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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临沧坚定不移走“两
型三化”的发展路子，瞄准世界第一
的目标，积极探索“五个一”模式，做
强做大坚果产业。全市澳洲坚果种
植面积 262.77 万亩，挂果 40 万亩，产
量 3 万吨，产值 15 亿元，带动建档立
卡贫困户 6 万多户、24 万人实现脱
贫。

发布临沧澳洲坚果良种苗木培
育、嫁接苗、丰产栽培、高接换种、主
要有害生物防治、果实采收与采后处
理等 10 部地方标准。推行“公司+基
地+农户”“合作社+基地+农户”“庄
园+农户+市场”等模式，用组织化手
段把标准落实贯穿于品种改良、基地
建设和采收加工全过程。筛选确定
农试 246、344 等 9 个良种，全市良种
壮苗使用率达 90%以上。严格按技
术规程组织提质增效工作，全市建成
临沧坚果提质增效示范村 247 个。
建立“白露节”开采制度和协会指导
价收购制度，编制各县区临沧坚果初
制企业建设规划，规范临沧坚果初级
加工。

依托坚果远红外线智能管理系
统，建立从原料生产、产品加工到商
品销售的全产业链质量管理体系，形

成以企业平台、产业联盟、大数据中
心三大板块为重点的质量安全管理
平台。目前，已完成云南云澳达、云
南松哥、中澳农科等生产企业和部分
坚果专业合作社的基本数据录入;委
托国家坚果类检测重点实验室对 8
个合作社的首批产品质量进行检测;
完成坚果系列日化品从原料采集到
产品生产加工和销售的系统化管理，
形成独立的商品二维码;利用临沧市
坚果协会团体标准发布平台，进一步
完善各生产环节质量标准，形成本地
专家团队论证、协会发布的标准制定
发布机制。

2018 年，建成国际领先、中国唯
一的国家坚果类检测重点实验室。依
托临沧国家坚果类重点实验室以及

“临沧坚果”智能化管理大数据平台，
云南坚果行业协会、澳大利亚坚果协
会、南非澳洲坚果种植者协会联合发
起组建了“国际澳洲坚果研发中心”。

聘请国际澳洲坚果品种选育、病虫害
防治、果树生理等11个领域的69名国
内外知名专家，组织开展了澳洲坚果
有害生物手机智能防控系统开发、澳
洲坚果疫霉菌等课题攻关，启动种植
户采后处理技能培训推广、国际澳洲
坚果品种数据库、澳洲坚果叶片及土
壤检测标准等研发项目。

围绕全市“一县一业”“一园一特
色”的产业布局，整合全市及周边临
沧坚果资源，以“绿色基地、生产加
工、贸易流通、技术研发、观光体验”
融合发展模式，全力推进永德坚果产
业园建设，着力将临沧打造成为全国
乃至全球最大的澳洲坚果产业基
地。产业园内主要规划建设初加工、
食用油、炒果、炒仁等 24 条生产线和
1 个临沧坚果汇展中心，规划实施项
目 51 个。一期规划建设永德县澳洲
坚果精深加工等 4 个项目，概算投资
30662.73 万元，基础设施建设投入政

府专项债券 8000 万元，截至目前，完
成征地拆迁 231.57 亩，完成投资 3295
万元。同时，瞄准国内三只松鼠、洽
洽食品、良品铺子、百草味等知名品
牌和国际知名坚果生产企业，开展品
牌合作、产品加工合作、原料基地建
设合作等招商活动。

2018 年 10 月 9 日，“临沧坚果”
获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颁发
的农产品地理标志认证。依托这一

“国字号”名片，着力推动“临沧优
品”公共品牌注册登记，目前已有 29
类的部分商标通过登记，有 1 个协会
和 2 家种植户的坚果标杆基地通过
了全球良好生态农业认证（前身为欧
盟认证）。先后引进云南云澳达坚果
开发有限公司、临沧中澳农业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等精深加工企业注册落
户临沧，研发生产六大系列 19 个精
深加工产品。以“云澳达”“云果”

“云果大仁”为代表的企业品牌，荣获
“2016 年中国国际农产品交易会金
奖”“全国食品博览会金奖”“中国国
际森林产品博览会金奖”等称号，部
分产品通过“有机食品”“全球 GAP”
及“森林食品”认证。

市委改革办 市坚果协会供稿

临沧推进坚果产业高质量发展
全 市 澳 洲 坚 果 种 植 面 积 262.77 万 亩 ，挂 果 40 万 亩 、产 量 3 万 吨 、

产 值 15 亿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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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饮浪费现象，触目惊心、
令人痛心！”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
制止餐饮浪费行为作出重要指
示，指出要加强立法，强化监管，
采取有效措施，建立长效机制，坚
决制止餐饮浪费行为，强调要进
一步加强宣传教育，切实培养节
约习惯，在全社会营造浪费可耻、
节约为荣的氛围。习近平总书记
的重要指示，表明了我们党厉行
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的鲜明
态度和坚定决心，体现了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
粮食安全、深切关心群众生活的
人民情怀。

“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
也。”早在2013 年年初，习近平总
书记就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浪费
之风务必狠刹”，号召“努力使厉
行节约、反对浪费在全社会蔚然
成风”。党的十八大以来，从坚决
清理整顿“舌尖上的浪费”“酒桌
上的应酬”等干部群众深恶痛绝
的突出问题，到制定《党政机关厉
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切实遏制
公务支出和公款消费中的各种违
纪违规违法现象；从启动节俭养
德全民节约行动、养成健康文明
生活方式，到发起吃尽盘中餐的

“光盘行动”、掀起浪费可耻节约
为荣的餐桌新风，一系列有力整
治举措推动餐饮浪费现象有所改
观，特别是群众反映强烈的公款
餐饮浪费行为得到有效遏制，全
党全社会厉行节约的良好风尚正
在形成。同时也应当看到，一些
地方餐饮浪费现象仍然存在，有
的甚至触目惊心、令人痛心，必须
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指示精神，制定实施更有力的举
措，推动全社会深入推进制止餐
饮浪费工作。

艰苦奋斗、勤俭节约是中华民
族的传统美德，是我们党的优良作
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过去我们
党靠艰苦奋斗、勤俭节约不断成就
伟业，现在我们仍然要用这样的思
想来指导工作。”党和政府一边加快

发展经济，一边注重节约、反对浪
费，带头过“紧日子”，目的就是为了
让人民过上好日子。不论我们国家
发展到什么水平，不论人民生活改
善到什么地步，艰苦奋斗、勤俭节约
的思想和精神永远不能丢。全党同
志务必牢记“艰苦奋斗、勤俭节约，
不仅是我们一路走来、发展壮大的
重要保证，也是我们继往开来、再创
辉煌的重要保证”。当此实现“两个
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光
荣的历史使命、宏伟的奋斗目标、复
杂的内外环境，都呼唤我们大兴艰
苦奋斗之风，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
张浪费，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情。

还应当看到，制止餐饮浪费行
为对守护粮食安全意义重大。我国
是一个人口众多、土地资源相对不
足的国家，从中长期看我国的粮食
产需仍将维持紧平衡态势，粮食浪
费带来的资源浪费、环境污染问题
绝对不可小觑。我国有14亿人口，
每个人每个家庭节约粮食还是浪费
粮食，加在一起都不是一个小数
目。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尽
管我国粮食生产连年丰收，对粮食
安全还是始终要有危机意识，今年
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所带来的影响
更是给我们敲响了警钟。”越是面
对风险挑战，越要把保障粮食安
全放在突出位置，既毫不放松抓
好粮食生产，确保中国人的饭碗
任何时候都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又绷紧粮食节约这根弦，坚决制
止餐饮浪费行为，推动实现节用
裕民、节俭兴国。

今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
标实现之年，是全面打赢脱贫攻
坚战收官之年。从明年开始，我
国将进入“十四五”时期，这是在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础上开启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
程的第一个五年。让我们一起发
扬艰苦奋斗、勤俭节约优良作风，
汇聚全党全国人民的奋斗力量，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开好局、起好步。

转自《人民日报》

坚决制止餐饮浪费行为

8 月 11 日国家统计局云南调查
总队发布数据显示：7 月我省居民消
费价格总水平（CPI）同比上涨 3.6%，
环比上涨 0.8%，1-7 月，比去年同期
上涨4.6%。

从同比看，7 月我省居民消费
价格八个大类呈四升一平三降态
势。其中，食品烟酒类价格同比上
涨 12.4%；衣着类价格上涨 0.7%；居
住类价格保持持平；生活用品及服
务价格下降 0.4%；交通和通信类价
格下降 3.6%。教育文化和娱乐类

价格下降 0.1%；医疗保健类价格上
涨 0.5%；其他用品和服务价格上涨
3.5%。

从环比来看，7 月份我省居民消
费的八个大类呈三升三降二平态
势。其中，食品烟酒类价格上涨
2.3%；衣着类价格下降 0.1%；居住类
价格与上月持平；生活用品及服务价
格与上月持平；交通和通信类价格上
涨 0.5%；教育文化和娱乐类价格下
降0.2%；医疗保健类价格下降0.1%；
其他用品和服务价格上涨0.1%。

从工业生产者价格运行情况看，
7月我省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下
降 2.7%，其中，生产资料价格同比下
降 4.2% ，生活资料价格同比上涨
1.1%。7 月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环
比下降 0.8%，其中，生产资料价格环
比下降 1.2%，生活资料价格环比下
降0.1%。1-7月，工业生产者出厂价
格同比下降2.0%。

云南日报记者 胡晓蓉
原载《云南日报》2020年08月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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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月我省月我省CPICPI同比上涨同比上涨33..66%%

本报讯 我市把脱贫攻坚兜底
保障作为重大政治任务，切实强化组
织领导，整合市、县、乡、村四级工作
力量，聚焦脱贫攻坚，聚焦特殊群体，
聚焦群众关切，充分发挥民政部门社
会救助职能在打赢脱贫攻坚战中的
兜底作用，有效保障低收入贫困人群
的基本生活，切实兜准兜住兜牢民生
底线。

抓实社会救助与扶贫开发政策
衔接。2015年以来，全市共发放社会
救助资金 46.94 亿元，累计救助困难
群众 934.57 万户次、2025.75 万人次。
2020 年 6 月起，全市农村低保标准为
年人均4620元，高于全省当年脱贫标
准620元。农村低保对象与建档立卡
对象重合人数为 36163 户 69861 人，
重合对象占农村低保对象的18.94%，
支出保障资金 8.1 亿元。落实“应保
尽保”“单人户施保”“脱贫不脱保”

“救助渐退”“临时救助”等政策，实现
农村低保标准与扶贫标准、农村低保
对象与建档立卡对象的有效衔接，社
会救助职能在打赢脱贫攻坚战中的
兜底保障作用得到充分发挥。

抓 细 保 障 标 准 和 补 助 供 养 水
平。2015年以来，全市农村最低生活

保障标准从 2100 元提高到 4620 元；
集中供养特困人员月基本生活标准
从 600 元提高到 997 元；分散供养特
困人员月基本生活标准从500元提高
到897元。集中供养特困人员月照料
护理补贴一档从 70 元提高到 835 元，
二档从 40 元提高到 418 元，三档 251
元；分散供养特困人员月照料护理补
贴一档从 70 元提高到 151 元，二档从
40 元提高到 88 元，三档 50 元。农村
低保对象月人均补助水平从160元提
高到 243 元；城市低保对象月人均补
助水平从 300 元提高到 383 元。2016
年1月建立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
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制度以来，困难残
疾人生活补贴从每人每月 50 元提高
到每人每月 70 元；被评为一级、二级
重度残疾人，每人每月分别从 70 元、
40 元提高到每人每月 80 元、70 元的
标准。截至今年 7 月底，申领残疾人
两项补贴 63063 人次，共补助资金
1.25 亿元。自 2019 年 5 月起，我市及

时启动低收入群体价格临时补贴与
物价上涨挂钩联动机制，目前，全市
累计救助 2519223 人次，发放资金
7108万元，有效缓解物价对困难群众
生活造成的影响。

深入开展“兜准、兜住、兜牢”行
动。按照全省统一部署，全市开展社
会救助兜底保障“兜准、兜住、兜牢”
行动，全面排查建档立卡户中完全或
部分丧失劳动力且无法通过产业就
业帮扶解决“两不愁三保障”和因病、
因残、因学、因灾支出过大，影响家庭
基本生活的家庭。扶贫部门向民政
部门提供移交对象 43138 人，其中通
过民政部门排查、核实后已享受低保
在册人员 29969 人，不符合政策保障
人员 9627 人，新增纳入低保、特困供
养保障3542人，做到符合条件的贫困
人口“应保尽保”。

抓牢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全市有
养老服务机构和设施217个，投入资金
48259.9万元。其中，城市公办养老机

构16个，投入资金21091万元；农村敬
老院75个，投入资金21412万元；居家
养老服务中心126个，投入资金5756.9
万元，共有养老床位11022张，每千名
老年人拥有养老床位34张。

探索推广信息化运用模式和特
困人员集中供养试点工作。充分利
用“社会救助大数据平台”“家庭经济
状况核对平台”“社银一体化平台”同
步开展低保审批、逢进必核、资金发
放等业务工作，从 2020 年 3 月起，全
市各县区均使用“社银一体化”系统
发放社会救助资金，确保资金安全运
行；积极推进“一部手机办低保”的推
广应用，稳步实现现代信息技术“查
低保、办低保、管低保”。针对分散供
养特困精神残疾人无法进入敬老院
集中供养的实际，在条件成熟的凤庆
县先行先试开展特困精神残疾人集
中供养试点工作。联合财政、卫健、
医保、残联等部门对特困精神残疾人
在符合条件的机构开展健康体检、照
料护理、医疗服务等集中供养服务，
民政部门主要负责涉及享受政策保
障的落实，对化解社会问题起到积极
促进作用。

市民政局供稿

本报讯 近年来，耿马傣族佤族
自治县始终站在巩固提升“一县一
业”、全力打造“绿色食品牌”的高度，
通过采取“互助组”“合作社”“无人机
飞防”等举措，推动甘蔗生产集约化
经营之路，解决种植小户为主、土地
分散、集约化生产程度不高的实际问
题。

组建“互助组”实现劳动力利用
组织化。“互助组”是甘蔗生产过程中
一种互帮互助的组织，主要由村党组
织牵头，根据各村民小组的种植户
数、劳动力、蔗地连片情况对农户进
行编组。由各小组的农户选举产生
组长，组长一般由小组内威望高的党
员致富带头人担任，主要负责对小组
内所有农户劳动力进行管理。“互助
组”通过组织化进行甘蔗栽种、砍运，
实现了劳动力优化组合，做到甘蔗原
料快速收砍，起到了节本增收的效
果。以砍收甘蔗为例，每吨收砍价格
80 元，相比请工收砍 120 元低 40 元，
每吨节支增收 40 元。目前，全县共
有“互助组”1425个，涉及蔗农20935
户，占全县蔗农的91%。

组建“合作社”实现生产经营组
织化。“合作社”是以农村土地产权制
度改革为契机，实现所有权、使用权
和经营权的有效分离，社员以土地入
股、保底分红，实现土地集中连片生

产经营、全程机械化作业耕作管理、
培育新品种提高单产。以耿马镇芒
蚌村芒等合作社为例，芒等组以 57
户连片的 800 亩土地入股成立合作
社，由合作社统一进行生产经营管
理，除去肥料、砍运等生产成本，农户
按每亩每年4吨保底分红，超出部分
由合作社和农户按照六比四的比例
进行分成，每亩土地收入比散户种植
提高800元以上。目前，全县培育比
较成功的土地入股型合作社有8个，
涉及农户 1261 户，占全县蔗农的
5.5%。

“无人机飞防”实现病虫害防治
组织化。通过县、乡、村、组党组织四
级联动、统一宣传动员到户，依托南
华耿马、勐永、孟定、华侨糖业有限公
司4户制糖企业引进无人机，并由企
业承担一半的工费，农户每亩只需花
费 10 元。省、市、县科技部门、气象
部门等多部门联动统一发力，做到精
准测报预报，病虫害得到集中连片精
准联防联治，甘蔗单产显著提高。目
前，引进智能无人机 200 架，实行飞
防 22 万亩。通过联防联治，平均每
亩增产 1.57 吨，蔗农每亩增收 650
元；白糖产量每亩增加 196 公斤，企
业每亩增收1040元。

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委组织部
供稿

巩固提升“一县一业”

耿马加快推进甘蔗生产集约化耿马加快推进甘蔗生产集约化

认真学习贯彻市委四届六次全会精神

整合市县乡村四级工作力量——

临沧切实兜准兜住兜牢民生底线临沧切实兜准兜住兜牢民生底线

决胜全面小康 决战脱贫攻坚

镇康县持续巩固深化“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成果，进一步把“党
的光辉照边疆，边疆人民心向党”实践
活动落到实处。通过开办“农民夜校”
和“新时代农民讲习所”，经常性召开群
众会、户长会，引领各族群众心向党、听
党话、感党恩、跟党走，引导直过民族树
立自立自强精神，激发劳动脱贫光荣、
自我奋发脱贫的内生动力。图为工作
人员正在用民族语言给直过民族德昂
族妇女讲解党的发展历史。

王春梅 摄

德昂群众学党史德昂群众学党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