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隆阳区瓦房彝族白族乡集镇搬
迁安置点的保山万众毛绒玩具有限
公司瓦房车间里，40多名周边群众正
在熟练地操作缝纫机缝制毛绒玩具。

今年 3月，保山市、隆阳区主要负
责人率队赴广东、广西等地考察招商，3
月20日与两家公司签订合作协议到隆
阳区投资建厂，保山万众毛绒玩具有限
公司就是其中之一。在相关部门全力配
合支持下，4月 17日，该公司车间正式
投产。

“为确保车间顺利落地，我们积极
对接企业，招工在前，提前摸清无法外
出的劳动力，特别是需要照顾家庭的劳
动力底数，做到精准招工。”瓦房乡党委
委员王唯勋介绍，瓦房乡考虑群众就近
就便照顾家庭实际，做好厂区选址、厂
房装修等要素保障，让群众实现在“家
门口”就业。

开展“家门口的务工车间”试点工
作以来，隆阳区紧紧围绕解决好群众就
业和增收问题，高位推进“招小商”工
作，让更多群众实现就地就近就业。

“我们积极协助企业抓好厂房改
造、营业执照资质申办注册、税收申报
等手续，并协助企业做好招工和培训工
作。”丙麻乡乡长王春秋说，乡里将继续
落实好“编外车间主任”工作制度，做优
做细服务，抓好“招小商”工作，让更多
的群众实现“家门口”务工就业。

开展“家门口的务工车间”试点工
作以来，隆阳区聚焦“小切口”，精准对
接引进生产加工型、劳动密集型企业入
驻隆阳，目前已外出招商 5次，走访企
业 34家，示范带动全区招引“小商”35
个，直接促进就业900余人。

本报记者杨艳鹏
通讯员寸喜梅陶江龙

隆阳区——

“招小商”促进就地就近就业

群众在万众毛绒玩具有限公司瓦房车间务工群众在万众毛绒玩具有限公司瓦房车间务工。。 供图供图

记者了解到，近期榴莲价格下降，
一方面是榴莲供应量大幅增加，另一方
面也得益于中老铁路的运能扩充和相
关扶持措施的相继落地。

“为了应对大批量水果上市，我们
增开了两趟‘澜湄快线’。每次班列到
达之后，我们要求在 90分钟之内，将
车送至集装箱场进行卸车作业，实现
取送、调动、卸车作业的无缝衔接，确
保水果能够快速、高效地进入市场。”
国铁昆明局王家营西站副站长张耀月
介绍。

我国市场上销售的榴莲主要以进
口为主，而云南是我国榴莲进口的第
一大省。今年，泰国东部榴莲产量增长
30%，越南、马来西亚的榴莲也同步涌

入国内市场。通过中老铁路进口的榴
莲等热带水果量，目前日均已超过
2000吨。中国海关数据显示，今年 1月
至 4月，榴莲累计进口 10.07万吨，其中
仅 4月就进口约 6.12万吨，与 3月相比
增加了271.63%。

针对榴莲对运输时限和保鲜要求
高的特点，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
司组织开行的“澜湄快线”国际货物列
车，满足了榴莲的运输需求。中老铁路
通车运营后，榴莲等东南亚热带水果的
运输时间从以往的 7天大幅压缩至 26
小时，极大地提升了运输效率，保证了
水果的新鲜度。

中铁联集昆明中心站市场部经理
郭建介绍，该站主要从三个方面保障

进口水果的高效运输。一是加强与海
关、客户的沟通联系，确保进口水果能
够快速通关；二是通过客车化开行的

“澜湄快线”班列，保证 26小时准时到
达交付；三是通过增开“澜湄快线”品
牌列车，采取优先受理、优先装车、优
先挂运的方式，充分满足榴莲进口的
运输需求。

此外，为满足热带水果的物流需
求，铁路部门加大冷链货物运输发送
量，确保冷藏箱满足装车需要。“澜湄快
线”冷链班列日均开行列数由原来的 1
列增至4列，最高时达到6列。通过对水
果班列实行优先编组、优先取送、优先
检查的原则，全力压缩班列在站等候时
间和运到时限，保证到站水果能够快进

快出。同时，提前组织冷链箱回送工作，
调集了超 3581个冷藏集装箱支援中老
铁路。

“澜湄快线”运营以来，东南亚水果
运输成本较传统陆运降低了60%，国内
市场终端价格平均下降 30%。北京、上
海等城市水果店的榴莲上架频次从每
周 2次增至每日补货，让消费者能够
更及时、更便捷地购买到新鲜、实惠的
榴莲。今年 5月以来，随着榴莲、山竹、
龙眼、芒果等热带水果成熟上市，通过
中老铁路运输的热带水果总量同比增
长 65%，为国内水果市场提供了丰富
多样的选择，更推动了水果产业从种
植、采摘、运输到销售整个产业链的转
型升级。

在乌蒙山腹地的群山之间，一排
排光伏板正将阳光转化为绿色动能。

云南省“十四五”重点能源工程——
会泽华电道成公司大井镇银坪村银
匠复合型光伏发电项目总投资 7.75
亿元，规划装机容量 160兆瓦，用地面
积约 3500亩，涉及大井镇、者海镇、雨
碌乡 3个片区，配套建设一座 110千伏
升压站。项目全面建成后，年发电量可
达 2.3亿千瓦时，年产值约 8000万元。
通过优化区域能源结构，每年可替代标
煤消耗约7.56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18.9万吨，相当于新增10万亩森林的固
碳能力。

面对海拔 2500米生态脆弱区的建
设挑战，项目团队首创“单双桩组合支
架+智慧运输”解决方案。通过单桩与
双桩结合的创新支架技术，减少 30%
地基开挖量。采用无人机与人工协同
运输模式，降低 75%机械进场率，最大
限度保持原始地貌。这种“轻触式”施
工法，项目用地的植被覆盖率保持在
85%以上。

“会泽银匠光伏发电项目雨碌乡片
区装机容量 100兆瓦，整体用地在 1500
亩左右。目前施工进度已完成约 90%，
仅剩弱电 20兆瓦左右正在全力推进。”
会泽华电道成清洁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银匠光伏发电项目EPC总承包项目经
理田瑞阳说。

随着配套农业光伏、生态观光等“光
伏+”业态的延伸，周边乡（镇、街道）已规
划建设了分布式光伏项目，未来将形成

“集中式+分布式”的绿色能源矩阵。会泽
银匠光伏发电项目采取“板上发电、板下
修复、周边富民”的立体开发模式，也为

云南高质量发展注入绿色动能。
据悉，中国华电与会泽县合作建设

的300万千瓦集中式光伏发电项目正加
速推进，已投产的10个项目累计发电超
7亿千瓦时。项目通过土地租赁、务工就
业等方式带动周边 2.3万名群众增收，

投入 600万元实施的“光伏+”帮扶项目
覆盖10余个乡（镇、街道）。预计2026年
全容量并网后，年发电量可达40亿千瓦
时，将为长江经济带输送源源不断的清
洁动能。

本报记者张雯通讯员尹永权

本报讯（记者李铁成通讯员骆雨
涵）华坪县时下迎来芒果丰收季。今
年，在政府引导推动下，华坪县实行芒
果统一包装标准，不仅提升了产品形
象，更通过标准化管理增强品质保障，
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

过去，华坪芒果包装规格不一、材
质参差不齐，既影响华坪芒果口碑，也
不利于品牌塑造。近年来，华坪县制定
了一系列华坪芒果包装统一标准，对包
装材质、视觉设计等作出规定，融入了

“丽江芒果”地理标志和区域品牌标识，

使产品在市场中更具辨识度。“现在的
包装带有地理标志和商标，对华坪芒
果塑造品牌和形成拳头产品都将起到
助推作用，我们也会把新标准用起来，
希望大家买芒果的时候都能认准我们
的全新包装。”丽江芒香农业发展有限
公司经理周阳说。

华坪县芒果产业发展中心负责人
介绍，下一步将推动包装溯源一体化，
通过二维码实现全程可追溯，并探索智
能保鲜技术，延长芒果保鲜期，进一步
提升市场竞争力。

本报讯（记者李承韩通讯员周钰
麟）近日，东航云南公司恢复昆明至曼
德勒往返航线，为中缅经贸合作、人文
交流及灾后重建提供高效便捷的空中
通道。

该航线由波音 B737 执飞，每周

四班（周一、三、五、七），航班号为
MU2029/MU2030，去程航班时刻为
11时 40分在昆明起飞，11时 55分到
达曼德勒；回程航班时刻为 12时 45
分在曼德勒起飞，16 时 05 分到达昆
明（以上时刻均为当地时间）。

中老铁路撬动水果经济活力
本报记者胡晓蓉 通讯员张伟明

近期，许多消费者惊喜地发现，榴莲价格大幅跳水，降幅接近一半，不

少人直呼实现了“榴莲自由”。在这背后，中老铁路这一进出口贸易的“黄金

线路”正发挥着关键作用，不仅满足了国内市场对进口高价水果的消费需

求，更推动着相关产业发展提质增效。

价格日益亲民 市场购销两旺

清晨 7时，经过 26小时的长途奔
波，载着 32柜泰国榴莲的中老铁路“澜
湄快线”班列稳稳驶入中铁联集昆明中
心站。10分钟后，工作人员便迅速开始
卸载集装箱。这批榴莲一部分将重新编
组，通过铁路网发往全国各地；另一部
分会被运往附近的物流基地进行验货、
倒柜，随后经公路运输送往销售地。

7时 50分，载着当天第一柜优质
金枕榴莲的车辆刚一停稳，长期从泰
国经中老铁路进口榴莲的企业负责人
张德欢便陪同客户开始验货。张德欢

所在的塔那愣国际物流云南分公司在
榴莲进口货运量高峰期，每天要交接
100至 120个集装箱，主要发往成都、
广州、郑州等地。“最高的时候，A果榴
莲价格能达到 1500至 1600元一箱，现
在只需 700至 800元，相当于用一半的
价格就能品尝到高品质的A果榴莲。”
张德欢说。

张德欢告诉记者，今年“五一”和端
午期间榴莲价格相对较高。当时，泰国东
部的榴莲大规模上市进入国内市场，众
多消费者热衷于尝鲜，加之假日经济的

推动，市场需求旺盛，销量大增，价格也
随之水涨船高，榴莲市场呈现出供需两
旺的态势。端午节过后至今，榴莲销售依
旧火爆，价格却一路走低。

上午 9时，云南省最大的水果批发
市场——昆明金马正昌水果批发市场
车来车往、人潮涌动，榴莲销售区无疑
是整个市场人气最旺的区域。满载榴莲
的车辆刚一停稳，数十名订货的客户便
迅速围拢过来，精心挑选货物。榴莲经
销商刘光祥笑着说：“价格好的时候，一
天能销售一两个柜甚至两三个柜，每个

柜差不多有 2000件干尧品种，每件重
8.5至9公斤。”

“现在榴莲价格便宜了，销量自然
就上去了，而且品质也比较稳定，这些
因素都对销量起到了积极作用。”榴莲
经销商王亚告诉记者，目前市场上售卖
的榴莲品种主要有金枕、干尧、青泥等。
品质较好的金枕榴莲，最低每公斤价格
为40元，其余品种的榴莲价格则在每公
斤 30元左右，较上周又降了几元。正因
如此，榴莲销量持续火爆，经销商的利
润也保持稳定。

运输效率提升 带动产业提质增效

会泽银匠光伏项目——

打造高海拔地区绿色能源矩阵

华坪芒果统一包装标准强化区域品牌打造

东航云南恢复昆明至曼德勒航线

会泽银匠光伏项目会泽银匠光伏项目。。 本报通讯员本报通讯员尹永权尹永权摄摄

满载泰国榴莲的中老铁路“澜湄快线”班列抵达中铁联集昆明中心站。 本报记者胡晓蓉摄榴莲榴莲

资讯

县域经济聚焦

夏雨轻洒，走进祥云县青海湖畔的
申洱花卉产业基地，只见现代化温室大
棚整齐排列，大棚内各色鲜花竞相绽
放，工人们正忙着采收、包装。

作为祥云县沪滇协作的标杆项目，
申洱花卉产业基地规划面积1300亩，总
投资1亿元。目前，项目已完成投资9000
万元，其中沪滇资金 2600万元，建成
440亩现代化花卉大棚、5个冷藏库和1
个包装运输车间。目前，基地年产值超
过 5000万元，年利润超过 800万元，每
年可带动周边群众实现“家门口”稳定
就业300余人，季节性就业1000余人。

在申洱花卉产业基地的辐射带动
下，目前祥云县沙龙镇、云南驿镇、禾甸
镇等地的花卉产业集群正如雨后春笋
般蓬勃发展，形成了“龙头企业+合作
社+农户”的产业联结与联农带农机
制。以沙龙镇为例，该镇创新推出“抱团
入股”发展模式，整合乡村振兴、产业培
育等项目资金 500余万元，将 7个村的
集体土地、海塘等低效闲置资源进行统

一“打包”，入股投资申洱花卉基地，不
仅推动了村级集体经济持续壮大，还增
加了群众“家门口”的就业岗位，实现村
民、集体双增收。2024年，沙龙镇7个村
的集体经营性收入达166.82万元，其中
最高的村44.71万元。

申洱花卉基地还积极延伸产业链
条，打造集鲜花种植、出口加工、乡村旅
游、餐饮露营于一体的乡村振兴综合
体。基地定期举办花卉展览、节庆活动，
有效带动周边餐饮、民宿、农产品销售
等产业的持续发展。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深化沪滇协
作，推动花卉产业向高端化、规模化、品
牌化方向发展，努力把祥云打造成为云
南花卉产业的新高地。”祥云县乡村振
兴局局长谢卓晟说。

如今的祥云县，一朵朵鲜花不仅扮
靓了和美乡村，推动了群众与集体双增
收，更绽放出乡村振兴的无限活力，成
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亮丽名片。

本报记者秦蒙琳通讯员李世祖

祥云县——

一朵鲜花孕育产业新希望

花农在申洱花卉产业基地分拣花卉花农在申洱花卉产业基地分拣花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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