247名干部及家属
到西双版纳监狱集中开展“沉浸式”警示
教育活动。

全体人员首先观看了《忏悔者说》留
置对象忏悔录，在监狱民警引导下参观
了高墙内的服刑人员劳动区、监舍等场
所，直观了解服刑人员改造生活，并在廉
政警示教育室听取两名职务犯罪服刑人
员现身说法，以忏悔书的形式讲述自身
由风及腐、滑向职务犯罪深渊的过程，以
及个人和家庭为此付出的惨痛代价，深
刻剖析权力观扭曲、政绩观错位背后的
思想根源。

本次“沉浸式”警示教育通过筑牢党
员干部拒腐防变思想防线，深化以案为
鉴、以案促改，强化震慑效应，牢牢抓住

“关键少数”带动“绝大多数”，让西双版
纳州广大党员干部受警醒、知敬畏、存戒
惧、守底线，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干事创业
导向。

西双版纳州集中开展
沉浸式警示教育活动

开远市人民医院
认知障碍中心建成投用

盈江救助格彩臂金龟
本报讯（记者 管毓树 通讯员 杨林

柱 殷洪保）近日，盈江县林业和草原局
成功救助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格
彩臂金龟。这是盈江县首次记录的格彩
臂金龟救助案例。

游客赵文渊在勐弄乡发现一只色彩
艳丽的昆虫后，通过电话向盈江县林业
和草原局野保办求助。工作人员在查阅
资料后初步判断该昆虫可能是保护动
物，随即联系林业部门请求专业救护。盈
江县林业和草原局迅速组织人员赶赴现
场处置，盈江县林业和草原局工程师杨
必珂现场鉴定，确认该昆虫为格彩臂金
龟，属鞘翅目金龟科，是国家二级重点保
护野生动物。

格彩臂金龟是一种大型昆虫，数量
稀少，主要栖息在热带、亚热带森林中，
幼虫以腐朽木材为食，成虫则以树木伤
口流出的汁液为营养来源。每年7月至8
月是其活跃期，这次发现对当地生物多
样性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风花雪月”头饰。

游客体验插花游客体验插花。。

合作社购置合作社购置
农机助农播种农机助农播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