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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产业着色普洱
“普洱有全国唯一的特色部门—‘茶叶和咖啡产

业局’，‘世界茶源’和‘中国咖啡之都’两块招牌越擦
越亮。茶叶和咖啡是普洱的骨干产业，也是普洱绿色产
业中最重要的部分。”普洱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外宣办
主任彭静说。

2014年3月，普洱市成为全国首个绿色经济实验示
范区，强化基本城市绿化建设，重视生态资本向绿色产
业转化，其中茶树和咖啡的种植就是特色生物产业发展
的主攻方向。

普洱境内有距今3540万年宽叶木兰化石、距今2700
年的世界野生茶树王、1700年的过渡型古茶树、18.2万
亩栽培型古茶园以及159.66万亩的生态茶园，被称为
“五世同堂”。

在普洱说茶，舍我其谁。可是，当茶与咖啡在普
洱相遇且各领风骚，就着实让人好奇。“咖啡种植在
普洱已经有 150 年的历史，中国产咖啡 90%出自云
南，而普洱咖啡产量占云南总量的 70%，主要出口美
洲、欧洲、亚洲等 30多个国家和地区。”普洱市茶叶
和咖啡产业局副局长张天梅笑着说，“雀巢、星巴克
等国际咖啡品牌长期入驻普洱，设立工作站采购咖
啡。”

普洱另一个突出的绿色产业是对休闲度假基地的打
造。采访团队一行从普洱市宁洱县城南下，行车16公里
就到达了那柯里—居住着6个民族、66户人家的茶马
古道驿站村。当年马帮留下的马鞍、饮水槽、洗马台仍
能令人感受到这里曾经的繁荣和喧闹。

“赶马的小阿哥，阿妹来等着，阿哥你要快快来，
妹妹把情话说……”宁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宣传部长傅
礌走在石板街上，唱起了《马帮情歌》，爽朗的他也成
为普洱民族文化旅游名片上生动的一笔。

绿色乡村构建富民
来到富民县罗免镇小甸村委会马鞍桥村秦中富家，

首先看到的是大门前悬挂的“美丽幸福家庭”荣誉证
书。

46岁秦中富是村里128位村民美丽乡村建设工作的
带头小组长，平日的工作用他的话说主要就是“抓卫
生、抓生产、促绿化，修葺、挖沟、教技术”。

小甸村委会主任刘国富介绍：“每年村里都会进行
星级‘美丽幸福家庭’评比，让大家积极参与到美丽乡
村建设的巩固和维护中去，村民积极性很高，成效也十
分明显。”

美丽乡村建设要求全面做到“三清四美三宜”，就
基础建设方面，马鞍桥村发动全村村民硬化村内2条道
路，加固修缮了23户房屋，新建了篮球场和健身器材。
此外，种香樟、铺草坪、修公厕、装路灯，秦中富和他
的乡亲们忙得不亦乐乎。

2014年，马鞍桥村被列为县级美丽乡村示范村，累
计投资130万元培育特色林果、建设基础设施、美化人
居环境。现在所看到马鞍桥，集自然生态与便民设施于
一体，聚乡野情怀与现代风格于一处，美丽、宜居、和
谐、幸福。

同样令人流连忘返的还有位于龙纳河上游的“小九
寨”西核村，地处山区却交通便利，常年气温16.5度，

森林覆盖面积达到71.3%，村民主要种植杨梅、
樱桃、甜杏、核桃，一年四季瓜果飘香。

这个彝族村寨早已通水通电，硬化休整的
乡间小路四通八达，垃圾处理站点和流水卫生
公厕全部投入使用，基础设施完善的同时注重
保留民族文化元素。

富民县宣传部部长李媛珏指着村路边彝族
特色样式的电线杆说：“这种设计和材质的要比
普通电线杆贵好几百块，但是为了保留村落原
有风貌，我们就要用。”

沿着村民活动室旁鹅卵石路向上攀爬，撩
开茂密的枝叶便可以登高处凉亭休憩，这诗情

画意的生活令人向往，也不禁使人感慨美丽乡村建设为
生态云南添砖加瓦，为绿色云南画龙点睛。

据了解，富民县已建成日处理规模8000吨的污水处
理，配套雨污管网46.36公里，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
理率达85%，新建规范化卫生厕所3.64万个，普及率达
95.76%。

对于下一步美丽乡村建设工作，富民县副县长刘建
军表示，规划投资1125万元，因地制宜“一村一策”，
做特乡镇，做美农村，做清洁家园、清洁田园、清洁水
源，建设“山水园林卫星城，宜人宜居新富民”。

绿色滇池养育昆明
昆明市西山区地处滇池盆地西北边沿，共有11条出

入湖河道，21条支流沟渠。1987年至1996年期间，滇池
的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从“淘米洗菜”演变成几乎
“鱼虾灭代”的臭湖，水面上长满了水葫芦，夹杂着漂
浮物和疯长的蓝藻，像盖了一层绿色的油漆。

1998 年的夏天，“巾帼打捞队”在队长李云丽的
带领下成立，人员从最初的 20 多人发展到最多 90
人。由于男人们需要外出打工养家糊口，
保卫“母亲湖”滇池的任务就落在了平均
年龄为50岁的她们身上。

可别小看这些“巾帼英雄”，李云丽笑
道：“我们以前祖祖辈辈都是渔民，做这份工
作不会驶船、不认得船行方向可不行。滇池
养活了我们祖祖辈辈，我们喝的是滇池水，
吃的是滇池鱼，滇池污染了，我们就要做一
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巾帼打捞队”负责的水面及绿化带长度

超过22公里，面积达到48.46万平方米。每天
打捞的水草和漂浮物有500多公斤，20年共
计超过 3000 多吨，被誉为云南省“红河卫
士”。

这便是绿色昆明、生态西山区建设中最
鲜活的一群人。

滇池治理是昆明最大的生态工程，是昆明市践行绿
色发展理念的“试金石”，事关生态文明建设全局。

据了解，多年来滇池保持污染减轻、水质转好的势
头，尤其滇池草海水质改善明显。2016年1至6月，滇
池外海与草海水质均达V类，营养状态已转为“轻度富

营养”。
生态环境是云南的亮丽名片和宝贵财富，是云南实

现跨越发展的独特优势和核心竞争力。坚持青山绿水就
是储备金山银山，发展绿色经济，建设绿色乡村，倡导
绿色生活的生态建设理念正深植云南大地。

晋宁县：鲜花七成销往国外
云南省晋宁县位于滇池南岸，是滇文化的发祥地，毗邻斗南花卉市场，

介于云南最发达的两个城市昆明和玉溪之间，具备最佳的花卉产业发展的区
位优势。
“我们种植的鲜花七成是销往国外的，如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家。在国

外有一定的知名度，销售成绩一直不错。”昆阳张良花卉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
张良自豪地告诉记者。

据介绍，晋宁县花卉合作社共有21家。至2015年，晋宁县花卉园艺种植
面积4.1万亩，花卉产业总产值达到13.2亿元，占农业总产值的39.2%。借力
当地的气候环境发展花卉产业，已成为当地农民增收致富的主要支柱产业。
昆阳张良花卉专业合作社是晋宁县合作社里知名度最大的一家。在老品种的
花供应量不断增加的同时，张良还自主创新嫁接出不少新品种，其中的“国
魂”品种同时申请了专利。

富民县：“公司+农户”增利润
位于昆明市西北部的富民县全县森林覆盖率达57.6%，空气质量优良率达

98%以上。富民县绿色优势为专业养殖合作社的推广提供了先天条件。
“家庭鹅厂”由富民县农业局、县妇联组织，以云南鸣丰鹅业科技开发有

限公司为龙头，采取“公司+农户”的模式进行推进。云南鸣丰鹅业科技开发
有限公司负责提供优质鹅苗、与示范户签订商品鹅的购销合同、保障示范户

的养殖、销售和技
术服务；农户定期
低价向合作社购买
定量鹅苗，等鹅长
大后再由公司收
购。

记者走访了解
到，“家庭鹅场”
每只成鹅可达 3.5
到 4公斤，市场收
购价不低于每公斤
16 元，每只鹅纯
利 润 不 低 于 10
元，按每人每年养
殖 3000 只 计 算，
养殖户年收入可达
到 2.5 万元到 3 万
元。
“去年3月我向合作社进了500只小鹅，每只12元，其中政府每只补贴6

元，所以总共花了3000元。4个月后，我把养大的492只鹅全部出售给合作
社，除去直接成本2万多元，纯利润有10300元。”富民县河里村村民徐正兰
告诉记者。
“去年我县遴选了15家养殖示范户，带动了520户养殖户进行试点，全年共

回收成品鹅15.3万只，实现纯利润增收244.8万元。”富民县妇联工作人员说。

凤庆县：发展水产健康养殖
临沧市的凤庆县地处云南省西南部，境内拥有丰富的水资源。澜沧江从

西北入境，由东南出境，穿过县城北部，过境长度59.4公里。依托丰富的水
资源凤庆县大力发展渔业养殖，成立渔业合作社。

凤庆县平润养殖专业合作社组建于2015年。合作社从小池塘养鱼起步，
从“河东鱼庄”到“凤平鱼庄”，从家庭经营发展到养殖专业合作社，集养
殖、垂钓、餐饮、休闲于一体。据介绍，该合作社现有标准养殖池塘9个，养
殖面积达150亩，可供休闲垂钓面积50多亩，养殖品种有罗非、鲤鱼、花
鲢、鲫鱼等多个品种，年渔业额达260余万元。

据了解，平润养殖专业合作社是凤庆县继2013年云南小湾生态渔业有限
公司后第二家通过农业部健康养殖示范场评审的水产养殖合作社，今年9月通
过农业部水产健康养殖示范场验收，在水产健康养殖方面上了新台阶。

云县：土地养殖助力精准扶贫
临沧市云县海拔较高，最高海拔3429.6米。养殖合作社基本都处在山上。

大树村位于海拔1860米的山区，16公里的上山路需要近40分钟的车程。
上山后，山上的繁荣生机与山路的崎岖形成巨大的反差。修葺翻新的鸡棚

掩映在青翠的山林中，一群群毛色光亮的土鸡在树荫下、草丛中，四处追逐觅
食。

大树村家兴林下土鸡养殖专业合作社成立于2015年12月，在大树村规划
建设占地面积为500亩的林下土鸡养殖示范基地，规划建设圈舍8000平方米，
目前已建成80亩示范地，圈舍3000平方米，仓库200平方米，存栏土鸡1.2万只。

云县县委副书记罗成贵向记者介绍说，云县大树村养殖合作社采取“养殖
专业合作社+产业基地+建档立卡贫困户”的运作方式，发挥合作社引领带动作
用。在2个建档立卡贫困村建立合作社分社，在其他30个非建档立卡贫困村建
立养鸡协会，以云县家兴林下土鸡养殖专业化合作社-分社-协会的模式，
动员引导全镇1080户建档立卡贫困户中有意愿的贫困户加入合作社和协会。
“实行统一提供鸡苗，统一技术服务，统一销售渠道的方式，实现农户分

散养殖、集中销售，带动建档立卡贫困户发展土地养殖。”罗成贵说，“通过
专业合作社的运营带动贫困户建档立卡，助力精准扶贫，实现农户致富，是
云县该阶段攻坚战斗的目的和方向。”

日前，由人民日报海外网主办，中国一汽、如新中国赞助的“2016中国新发现”全媒体大

型采访系列活动走进云南。

绿色，是云南的四季底色，是云南的眉眼神韵，更是云南的魅力所在。采访车队途经普

洱、临沧和昆明，漫山遍野的古树茶园、错落有致的白墙村舍、碧波荡漾的生态滇池，无不见

证云南的绿色发展。

绿色云南的诗情画意
海外网 朱惠悦 文/图

高原农业的致富路
海外网 耿 佩

作为低纬度高原地区，云南省拥有山地、丘陵、盆

地、河谷等各种地貌类型，拥有热带、亚热带、温带等7

个气候类型。省内129个县级行政区分布在云南的各类地

貌上，借力区位优势，演绎出了特色鲜明的高原农业。由

北向南，“中国新发现”全媒体采访团队一行采访了云南省

部分县市的农业合作社建设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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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昆明市富民县西核村。

图为昆阳张良花卉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张良

介绍花卉种植。 耿 佩摄

图为临沧市凤庆县小水井村合唱团打造云南文化名片。

图为临沧市云县大树村养殖合作社。 耿 佩摄

图为云南天士力帝泊洱生物茶集团活动现场。

图为采访车队行

驶在云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