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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东盟南亚特刊

将近日出，露水深深，云彩起伏变幻，万
亩茶园跳入眼帘。这个时候，采茶女也来到茶
园。手指翻飞，嫩绿的茶叶拢在手心里，集满
一把，就丢到背后的竹箩中。不一小会儿，就
铺满箩底。间或响起她们的交谈声，大约是在
谈论今年的雨水合适，茶叶长得很不错。语调
欢畅，轻快自在。

对于昌宁红茶业集团董事长田稳荣来说，
这样的场景已经经过了20个年头。自1938年冯
绍裘先生试制滇红成功，滇红茶拉开发展的序
幕以来，昌宁红传承云南红茶技艺，在高品质
滇红标志性的蜜糖香、甜甜的花果香、色泽红
艳明亮的基础上持续创新，研制出独具特色的
香甜口感和琥珀金汤特征的昌宁红品牌红茶，

从1995年起，已经是第20个年头了。
20年前，从集团子公司在茶园中建的第一

个初制厂开始，昌宁红自始至终坚持茶厂的选
址标准：选择优质生态茶山，占领不可复制资
源，力争茶树品种多元化，能做独特口感茶
品。为此，精选的每一片茶园建厂，都要综合
考虑其经纬度、海拔、土壤、茶园种植时间及茶树
品种等，茶树生长相关的光、热、水、土及茶树品
质条件，使得目前所建 12 个茶厂所覆盖的凤庆
县、昌宁县境内50万亩茶园，每个茶园都有其茶
叶品质的独特性、茶汤滋味不可复制性和唯一
性。20年的努力，完成了茶园覆盖的大跨度、大空
间，即覆盖了千年野生古树、人工栽培老树、多种
老品种茶树到高优新品种茶树等。

昌宁红茶业集团与联合利华、娃哈哈、康师
傅、大闽集团和深宝华城等国内外上市茶叶企
业、茶粉企业及茶饮料企业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合
作关系。产品出口俄罗斯、法国、英国、新西兰、马
来西亚等国家。与全球茶叶销售量排名前5位中
的英国 TWININGS公司、英国 UNILEVER公司
及俄罗斯 ORIMI 公司建立了合作关系，年出口
创汇450多万美元，现已发展成为云南省最大的
茶叶生产企业之一，中国高端名优茶开拓创新型
企业，中国最大的CTC茶生产、经营企业。

昌宁红的每一片叶芽，经过萎凋、揉捻、
发酵、干燥，漂洋过海，千回百转，最终成就
的历史，远远大于想象。这是昌宁红生命力的
来源，所有昌宁红人内心最柔软所在。

本报电 日前，“魅力红土地 高原云系
列”之“人文云茶篇”新闻发布会在云南召
开。会上，普洱市介绍了茶产业发展的基本情
况。数据显示，2014 年，普洱实现茶业总产值
107.52亿元，稳居云南省第一。

据介绍，2014 年，普洱市共有茶园面积
293.6 万亩，其中，野生茶树群落 118 万亩，栽
培型古茶园 18.2万亩，生态茶园 157.4万亩，占
云南省茶园总面积的29%。2014年，普洱进入有
机茶转换期 10.9 万亩，加上原来已认证的有机
茶园，共有 23.92 万亩。全市有初制所 2173 个，
主要加工企业 178 户，茶区分布在 10 县 （区）、
103 个乡 （镇）、960 个村委会，涉及 130 多万

人。完成干毛茶产量 9.6 万吨，其
中普洱茶 3 万吨、绿茶 1.6 万吨、
红茶 0.7 万吨。实现茶业总产值
107.52 亿元，稳居全省第一，其
中，农业产值 38 亿元、工业产值
53.29亿元、第三产业产值16.23亿
元。茶产业继续呈现出健康有序、

好茶好价、快速发展的良好态势。
另外，景迈山古茶园申遗工作取得了阶段

性重要成果。2010年6月，普洱市启动普洱景迈
山古茶林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2012年 3月，
向国家文物局提交了申报文本初稿；2012 年 6
月，通过了国家文物局对景迈山古茶林进行的
现场考察评估；2012 年 9 月，普洱景迈山古茶
林被联合国粮农组织公布为全球重要农业遗产

（GIAHS） 保护试点；2012年11月，普洱景迈山
古茶林成功入选 《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
单》；2012年12月，中英文两个版本《预备名单
提交表格》 已填报国家文物局，并递交到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2013年5月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七

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3年 10月，被云
南省人民政府公示为省级民族文化保护区；
2014年3月28日，《申报文本》和《保护管理规
划》 上报国家文物局报备；2015 年 3 月 18 日，
向国家文物局正式递交景迈山古茶林申报世界
文化遗产文本；2015 年 3 月 26 日，云南省第十
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通
过 《云南省澜沧拉祜族自治县景迈山保护条
例》 的决议。目前，正在申报国家 4A级旅游景
区。

据介绍，2015 年，普洱市计划完成干毛茶
10 万吨，其中，普洱茶 4 万吨、红茶 1.8 万吨；
完成茶业综合产值118亿元，其中，农业产值42
亿元、工业产值59亿元、第三产值17亿元。另
外，将着力抓好第二届海峡两岸四地茶文化高
峰论坛暨第十四届中国普洱茶节筹备工作，按
要求做好祭茶祖、海峡两岸四地茶文化高峰论
坛、普洱茶产品交易、普洱茶加工大赛及民间
斗茶和景迈山古茶园申遗宣传等活动的相关工
作。

昌宁红昌宁红，，廿载努力为好茶廿载努力为好茶
郭雪艺郭雪艺

如果说六街镇的“包晌午”以一把火把
点燃了人们丰收的希望，那么旧寨村的“渔
人节”就是在用满满一池塘鱼庆祝丰收的喜
悦。8月12日，也就是农历六月二十八，云南
省晋宁县旧寨村万人齐聚，通过池塘摸鱼、
吃西瓜、喝啤酒比赛等活动，共同庆祝这个
小渔村的传统节日——渔人节。

鱼塘里面乐翻天

8 月的骄阳热辣辣地炙烤着晋宁旧寨
村，然而从四面八方赶来的上万名游客并没
有被酷热吓倒，他们一圈圈一层层挤挤挨挨
围在村边一个水塘四周，与水塘里正在摸鱼
的人们一起，沉浸在渔人节的欢乐。池塘地
处滇池的一面，起码有五六亩。与去年相比，
规模翻了两三倍。“不仅仅是鱼塘扩大了，今
年为了吸引更多人来村里玩，方便游客开车
进来，我们还从环湖路出口到村里扩建了一
条10来米宽的土路，准备了两个近百亩的停
车场，预计可容纳3万人。庆祝活动从一天延
长到两天，投放的鲫鱼也从 1 吨增加到 3
吨。”活动负责人李陈介绍。

活动中，游客们每人只需缴纳10元钱，就
可以下水摸鱼。同时为公平起见，摸鱼队伍分
为儿童组、女子组和男子组，每组分别放一条
大鱼，能够逮住大鱼的，将获得“鱼王”称号，并
赠送奖品。在微小的投入和巨大的回报对比
下，围观的男女老少们纷纷踊跃报名，无论是
哪一组上场，整个池塘都像插筷子一样，欢乐
的人们挤得满满当当。随着时间流逝，池塘里
的鱼越来越少，失去了捉鱼兴趣的“渔人”们忽
然改变了作战方案，奋力抄起浑水泼向身边的
人，水桶、小盆、双手等等所有能用的工具一起
上场，扬起一阵阵碎浪，在阳光的照射下泛起
一片金黄。“渔人”们笑着，闹着，喊着，近乎疯
狂的快乐感染了在场的每一个人。

众多节日引客来

旧寨渔人节已经举办了9年，规模一年比
一年壮大。2006 年，热情好客的村民自己凑
钱，在村里摆上二三十桌酒席，以鱼为主菜，宴

请各方亲朋好友。到2010年，过节的经费开始由村委会出资，活动也从吃鱼发展到
捉鱼，渔人节变得越来越有趣。在这个自媒体时代，这样精彩而独特的节日很快通
过手机、网络得到广泛的传播，越来越多的人慕名而来，从一开始的数百人，发展到
今年已达上万人。旧寨地处滇池岸边，大部分村民靠水吃水，捕鱼烧鱼吃鱼的本事
堪称一流。从村子到环湖路，仅仅3个村小组就开了10来家饭馆，铜锅鱼、清汤鱼、
红烧鱼、黄焖鱼、糊辣鱼、卤猪蹄等菜品美名远扬，吸引了安宁、昆明、玉溪、呈贡等
周边地区的众多“吃货”闻香前来。在渔人节期间，除村委会的两个客堂招待少部分
游客外，其余均流向沿途饭馆，乡村旅游为当地的餐饮行业带来了丰厚的利润。

近年来，随着晋宁经济的不断发展，人民群众生活水平大幅提高，在吃饱穿
暖的基础上，大家希望能吃得好、玩得好，于是丰富多彩的节日应运而生，像双
河米线节，六街包晌午，还有旧寨的渔人节等独特的民俗节日，都吸引了大批的
游客前来参观游玩。这些节日规模都在不断壮大，晋宁乡村旅游日渐火爆。

普洱茶业总产值稳居云南之首普洱茶业总产值稳居云南之首普洱茶业总产值稳居云南之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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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上半年，云南昆明市西山区以发展高原
特色农业为契机，大力发展农业生产，确保全区
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稳定和社会发展。据
预测分析，今年二季度，西山区全区农林牧渔业
增加值 1.32 亿元，增速 3%；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2.75亿元，增速4.2%；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10245元，同比增10%。

大旱之年粮产稳定

今年以来，围绕“抗灾、抢节令、促扩种、
兴科技、稳粮食、保增收”的要求，西山区大力
推广农业综合科技措施，小春农作物总播种面积
22210.5 亩，占目标任务 17710 亩的 125.4%，其中
粮 豆 作 物 12208.5 亩 ， 占 目 标 任 务 10910 亩 的
111.9%，小春粮豆总产0.33万吨。另外，西山区完
成大春粮豆种植面积27918亩，占目标任务26650亩
的104.8%。完成玉米高产创建11000亩，占目标任务
的 110%；农作物间套种 10808 亩，占目标任务的
108%；地膜覆盖30150亩，占目标任务的100.5%。

因地制宜调整农业结构

围绕打造高原特色农业目标，西山正以万亩
加工型花卉和万亩绿色蔬菜园区建设为重点，积
极调整农业种植结构。

2015 年上半年，西山完成花卉、园艺种植面
积 12757 亩，占目标任务的 106.3%，其中鲜切花
1589 亩，占目标任务的 96.3%，生产切花 （叶、
枝） 9002 万枝，占目标任务的 64.4%。完成蔬菜
种植面积 16315 亩，占目标任务的 62.8%，实现
产量 4316 万千克， 占目标任务的 78.5%，实现
产值 6911 万元。其中：绿色蔬菜 14716 亩，占目
标任务的 81.8%，生产绿色蔬菜 2762 万千克，完
成绿色蔬菜标准化示范 4174 亩，占目标任务的
83.4%。完成食用菌示范种植 80 万棒，占目标任
务的 80%，其中香菇反季节栽培展示 3 万棒、新
发展农户种植 4 户。

现代农业园建设提档升级

据介绍，西山万亩绿色蔬菜园区、四季特色
瓜果园区和小村生态休闲观光农业园区的建设项
目正在推进，并配套了相应的农艺措施。

以永靖为重点的万亩绿色蔬菜园区完成了绿
色蔬菜种植14716亩，建立了绿色标准化示范基地
4174 亩，同时落实各项综合配套措施，共推广生
物农药3050亩次，黄板3.6万片，生物肥料2850亩
次，维修杀虫灯 180 盏，恢复有效防治面积 3600
亩，完成蔬菜田间档案信息记录150户。

“四季特色瓜果园区”基本实现了园区鲜果周
年供应的目标，引进草莓新品种7个，繁育草莓苗

265万株，新建草莓大棚 40亩、维修草莓大棚 100
亩；引进苹果新品种 16个，引种矮化苹果新品种
500株，新建果树苗圃20亩，繁育矮化砧及苹果种
苗 10万株，嫁接自根砧红王将、红富士、乔纳金
苹果苗8万株，推广矮化密植栽培技术412亩，占
目标任务的82.6%；引进冬枣2号400株、梨枣150
株，示范种植2亩，引进扁核酸枣10000株，开展
育苗试验1亩，嫁接冬枣2号优选品种3000芽，灰
枣优选品种1000芽，占目标任务的100%；引进日
本甜柿 （次郎） 2000株，示范种植 30亩，占目标
任务的100%；推广果园标准化管理技术3200亩。

绿色生态农业成效初显

围绕“四退三还一护”，西山区加强滇池流域
面源污染治理，巩固“禁养”成果，积极探索畜
禽—沼气—果树的果园养畜模式。

据介绍，400套农村太阳能热水器及2000眼节
柴灶推广目前已制定项目实施方案，计划任务已
落实到位，现正进入招标阶段，招标完成后即可
组织实施，预计年底全面完成推广任务。完成养
殖小区沼气工程建设 2 个，占目标任务的 100%。
实施测土配方施肥技术推广1.6万亩，占目标任务
的 80%，完成核心示范面积 3800 亩。完成西山区
滇池流域有害生物综合防治 IPM 示范推广 600亩，
占目标任务的75%，辐射带动2400亩。

昆明西山 给力“三农”
马铱潞 郭雪艺

昆明火车站为提升服务质量，从购票、进站、候车、乘车等环节建
立起“金花”（云南白族对女性的亲切称谓） 服务队，在暑运期间为广大
旅客送去贴心服务，收获众多好评。 新华社记者 胡 超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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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起“金花”（云南白族对女性的亲切称谓） 服务队，在暑运期间为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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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江怒江水相连，内地边疆手相牵”2015独龙江青少年赴上海夏令
营活动日前在上海黄浦区青少年科技活动中心开营。来自云南独龙江地
区的30名青少年参观中共一大会址等革命圣地，游览上海科技馆等上海
地标，在活动中开拓视野，学习知识。 刘晓晶摄 （新华社发）

昌宁红茶业集团总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