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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报道

州委、州政府“西部漾永云绿
色主导”现场办公会的召开，充分
体现了州委、州政府对云龙经济社
会发展的重视、寄予的厚望，让全
县上下目标更明、思路更清、干劲
更足。云龙县将深入学习贯彻落
实州委、州政府“西部漾永云绿色
主导”现场办公会精神，只争朝夕、
不负重托，勠力同心、砥砺奋进，全
力推动高质量发展。

提高政治站位，坚定目标不动
摇 。 全 县 上 下 思 想 高 度 统 一 ，把

“十四五”时期经济增速年均保持
在 10% 左 右 ，总 量 突 破 100 亿 元 ，

2035 年经济总量力争达到 230 亿
元、人均 GDP 力争达到 2.06 万美
元作为云龙干部的使命和担当，以

“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
奋进姿态，推进以诺邓、功果桥、
漕涧为区域中心的三极联动，培植
高原特色农业、清洁载能、文化旅
游 3 个百亿级产业，着力抓好“大漾
云”“云兰”“云永”“云泸”四条高速
公路建设，实现“全国民族团结进
步示范县、西南绿色发展示范县、
滇西区域性交通枢纽、全域文化旅
游目的地、平安和谐美丽新家园”
的目标，谱写“天然太极福地、美丽

幸福云龙”新篇章。
坚持绿色主导，咬定重点不偏

离。云龙县将着力发挥优势、聚焦
重点，以乡村振兴为抓手，巩固拓
展脱贫攻坚成果，突出“生物多样
性保护重点区、绿色能源重点县”
的发展定位，培植“3 个百亿级产
业 ”，建 强 绿 色 产 业 。 一 是 强 化
生 物多样性保护。持续深入贯彻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持绿色主
导的高质量发展之路，主动服务和
融入国家发展战略，持续释放绿色
经济红利，让绿色成为云龙发展最
亮丽的底色。统筹山水林田湖草
沙系统治理，实施重大生态系统保
护修复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工程，推
进“森林云龙”建设。强化天池国
家 级 自 然 保 护 区 、国 家 级 森 林 公
园 和 国 有 林 场 建 设 管 理 ，加 强 饮
用水源地、湿地保护，推进污染防
治攻坚，落实“五长”责任制，常态
化开展爱国卫生“7 个专项行动”，
实现生态保护、绿色发展、民生改
善 相 统 一 ，努 力 构 建 西 部 单 元 绿
色发展新格局。二是强力推进绿
色 能 源 基 地 县 工 作 。 以 清 洁 水
电、风电、光伏能源为载体，培植
壮大绿色能源和矿冶建材清洁载
能产业，持续打好“绿色能源牌”。
支 持 大 水 电 运 营 ，服 务 小 水 电 发
展，培植壮大绿色资源循环利用产
业，促进风电科学环保安全高效利

用，推进 8 个点总装机 373 兆瓦的
太阳能光伏电站建设各项工作，把
云龙建设成为“风光水储一体化”
500 万 千 瓦 装 机 的 绿 色 能 源 基 地
县。同时结合“十四五”规划纲要，
推进以诺邓火腿为支撑的生猪全
产业链“一县一业”发展，每年申报
认证 3 个以上“三品一标”农产品，
打 好“ 绿 色 食 品 ”牌 。 坚 持 以 文
塑 旅、以旅彰文，加大诺邓、宝丰、
虎头山、国家森林公园等 A 级景区
创建力度，全力打好“健康生活目
的地”牌。

强化政治担当，狠抓落实不懈
怠 。 顺 势 而 谋 ，才 能 将 挑 战 化 为
机遇；乘势而上，才能把机遇转为
优 势 。 州 委 、州 政 府“ 西 部 漾 永
云 绿色主导”现场办公会为云龙
经 济 社 会 发 展 指 明 了 方 向 、找 准
了目标和路径，全县上下将以担先
锋的勇气、奋斗者的担当，进一步
加强党建引领，强化作风建设，继
续发扬“苦干实干”的担当精神，严
格按照现场办公会部署要求，把挂
帅出征、挂图作战、挂责问效进行
到底，把制定任务书、时间表、路
线图进行到底，把问事、问人、问
责进行到底，大干快上动起来，热
火朝天干起来，阔步前进跑起来，
全力以赴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各项
目标，为“十四五”发展奠定坚实
的基础。

绿色主导推动云龙高质量发展
中共云龙县委 云龙县人民政府

□ 特约记者 赵雪梅

8 月 2 日至 4 日，州委、州政府
召开了“西部漾永云绿色主导”现
场办公会，会上明确了云龙要建设
成为“生物多样性保护重点区、绿
色能源重点县”的发展定位。

现场办公会召开后，云龙县及
时研究部署贯彻落实现场办公会
精神相关事宜，要求全县上下要紧
紧围绕建设“一区一县”的发展定
位，主动融入“西部漾永云绿色主
导”发展新格局，抢抓发展机遇，迅
速制定一个任务分解方案、一个生
物多样性保护规划和三个百亿级
产业发展实施意见，强化“三大支
撑”，奋力推动云龙高质量发展，实
现 建 设“ 全 国 民 族 团 结 进 步 示 范
县、西南绿色发展示范县、滇西区
域性交通枢纽、全域文化旅游目的
地、平安和谐美丽新家园”的五个
发展目标。

以“三个重点”为支撑建设“一
区一县”。连日来，云龙县乡村振兴
局成立四个排查小组，以户为单位
对县内 4 个新增易地搬迁安置点进
行集中排查，通过看家庭生活资料，
问搬迁前后变化，综合研判搬迁群
众存在的短板弱项，为下步针对性
帮扶提供依据。为贯彻落实好州委
州政府现场办公会精神，云龙提出
以脱贫成果巩固拓展、绿色能源基
地建设、生物多样性保护“三个重
点”为支撑，推进“一区一县”建设。

以“三极联动”发展为支撑建
设“一区一县”。云龙提出以诺邓、
功果桥、漕涧三个乡镇为中心，培
育“三个发展极”，并以“三极联动”
发展为支撑，整体推进“一区一县”
建设。一是培育以诺邓为中心的
沘江流域发展极。以绿色生态、健
康生活、创新引领的高原特色农业
产业和文化旅游产业助推经济增
长。二是培育以功果桥为中心的
澜沧江发展极。围绕以水电为主

的绿色能源，以优质米、热区水果、
水产品为主的农副产品，以澜沧江
沿线风光为主的旅游服务产业，增
强一产品牌力、扩大二产支撑力、
挖掘三产增长力，促进三次产业融
合发展。三是培育以漕涧为中心
的怒江区域联动发展极。立足自
然资源和民族文化资源，争创 4A 级
景区，促进文旅产业发展，加大以
稀贵金属为主的清洁载能产业发
展，以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形成新
的经济增长极。

以“三个百亿级产业”为支撑
建设“一区一县”。做强百亿级高
原 特 色 农 业 产 业 ，加 快“ 一 主·六
副·五谷开花”高原特色农业产业
发展，打造以诺邓火腿为支撑的生
猪产业“一县一业”全产业链，力争

“ 十 四 五 ”末 实 现 生 猪 出 栏 150 万
头，总产值超 50 亿元；依托核桃、茶
叶、麦地湾梨等传统产业优势，持
续加大农业投入和金融支持力度，
实施提质增效工程，促进富民产业
百花齐放。做大百亿级清洁载能
产业，抢抓澜沧江流域“风、光、水”
互补新能源产业布局机遇，大力推
进光伏发电等绿色能源产业，建设
绿色能源基地；优化产业链、供应
链发展环境，推动矿冶、建材等产
业高端化、绿色化发展，积极打造
具有广泛影响力的贵金属产业基
地。做优百亿级全域文化旅游产
业，加大旅游基础设施建设，鼓励
社会资本参与涉旅服务体系建设，
培植旅游龙头企业，大力推进“十
百千”工程，力争 5 年内培育 10 个
以上旅游景点项目、100 个以上旅
游接待精品旅店，新增 1000 个以上
接 待 床 位 ，不 断 提 升 旅 游 接 待 能
力；加大诺邓、宝丰、虎头山、国家
森林公园等 A 级旅游景区创建力
度；建设精品旅游线路，打造“千年
盐马古道”“历史文化”“生物多样
性体验”“康养休闲”等旅游品牌，
形成全域旅游发展格局。

云龙：强化“三大支撑”建设“一区一县”

风景迷人的云龙天池风景迷人的云龙天池

□ 通讯员 杨建萍 曹 东

云龙县结合县情实际，立足资
源优势和产业发展需求，确定了以
诺邓火腿为支撑的全产业链生猪
产业为“一县一业”，通过大力发
展生猪全产业链巩固拓展脱贫攻
坚成果，助推乡村振兴。

云南瑞峰源农牧科技有限公
司成立于 2020 年 5 月，是云龙县在

“一县一业”发展中引进的一家集
生猪标准养殖及畜牧科技服务于
一体的农业产业化企业，也是云龙
县在生猪全产业链开发建设工作
推进较快的标准化生猪养殖企业，

项目总投资概算 2860 万元，建设规
模为能繁母猪 1200 头，分两期建
设。目前，一期建设已经全部完成
并已投产。

近年来，随着诺邓火腿、诺邓
黑猪先后获得国家农产品地理标
志登记保护，诺邓火腿获国家级农
产 品 地 理 标 志 示 范 样 板 并 入 围

“中国品牌价值百强榜”，为云龙县
打造以诺邓火腿为支撑的生猪产
业“一县一业”发展奠定了坚实基
础。云龙县抢抓国家加大对生猪
产 业 发 展 扶 持 力 度 的 机 遇 ，出 台

《云龙县加快推进以诺邓火腿为支
撑的生猪产业“一县一业”发展的

实施意见》，加强组织领导、资金和
政策扶持、人才培训和科技服务，
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全力推动云龙
生猪产业迅速发展，力争将以诺邓
火腿为支撑的生猪产业打造成促
农增收和乡村振兴的主导产业。

目前，该县引进正邦集团、北京
六马、云龙大有、瑞通牧业、瑞峰源、
华磊生猪养殖有限责任公司 6 家企
业，框架协议投资 50.2亿元，新建、在
建生猪养殖项目 13 个，上半年共完
成 2.1 亿元，新增建设猪舍 7.1 万平
方 米 。 在 引 进 企 业 的 同 时 ，按 照

“政府主导、企业主体、村集体经济
和农户参与”的原则，采用“公司+

村党支部+合作社、商品猪场、家庭
牧场+农户”的模式，实行生猪产业
链 全 程 管 理 的 一 条 龙 生 产 经 营 ，
带动广大农户参与。目前，全县有
1026 户群众每户自建猪舍面积超
100 平方米，总面积 17.4 万平方米，
养殖生猪 5.31万头。

“云龙县以诺邓火腿为支撑的
‘一县一业’生猪产业，以争创省州
‘十大名品’‘十强企业’为目标，实
现规模化、组织化、专业化、绿色
化、市场化，‘十四五’要达到生猪
出栏 150 万头，火腿加工 4800 吨，
总产值 55 亿元以上。”云龙县农业
农村局党组书记李成标说。

依托“一县一业”打造生猪全产业链

□ 通讯员 杨伟松 杨志平
左东敏

云龙县苗尾乡按照“搬得出、稳
得住、逐步能致富”的目标，因地制
宜大力发展火龙果、柑橘、枇杷、葡
萄、毛驴、肉牛等后扶产业，进一步
拓宽库区群众增收渠道，助力水电
移民增收致富，贯彻落实好州委州
政府召开的“西部漾永云绿色主导”
现场办公会工作安排部署。

初秋时节，正是火龙果丰产的
旺季，这些天，云龙县苗尾乡苗尾村
的周友刚和家人正在自家基地里采
摘火龙果，红彤彤的果实错落有致
地挂在植株上。

2014 年，在电站建设后期产业
扶持项目的支持下，周友刚和当地移
民群众开始试种火龙果，通过逐年发
展，现在全村 10 余户群众种植了 80

多亩优质火龙果。
苗尾乡表村村的移民户赵云军

2012 年就种植了 1 亩多的柑橘，但
由于缺少资金，难以扩大规模，2018
年，在苗尾电站后期产业扶持项目
的支持下，赵云军进一步扩大了种
植规模。

赵云军说：“项目扶持下来以
后，全村种了 280 多亩，明年就可以
进入丰产期，估计产量不低于 300万
斤左右，产值不低于1500万元。”

移民要致富，产业是关键。在
苗尾水电站建设中，云龙县充分整
合移民产业扶持资金，先后投入 3300
多万元，实施 39 个库区后期扶持项
目，累计发放产业直补资金 1630 多
万元，因地制宜大力发展火龙果、柑
橘、枇杷、葡萄、毛驴、肉牛等后扶产
业，进一步拓宽库区群众增收渠道，
助力水电移民增收致富。

□ 通讯员 杨建萍 杨学禹

“太标准了！菌伞未开，菌体
粗壮匀称、头尾大小基本一致，菌
体上还有漂亮的纤维状毛鳞片。”
近日，云龙县农村经纪人黄月光在
县城松茸收购点收到了这几年来
最好的两朵松茸，大的长 23 厘米、
小的 21.5厘米，总重 657克，据黄月光
介 绍 ，按 等 级 和 当 天 市 场 价 格 计
算，这对松茸价值为 400 元左右。

黄月光在云龙从事松茸收购
销售生意已有 20 多年，每年收购销
售 5 吨左右的松茸。黄月光介绍，
云龙的松茸量不大但质量好，很受
外地客商青睐，收购到的松茸大都
经云南晶捷经贸有限公司销售到
日本。

家住云龙县天灯村麦地村民

小组的采菌人杨跃光，当日天还未
亮就上山采松茸，再骑两个多小时
摩托车到县城销售，两筐松茸的收
入近 3000 元。杨跃光说：“生态好，
菌子多，一家人每年卖松茸能到 3
万多元，再加上其他的野生菌，一
年能有四五万元菌子收入。”

近年来，云龙县始终深入贯彻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牢固树立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
紧紧围绕“生态立县”可持续发展
战略，狠抓森林资源管理，加大生
态 建 设 力 度 ，加 强 生 物 多 样 性 保
护，努力推进“森林云龙”建设，全
县森林面积达 490 万亩，森林覆盖
率 达 70.74% ，生 态“ 红 利 ”持 续 释
放，采售野生菌已成为当地群众的
一项增收产业，让当地群众靠山吃
山，端起“绿饭碗”，吃上“生态饭”。

后扶产业助力云龙水电移民增收致富

本版图片由云龙县融媒体中心提供

释放“生态红利”采收野生菌助农增收

栖息在天池自然保护区内的滇金丝猴栖息在天池自然保护区内的滇金丝猴

火龙果种植拓宽群众增收渠道火龙果种植拓宽群众增收渠道

壮大茶叶产业 助力乡村振兴壮大茶叶产业 助力乡村振兴

苗尾水电站建成带动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苗尾水电站建成带动当地经济社会发展

诺邓火腿入围诺邓火腿入围““中国品牌价值百强榜中国品牌价值百强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