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澜沧上允
芒果盈枝

时序入夏，澜沧拉祜族自治县上允
镇的金美芒果基地里，金黄、绯红的芒果
缀满枝头。果农们背着竹篓穿梭其间，剪
刀轻快起落，将一颗颗成熟饱满的芒果
收入篓中。

“我们从6月中旬‘开秤’，预计采收
期能持续到7月底，300亩果园今年能产
出约200吨优质芒果。”基地负责人许英
和介绍，基地是他于2025年初刚流转过
来的，自接手后，他不断学习钻研芒果种
植与管理经验，如今，基地里6个优质品
种的芒果已硕果累累。

基地的发展不仅助力上允镇芒果打
响名声，也为当地群众提供了就近就业
机会。今年是翁板村老马科村民小组村
民李石妹在基地务工的第 3年，每到采
摘期，她便会和村里的同伴相约到基地
务工。“每天 8小时稳定工作，最少也能
挣120块钱。”李石妹说。据了解，基地里
60余名务工人员大多是周边村组的留
守妇女。

年近 60岁的李美珍夫妇在基地务
工已有7年，平时主要负责除草施肥，采
摘季则帮忙采摘分拣。“我们年纪大了，
在这里做点轻松的活儿，能赚点生活费，
也能减轻儿女的负担。”李美珍说。

芒果地里采摘忙，分拣棚里也热闹
不已。来自东北的收购商董国昌正指导
工人按照规格对芒果进行分级装箱。

“今年是我第三年来这边收购芒果了，
主要收购贵妃芒，销往东北地区。这边
热量充足，芒果品质好，糖度普遍在 18
度以上，每年都能卖上好价钱。今天装
了一大卡车，足足有 33吨，明年我肯定
还会再来收购。”董国昌表示，他已经
与基地达成了长期合作意向，希望能
将上允镇的优质芒果推向更广阔的市
场，让更多人品尝到这份来自彩云之
南的甜蜜。

随着芒果采摘工作的有序推进，上
允镇的芒果将源源不断地运往全国各
地，为消费者送去舌尖上的美味享受。
2025年，全镇 3000余亩芒果园预计产
值将突破 1000万元大关，带动上千人
实现就近就业增收，成为乡村振兴的强
大动力。

本报记者高玥胡梅君
通讯员鲁昱颖

暑热正盛，蒙自市雨过铺街道马房
村哈德逊葡萄庄园内，100亩“妮娜皇
后”鲜食葡萄已进入成熟期。颗颗果实如
红宝石般缀满藤蔓，令人垂涎欲滴。

“妮娜皇后”鲜食葡萄是原产日
本的红色欧美杂交新品种，果实单粒
重达 16至 18克，糖度高达 20%以上，
有“树上公主、树下皇后”的美誉。葡
萄庄园负责人张赋宇介绍，“妮娜皇
后”鲜食葡萄对土壤、日照、温差、降

雨以及种植技术有着严苛的要求，加
上良好的香气、糖度和口感，造就其
高端的市场定位，目前处于供不应求
的状态。

自 3年前在马房村试种以来，该
种植基地采用先进的水肥一体化灌溉
系统和智能温控、通风、遮阳等设备，
确保每一株葡萄树都能在最适宜的环
境中生长，有效提升果实糖分积累。

“虽然是首年挂果，但果实的颗

粒、串形、颜色、糖度都符合我们的
预期，按照每亩 750公斤的产量以及
往年每公斤 160元的出园价测算，亩
产值将超 10 万元。”张赋宇说，良好
的产业效益吸引了不少村民加入

“妮娜皇后”鲜食葡萄的试种中，葡
萄庄园还提供了日均 30 余个管理、
采摘岗位，助力本地群众就近就地
实现增收。

本报记者黄翘楚饶勇

蒙自马房葡萄成串

仲夏时节，宾川县大营镇排营村委
会甸头村的漫山桃园里，空气中弥漫着
甜蜜的果香。果农们正在桃园内采摘、
搬运、分拣、装箱，沉甸甸的果实让他们
喜上眉梢。

走进村民顾秀云家的果园，红润饱
满的水蜜桃在绿叶掩映下格外诱人。

“今年我家有 40亩桃子挂果，品种主要
是水蜜桃和花桃，还有 60亩正在更新
品种，明年就能迎来丰收。”顾秀云一边
忙着采摘，一边笑着介绍。

甸头村坐落于群山环抱之中，当地
村民种植桃子已有 30余年历史。依托
半山坡日照充足、昼夜温差大的气候优
势，这里种出的桃子糖分高、口感好、个
头大。“以前村里几乎家家都种桃子，整
个村最多时种了 1000多亩。”甸头村党
支部书记时映泉介绍。

近年来，甸头村积极发展半山坡桃
产业，通过品种改良、技术推广，逐步形
成包含水蜜桃、花桃、雪桃、蟠桃、冬桃

等品种在内的多元化种植格局，桃子成
熟期从每年4月延续至11月，实现了四
季有果、错峰上市。

“我家果园里种了桃子、李子、杏子
和梨，都很好卖，今年新种植了优质品
种，明年效益会更好。”顾秀云脸上满是
喜悦。

村民李金祥家的 60亩桃园里，20
亩水蜜桃已进入盛果期，每公斤卖到
16元仍供不应求。“我家桃子品质好，
端午节时刚成熟就有水果商来买，还
有很多游客到园子里体验采摘，周末
一天能接待好几十人。”李金祥说。

为拓宽销路，甸头村积极探索“订
单农业+采摘体验”模式。线下与水果商
签订合作协议，商家直接到田间采摘；
线上通过电商平台和社交媒体推广，桃
子远销省内外。同时，村里依托桃园景
观和便捷的交通，大力发展采摘经济，
吸引周边游客走进果园，体验田园乐
趣，促进农旅融合激活乡村经济。

“排营村积极链接杨柳村、甸头村等
地的优势资源，以桃为媒，结合乡村旅
游，推出草甸露营、桃园观光、农耕体验、
农家宴一体化服务，逐步形成农文旅融
合发展的新业态，带动全村产业转型发
展。”大营镇排营村党总支副书记李丽晴
介绍。

本报记者秦蒙琳
通讯员邓永凤马晓燕文/图

宾川大营蜜桃满园

夏日炎炎，走进南华县五街镇，一
幅“林深菌香”的生态共富图景正徐徐
铺展。山川之间，松茸悄然出土；村寨
之中，分红按时到账；游客们沿着“菌
旅”步道寻味而来……一场“以生态促
产业、以产业促增收”的实践探索，正
在这片绿水青山间持续升温。

近年来，五街镇始终坚持生态优
先、绿色发展理念，将“菌山”资源视作

“宝山”精心呵护。依托 20万亩封山育
林育菌区与5万亩松茸核心保护区，当
地大力发展以松茸为主的野生菌产
业。2024年，全镇野生菌总产量达1650
吨，产值超过 2亿元，其中松茸产量
260吨，产值达 1.4亿元，成功跻身“林
下经济强镇”之列。

从“封山育菌”到“承包育菌”，再
到如今的“保育促繁”，五街镇不断升
级管理机制，探索出一条生态保护与
群众增收相辅相成的新路径。通过“竞
价承包+动态管护”机制，鼓励群众参
与菌山保护和科学采摘。咪黑们村开
们小组便是典型代表，仅 2024年就实
现村集体经济增收141.9万元，人均分
红3478元。

五街镇还在机制上持续创新，打
造出“承包分红+就业帮扶+文旅融合”
的立体增收链条。菌山招投标激活了
集体资产的增值空间，设置护林员、采
摘工、分拣员等岗位，覆盖 800余户低
收入家庭；“松茸开山节”、采菌体验、
直播电商等“菌旅融合”新业态，每年

吸引超 5万人次游客，带动村域餐饮、
民宿等综合收入超 500万元。全镇 14
个村委会、133个村民小组、5845户群
众深度参与“封山育林育菌，保育促繁
增收”行动，汇聚起生态发展与群众致
富的强大合力。

五街镇与云南省农科院共建产学
研基地，依托“百菌园”“菌王山”打造
松茸提质增效示范区，通过生态调控、
菌塘修复等技术，使松茸亩产提高
20%。专家团队常年驻守山头林间，累
计培训林农 3000余人次，既提升了产
业科技含量，也让传统采菌人转型为

“技术新农人”。
本报记者段晓宇

通讯员李娅洁文/图

夏收夏种交替，勐海县勐遮镇进入
抢收早稻与抢种晚稻的“双抢”时节。

在勐遮镇曼洪村的田间地头，隆
隆的农机正高效作业，抽水机抽水
灌溉、旋耕机翻耕松土，村民们卷起
裤腿、手持翠绿秧苗，或独立劳作，
或协作成组，娴熟地将一株株秧苗
插入泥田。

“今年雨水充足，给晚稻育秧提供
了极好的墒情。我们早稻一收完就立
刻着手晚稻育秧和整地，抢抓这个好
时节，今年收成肯定差不了。”曼往村
村民岩温罕满怀信心地说。今年曼洪
村的晚稻种植严格遵循着“早稻晚稻
无缝衔接”模式，广泛运用各种农机在

前期整地和育苗插秧上提高效率，为
夺取全年粮食丰收打下良好基础。

为确保晚稻种植工作有序推进，曼
洪村党支部和驻村工作队坚持早谋划、
早宣传、早行动，全力抓好抓实粮食生
产工作。村干部抓住农忙时间，深入田
间地头了解农户在种植生产过程中遇
到的困难和问题，为农户答疑解惑，消
除农户后顾之忧。

“我家的晚稻叶片发黄，其他家的
却绿油油的，这该怎么办啊？”当曼洪村
曼旺迈村民小组村民李卫国为自己辛
苦种植的 5亩晚稻发愁时，村干部带着
技术员来到现场“巡诊开单”：“是氮肥
不足的问题，只要适量补充尿素等氮

肥，并配合有机肥的使用，改善土壤结
构，立马见效。”经过调整施肥方案后，
目前李卫国的晚稻生长状况得到了明
显改善，植株健壮，叶片翠绿。

“种植晚稻是实现全年粮食增产、
确保‘米袋子’安全的关键一环，对稳定
区域乃至国家粮食供给至关重要。同时
能够提高农户收入，提升土地产出效
益。”曼洪村委会党总支书记岩坎广说。

曼洪村今年种植水稻 7970亩、同
比增长 1.01%。目前，全村早稻已收获
5300亩、同比增长 5.34%，总产 328.6万
公斤、同比增长 6.35%；全村晚稻种植
2000余亩，抢种预计在7月底完成。

本报记者林丽华通讯员徐健文/图

勐海勐遮抢种晚稻

南华五街林深菌香

村民在南华县五街镇的野生菌
收购点分拣菌子。

勐海县曼洪村村民在插秧勐海县曼洪村村民在插秧。。

澜沧县上允镇芒果挂枝头澜沧县上允镇芒果挂枝头。。
本报通讯员本报通讯员周丽青周丽青摄摄

宾川县排营村蜜桃丰收宾川县排营村蜜桃丰收。。

西畴拉孩金菊绽放
西畴县兴街镇拉孩村的山坡田

间，眼下已被万寿菊染成金色海洋。村
民们穿梭花海间，指尖翻飞采收鲜花，
装袋、运输的忙碌身影与盛放的花海
相映。

“今年雨水好，40亩万寿菊能挣
十一二万元！”花农钟先友捧着饱满
的花朵笑开了颜。万寿菊易栽种、花
期长，可多茬采摘，花期里，像钟先
友这样的种植户每天要雇五六名村
民帮忙，蒋志花便是来帮忙的村民
之一。“每天能挣 100元，摘两个月就
有 6000元。”蒋志花说。

花海尽头的收购点同样热闹。新

建的发酵池边，花农们排队交售鲜
花，过秤、登记、入池一气呵成。“以
前拉花要跑几公里，一天只能卖一
次，现在家门口就能交花，太方便
了。”新发寨村民刘洪点赞的新设
施，是村集体今年出资修建的。有了
发酵池，收购效率大幅提升。

“万寿菊种植户从去年的 60多
户增加到如今的 120余户，种植面积
1300 余亩，预计助农增收 500 余万
元，村集体经济能入账 10万元。”拉

孩村党总支书记刘
丕荣介绍，村里与
企业签订保收合同，
花农只管种好花，销
路不用愁。

如今的拉孩村，田
野成花海，鲜花变“金
花”。这朵小小的万寿菊，
既扮靓了乡村，更鼓胀了村
民的钱袋子。

本报记者黄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