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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核桃作出大文章

“昌宁和周边区域的核桃壳及竹子原材料，是
一种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我现在就希望项目尽快
建成，让这些资源变成产品，占领市场。”正在云
南昌宁考察原料、洽谈项目的云南坤山能源科技有
限公司负责人谢道坤说。

云南坤山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年产 3000 吨活性
炭项目，是昌宁正在洽谈的一个核桃相关产品加工
招商引资项目。该项目计划总投资 5000 万元，占
地34亩，拟建设4条活性炭生产线；建设标准厂房
1.2万平方米，厂区办公用房1500平方米。

“这只是昌宁核桃相关产品加工项目里最新的
一个。”昌宁县招商局局长马玉春介绍，核桃是昌
宁县的一项特色优势产业，全县现有泡核桃180万
亩，年产量2.8万余吨，“昌宁核桃”获得了国家地
理标志产品和地理标志证明商标。近年来，昌宁围
绕有效开发利用昌宁及周边现有核桃资源，把核桃
及相关产品开发项目作为招商引资工作的重点，全
面加大核桃深加工项目招商引资力度，先后成功引
进了摩尔农庄等核桃产品加工企业，和盛昌林产品

开发有限公司投资建设核桃青皮、核桃硬壳综合开
发利用项目，已建和在建项目形成了从去青皮、干
果、果仁、核桃乳、青皮利用、果壳利用系列加工
体系。目前，昌宁已成为滇西核桃的主要集散地之
一，每年除加工县内的核桃产品外，还吸引周边1
万余吨核桃到昌宁实现深加工。

引外资筑成大产业

核桃加工只是昌宁以招商引资推动特色农业转
型升级的一个侧面。

近年来，昌宁从农业大县实际出发，坚持把推
进农业产业化和新型工业化发展有机结合，围绕做
优高原特色农业，全面加大招商引资力度，着力引
进茶叶精深加工、核桃精深加工、肉食品精深加
工、畜牧养殖、淡水养殖等项目，培育现代农业，
延伸产业链条，着力打造云南省重要优势农产品生
产加工基地。先后成功引进昌宁红茶业集团、龙润
茶业集团承接茶叶产业，引进摩尔农庄生物科技开
发有限公司承接核桃产业，引进雨润集团和广东猪
王承接畜牧产业。

自2009以来，昌宁累计引进项目108个，协议

引进资金 196.56 亿元，累计到位资金 198.17 亿元，
实际利用外资 4457 万美元；在所有项目中，农业
和农产品加工业项目 34 个，占招商引资项目总数
的 31.5%。截至目前，已培育起国家级农业产业化
龙头企业5个，省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22个，市
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37 个；收入上亿元的农业
产业化龙头企业 25 个。在龙头企业的带动下，培
育起了农民专业合作社 339 个，种养大户 1213 户，
种养型家庭农场 182 个，初步形成了“公司+合作
社+农户”的农业转型发展模式。

产业园推进城镇化

在推进特色产业转型发展过程中，昌宁县把
园区作为“孵化器”，促使工业企业向园区集中，
打造特色生物资源加工产业，以产业推进城镇化
发展，以产业聚旺人口、拉动城市经济。昌宁生
物资源加工工业园区先后被认定为省级园区、第
一批省级生物产业示范基地、省级小企业创业示
范基地。

昌宁森园生态茶有限公司是今年新落户的茶叶
企业，在得到了昌宁真诚、周到的服务后，很快在
昌宁找到了家的感觉。负责人郭巧巧说：“过去不
知道昌宁有这么好的资源，这么好的环境，我们已
经来迟了。现在到昌宁发展，我们就把自己视为昌
宁人，我们将重点突出尚未开发利用的天堂山原始
森林野生古茶树资源，在科学检验分析的基础上开
发天堂山古树茶系列产品，与所有茶人一起促进昌
宁茶产业提质增效。”

据昌宁县招商局介绍，今后昌宁将更加突出农
业大县的实际，重点在中药材、葡萄、柠檬、蔬
菜、花卉庄园化发展和农产品深加工方面加大招商
引资力度，在全力促进特色农业转型发展的基础
上，促进观光农业和体验式、参与式农业发展，推
进农业与旅游产业的融合发展。

云南昌宁云南昌宁

招商引资助力特色农业招商引资助力特色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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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届 （2015） 中外避暑旅游口碑金
榜”日前发榜，其中“2015 中国避暑休闲十
佳县”排行榜上，昆明市晋宁县位列第二。

“第十二届 （2015） 中外避暑旅游口碑
金 榜 ” 包 括 2015 全 球 避 暑 名 城 百 佳 榜 、
2015 中国避暑名城 65 佳榜、2015 中国避暑
休 闲 百 佳 县 榜 、 2015 中 国 避 暑 名 山 百 佳
榜、2015 中国避暑小镇百佳榜 5 个分榜。其
中 ， 2015 中 国 避 暑 休 闲 十 佳 县 是 首 次 发
布，昆明市晋宁县排名“2015 中国避暑休
闲十佳县”第二名。

晋宁获此殊荣并非偶然，得天独厚的地
理优势赋予了她适宜人居的最佳环境。晋宁
位于云贵高原中部的滇池南岸，是金沙江与
红河的分水岭。属低纬高原亚热带季风气候
区，气候资源丰富、类型多样，有明显的

“立体气候”特征。冬无严寒，夏无酷暑，真
正的四季如春，冬季温暖，夏季凉爽。干湿
季分明，冬春季以晴好天气为主，夏秋季雨
水虽然稍多，但很少有江南梅雨的连绵无
休，多为三两天的阵雨。

晋宁不仅拥有宜人的自然环境，还是历
史悠久的人文宝地。晋宁县晋城镇是滇国故
都，是滇文化的发祥地和中心所在。经过
2000 多年的历史积淀，晋宁累积起丰厚的文
化遗产，加上丰富多样的气候类型造就的秀
美山川，使得这片高原热土旅游资源十分丰
富。境内的西汉滇王墓地石寨山、云南三大

佛教胜地之一盘龙寺、七下西洋的郑和故里
等光环让晋宁享誉海内外。随着宝峰、双
河、夕阳精品旅游路线的建成开通，浓郁的
彝乡风情和原始的自然生态也将得到展示。
到晋宁旅游，您不仅可以回眸历史、品味人
文，还可以背靠青山坐拥滇池，一览山川秀
美。

晋宁还是“东连黔桂通沿海，北经川渝
进中原，南下越老达泰柬，西接缅甸连印
巴”的重要交通节点。213国道、昆玉高速公
路、安晋高速公路、绕城高速公路、环湖公
路、环湖步道、环湖铁路贯通全境，未来泛
亚铁路也将穿越晋宁，是中国面向东南亚、
南亚“桥头堡城市”的“门户”；是环滇池半
小时交通圈、黄金旅游圈和大都市核心区的
重要组成部分。四通八达的路网交通，让晋
宁搭上了发展的“高快列车”。

近年来，晋宁滇池治理成效凸显，环湖
生态湿地的建设及入滇河道水环境综合治理
不仅有效改善滇池水质，同时湿地公园也成
为吸引人们休闲旅游的好去处。特别是境内
正在建设的古滇历史文化旅游项目，作为云
南省十大文化旅游项目之一，集历史文化、
民族文化、迁徙文化和地域文化于一身，一
期工程十余个项目将于今年年底完成并对外
开放。项目的建成，对跨越式提升云南旅游
的竞争力，最终助推晋宁成为“国内一流、
国际知名”的旅游目的地具有重要意义。

““中外避暑旅游口碑金榜中外避暑旅游口碑金榜””出炉出炉

晋宁摘得晋宁摘得““避暑休闲十佳县避暑休闲十佳县””榜眼榜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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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电 “实现农村贫困人口脱
贫 10.87 万人，贫困发生率从 20.8%
下降至 9.62%，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 3 年增加 3056 元……”日
前，在“向贫困宣战 建幸福家园”
系列新闻发布会上，德宏州副州长孔
勤干介绍说。他表示，下一步德宏还
将采取超常规措施，拿出过硬办法，
在“十三五”期间完成3个阿昌族乡
的整乡推进整族帮扶、10 个重点贫

困乡镇的整乡推进、90 个规划贫困
行政村的整村推进，实现9.75万农村
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梁河
县、陇川县、盈江县、芒市4个片区
县市脱贫摘帽、整体退出的目标任
务，坚决打赢扶贫开发攻坚战。

强化组织领导，高位推进扶贫攻
坚；强化规划引领，做细做实扶贫项
目；强化资源整合，行业部门协同扶
贫；强化资金监管，推动扶贫廉洁高

效。通过以上“四个强化”，“十二
五”期间，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
治州扶贫开发成效显著。

“十三五”期间，德宏州还将继
续做好5个方面的工作：明确领导职
责，建立考核机制，实行驻村帮扶，
稳定扶贫机构，狠抓基层党建。

“我们将以集中连片特困地区
为主战场，举全州之力，多举措并
举，全力打好新阶段德宏扶贫攻坚
战，实现德宏贫困地区群众脱贫致
富，促进全州经济社会科学发展、
和 谐 发 展 、 跨 越 发 展 。” 孔 勤 干
说。

本报电“目前，红河哈尼族彝族
自治州还有 71.65 万农村贫困人口，
占云南省贫困人口总数的 12.48%，
相当于全省每8个贫困人口中就有1
个来自红河。”近日，在云南省人民政
府新闻办主办的“向贫困宣战 建幸
福家园”系列发布会上，红河哈尼族
彝族自治州副州长刘宇表示，红河州
70%的贫困人口和 90%的绝对贫困
人口集中在南部地区，全州将以此作
为扶贫攻坚的主战场，实施精准扶
贫，推动区域发展。

该州打破行政区划界线，把贫困
面大、贫困程度深的南部地区作为扶
贫攻坚主战场，出台了《关于加速推
进南部山区综合开发的决定》，制定
了《红河州南部山区综合扶贫开发总
体方案（2013—2017）》，集中连片实

施南部山区综合开发，在扶贫项目、
资金、政策等各方面加大倾斜支持，
按照增收、增学，减少农村人口、减少
贫困发生率，保护生态环境的“两增、
两减、一保护”思路推进区域开发与
精准扶贫。

“同步不同步，关键看南部。”
刘宇介绍，“十二五”以来，红河州
积极探索创新扶贫开发方式，全力
推进区域扶贫与精准扶贫两大战
略，整合资源实施了红河县垤玛三
村两乡综合扶贫、绿春黄连山地区
综合扶贫、金平者米拉祜族乡片区
综合扶贫、河口县瑶山乡 3 年扶贫
攻坚等特殊困难地区和特困少数民
族群体的小片区综合扶贫工作，取
得了实施一片、脱贫一片、带动一
片的成效。

本报电 近日，在“向贫困宣
战 建幸福家园”系列新闻发布会
上，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政府副州长
袁丽辉介绍说，怒江州贡山县发展
特色种养业和旅游业，为独龙族群
众增收和脱贫致富，实现跨越式可
持续发展奠定经济基础。

产业发展工程是贡山独龙江乡
整乡推进独龙族整族六大帮扶工程
之一。2010 年启动实施贡山独龙江
乡整乡推进独龙族整族帮扶综合发
展工作以来，贡山县将发展特色种养
业和旅游业作为独龙族群众增收和
脱贫致富的重要抓手，坚持市场导
向，主导产业优先、多元发展的原则，
扩大特色种养业种养规模，优化农村
劳动力结构，提高科学种养水平，完
善产业发展基础设施。

贡山县立足独龙江丰富独特的
自然生态、民族文化等优势资源，
发展草果、核桃、重楼种植和独龙
牛、独龙蜂、独龙鸡养殖的特色种
养业，打造民族文化旅游特色小

镇，发展民族文化生态旅游业。
同时，贡山县开发生态农业，将

蔬菜栽培、畜牧业养殖、成品加工等
紧密地结合起来，努力实现经济效益
和社会效益最大化。实施市场化运
作，吸引营销组织和外地客商参与农
产品生产、加工和销售，成立民间农
产品生产、加工、销售协会，以增加草
果产业的抗风险能力。

据统计，2010年至2015年产业
发展工程累计完成投资 6600 万元，
其中，种养业完成投资 3900 万元，
旅游业基础设施工程完成投资 2000
万元，技术培训完成投资 500 万
元，生产基地基础设施200万元。

2014 年末，独龙江乡农村经济
总收入达 1245 万元，比 2009 年末

（493万元）增长 152.5%；农民人均纯
收入2525元，比2009年（916元）增长
175.6%。2015 年上半年，根据贡山县
农村贫因状况测量结果，独龙江乡实
现 总 体 脱 贫 ，独 龙 族 贫 困 人 口 由
2009年底的3946人下降至2225人。

本报电 日前，在“向贫困宣
战 建幸福家园”系列新闻发布会
上，临沧市副市长赵贵祥介绍说，近
年来，临沧市结合自身优势，着力打
造了“万元田”、“万元山”一类高效
农业产业基地，助群众脱贫致富。目
前临沧全市已建成高原特色农业产业
化基地 1974.8 万亩，农民人均 12.2
亩。其中，建成年亩产值 5000 元以
上的高效农业基地 143.7 万亩，建成
年亩产值 1 万元的“万元田”37.2 万
亩，年亩产值 1 万元的“万元山”
80.2万亩。

农业产业化基地里种植的经济作
物中，坚果面积 108万亩，居全国第

一；甘蔗面积 159.8 万亩，居全省第
一；茶叶面积 135.5 万亩，居全省第
一；咖啡面积 61.5 万亩、核桃面积
753.3万亩，均为全省第二。

近年来，临翔区着力建设“万元
田”、“万元山”，大力推行“烤烟＋
豌豆、油菜＋烤烟、咖啡＋坚果、茶
叶＋红花油茶”模式，提高复种指
数，增加科技含量，发展好现代农业
产业。

沧源县规划建设了碧丽源芒摆有
机茶庄园、糯良怕拍千年古茶庄园、
班老橡胶庄园等一批生态文化产业
园，立体发展竹子、核桃、茶叶、橡
胶、生物药材、澳洲坚果等高原特色

农业 229 万亩，建成产业基地 12 个，
农民人均产业 （林） 地面积达到13.6
亩，实现人均高稳产农田1 亩，人均
有粮432公斤，2014年农林牧渔业总
产值 16.2 亿元，与 2010 年相比，增
长77.2%。

此外，沧源县依托资源优势，紧
扣市场需求，全面加大招商引资工作
力度，充分发挥企业连接市场平台作
用，实现产业链效应最大化——采取
PPP合作开发模式，与北京福满铭泰
投资有限公司共同开发文化旅游市场
项目，同步策划上市运作；与云南航
空食品有限责任公司、金佤药业、佤
山生态水产有限公司等多家企业合作
开发农林牧渔食品、文化旅游产品、
生物药材。截至目前，累计与7家龙
头企业签约合作，2014年累计上缴地
方 税 金 5600 万 元 ， 就 近 解 决 就 业
2000人。

红河：加快南部脱贫步伐

怒江：特色产业帮独龙族增收怒江：特色产业帮独龙族增收

临沧：农业产业化基地助群众致富

德宏：4县市“十三五”摘贫困帽德宏：4县市“十三五”摘贫困帽

本报电（宋凌） 日前，昆明海
关出台 14 条措施贯彻落实云南省
政府促进全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的
相关意见，涉及支持口岸开放发
展、推进通关便利化进程、支持海

关特殊监管区域及其他开放合作载
体建设发展、支持特色优势产业及
新型贸易业态发展、维护健康的经
济运行环境等5个方面。

其中，在支持口岸开放发展方
面，协助云南省完善全省口岸规划
布局、完备口岸配套功能，支持关
累、田蓬、都龙、勐满、芒市机场、腾冲
机场、瑞丽铁路等口岸对外开放，支
持孟连、盈江、章凤、南伞、片马、沧源
等原二类口岸升格为一类口岸。

在推进通关便利化进程方面，
创新海关监管模式，改进通关监管
服务，加强口岸执法协作，全面实施
关检合作“三个一”，深化通关作业

无纸化改革，积极推进全国通关一
体化改革，逐步推行联合查验、一次
放行、多式联运、一次申报、指运地

（出境地）一次查验等监管模式。
支持特色优势产业及新型贸易

业态发展方面，支持在重要口岸申
报设立免税店；支持云南争取在条
件成熟、管理规范的口岸试点境外
旅客离境退税政策；支持云南花
卉、蔬菜、水果等特色农产品扩大
进出口规模；建立完善跨境电子商
务监管模式，推动跨境贸易电子商
务监管中心及海关快件监管中心建
设；协助云南省向国家争取将昆明
纳入市场采购贸易试点城市。

昆明海关出台14条开放措施

昆明海关在口岸现场为企业办
理快速通关手续。 杨炳熊摄

昌宁鸟瞰昌宁鸟瞰。（。（资料照片资料照片））

昌宁引进 CTC 红碎茶生产线，让许多老化茶
叶变废为宝，助农增收。 吴再忠摄

昌宁引进规范的核桃加工生产线，滇西核桃
集散地初具效应。 吴再忠摄

晋宁县滇池环湖晋宁县滇池环湖 （（东大河片区东大河片区）） 生态建设项目生态建设项目。。黄丽萍黄丽萍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