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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庆州“美丽经济”闯新路——

以花为媒 因花而兴

“美丽乡村怎么建好”这一问题承
载着农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我们
要认真思考现代化的乡村应该是什么
样子，怎么才能建好宜居宜业的和美乡
村，让农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

提升乡村颜值，要做好村庄规划。
围绕农房怎么建、设施怎么布、耕地红
线和生态红线怎么守，要提前做好规
划，做到实事求是，尊重农民意愿，体
现特色风貌。我省有777个中国传统村
落，数量位居全国第一，这是宝贵的文
化财富和旅游资源，要把保护放在第
一位，防止拆真建假、失管失修，在保
护中发展，用发展促保护。

让群众生活更美好，要提升环境和
服务。围绕群众最期盼的事，各地各部
门要深化绿美村庄建设，留住青山绿
水、田园风光。积极回应和解决群众关
切的问题，持续做好“一老一小”和残疾
人关爱服务，关心低收入群众，帮扶弱
势群体，让人民群众共享发展成果。

培育文明之风，要加强乡村治理。
农村“硬件”上去了，“软件”也要跟上，
要做好滋润人心、德化人心、凝聚人心
的工作。持续推进移风易俗，重点治理
铺张浪费、举债建房等陋习。多组织群
众性文体活动，丰富村民精神文化生
活。持续抓好农村普法宣传等工作，严

厉打击赌博、诈骗、传销等违法犯罪行
为，让广大农民安居乐业。

乡村美起来，才能吸引人、留住
人，发展才有活力。我们要坚持规划先
行、服务为要、文化固本，涵养文明和
谐的乡风，留住看得见山望得见水的
乡愁，把乡村打造成青山绿水与现代
化同在的美好地方，打造成群众安居
乐业的幸福家园。

美丽乡村怎么建好
朱婧

近年来，镇沅彝族哈尼族拉祜族
自治县振太镇依托有百年历史的紫马
街传统村落资源，通过提升党组织服
务功能、盘活党群活动阵地、激发群众
参与热情，探索出一条“农文旅融合”
的蜕变之路，将“沉睡古村”变为“文旅
热土”。

紫马街村是普洱市保存较为完整、
建设时间较早的传统村落之一，2014年
被列入第三批国家级传统村落名录。然
而，文化传承断层、产业发展单一、开发
利用程度低等问题始终阻碍着当地的发
展。为突破瓶颈，振太镇成立紫马街党支
部党员攻坚小队，对闲置的古宅、土地、
荒山、水塘清产核资、确权登记、量化评
估，确定“保底租金+经营分红”机制，按
照一户一策、因地制宜的思路对村民的
闲置房屋进行规划设计，在保留土墙、青
瓦、木窗等乡村风貌和特色建筑元素的

基础上，对内部进行现代化改造，升级成
为特色民宿、花园餐厅、旅居小院，同时，
在日常管理中，设立党员先锋岗、党员积
分制管理，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我为
发展献份力”实践活动，对街道及周边环
境绿化、美化、亮化，打造“旅居云南·寻
梦紫马春秋”的旅居品牌。

在盘活古村落资源的同时，振太镇
还充分利用好活动阵地。走进紫马街党
群游客服务中心，马鞍、马镫、马灯等饱
经沧桑的马帮文物静静陈列。“过去的
党群服务中心功能单一，使用率也不
高。”党员李存云说。如今，党群服务中
心被升级改造为党群游客服务中心，设
立了紫马街文化长廊、创业孵化区、紫
马文创工坊等，通过实物展陈、情景再
现打造沉浸式马帮文化体验空间，还汇
聚了 20余种 IP衍生文创产品，党群活
动阵地从“场所”升级为“场景”，成了集

文化展示、游客服务、产业孵化等功能
于一体的“文旅枢纽”。

此外，振太镇积极探索“支部+业
态+群众”运营模式，举办“紫马夜市”，
组织篝火晚会、非遗展演、美食大赛等
活动，鼓励村民及附近的创业者、手艺
人利用自家庭院开办特色农家乐，种植
草莓、葡萄等特色水果，打造“一院一主
题”特色生态小院、花园餐厅，不断激发
群众参与乡村建设的热情，让村民们实
现从“旁观者”到“主人翁”的转变。

目前，紫马街通过设立流动摊位，
吸引60余户农户开摊入驻，带动周边群
众直接经济收入30余万元。自紫马夜市
开街以来，创造了商贩、运输、服务、清
洁等 100余个就业岗位，带动更多群众
实现就地就近就业创业。

本报记者 高玥 胡梅君
通讯员 罗应荣

镇沅县紫马街村镇沅县紫马街村：：

从从““沉睡古村沉睡古村””到到““文旅热土文旅热土””

通海推进杞麓湖保护治理

近年来，迪庆藏族自治州依托丰富的
花卉资源，将生态优势转化为产业动能，
不仅让群众的“钱袋子”鼓了起来，更通过
延伸产业链、保护花卉资源，探索出一条

“以花为媒、因花而兴”的绿色发展之路。
沿着国道 214线来到香格里拉市小

中甸镇，大片的花海映衬着远处的山峰
和蓝天白云，吸引了不少游客驻足拍照
打卡。小中甸镇联合村党总支书记拉茸
追玛介绍：“我们每年至少会组织村民们
开展三期培训，教村民们旅拍美妆、民宿
管理、厨艺等技能，覆盖人数达300人。游
客能就近享受到便利的服务，村民也增
加了收入。”

小中甸镇自然资源丰富，景色优美。
小中甸花海就是其中较为知名的一个。小
中甸的花海花期长、种类多，一年四季景

致各异。小中甸镇积极发挥优势，让“美丽
经济”更好地为民增收。小中甸镇联合村
还积极引入“先锋书店”等知名品牌，打造
新的地标性 IP，让更多的游客漫游花海，
为当地的经济发展注入更多活力。

在位于香格里拉市郊的格桑花卉公
司，大朵大朵的玫瑰花在大片玫瑰园中怒
放。该公司划分出100亩左右的玫瑰田供
游客观赏花卉。“除了观赏、销售新鲜花卉
外，我们还将玫瑰花加工成各式产品。”在
公司车间内，工作人员和金梅熟练地对玫
瑰花进行分级筛选，挑选出符合食品要求
的花瓣送到烤箱中烘烤，制作成玫瑰花
茶。她介绍：“这款玫瑰花茶花香味十足，
很受游客青睐。”

为拓展花卉经济的上下游产业链，迪
庆州鼓励、支持、引导相关企业进行原料

深加工、增加产品附加值。“香格里拉海拔
高、日照时间长，病虫害少，在种植花卉方
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该公司技术顾
问熊灿坤对园内的各种花卉了如指掌，

“基于良好的自然条件，我们研发了多款
产品，更好地满足市面上的需求。”

正值高山花卉季，香格里拉高山植物
园内满是绿意。研究员方震东带着研学团
队拾级而上，向大家介绍各色植物花卉：

“这是中甸刺玫，属于国家二级保护植物，
也是香格里拉特有的品种。我们将它迁移
到了植物园内进行保护。”

迪庆花卉资源丰富，有观赏植物 105
科、312属、1578种（含变种、亚种、变型）。
以杜鹃、报春为代表的云南八大名花都在
迪庆有集中分布或有代表物种。此外，迪庆
还有多样化的野花植被景观以及许多不为

公众所知的观赏类群。“我们需要认识、保
护、培育、利用本地的花卉品种，为产业化
开发提供种源和技术储备。”方震东说。

为此，香格里拉高山植物园与国内外
大学、植物园、研究所等开展科研合作与
交流，取得了多项成果，极大提高了科研
水平。“之前，香格里拉城区的绿化树有不
少是外来引进物种。如今，我们用驯化后
的中甸刺玫、中甸角蒿等本地野生花卉替
代外来物种，在美化城市的同时实现了本
地物种的繁育。”方震东说。

从田间地头的芬芳到产业发展的蓬
勃，从生态智慧的传承到资源保护的坚
守，迪庆的“美丽经济”正释放持久活力。
未来，雪域高原上的花朵将继续书写“美
丽”故事，为迪庆州的发展注入更多动能。

本报记者 彭少杰 张帆

本报讯（记者 杨茜）今年以
来，通海县聚焦“建、治、调、管、宣、
战”攻坚措施，紧盯消除污染存量，
遏制污染增量的目标，全面推进杞
麓湖保护治理。

杞麓湖流域内共有254个自然
村，通海县扎实推进城乡生活污水
治理，截至目前已完成 169个自然
村治理工程。对流域内剩余的自然
村，将按照“优先沿湖沿河、聚焦人
员密集区”的原则逐步推进实施。加
大生活污水收集、处理设施领域的
行政执法力度，对破坏生活污水收
集设施立案查处。今年以来已收集
泔水7204吨、厨房废水10108吨、化
粪池污水6157吨，探索建立主城区
和沿湖集镇餐饮经营主体，泔水收
集处理市场化运行机制。

以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为突破
口，通海县深入开展“一进七清”行
动，消除看得见的污染，持续攻坚、
持续巩固。广泛组织开展“河长清河
清漂”“杞麓湖保护日”等行动，今年
以来，组织发动群众2.12万人次，出
动车辆2288辆次，清理河道（湖堤）
2306千米，清理垃圾3.06万吨。

围绕“调”，通海县综合发力，持
之以恒推进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在
临湖区域建成节水节肥设施农业
6545亩，加快推广水肥一体化、立
体栽培等现代设施农业，完成 3个

现代农业示范基地建设。启动 2025
年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完成四街
镇、河西镇、九龙街道等 6个片区
1.28万亩农业水价综合改革。构建
农业固废处理闭环，加强废旧地膜、
农药包装废弃物整治，在流域内设
立 5个乡镇级农业固废回收点，54
个村（社区）设立农业固体废弃物临
时堆放点。

全面管用，严管拦蓄带，管好闸
门泵站，确保污水不入湖。解决拦蓄
带痛点堵点，汛期前拦蓄带已扩容
至 210 万立方米（新增 87 万立方
米），日抽提能力提升至91.3万立方
米（新增13万立方米），初汛期雨水
调度能力有效提升。推进“七清”工
作，汛期前清理拦蓄带、湿地、湖滨
带的垃圾、植物残体、杂草共计
1908吨、淤泥10.58万立方米。

通海县深入开展“聚共识、汇民
力”百场杞麓湖保护治理宣讲 912
场次，凝聚全民参与杞麓湖脱劣攻
坚战的思想共识。成立杞麓湖“护湖
联盟”，48家企业、社会组织与沿湖
村（社区）结对组成24个联盟小组，
启动湖岸共治、阳光监督、文化浸
润、公益聚力、生态产业 5项行动。
建立“红黑榜”曝光台工作机制，共
曝光 756期（县级 10期），强化行政
执法案例宣传，以案释法提升全民
保护杞麓湖的法治意识。

入汛以来，云县持续受降雨天
气影响，全县平均累计降雨量 495
毫米，较常年同期均值偏多 315毫
米。境内河流、水库水位普遍上涨，
12个乡镇均不同程度受灾。面对严
峻汛情，云县持续落实“1262”精细
化预报与响应联动机制，靠前指挥、
科学调度，全县各级各部门协同作
战，全力筑牢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
全的坚固防线。

云县充分运用“1262”精细化预
报与响应联动机制，牢牢把握防汛
主动权，通过科学预判抢抓黄金时
间。县防汛抗旱指挥部依托气象、水
文大数据平台，提前12小时精准锁
定本轮强降雨高风险区域，提前 6
小时向应急、自然资源、交通等部门
发布风险提示与前置指令，提前 2
小时启动Ⅳ级应急响应，通过全县
1974个应急广播、发布预警短信以
及自然村长“敲门行动”，向受威胁
区域群众点对点下达转移指令。在
本轮强降雨过程中，云县累计紧急
转移群众 148户 483人，转移南云
高速十二工区人员 47人，无人员
伤亡。

云县构建起统一高效、上下贯
通的指挥体系，实行24小时联合值
守与调度会商机制。指挥中心大屏

实时汇聚雨情、水情、灾情及救援力
量分布等数据，现场下达精准调度
指令，确保指令直达一线。同时，立
即派出 12组共 28名处级干部带队
下沉至各乡镇和主要灾害点现场指
挥调度，调集民兵及村组工作力量
投入抢险救灾工作。

全县上下秉持“一盘棋”思想，
凝聚起抗灾救灾的强大合力。公安、
交警及乡镇派出所加大对主要路段
的巡查排查力度，全力维护交通和
生活秩序。应急管理、水务、自然资
源、交通运输等部门紧密配合，针对
水库、地质灾害隐患点、城市低洼地
带、国省干线等重点部位开展巡查
排险工作。全县共开展地质灾害排
查35次，发现3个地质灾害隐患点，
应急叫应35次，转移避险195人次。
县防汛抗旱应急指挥部紧急调配物
资、机械和人员等，为抢险救灾提供
坚实保障。各乡镇开展拉网式排查，
组织危险区域群众提前转移避险，
同时，积极动员群众开展生产自救，
努力降低灾害损失。目前，全县共出
动机械266台次、人员7465人次，开
展抢险救灾工作，道路基本恢复通
行，供电、供水基本稳定。

本报记者 李春林
通讯员 沈冬鱼 沈仕春

云县：

凝聚防汛合力 保障群众安全

盛夏正值黄柏采收时节，
在大关县木杆镇细沙村的黄柏
林里，村民们穿梭林间，熟练地
剥取黄柏皮。

村民吴乾刚家的 100多亩
林地采用“黄柏+竹”套种模式，
竹笋、竹材、黄柏都有收益，每年
可收入17万元至18万元。“今年
我家黄柏能采收600多棵，按当
前市场价计算可收入7万多元，
加上筇竹和方竹的收入，收入预
计超过17万元。”吴乾刚说。

黄柏产业不仅让种植户增
收，还带动了药材交易、初加工
行业兴起。在大关县顾氏向洋
种植专业合作社，农户在种植
中药材的同时还进行加工，每
到夏季便大量收购、加工黄柏。

“我们夏季收购黄柏来加工，每
天收购鲜货五六吨，加工厂带动 30人就
地就近就业，目前已接到了 30吨的黄柏
加工订单。”合作社负责人顾大卫介绍。

近年来，大关县坚持产业发展生态
化、生态建设产业化，转化利用西南林业
大学董文渊团队筇竹科研成果，大力推
行筇竹与黄柏、厚朴等木本中药材混交
种植。“竹药共生”生态种植模式不仅保
护了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还增强了
产业发展支撑，拓宽了群众增收渠道。

截至目前，大关县黄柏种植面积达
44万亩，竹种植面积达 100余万亩，竹药
套种39万亩、纯林种植5万亩，投产面积
3.5万亩。今年，大关县预计采收黄柏 1.6
万亩、实现干皮产量 0.2万吨，综合总产
值可达1.8亿元。

本报记者 沈迅 通讯员 杨全伟

本报讯（记者 饶勇 通讯员 徐
彬）记者近日从个旧市相关部门获
悉，自2015年云南大围山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管护局开展红河苏铁人工
繁育试验以来，这一珍稀濒危物种
的植株总数从 1998年的不足 1000
株增至如今的3925株，数量呈稳步
增长态势。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研
究员龚洵介绍，红河苏铁分布范围
非常狭窄，目前在全世界范围内仅
发现生长在个旧地区，被誉为“植物
大熊猫”。红河苏铁有雌雄之分，往
往是雄花先开，但当雌花需要授粉
时，早已盛开的雄花花粉活性已大
大降低，所以在自然情况下红河苏
铁的繁育率很低。2015年，云南大
围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护局工作
人员首次发现开花的红河苏铁，在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科研人
员指导下，工作人员对红河苏铁进

行了人工辅助授粉试验，开启了红
河苏铁的人工扩繁工作。

2015年以来，云南大围山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管护局个旧管护所工
作人员多次在红河苏铁开花季深入
保护区，寻获正在开花的红河苏铁
雄株，测量记录相关数据，采集花粉
并进行人工授粉，待雌花成熟结实
后，采集籽种进行人工繁育，再把繁
育出的红河苏铁幼苗带回野外，以
此扩大种群数量。通过人工繁育，保
护区工作人员共培育出红河苏铁幼
苗 3200 余株，并于 2017 年、2019
年、2022 年分三批将其带回原生
境，回归种植的红河苏铁保存率在
90%以上。除人工繁育外，保护区还
采取“人防+技防+物防”措施，保护
红河苏铁的生存环境，确保红河苏
铁数量递增、群落扩大。目前，红河
苏铁野生植株达1368株，人工回归
植株达2557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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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保山市隆阳区芒宽
彝族傣族乡烫习村村民寸冬辉
一家背着竹篓，手持专业采摘
工具，来到自家荔枝园，开始采
摘“大红袍”。一家人分工协作，
采摘、分拣、装箱一气呵成。“这
片荔枝园占地 5亩，有 50多棵
树龄超过 30年的荔枝树。老树
现在还能结果，新引进种植的

‘南极红’‘贵妃红’‘糯米糍’也
很俏销。”寸冬辉介绍，“荔枝早
晨采摘，中午上冷链车，明天就
能摆上昆明等地的超市货架。”

在烫习村村口，四五辆冷链
运输车整齐排列，工人们将荔枝
按等级分拣装箱。“原产地直采，
冷链直达，损耗率低，价格也
稳。”寸冬辉算了笔账，他采摘季
回乡务农，农闲时跑物流攒人

脉，还牵头联合周边农户拼车运输荔枝，既
可降低成本又能拓宽销路。据了解，芒宽乡
通过对接昆明、四川等地精品商超，构建起

“采摘—分拣—冷链—销售”全链条，让隆
阳荔枝走上了城市消费者的餐桌。

芒宽乡地处怒江干热河谷，年平均
气温 21.5℃，日照时长超过 2400小时，昼
夜温差达 15℃以上，独特的气候非常适
合荔枝生长。目前，芒宽乡种植荔枝3200
余亩，年产量超过4500吨，年产值达3000
万元。烫习村自上世纪 90年代探索荔枝
种植至今，全村 80%的农户种荔枝，荔枝
种植面积已达2000亩，还成功培育出“大
红袍”“妃子笑”“南极红”等优质品种，入
选了保山市“一村一品”产业村。

本报记者 杨艳鹏 通讯员 张红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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俯瞰紫马街村俯瞰紫马街村

工作人员采集红河苏铁雄花花粉工作人员采集红河苏铁雄花花粉。。

10年精心守护

“植物大熊猫”红河苏铁
植 株 数 量 稳 步 增 长

安全度汛 守护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