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来，尝尝！这可是正宗的牦牛
肉！”近日，在香格里拉市格咱乡松茸
采摘节上，香格里拉市藏雄天成仑珠
养殖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拉姆央宗热
情地邀请往来嘉宾品尝牦牛肉干，“香
格里拉牦牛肉味道鲜美、香味独特，是
高蛋白、低胆固醇食物，还获得了国家
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认定呢。”

拉姆央宗介绍，为保护好本地牦
牛品种，该公司将牦牛分成 6群饲养，
每群25头母牦牛、两头公牦牛，并详细
记录每头牦牛及新生小牦牛的数据，
培育品种优良、身形健壮的小牛作为
种牛，以此保证品种。藏雄公司是目前
香格里拉唯一的遗传资源保种厂，存
栏500多头本地牦牛，实现了本地牦牛
规模化养殖，辐射带动了格咱乡、建塘

镇、小中甸镇的500多户牦牛养殖户。
近年来，香格里拉市充分发挥高

原草场优势，发展特色畜牧产业，扩
大养殖规模。运用“高海拔繁育、低海
拔育肥”等科学养殖方法，喂养牦牛
青贮、燕麦、糌粑等富含营养的绿色
食物，提高育肥周期内牦牛日增重目
标，缩短了饲养周期。积极革新牧民
的养殖技术，之前单一的放牧方式逐
步向专业化、标准化、产业化的养殖
转变。

此外，香格里拉市延伸牦牛产业
链，除了卖新鲜牦牛肉，还积极推动牦
牛肉干等业态发展。“这些牦牛肉干都
是我们自己做的，有麻辣、孜然、五香
等多种口味。”拉姆央宗介绍，“我们还
将牦牛肉做成各种菜品，丰富了市民
游客的餐桌。”

本报记者 彭少杰 文/图

香格里拉 高原草场牦牛壮

拉姆央宗向游客介绍牦牛肉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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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生态环境厅举行“美丽云南建设”发布会普洱西双版纳大理德宏专场

彩云之南涵养生态之美 记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施行后，保
山在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上有何总体考虑？

左广：保山市把学习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
济促进法》与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
神紧密结合起来，立足保山实际，深入落实省委“3815”战略
发展目标，一体推进“三大经济”，推动民营企业市场准入平
等化、资源获取公平化、执法监管公正化、权益保障制度化。

记者：在支持民营经济发展、服务民营企业方面，保山
推出了哪些有效举措？

左广：我们认真贯彻省委“抓项目、帮企业、育产业”的
工作要求，构建具有保山特色的服务机制，支持民营经济、
民营企业发展。

一是整合“市长、县长、乡（镇）长、局长坐诊接诉”、政企
沟通“圆桌会议”、领导干部挂钩联系企业等服务渠道，建立
服务企业特派员制度，推行“三个工作日研办”“县市逐级领
办”等机制，让企业诉求有人接、有人管、高效办。全市共选
派815名特派员服务1544户企业，今年上半年共办结企业
诉求775件，协调拨付各类拖欠资金1.99亿元。组建金融服
务团队，畅通银企融资渠道，重点解决企业贷款抵押登记
难、利率高期限短、担保增信难等问题。上半年，推动银行对
民营企业授信17.97亿元，放款40户、10.6亿元。

二是开发“保山营商环境直通车”微信平台，搭建政企
线上沟通桥梁，覆盖企业8550户，推送最新政策惠及77712
户（次），办结线上诉求173件。

三是推行涉企行政检查“综合查一次”改革，实行“进一
次门、查多项事”，减少对企业生产经营的打扰，减轻企业负
担。目前，已联动 25个行政执法主体，累计开展联合检查
153次。

四是在 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开设“优化营商环境
专线专席”，梳理涉企“政策库”，组建服务企业“专家库”，在
线释疑解难，打响“保政满意”政务品牌。

记者：在保山市经济社会发展中，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
发挥了哪些作用？

左广：2024年，保山市民营经济增加值完成853亿元，占
全市生产总值的67%，居全省第一，拉动经济增长2.15个百
分点，对地区生产总值贡献率达84%。民营经济经营主体28
万户，占实有经营主体的98%，民营企业已成为推动产业加
速成长、提升区域竞争力的核心力量。比如，为推动温泉康养
旅居产业发展，我们把温泉和康养、旅居、房地产相结合，全
盘谋划、综合开发，让民营企业成为投资运营的主力军，目前
有10万余人常年旅居保山。今年1月至5月，全市新建商品住
宅销售逆势上涨，均价达到每平方米 7149元，同比上浮
5.6%。又如硅光伏产业，云南通威在保山投资160亿元，建成全国单体最大的多晶
硅生产企业。另外，在咖啡、石斛、茶叶等高原特色农业中，民营投资也是中坚力量。

下一步，保山将把促进民营经济发展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长久之策，构建
亲清政商关系，持续打造一流营商环境，真心实意为民营企业解决问题。积极引
导民营企业家发扬企业家精神，在产品创新和服务方面形成竞争优势，做强做优
做大企业。 本报记者 李建国 杨艳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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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家新闻出版署《新闻记
者证管理办法》等相关要求，我单
位已对拟新申领新闻记者证人员
的资格进行严格审核，现将人员名
单进行公示。公示期 7个工作日：
2025年7月25日至8月4日。

本单位监督举报电话：（0871）
64163128。

省新闻出版局监督举报电话：
（0871）64199752、64199683。

拟新申领新闻记者证人员
名单：

管毓树 喻劲猛

云南日报报业集团
2025年7月24日

云南日报报业集团
新申领新闻记者证人员名单公示

本报讯（记者 陈晓波） 7月 24日，
省生态环境厅举行“美丽云南建设”2025
年系列新闻发布会，普洱、西双版纳、大
理、德宏 4州（市）生态环境局有关负责
人介绍各地“美丽云南”建设有关情况，
回答记者提问。

近年来，普洱市聚焦让美丽提质、为
美丽赋能、把美丽扮靓、以美丽增效，在
全省率先出台生态保护红线监管措施，
全市划定生态保护红线1652.98万亩。省
对市污染防治攻坚战成效考核连续4年
为优，生态环境状况指数连续8年为优，
公众生态环境满意率 96.15%，连续 3年
递增，排名全省第二。2024年，全市空气
优良比率达99.1%，同比提高2.2个百分
点，污染天数减少 80天；全市国省控断
面优良水体比例 97.1%，饮用水水源地
水质 100%达标。普洱市上榜全国康养
20强市，思茅区上榜全国康养 100强县
（区）。哀牢山站、澜沧江站入选国家生态
质量综合监测站，建成野生亚洲象救助
中心，建设“大象食堂”7000亩。全球三
分之一以上的西黑冠长臂猿和全国一半
以上的亚洲象在普洱繁衍生息。宁洱哈
尼族彝族自治县成功创建为国家级林业
碳汇试点县，云南盐业普洱制盐分公司
成为我国盐行业首家、云南省首批通过

“零碳工厂”认证企业。孟连牛油果生产
规模位居亚洲第一，景东露天高原蓝莓
生产规模位居全省第一。景东彝族自治
县、澜沧拉祜族自治县景迈山成功创建
为国家“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
新基地。

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将生态文明
建设写入州自治条例，在全国开创性建
立野生动物公众责任保险制度，被纳入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
护法》。全州森林覆盖率位居全省第一、
全国前十，固碳释氧功能价值位居全省
第一。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保
护率达 95%以上。省对州污染防治攻坚
战考核连续两年保持“优秀”，三县（市）
环境质量 EI指数连续 10年为优。2024
年，景洪市空气质量优良率为 99.5%，
PM2.5浓度为每立方米 21.1微克。13个
国控、省控地表水监测断面水质和 36
个县乡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优良
率连续 10 年保持 100%，位居全省第
一。在全国率先建立 300万亩中老边境
联合保护区域，建成全国首个亚洲象监
测预警中心，亚洲象种群数量增至 300
多头，生物遗传资源惠益分享试点工作
获联合国高度认可。全州清洁能源装机
占比高达 99%。勐腊县入选省级林业碳
汇试点县，勐海县成为全国首批、全省
唯一生态低碳茶整建制推进试点县。勐
海产业园区被认定为省级绿美园区并

进入全省绿美园区标杆典型名单。建成
全省首个国家级水产良种场，水产种苗
产量保持全省第一。

大理白族自治州推动洱海保护从
“一湖之治”向“流域之治”“生态之治”转
变，以苍山洱海高水平保护统揽全州发
展，先后被评为中国首批十大魅力城市
之首、云南省首个国际湿地城市、国家生
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国家碳达峰试点、国
家“无废城市”建设试点等，成为全国生
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标杆。大理州以洱海
保护为核心，实施“山水林田湖草沙”系
统治理，建成129公里洱海生态廊道，串
联湿地 4万亩、库塘 307座，退还湖滨带
1706亩，实现“人退湖进”；构建“天空地
水”智慧监管平台，覆盖 5743公里污水
管网及20座污水处理厂，全流域截污体
系成型；“顺丰洱海模式”年处理有机废
弃物 51万吨，生产有机肥 40万吨，成为
全国农业治污典范。漾濞槭成为中国生
物多样性保护典范，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鸟界国宝”彩鹮和东方白鹳重现大理。
2024年，洱海晋升为国家级重要湿地，
大理市获得全省首个“国际湿地城市”认

证。大理州持续推进“旅游+”“+旅游”融
合发展，2024年接待游客 1.1亿人次，旅
游收入超过1000亿元。2024年新增新能
源装机203.4万千瓦，清洁能源装机与发
电占比 100%。2024年，全州空气质量优
良天数比率为 99.9%，大理市优良天数
比率为 100%，全州 18个国控断面水质
优良比例为94.4%。

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聚焦生态、
经济、环境、文化、生活“六个更美”，全
力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边
疆样板。建立各级各类自然保护地9处，
划定 361.22万亩国家级和省级公益林，
为野生动植物提供了广袤的栖息家园。
成立全国首支自然生态保护志愿者服
务队，遏制有害生物入侵。全州已知野
生动物超过 1000种，其中有 11种野生
鸟类仅在德宏被发现。高等植物种类占
全国的五分之一，39种为德宏特有。中
国现有的 5种犀鸟在这里都有分布，德
宏成为名副其实的“鸟类天堂”。为保护
珍稀濒危物种，德宏州建立萼翅藤、滇
藏榄等 8个极小种群植物就地保护小
区，建成3个野生植物种质资源收集库。
据统计，德宏平均每年发现6个新物种，
保存着东亚季风区最后的完整生态链。
2024 年，芒市空气质量优良率达到
99.2%，同比提高 3个百分点，PM2.5平
均浓度为每立方米 26微克；全州 7个县
级以上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质达标率
保持 100%，“三江四河”16个国控、省控
断面水质达标率连续5年保持100%，无
劣Ⅴ类水体。

● 普洱市上榜全国康养20强市，思茅区上榜全国康养100强县（区）

● 西双版纳州森林覆盖率位居全省第一，固碳功能价值位居全省第一

● 大理州建成129公里洱海生态廊道，退还湖滨带1706亩

● 德宏州野生动物超过1000种，高等植物种类占全国五分之一

7月24日，第二十六届中国（昆明）国际汽车博览会在昆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开幕。本届车展总面积达10万平方
米，展品包括油、混、电等品类乘用车及创新科技产品，汇聚100多家汽车品牌、上千款车型。本次车展将持续到7月28
日。图为车展现场。 本报记者 王琼梅 摄

近日，在澄江市公安局交通警察
大队车辆管理所业务大厅，市民徐国
兵携带身份证前来更换驾驶证。在工
作人员的指导下，徐国兵轻松、高效地
完成了自助体检，拿到了更换后的驾
驶证。“以前要去医院，现在直接进到
机器里就可以进行基础体检了，五六
分钟就能完成。”徐国兵说。

驾驶证到期换证，体检环节往往
需要往返医院与车管所提交纸质报
告，不仅费时费力，还耽误业务办理进
度。为此，澄江市车管所对症下药，将
自助体检一体机投放到业务大厅、机
动车驾驶培训机构等多个点位，已有
1.2万人次通过自助体检完成驾驶证
补换证、考证体检等业务，受到群众广
泛好评。

此外，澄江市车管所全力推广“交
管12123”App，驾驶证审验和补换、年
检预约、违章处理等业务动动手指即
可办理，市民群众体验到足不出户即
可办理车驾管业务的便捷。今年以来，
澄江市已受理超过 3400 笔“交管
12123”App业务，网办率较去年同期
增长15%。

澄江市车管所所长周冬云介绍，
澄江市车管所还将聚焦群众企业需
求，探索使用“智慧车管”“无人考场”
及“智能引导”等科技手段，扩大跨省
通办范围，优化“一站式”服务，整合保
险、税务等业务，推动车驾管业务服务
向智能化、便捷化、高效化方向发展，
让“数据多跑路 群众少跑腿”。
本报记者 杨茜 通讯员 段丹 师颖

澄江市车管所：

科技赋能 便企利民

办 实 事 解 民 忧

“太感谢你们了！”近日，几位年
逾七旬的原呈贡县食品厂下岗职工
来到昆明市呈贡区政务服务中心市
场监管窗口，将一面印有“全心全意
办实事 任劳任怨解民忧”的锦旗送
给该中心工作人员，感谢他们在企业
变更业务过程中提供的“陪伴式”贴
心服务。

税务窗口工作人员周末加班办理
契税业务；已过下班时间，不动产登记
窗口工作人员仍坚持办完最后一项业
务；公安窗口推行“午间不断档”延时
服务，耐心细致的态度赢得了群众好
评；政企联动窗口主动为老年人提供
医疗互助报账指导……近年来，呈贡
区政务服务中心以规范制度促进服务
优化，制定多项管理办法，明确工作标
准，强化人员管理，推动政务服务标准

化、规范化、便利化建设。
为切实解决群众办事痛点堵点，

呈贡区政务服务中心每月召开窗口
负责人例会，通报情况、解决问题、交
流经验，针对群众投诉集中领域深挖
根源、补齐短板。通过“潮汐窗口”疏
堵保畅，在不动产、公安等5个高频业
务窗口动态设置应急综合窗口，高峰
期同步开放，有效分流人群、压缩等
候时间；同时，保证“延时服务”不断
档，坚持提供“早晚弹性办”“午间不
断办”“周末延时办”暖心服务，让群
众“来了就能办、不跑冤枉路”。今年
上半年，呈贡区政务服务中心“潮汐
窗口”办件 4887件，工作日延时服务
1401件，周六服务 881件，投诉量同
比下降30%。

本报记者 张雁群

呈贡区政务服务中心：

规范制度 优化服务

在泸西县金马镇石缸冲片区的山
野间，一只只膘肥体壮的奶山羊静静
觅食。待山羊吃饱喝足后，养殖户将
羊群赶回圈舍，开始熟练地挤羊奶。

“奶山羊养殖收入相当可观，我家现
在养了近 200只，每天产奶量有三四
百公斤，合作社会定点定时来收，一
年卖羊奶可收入 90多万元。”养殖户
严子云说。

近年来，泸西县立足区域实际，
积极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大力发展
草畜产业，把奶羊产业作为联农带
农、富民兴村的重点产业进行打造，
积极构建以合作社为主体、以家庭
农场和分散养殖为补充、以龙头企

业生产为后劲的奶山羊产业链条，
逐步形成链条完整、功能多样、业态
丰富、利益联结紧密的奶羊产业新
格局。

为全面推进奶山羊产业标准化、
规模化和产业化发展，金马镇成立了
荣羊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破解养殖
户在养殖、生鲜乳收购、销售中的难
题。合作社遵循“产业化推动、规模化
发展、标准化养殖、品牌化引导”的发
展思路，养殖户加入专业合作社后不
断更新养殖理念，还在政策支持下引
入高产奶山羊品种。

“我们每天都会对在各地收购的
鲜羊奶进行采样、检测、化验、制冷，保

证在第一时间把新鲜优质的奶源送到
工厂。”泸西县荣羊养殖农民专业合作
社负责人张伟介绍，“目前合作社有近
80户社员，还带动了周边 100多户养
殖户，每年收购羊奶 2200吨，年产值
2000万元左右，在帮助农户增收的同
时不断拓宽精深加工产业链，让羊乳
制品走向更大市场。”目前，荣羊养殖
农民专业合作社存栏奶山羊达 15000
余只，成为了红河微幸乳业最大的奶
源供应点和战略合作伙伴，初步构建
起产销对接、品牌营销的全产业链、供
应链、价值链和循环链，形成羊乳产业
链条闭环。

本报记者 饶勇 通讯员 朱文平

泸西 山野放牧奶羊肥

乡村行 看振兴

中国中国（（昆明昆明））国际汽车博览会开幕国际汽车博览会开幕

丽江作家阿措小说
《沧城》研讨会举行

本报讯（记者 和茜）日前，丽江青
年作家阿措的首部长篇小说《沧城》作品
研讨会举办。

会上，专家学者从滇西北地域特
色、作品的笔触和叙事节奏，“水仙”等角
色的性格发展轨迹以及人性内涵等维度
剖析小说特色。

《沧城》以作者出生地丽江市永胜县
（旧称“沧城”）为地理原型，生动还原了
“十字街”及四面环山的真实风貌，串联
当地的历史变迁与人文记忆，讲述了“水
仙”“表爷爷”“金凤”三位小县城女性的
人生故事。该小说于 2025年 2月在《当
代》杂志发表，3月出版后反响热烈，实
体书印刷 6次，累计销量超过 4万册，电
子书同步上架各平台。

本报讯（记者 侯婷婷）日前，“艺途
回眸”姚钟华从艺七十年画展在云南美
术馆开幕，展出姚钟华油画、中国画、水
彩（粉）画、素描等作品260余件，展览将
持续至8月15日。

姚钟华是云南昆明人，1964年毕业
于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曾先后在北京、
巴黎、昆明等地举办个人画展，多次参加
全国美展及国家主办的前往东欧、巴黎、
纽约等地的重要画展，多件作品被中国
国家博物馆、中国美术馆、中央美术学
院、人民大会堂收藏陈列。姚钟华还于
2016年出版了大型画集《姚钟华画集》
等重要画集，为中国邮政设计了1985年
乙丑牛年生肖邮票及 2021年辛丑牛年
生肖邮票。

姚钟华从艺七十年画展
在云南美术馆举办

本报讯（记者 娄莹）近日，2025年
第九届云南省攀岩公开赛（攀石分站赛）
落幕。

赛事设青少年男子（A组）、青少年
女子（A组）、成人男子（B组）和成人女
子（B组）4个组别，吸引了来自国内外的
近百名攀岩爱好者同场竞技。为确保赛
事质量和水平，定线团队和裁判组于赛
前组织了专项培训，比赛参照国际攀联
最新竞赛规则进行，竞赛采用开放式积
分制，运动员在规定时间内任意选择线
路进行攀爬并获得相应积分。

云南省攀岩公开赛是云南省登山户
外运动协会于2015年创办的赛事，有效
推动了攀岩运动在云南普及。

云南省攀岩公开赛
攀石分站赛收官

文体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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