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药材作为云南高原特色现代农
业中发展较快的产业之一，已经成为
促进地方农业农村经济发展和实现农
民增收致富的重要产业之一。云南中
药资源种类总数和药用植物种数均居
全国之首，全省中药资源种类有 6559
种，药用植物资源有 6157种，中药资
源种类总数和药用植物种数分别占全

国的 51.4%和 55.4%，民族药资源有
2000多种。有 574个品种药进入中国
药典，居全国之首，32个品种收载于
部颁标准，149个品种收载于《云南省
中药标准》。

云南中药材产业发展基础良好，全
省中药材种植面积和产量、农业产值连
续三年稳居全国第一，2019年全省中药

材种植面积 872.68万亩，产量 94.95万
吨，种植面积和产量居全国第一。从种
植规模看，三七、天麻、重楼、云木香、砂
仁等 17个品种种植面积突破 10万亩。
云当归、滇黄精、茯苓、石斛、粗茎秦艽
等9个品种种植面积分别达7万亩至10
万亩以上；从市场占有率来看，滇产中
药材在国际国内具有独特市场地位，云

南优势中药材三七、灯盏花产量均占全
国总量的 90%以上，滇龙胆、重楼、砂
仁、红花、草果、茯苓、木香、当归种植面
积和产量均占全国总量的50%以上。云
南中药材在全国的地位和影响力逐年
提高，全国现有 35 大类、43 个剂型、
5000多个品种的中成药，其中，使用云
南中药材达3500多种。

“在当前整个社会高度关注中药饮
片用药安全的背景下，中药材追溯刻不容
缓。”云南省中药材种植养殖行业协会会
长苏豹介绍，今年6月，我国颁布了2020
年版《中国药典》，最新法典对中药材质量
提出更高的要求，新修订的《药品管理法》
对于假冒伪劣药材有更严厉的处罚措施。

为了做好中药材溯源，云南省中药
材种植养殖行业协会利用现代信息技术
搭建了一体化、信息化、数字化的“云药
质量追溯平台”，通过网站系统和微信小

程序对中药材种苗繁育、药材种植、产地
初加工、购销存储四大环节形成全过程
闭环溯源，逐步建成了“来源可查、去向
可追、责任可究”的中药材流通追溯体
系，实现了中药材向前追溯和向后追溯。
同时，“云药质量追溯平台”获得了国家
中央追溯平台可追溯码和国家“中药追
溯”标识认证授权，协会将利用“中药追
溯”和“云药追溯”双标联用对中药材追
溯企业进行授权管理和服务，持续推动
我省中药材行业向标准化、数据化、信息

化迈进。此外，中药材可追溯已成为云南
省绿色食品“10大名药材”评选活动和云
南省“定制药园”申报认定的基本条件。

目前，云南申请使用“云药质量追
溯平台”建设追溯体系的企业已有 96
家，品种发展到 25个，涉及中药材种植
面积达 100万余亩，对主要产品实现从
种植、加工到流通销售的大数据追溯，
并接入云南省重要产品追溯协同中心、
云南省大数据公共服务平台等政府监
管平台，实现了中药材追溯信息的政府

监管和共享。云南的中药材追溯体系建
设，逐步形成了政府引导、协会搭台、产
需共享的良好局面。

在中国中药材流通追溯体系统一
标识、云药质量追溯平台统一标识“双
标”联用授权仪式上，云南香格里拉兰
草药业有限公司、云南白药集团太安生
物科技产业有限公司等18家企业的 21
个追溯品种获得 2020年国家中药材流
通追溯体系统一标识、云药质量追溯平
台统一标识授权使用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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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省商务厅和上海市商务委员会联合主办的

2020年全国“消费促进月”活动上，滇沪专家围绕中药材

追溯这一主题进行了探讨。云南省中药材种植养殖行业

协会与上海中药行业协会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为云南

道地优质中药材“走出去”搭建产销平台，推动“云药”由

资源优势向经济优势转变，助力云南打造世界一流中药

材“绿色食品牌”。我省将以中药材追溯为抓手，形成质量

和价值信息传递链条畅通市场渠道，充分发挥云南中药

材资源优势和上海市场优势，进一步深化沪滇区域合作，

促进中药追溯体系协同管理、资源共享。

本报讯（记者 胡晓蓉）近日，由中
铁一局承建的大（理）临（沧）铁路巍山
站站房正式封顶，至此大临铁路全线车
站站房全部完成封顶，全线装饰装修与

“四电”等工程施工进入冲刺阶段。
据了解，受施工难度和新冠肺炎疫

情影响，大临铁路站后工程项目建设进
度压力较大。为克服施工困难，建设部

门在各个工点开展了“抗疫情 保增长
大干100天”劳动竞赛，200多公里的建
设线上，建设者们掀起了声势浩荡的施
工大会战。中铁一局大临铁路站后工程
项目部分别以临沧、云县为驻地，协调
各工点优化人力、物力资源配置，不断
加快施工效率、提高工程质量。

站后工程是铁路建设的“最后一个

公里”，直接关系铁路建成后列车运行安
全和旅客上网、通信及进出站体验，站后
工程包括站房建设工程及通信、信号、牵
引供电、电力供电系统等在内的“四电”
工程。当前，大临铁路全线近 2000余名
施工技术人员正在全力加紧施工。

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滇西建设指挥
副指挥马建华介绍，目前，大临铁路全线

站后工程已完成60%，巍山、云县、临沧
等车站站房正式进入装饰装修阶段。同
时，全线 35座隧道已全部贯通，土石方
工程完成98%，站前工程已接近尾声。

大临铁路北起大理站，经巍山县、
南涧县，跨越澜沧江后经凤庆县、云县
进入临沧市，全长201.8公里，建成通车
后，将结束临沧不通铁路的历史。

本报讯（通讯员 周蓉 代红梅）日
前，建行云南省分行首支扶贫专项理财产
品——乾元-私享（善建扶享）2020年第3
期资金募集完成。募集资金规模1亿元，
期限3个月，产品部分收益将以投资人的
名义捐赠至云南省教育基金会，专项用于
华坪县贫困家庭高中生资助项目。

该理财产品由建设银行发行，云南
省教育基金会负责捐赠项目发起和执
行。该产品在满足高端客户增值保值投
资需求的同时，让更多社会爱心人士参
与到慈善助学行动中，是该行秉持“带
上员工做公益、带着客户做公益、带动
机构做公益、融合业务做公益”的公益

发展理念，打造的金融公益服务新名
片，也是该行联结社会力量支持“三区
三州”教育扶贫的具体行动。

今年6月，建行云南省分行与云南
省教育基金会开启战略合作，围绕“金
融+科技+公益”探索金融公益慈善新生
态，依托金融科技力量，打造“慈善云”
平台，为省教育基金会提供慈善项目宣
传、资金募集新渠道，为广大群众主动
参与教育慈善事业搭建更多触点。下一
步该行还将在“一部手机办事通”App上
线“我要办慈善”主题事项，实现金融与
非金融服务有机融合，持续提升金融服
务公益慈善的能力。

本报讯（记者 李莎 通讯员 唐明
伟）“农行勐库支行的设立帮我们茶农
解决了大难题，省去了我们跑到县城办
理银行业务的麻烦。”双江拉祜族佤族
布朗族傣族自治县勐库镇冰岛村古茶
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老张激动地说。

老张所说的农行勐库支行，是农
行临沧市分行日前在双江县勐库镇新
设立的营业网点。网点采用农总行最
新的网点形象标准，设有智能服务区、
综合服务区、营销服务区、自助服务
区，配备了现金票据一体机、存取款一
体机、取款机、自助终端、自助回单打
印机、智慧货架等新型智慧化设备，不
但突出了网点功能分区、智慧气息、客
户服务体验，还具有地方文化特色。该
支行的设立，将切实满足茶农、茶商和
茶企的开户、资金结算、贷款、投资理
财等业务，推动惠农便民服务向“互联
网+”方向发展。同时以该网点为支点

深入村村寨寨，把农行金融服务送到
农户家中，为勐库茶产业提供全链条
的优质金融服务。

自 2019年以来，农行省分行在兰
坪白族普米族自治县营盘镇、镇雄县以
勒镇、元阳县新街镇等贫困县乡镇增设
6个物理网点和自助银行的基础上，
2020年还将新设包括勐库支行在内的
4个物理网点和自助银行，以此延伸金
融服务触角，打通金融服务云南贫困地
区各族群众的“最后一公里”。近两年
内，该行增设的物理网点和自助银行，
将覆盖周边的35个乡镇近50万人。

截至2020年9月末，农行云南省分
行共有 630个对外营业网点，514个自
助银行，9062个“惠农通”服务点，移动
金融服务车3辆，电子机具行政村覆盖
率达93.6%，形成了“物理网点+自助银
行+惠农通服务点+移动金融”的“四位
一体”服务体系。

本报讯（记者秦明豫）今年以来，
永仁县多措并举补强蚕桑产业链，春季
蚕茧生产实现“开门红”，鲜茧产量和产
值同比增长36.14%和23.3%。蚕桑已成
为该县脱贫群众稳增收的优势产业。

云南赛丽茧丝绸有限责任公司是
永仁县蚕桑龙头企业，主要从事指导农
户栽桑养蚕、蚕茧收购、丝绸制品加工
和销售。通过“公司+基地（合作社）+农
户”的产业化经营模式，贫困户与企业
实现利益连接，企业出资提供生产物
资，在每个乡镇派遣技术人员指导农户
栽桑养蚕，实行“随行就市“和“最低保
护价”相结合的蚕茧收购政策，最大程
度降低了贫困户面临的市场风险。在蚕
桑企业工作的贫困户除每年约3万元的
工资外，自己还从事栽桑养蚕，1亩桑园
的收入就达1万多元。

猛虎乡格租村委会大河边村民小组

有70多户村民，三分之二以上栽桑养蚕。
村民陈忠荣一家于2014年被列为建档
立卡贫困户，当时家庭纯收入只有2000
多元。随着猛虎乡发展蚕桑产业，陈忠荣
与丈夫一起搭上了栽桑养蚕的致富列
车。2019年，陈忠荣的家庭脱贫摘帽，现
在每年仅养蚕收入就有7万多元，房子也
从原先的土坯危房变成了两层洋楼。

“现在每个乡镇都有技术员，尤其
在小蚕的时候，技术员几乎每天都会来
家里指导，我们不用担心市场风险，把
蚕养好，公司会有人来收。”陈忠荣说。

据了解，今年永仁县按照每栽 1
亩桑给予 3000元蚕桑贷款、县级财政
给予 2 年贴息的方式对农户进行扶
持，同时加大技术帮扶、科技兴农培训
力度，进一步提高贫困户科技养蚕水
平，将蚕桑产业打造成群众稳定增收
的绿色银行。

本报讯（记者庄俊华）近年来，祥
云县大力实施“工业强县”战略，聚集人
力、物力、财力，聚焦重大项目、重点产
业，全县形成了矿冶、农副产品加工、装
备制造、建材、化工、物流 6大支柱产
业，2019年实现工业总产值 158.85亿
元，同比增长 4.13%。特别是在承接洱
海流域保护治理产业转移中，祥云县发
挥交通区位、基础设施、产业布局、资源
禀赋等方面的比较优势，加快推进水泥
产能承接和产业转型升级。

今年8月，祥云县政府与红狮控股
集团签订了3个项目协议。红狮控股集
团控股的祥云建云水泥有限公司项目
达产后，年可增加工业总产值13亿元。

“我们日产4800吨水泥熟料生产线于5
月 30日点火运行，今年将实现产值2.5
亿元。”祥云建云水泥有限公司总经理
童林峰介绍，作为二期项目的日产
3000吨水泥熟料生产线，将采用目前

国际最先进的工艺，达到“生产现场无
人化、过程控制智能化、生产管理数据
化、设备管理可视化。”

祥云县工业信息和科技局副局长
杨政介绍，全县坚持项目引领、发展后
劲持续增强，今年有工业项目53个，总
投资 241.09亿元。坚持筑巢引凤、园区
聚集效应凸显，完善规划布局，完善基
础设施，提升服务水平，创建了国家级
的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农产品加
工出口基地，现入驻企业80户，就业人
员达9200余人。坚持科技创新，转型升
级步伐加快，关闭取缔了碳酸锶、硫酸
生产线等高污染、高能耗项目，建立绿
色低碳循环发展产业体系，鼓励企业加
大研发投入，同高校和科研机构开展产
学研合作。目前，祥云县涌现出“飞龙
牌”锌锭、“祥龙牌”水泥、“花山牌”复合
肥等一批在省内外颇具影响力的名牌
产品。

祥云县工业经济持续增长

永仁县补强蚕桑产业链短板

2019年，珠江水系内河货运量突破
10亿吨，仅次于长江，位居世界第二。目
前，珠江上游右江百色水利枢纽通航设
施建设前期工作正快马加鞭，争取2021
年7月前开建，有望“十四五”通航，珠江
中上游的云南和广西人民经珠江拥抱
大海的梦想将逐步成为现实。

“十三五”期间，珠江新增三级以上
高等级航道 1045公里，3000吨级船舶
可从珠江三角洲直达广西贵港。港口规
模化、集约化、专业化水平不断提升，年
综合通过能力新增了1.04亿吨，年均增
长 3.8%；船舶运力结构持续优化，货船
平均吨位达到 1530吨，增加了 25.3%，
船舶大型化趋势明显。2019年，珠江水
系内河货运量突破 10亿吨，仅次于长
江，位居世界第二，港口完成货物吞吐

量6.2亿吨，较2015年分别增长27.4%、
44.3%。珠江水运已步入高质量发展快
车道。

交通运输部珠江航务管理局局长
王建华介绍，近年来，在《交通运输脱贫
攻坚三年行动计划（2018年-2020年）》
的推动下，珠江上游水运基础设施加快
改善，带动了沿江矿产资源等的开发利
用。目前，珠江水路运输货运量占流域
综合运输总货运量的11%以上，珠江中
上游水运建设和运输生产的产值与拉
动经济总量的比值为 1114，亿元水运
投入和航运产值带动直接就业贡献为
1.28万人，珠江水运对沿江上游贫困地
区的经济发展和沿江人民的脱贫致富
发挥了重要作用。

右江上起云南剥隘，下至广西南

宁，全长435公里，作为珠江的重要组成
部分，是国家规划的内河高等级航道，
是沟通云南和广西、连接粤港澳的重要
的水运通道，在服务国家“一带一路”战
略实施和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
新格局、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等方面具有
重要作用。右江建有百色、那吉等5座枢
纽，除百色水利枢纽外，其余4座枢纽均
建有1000吨级船闸。

百色水利枢纽工程于2001年10月
开工建设，2006年 12月建成投入运行。
由于未同步建成通航设施，造成右江上
游断航至今将近20年，阻断了珠江中上
游云南和广西两地沟通连接粤港澳大
湾区的水运大通道。

今年 6月，在国家发改委、交通运
输部等部委以及广西、云南两省及各

级层面的推动下，云南省港航投资建
设有限责任公司、广西西江开发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和广西右江水利开发
有限责任公司三方出资，成立百色水
利枢纽通航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作为
百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项目法人，负
责通航设施项目前期工作、工程建设
和运营管理。这意味着右江断航近 20
年后，云南人民通江达海的梦想即将
实现。

王建华表示，珠江航务管理局正
在推动把百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项目
列入珠江水运“十四五”发展规划，积
极配合项目法人公司加快前期工作进
度、落实建设条件，力争 2021年 7月前
开工建设。

本报记者 杨抒燕

大临铁路施工进入冲刺阶段大临铁路施工进入冲刺阶段
本报讯（记者茶志福实习生夏玮

婧通讯员郑加升肖丽）近日，东川信用
联社在东川区碧谷街道大寨村举行“信
用村”整村授信挂牌仪式，对全区35个

“信用村”进行授牌，为这些村送去巩固
脱贫成效、推进乡村振兴的“金钥匙”。

大寨村是远近闻名的大蒜早熟地
区，大蒜比国内其他地区要提早上市1个
月左右。全村3000亩耕地中有2500亩种
植大蒜，加上部分村民在外承包种植的
面积，该村村民种植大蒜的总量占全区
种植总量的一半以上，总产值近3500万
元。东川信用联社结合大寨村产业发展
需要，特别为该村推出了“金蒜贷”产品。

“我们村种植大蒜有 30多年历史
了，全村900多户基本家家都在种。”大
寨村村委会主任吴应明说，他每年都做
大蒜生意，以前想要贷款收购蒜种最多

只能贷到 10万元，今年有了“金蒜贷”
他可以贷到 28万元，不用再到处借钱
了。往年没有这个优惠政策，一般的农
户没有资金支持顶多只能种5亩，现在
则可以种到 20亩，对全村大蒜产业的
发展起到了很大促进作用。

东川信用联社有关负责人介绍，为
促进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东
川信用联社在广泛调研的基础上，通过
建档、评级等方式为东川区 35个村量
身定做了“一村一品”特色贷款产品，除
在大寨村推出“金蒜贷”外，还在拖布卡
镇象鼻村推出“金牛贷”，在汤丹镇望厂
村推出“白花桃林下经济贷”等。获得

“信用村”授信的农户，贷款有 3大便
利：一是贷款额度高，最高可达 30万
元；二是贷款手续便捷，无需抵押和担
保人，两到三天便能办好；三是利息低。

农行省分行增网点扩渠道

服务触角向乡村延伸

东川信用联社量身定做“一村一品”特色贷产品

35个“信用村”拿“金钥匙”

建行省分行助寒门学子圆梦

推出扶贫专项理财产品

珠江上游右江百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建设快马加鞭——

将打通西南水运出海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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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域观察

云南天江一方药业有限公司云南天江一方药业有限公司。。 寻甸中药材种植基地寻甸中药材种植基地。（。（供图供图））

2020年11月4日 星期三
编辑/李春旭 美编/郭金龙 制作/李文秀经济8

本报地址：昆明市新闻路337号 集团办：64143341 编委办：64141890 经委办：64166892 全媒体编辑中心：64141286 舆论监督中心：64145865 邮政编码：650032 广告许可证：滇工商广字第1号 零售每份二元 云南日报印务中心印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