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链接

夜幕降临，火光融融。围坐在
火塘边，既讲解政策又拉家常，讨
论交流。这是普洱市各级团组织创
建的“火塘夜校”学习培训中常见
的景象。

火塘，在普洱少数民族地区很
普遍，是村落文明传播的集合地和
社会交往的重要场所。

“火塘夜校”，就是将“夜校”建
到“火塘”边上，利用群众农闲时
间，重点组织大学生志愿者、研究
生支教团、青联委员等青年群体作
为夜校工作队伍，积极深入群众喜
欢集中的场所，在轻松、愉快的氛
围中大力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和扶
贫政策。

“火塘夜校”工作最开始是从
团市委的挂钩点实施，发现效果很
好以后，陆续在各县区开展。目前，
已经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了近百场
次，覆盖贫困群众3000余人次。

去年 6 月的一个晚上，8 时
许，一场火塘夜话在澜沧拉祜族
自治县上允镇南乃村南乃六组村
民家热烈开展。上允镇党委副书
记赵伟以“梦想”为话题旁征博
引，结合身边实际，以通俗易懂的
语言阐述了什么是小康生活，什
么是中国梦，进行自强、自信、感
恩教育。在与村民的互动中，将

“五个一批”“两不愁、三保障”“四
类重点对象”等脱贫知识进行再
宣传、再普及。

边交流边讨论，大家的话匣子
也随之打开。“通过交流，我找到了
差距，就是思想观念和生产技术跟
不上形势。”“平日我们忙着农活，
学习时间少，像这样利用晚上的
时间学习，既不耽误生产又了解
党的好政策，乡里乡亲间也多了
交流机会。”大家边倾听、边思考，

围绕发展产业、扶贫政策等方面
畅所欲言。

面向农村基层群众宣讲，“火
塘夜校”工作队伍立足农村实际
和农民特点，改变了过去集中开
会，模式化标准化的读讲稿，群众
听得云里雾里，宣讲完后一问三
不知的情况，采取群众易于接受、
乐于接受的方式，用身边人讲身
边事，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在轻
松融洽的氛围中向群众传递党的
富民惠民政策，达到了事半功倍
的宣传效果。

“我们要和群众坐在一条板
凳上。”共青团普洱市委书记穆星
说：“在‘火塘夜校’，我们青年人
和群众围坐火塘，反映了我们深
入基层、深入群众的实际场景，也
体现了我们‘去四化’（机关化、行
政化、贵族化、娱乐化）强三性（政
治性、先进性、群众性）的改革成
果。”穆星感叹：“火塘的温暖和被
火塘映红的青年人的脸庞，将成
为我们参与过活动的所有人温暖
的记忆。”

本报通讯员普青
本报记者李奕澄文/图

“火塘夜校”扶智又扶志

授课目标：扶智、扶志。
授课内容：政策宣传、语言普

及、技能培训。
夜校老师：团员青年、团干

部、志愿者等。
上课学生：深度贫困边疆民

族地区的建档立卡贫困群众。
上课时间：群众农闲时间。

“火塘夜校”小档案2018 年 9 月，新型职业茶农
培育工程培训班在思茅区开班，
而此前类似的培训已举办不止一
次。作为思茅区有机茶发展科技
支撑中的一员，滇西应用技术大
学普洱茶学院承担着“补脑补智”
的任务。

手指着桌上一份《新型职业茶
农培训项目实施方案》，普洱茶学
院继续教育与培训中心的负责人
任海涛说：“为更好地发挥高等院
校对茶产业的科技支撑能力，培养
造就大批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

的新型农民，促进普洱市茶产业发
展，扎实推进思茅区国家现代农业
（茶叶）产业园建设，结合普洱市思
茅区茶产业发展的实际，本着相对
集中、点面结合、择优推荐、公正合
理的原则，围绕茶叶产品生产，以
普洱茶生产技能、无公害农产品生
产食品安全生产及农业政策与法
规、农业创业及生产经营等为培训
内容，在思茅区37个农民茶叶专业
合作社以及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中，培训新型职业茶农400人，培训
分四期进行。”

罗屏是普洱茶学院副院长，
他介绍道：“普洱茶学院以‘创办
一个学院、振兴一个产业、致富
一方群众、传承一方文化’为办
学宗旨，通过产教融合，培养支
撑产业和转型升级的高层次应
用型技术技能人才。”翻开另外
一份《普洱茶农业科技创新研发
平台基础设施建设》方案，罗屏
说：“这是为了提升科研能力，通
过推进大型科学仪器设备、科研
技术的提升，逐步形成全国性的
共享实验平台。”

普洱市委副书记、思茅区委
书记陆平表示，走有机路是茶产
业发展的大势所趋。随着经济社
会的快速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
的不断提升，人们对食品品质的
要求越来越高，消费选择也从数
量型向质量型转变，有机食品逐
渐成为人们追逐和崇尚的健康
消费品，消费比重增长较快，其
中有机普洱茶就是一个倍受瞩
目的新兴产业。只有打生态牌、
走有机路，才能促进普洱茶产业
的可持续发展。

＞ 茶尖上的思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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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添香”有机茶
本报记者马喆文/图

漫步于营盘山龙生茶业公
司的有机茶基地，悠悠白云下，
茶绿天青。中华普洱茶博览苑坐
落于此。

朱启忠是龙生茶业的掌门人，
同时也是新近成立的普洱思茅有
机茶产业联盟的会长。谈到有机
茶，他如数家珍。“常规茶园转换成
有机茶园，需要最少 36个月的转
换期。一要改环境：通过在茶园内
种植中上层树种，在茶园边界种植
隔离带，实现茶园生态小气候；二
是改土：施用通过认证的商品有机
肥；三是改防：茶园病虫害防治只
允许使用物理、生物等技术进行防
治，禁止使用化学农药进行防治；
四是改记：所有茶园的农事活动必

须要有农事活动记录。所有的加工
也必须有加工记录、贮藏、运输以
及销售记录；五是需要认证：有机
茶园必须要通过第三方认证机构
进行认证，每年必须进行不少于一
次的外部认证和内部检。”

“那公司的有机茶生产情况
怎么样？”记者问道。“我们公司自
1996 年成立至今，一直坚持走生
态有机的发展道路，2000年我们
通过了 ISO9000 国际质量管理体
系认证，建立了从鲜叶原料到成
品茶生产的全流程质量控制体
系。2005年 12月，公司成为云南省
首批通过茶叶市场准入食品生产
许可证（QS）A 级认证的企业。所
有茶园按照有机茶标准进行管

理。去年，借助思茅区国家现代农
业产业园创建这一重要契机，我
们不断完善产业链，扩大有机茶
基地建设，以安全、健康、标准化
的有机茶园建设为主线，努力树
立龙生产品原生态、纯天然、安全
的品牌形象。”

“在普洱茶后期加工各环节，
有些什么措施以确保达到有机茶
的标准？与常规加工不同的做法
有哪些？”记者接着问道。“有机茶
的加工需要采取的措施有：茶叶
加工厂要通过有机认证，要按食
品加工的要求进行设计和规划，
要有足够的场地和保证正常生产
的辅助设施，以保证加工茶叶的
卫生安全，防止外来物质的污染。

在茶叶加工过程中不使用任何食
品添加剂、加工助剂和电离、辐照
等方式对茶叶进行处理。加工有
机茶时必须与常规茶分开加工。
所有有机加工过程以及包装、贮
藏、运输都要有记录，并且确保记
录可追溯，而常规茶的加工只要
求符合食品加工的一般要求，没
有特别要求。”朱启忠回答道。

“有机是食品安全的第一红
线，也是思茅发展茶产业的趋势。
政府敏锐地捕捉到这一契机，积极
响应省政府提出的打造‘三张牌’
战略，作为企业将积极参与，努力
打造‘普洱思茅有机茶’公共品
牌。”朱启忠自信道。

本报记者马喆

本报讯（通讯员 杨勇 记者
李奕澄）新春佳节来临之际，“科
技惠民暖人心，健康中国孟连
行”在孟连傣族拉祜族佤族自治
县人民医院举行。此次活动由昆
明市延安医院泌尿外科、普外
科、麻醉科、器官移植办公室及
普洱市人民医院泌尿外科专家
团队共同参与。

在简短的启动仪式后，参加公
益活动的专家兵分两路，大型公益
义诊及公益手术同时进行。在义诊
现场，义诊和健康宣教活动同时进
行，专家们也一丝不苟地为患者仔

细诊病，共义诊患者90余人。公益
手术组的专家们带来了钬激光、等
离子电切镜、输尿管镜、腹腔镜等
先进的微创手术设备，为患者进行
了等离子前列腺剜除术、经皮肾镜
钬激光碎石术、腹腔镜胆囊切除术
等 11台公益手术，手术一直持续
到次日凌晨才结束。傍晚，科普讲
座和学术讲座在县医院大会议室
开始，会场座无虚席，6位专家分
别从科室专科建设及临床经验分
享进行了3个多小时的交流，孟连
县的医务工作者享受了一场学术
盛宴。

健康中国孟连行活动举行

孟连：“三联结”形成脱贫新动力
详见第十一版

经过多年的建设，思茅区的茶产业快速发展，茶园面积不
断扩大。百尺竿头，如何更进一步？思茅区认为，传统的粗放式
种植及生产方式已经不能满足现代人对健康饮品的需求，必

须大力发展安全认证体系中的有机茶。该区以科技力量作为
再次起飞的支撑，全力抓规划、抓产业、抓基础、抓创新，茶产
业布局逐渐完善，思茅发展有机茶找到了新方向。

把握契机 加快产业发展

2017年 9月，农业部、财政部
批准思茅区创建第二批国家现代
农业产业园。以此为契机，通过一
年多的探索，农业产业园已初见成
效，并获得中央财政 1亿元的奖补
资金。目前，国家级的现代农业产
业园我省只此一家。

“想要发展有机茶，至少我们
要知道什么是有机茶。”国家普洱
茶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主任罗
正刚告诉记者：“有机是在食品安
全中最高级别的认证。简单来说，
有机茶是指茶叶的生产、加工、销
售过程符合中国有机产品国家标
准，获得有机产品认证证书，并加
施中国有机产品认证标志茶产品。
有机茶的生产必须具备多项严格
的条件，而科学的管理及规范的种
植环节则是能够达到有机的必要
条件。”

思茅区现代农业产业园管委
会专职副主任施传荣介绍：“我们
将发展绿色有机茶产业、培育绿色
有机品牌确定为发展目标，紧紧围
绕‘绿色、有机、现代、品牌’等要
素，打造‘生产+加工+科技’茶业产
业园区。而科技的支撑，又是完成
此目标的重中之重。”

在具体工作中，思茅区又如何
将科技应用在产业发展的方方面
面？记者了解到，该区积极与国内
外科研机构合作，联合开展科技研
发、应用和推广；完成农科教结合、
产学研协作平台搭建；确立普洱茶
研究院、国家普洱茶产品质量监督
检验中心、普洱学院、滇西应用技
术大学普洱茶学院等6家机构作为
科技支撑。另外，促成陈宗懋院士
专家工作站在国家普洱茶产品质
量监督检验中心落户、中国科学院

傅伯杰院士专家工作站在普洱学
院落户。环境保护部有机食品发展
中心与国家普洱茶产品质量监督
检验中心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

为了使产业发展有清晰及科
学的脉络，思茅区制定了一系列促
进茶叶产业发展的政策措施，有计
划、有步骤地加大对茶叶产业结构
的调整力度，合理制定出有利于茶
产业发展的各项政策措施，明确用
地保障、财政扶持、科技创新、人才
支撑等方面支持措施。明确了茶产
业作为重要产业在全区经济、社会
发展中的地位作用和今后发展的
思路、方向、目标。先后聘请了北京
金必德城市规划设计院、农业部规
划设计研究院等机构，制定了《思
茅区生物产业发展规划》《思茅区
国家现代农业（茶叶）产业园建设
规划》《普洱市思茅区有机茶产业

发展规划》等，把产业的有机茶发
展与乡村振兴战略、精准扶贫深度
融合，多规合一。

2017 年，思茅区成功申报完
成云南省茶产业发展专项茶产业
链融合示范带核心区项目、茶叶
有机肥替代化肥示范项目，完成 5
个茶叶庄园建设、2个加工厂清洁
化改造、2万亩有机茶园建设和 3
万亩现代生态茶园绿色防控；组
织茶叶科技培训 20期 1000人次；
截至去年底，思茅区有机化茶园
改造推进迅速，园区达到有机标
准的茶园面积达 2.23万亩，同比
增 81.3%，园区内 12.02万亩茶园
全部达到绿色茶园标准；园区内
加工能力与茶园规模配套，70%以
上不达标的初制所得到改造；茶
叶精制水平得到较大提升，精制
率达到60%，同比增5%。

成立联盟 抱团做大做强

园区建成了，发展的思路有
了，那么企业如何积极参与？去年
8月 25日，“普洱思茅有机茶产业
联盟”成立，印证着企业对大力发
展有机茶的积极态度。联盟由 5家
理事成员单位组成，覆盖茶农
56332户。

在龙生茶业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长朱启忠介绍：“2000年起，我们
开始对公司所有茶园按照有机茶
标准要求进行种植和管理，不施化
肥，不打农药。一开始茶叶产量下
降、有机茶价格偏低、利润微薄，使
企业的发展受限，但我们还是坚守
下来了。并坚持做到从种植环境的

改造、种植技术的应用、生产加工、
包装运输等全过程都严格按照有
机农业有机茶标准要求来实施，保
证有机茶的产品质量。”而朱启忠
也因为较早致力有机茶的转换及
生产，担任了普洱思茅有机茶产业
联盟的会长。

谈到科技在有机茶方面的支
撑，朱启忠告诉记者：“从上个世纪
80年代起，我们就通过种植绿肥来
改善土壤，保持每 5天观测检验一
次的种植流程，到目前已经累积了
30余年的资料数据。”“第六届普洱
茶质量评比中，公司的产品获得

‘普洱茶王’荣誉称号，‘龙生普洱

茶’也多年被评为“云南名牌产
品”，这和公司利用生物间的相克
相生来控制病虫害，同时应用多年
的数据来进行土壤分析密不可
分。”朱启忠说道。

云南天士力帝泊洱生物茶
集团有限公司也是科学引领有
机茶生产的企业之一。该公司不
断探索从“普洱茶生态种植标准
化”到“茶叶深加工标准化”，再
到“茶产业工业旅游标准化”为
一体的 123产业有机融合发展模
式，先后通过质量管理体系、食
品安全管理体系、职业健康安全
管理体系和中国、美国、日本、欧

盟的有机认证。
目前，思茅全区有茶园 17.1

万亩，已实现生态茶园全覆盖，其
中，通过认证的有机茶园 2.4 万
亩，有机茶园转换 9568 亩，无公
害茶园 14.44 万亩；共有茶企业
1142 家、茶叶经营店 1717 家、茶
叶加工厂 303家、茶叶合作社 173
家；通过国内OTRDC、欧盟EU、美
国 NOP、日本 JAS 等机构有机认
证的企业有 12户。有机获证企业
中已获得中国驰名商标 1 个、云
南省著名商标 5 个，打造了“龙
生”“帝泊洱”“茶马史诗”“祖祥”
等知名品牌。

补脑补智 科研机构护航

＞ 新闻延伸

有机是食品安全的第一红线
江城：“三个钱包”拓宽群众增收渠道

思茅区有机茶山 朱启忠介绍龙生有机茶产品朱启忠介绍龙生有机茶产品

普洱茶学院的学生们做实验普洱茶学院的学生们做实验
特 写

动 态

导 读

讲政策拉家常讲政策拉家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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