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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德宏傣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族景颇族自治州——

边城边城““三味三味””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杨文明杨文明

边城记

    本报电（姜亚彤）“这个通道是小区
内专门用于给电瓶车和行人上下停车场
的，之前坡面摩擦度不够，下雨天容易滑
倒，通过‘百日解难’项目，我们重点对这
些坡道进行了整改……”浙江省杭州市富
阳区大源镇亭山社区党支部书记陆海霞介绍。

近期，杭州市富阳区 359 个“百日解难”项目
迎来集中验收。所谓“百日解难”，即利用约 100
天时间，集中攻坚解决一批群众关切的急难愁盼
问题。其中，社区“百日解难”项目由社区大党
委牵头单位领衔，其他成员单位和属地镇街配合
办理；农村“百日解难”项目，由组团联村团队
牵头办理，区级机关相关单位配合推进。

此次“百日解难”项目推进中，亭山社区对
安置小区旭阳佳苑 13 个坡道进行了拉毛处理，解
决了让住户头疼的通行问题。同时，新建垃圾分
类投放亭 12 个，开展美丽楼道建设 2 个，不断完
善小区公共配套设施。

“小行动”撬动“大治理”。“以前我们两户人
家因为地理位置偏，离自备供水站点远，也接不
到外围的四线供水系统，饮用水经常接不上。为

了这事，镇村干部跑了很多趟，今年 7
月，新的供水设施建好了，我们再也不
用为饮用水发愁了！”新登镇马弓村村民
王忠成激动地说。

“目前，已有 315 个‘百日解难’项
目保质保量完成。通过‘村事民评’机制进行测
评，已完成项目的群众满意度达到 95.54%。”富阳
区委组织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每年的“百日解难”
专项行动都会根据富阳区情，摸排形成并落实一
批企业和群众最急最盼、可感可及的民生实事。

富阳区已连续 6 年开展“百日解难”专项行
动。6 年来，区各级党员干部调研办结各类需求
4200 件，整体办结率在 98% 以上。

    2021 年 12 月 3 日，中老铁路
全线正式开通运营。3 年来，中老
铁路运输能力和服务品质持续提
升，逐渐成为西南地区外贸“新名
片”，描绘着“一带一路”合作共
赢的新样本。
    磨憨口岸是连接中老铁路的

“中心驿站”，与老挝磨丁口岸接
壤。近年来，云南出入境边防检查
总站磨憨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全力做
好各项工作，为中老铁路沿线开发
建设贡献“国门力量”。

“不到 30 秒就完成验放，旅游
体验好了，跨境旅游人也多了！”
资深导游陈云娅说。

通关时间大幅缩短，得益于
“旅游团网上预约通关”系统的上
线运行。磨憨边检站先后推出便捷
通关、集中验放、提前发放外国人
入境卡等 17 项便民举措，旅客边
检现场查验效率提升 30% 以上；投
入使用“智慧卫检闸机”、实时翻
译机等智能设备，通关时间由 90
分钟缩短到 52分钟。

中老泰多式联运“一单制”货
运列车发车、“星光·澜湄号”跨
境旅游列车发车、“京滇·澜湄
线”国际货运列车开行……当前，
磨憨铁路口岸已成为中国面向东盟
最大的铁路口岸，口岸“从通到
畅、从畅到快、从快到好”的目标
正逐步实现。

磨憨边检站优化多项通关措
施，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该站成
立“边检政策研究室”，与驻地党
委政府及职能部门、口岸联检部门
和企事业单位、老挝泰国等周边国
家移民管理机构建立“四大协作机
制”，出台优化全天候通关服务等
25 项举措，研提 12 条服务举措和 3
条工作意见建议，边检制度得到不
断健全和完善。

截至目前，磨憨边检站共查
验出入境列车 1.68 万余列次，保
障 1100 余万吨货物顺畅通关，跨
境货物运输已覆盖老挝、泰国、
越 南 等 12 个 共 建 “ 一 带 一 路 ”
国家。

“我来自老挝琅勃拉邦，和朋
友来中国学习中文。”老挝学生侬
丽说，过去，从老挝琅勃拉邦到中
国勐腊需要一整天，中老铁路开通
后，只需 4小时就能到达。

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
勐腊县高级职业中学内，有 600 余
名老挝籍学生在校内学习，还有 6
名老挝籍教师从事教学工作。每年
的 3 月和 9 月，磨憨边检站都会设
置“留学生专用通道”，还与学校
建立信息沟通机制，提前发放外国
人入境卡。据统计，中老铁路开通
以来，磨憨边检站已累计查验外国
籍出入境旅客 4.9万余人次。

（谢丽勋）  

    犀鸟谷内，上百种珍稀鸟类翩跹起舞；
热科所里，咖啡种质资源琳琅满目；珠宝直
播基地，灯火璀璨彻夜不息……近年来，坐
落于祖国西南边陲的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
自治州，因其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越
来越多地出现在公众视野。带着对这座边陲
小城的憧憬，记者踏上了德宏之旅。

“生态是我们的命根子”

晨曦微露，从德宏芒市机场乘车向西北
行驶，百余公里后，我踏入德宏州盈江县的
土地。沿着蜿蜒的山路一路前行，只见一座
山村静卧在山脊之上。作为太平镇雪梨村下
辖的一个自然村，山村名为“石梯”，却并非
需要攀爬梯子，而是因崖壁上开凿的阶梯得
名。这是中缅边境上以景颇族、傈僳族为主
的村落，古朴又安详。

虽已进入初冬时节，可雪梨村依然暖意
融融，气温稳稳地维持在 20℃左右。景颇族
小伙徐小龙早早收拾妥当，玉米、面包虫、
水壶与背刀一一装入背包。他身着简便的衣
衫，精神抖擞地准备带我开启一场观鸟之旅。

石梯村的犀鸟谷便是我们的目的地。前
往鸟类观测点的路，时而平缓，时而陡峭，
越往里走，绿意越浓，鸟鸣声愈加清晰。徐
小龙自豪地介绍，犀鸟谷的森林覆盖率达
90％以上，有 400 余种鸟类栖息于此，约占
全国鸟类种类数量的 1/3，包括双角犀鸟、花
冠皱盔犀鸟、冠斑犀鸟等珍稀种类，享有

“活着的鸟类博物馆”的盛誉。
“不只是犀鸟，红腿小隼、白冠噪鹛也是

许多摄影爱好者和爱鸟者的心头好。随手一
拍，都是保护动物。”他笑着说。

说话间，二号鸟类观测点到了，这里可
以观测栗背奇鹛、灰胁噪鹛、黄冠啄木鸟等
明星鸟类。徐小龙解释说，为了更好地保护
鸟类栖息地，村民们精心选址，修建了多个
观测点。“选址得观察鸟类的活动范围，确保
环境安静，还要引山泉水供鸟儿饮用。”徐小
龙说，观鸟的距离以 15 米为佳，既不会惊扰
了鸟类，也能让游客更清晰地观赏。

不同的鸟类观测点，看到的鸟也不一样。
“比如说三号观测点，在那儿可以拍摄到红头
鸦雀、白头鵙鹛；五号观测点在洪崩河公路
旁，是观赏灰孔雀雉、白鹇的好地方。”

“扑哧扑哧……”听到鸟的翅膀拍打声，
我急忙抬头，只见一抹影子掠过树梢。徐小
龙耳尖，立刻判断出那是长尾阔嘴鸟。“这种
鸟会发出清脆响亮的哨音。”做“鸟导”多
年，听声辨鸟已成了徐小龙的基本功。

聊起往事，徐小龙感慨颇多。他回忆，
以前，石梯村还是贫困村，村民见鸟就打，
只为果腹。直到 2015 年，观鸟爱好者来到石
梯村考察生物多样性，村民们才意识到鸟类
的珍贵。此后，在当地政府的引导下，“观鸟
游”逐渐兴起，村里的年轻人也主动学习鸟
类知识，当起了观鸟向导，带领游客认鸟、
找鸟，村民们有的开起了农家乐，有的建起
了客栈，为前来观鸟的游客提供全方位服务。
如今，像徐小龙这样的“鸟导”已有 40 余
人，每个人都能熟练地辨别 150余种鸟类。

“最近的生意怎么样？”我问他。
徐小龙腼腆一笑：“11 月是旺季，一个月

我接待了 30 来位客人，收入还不错。”他管理
着村里的 15、16 号鸟类观测点，按照 70 元一个
机位的价格，每月能有 8000 多元的收入。

“生态是我们的命根子。”靠着鸟儿脱贫
致富的村民们，知道如今的好生活从何而来。

他们不仅把爱鸟护鸟、保护生态写进了村规
民约，也印在心里。每次进山之前，徐小龙
都会反复叮嘱前来拍摄的摄影爱好者们，拍
鸟时不许擅自离开观测点，也不可大声喧哗，
以免惊扰鸟儿。

下山时，徐小龙告诉我，夏季雨水充足，
鸟儿不愁吃喝，现在雨季结束，山里的虫子
少了，为了保证鸟儿顺利觅食，自己每天都
会前往鸟点补充食料。

“你们上班要打卡，我也一天都不落。”
徐小龙说，“希望通过观鸟，让更多人认识美
妙的大自然，也关爱这些可爱的精灵。”

中国咖啡“基因库”

离开鸟语花香的盈江，驱车南下，德宏
另一番风貌向我展开。在这里，自然馈赠不
仅在山林间，也藏在一杯杯香醇的咖啡里。

瑞丽，除了是边贸重镇，还拥有目前全国规
模最大、基因型覆盖率最全的咖啡种质资
源圃。

当北方城市已然呵气成雾，南亚热带季
风气候却常年眷顾于此。在瑞丽的大街小巷，
咖啡店在午后阳光下透着一股慵懒劲儿。距
咖啡店不远的云南省德宏热带农业科学研究
所里，副所长白学慧正忙着对前期选育的咖
啡种子进行产量与品质评估。

云南出产的咖啡豆占全国总量 98% 以上，
其中 70% 的种源出自云南省德宏热带农业科
学研究所。在中国，从小众咖啡店的手冲咖
啡到连锁门店的拿铁，所使用的咖啡豆大都
与德宏有紧密联系，“含云率”颇高。

见到白学慧时，他热情招呼：“先来一杯
咖啡吧。”研磨、冲泡、过滤一气呵成，浓郁
的咖啡香瞬间盈满整个房间。轻抿一口，清
新的莓果风味在舌尖绽放，午后困意顿消。

“这杯是我们自主培育的‘德热 5 号’，产量
可观，风味也没的说。”白学慧自豪地说。

喝到一杯精心手冲的咖啡或许只需十来
分钟的等待，但咖啡种质研究却是一场以年
为单位的“马拉松”。“培育一个咖啡良种要
耗费二三十年时间，但我们通过组培技术，
将育种周期缩短到 10年。”白学慧说。

“走，我带你去瞧瞧这些种子的出生地。”
白学慧带着我来到德宏热科所后山的咖啡种
质资源圃，入目之处皆是郁郁葱葱的咖啡树。
这里保存着全国最多的咖啡种质资源，足有
952份，堪称中国咖啡的“基因库”。

眼下正是咖啡结果期，不同种类的咖啡
果挂满枝头，红的、黄的、紫的，我好奇地
凑近闻了闻，却并无咖啡气味，只有淡淡的
果香。白学慧笑着解释：“现在的咖啡果是无
味的，只有经过烘焙，才会释放迷人风味。”

除了育种技术的突破，科研人员还采用

间作模式，与橡胶树共生，为咖啡营造适宜
的生长环境。“我们培育出的咖啡种子，如今
已覆盖云南新增种植面积的 70%。”白学慧介
绍，依托丰富的资源圃资源，德宏热科所培
育出 12 个抗病性与稳产性俱佳的咖啡品种并
大力推广。如今，德宏、保山、临沧、普洱
新增种植面积的 70% 品种都源自这里。

咖农增收致富，咖啡店推介起了云南咖
啡豆。对白学慧来说，咖啡的故事还在继续。

“每一批种子通过审定便成为过去式，锈菌也
会不断进化演变，咖啡种子的抗锈选育工作
还要持之以恒地做下去。”白学慧透露，近期
他们还培育了一种低咖啡因的新品种，可以
让更多咖啡因不耐受的人也能畅享咖啡的
美妙。

不落幕的“东方珠宝城”

夜幕降临，凉意渐起，“样样好”珠宝直
播基地却灯火璀璨。瑞丽三面与缅甸接壤，
这个古老的翡翠贸易集散地，如今在网络直
播潮流中焕发新的活力。

“家人们，点点关注，想要的圈口在公屏
上刷起来！”在直播基地 3000 个米柜 （以米
为单位的柜台） 前，上千名主播铆足了劲儿
对着手机推介珠宝，叫价声此起彼伏。置身
其中，声音嘈杂鼎沸，若想听清楚某个主播
的话语，非得主播扯嗓高喊，或听者凑近
不可。

见到曾鑫时，他正埋头在一堆珠宝中挑
选货品，为今晚的直播备货。只见他打着手
电筒，仔细检查每一件翡翠的品质。“没有好
产品和好价格，直播根本玩不转。”曾鑫的语
气中透着一份经验老到的自信。

早在 2013 年，曾鑫就来到瑞丽做珠宝生
意，今年已是第 12 个年头。起初曾鑫学的是
珠宝雕刻。随着网络直播兴起，曾鑫眼见身
边的人收入不错，便也租了两个米柜入驻基
地，做起线上生意。第一次直播，曾鑫只觉
喉咙发紧，做了几次深呼吸，才鼓起勇气开
播。“好在当晚还是卖出了一个 300 元的挂
件，有了一点信心。”

随着业务发展，曾鑫深感个人力量有限，
便找来几个同样单干的货主朋友，共同组建
了一个 30 多人的直播团队。“直播还是交给
更专业的人来做，我退居幕后，专心做好选
品和团队管理。”

当晚的直播，曾鑫准备了 300 件珠宝——
翡翠戒指和手链用来走量聚人气，翡翠挂件和
手镯则在直播高潮时推出。“直播得有个节
奏，先用低价的货品把场子热起来，等观众
都聚得差不多了，再用高价货品带动收入，
这是直播的诀窍。”曾鑫解释。

晚 上 7 点 ， 曾 鑫 的 两 个 直 播 间 准 时 开
播。聚光灯下，主播拿着一条翡翠手链，细
致展示每一个角度，助手则在一旁默契地高
喊“上链接”。短短 20 秒，一笔交易就达成
了。这场直播一直持续到凌晨 1 点，直播间
观看人数从起初的 500 人涨到近 1 万人，营
业额接近 70 万元。可曾鑫说，这个业绩还
有进步的空间，“要想在珠宝直播行业里站
稳脚跟，还得寻找更优质的货品，提供更好
的服务”。

目前，快手等全国 20 多家互联网平台云
集瑞丽，或建设珠宝直播基地，或组织直播
间直播，为当地珠宝玉石直播产业提供渠道
流量等支持。越来越多像曾鑫一样的玉石商
人乘着直播这场“热潮”，将传统边贸文化与
现代数字经济结合，将璀璨的珠宝送到全国
各地。边境小城瑞丽的故事，也在一场场直
播中讲述得更远、更广。

告别之际，心中满是对德宏的眷恋。从
盈江的林间鸟鸣，到瑞丽的咖啡香气，再到
珠宝市场的璀璨灯光，德宏不仅展现了人与
自然的和谐之美，也书写着现代化进程与传
统文化交融的动人故事。

云南磨憨口岸边检站：

服务中老铁路开通运行

杭州市富阳区：

“百日解难”解百姓之忧

    近年来，江西省赣
州 市 加 快 打 造 脐 橙 产
业，当地果品企业、果
业专业合作社有序进行
果品定级、鲜果清洗、
冷链保鲜等工作，让果
农增收，并带动大量村
民就业。
    图为赣州市一家脐
橙 智 能 分 选 加 工 企 业
内，自动化设备正快速
运转。

朱海鹏摄  
（人民视觉）  

图①：深山里的石梯村。 朱边勇摄
图②：主播在镜头前展示珠宝。 瑞丽市委宣传部供图
图③：犹如红宝石一般的瑞丽小粒咖啡。 杨雪梅摄
图④：“中国犀鸟谷”里，观鸟爱好者在拍摄鸟类。 朱边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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