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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融 媒 体 记 者 毕
昱） 8 月 16 日，全市违法用地违法
建筑专项整治领导小组召开第六
次调度会议，会议通报了“两违”专
项整治、国土空间规划及自然资源
管理等有关重点工作推进情况，对
加快推进各项工作进行再安排、再
部署。

会议强调，全市上下要切实提
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违法用地违
法建筑的严重性和危害性，充分认

识做好自然资源和规划管理工作
的重要性、紧迫性和复杂性，进一
步增强工作责任感，认真贯彻落实

“两违”整治工作的部署要求，紧盯
目标任务，严格按照时间节点抓紧
推进各项工作，确保如期完成整治
任务。

会议要求，要以省委第一巡视
组对我市开展生态环境保护专项
巡视为契机，扎实推进“两违”专项
整治攻坚行动，进一步完善工作机

制 和 工 作 方 法 ，统 筹 整 合 工 作 力
量，坚决遏制“两违”存量。要切实
做好土地卫片执法问题整改、例行
督察挂账问题整改、批而未供和闲
置土地处置、矿产资源管理等各项
重点工作，为全市自然资源管理工
作 持 续 良 性 发 展 奠 定 坚 实 基 础 。
要高度重视和扎实组织开展国土
空间规划编制工作，认真学习国家
和省关于国土空间规划工作的政
策要求，加快推进各项工作，确保

按照时限要求完成国土空间规划
编制任务，全力助推临沧高质量跨
越式发展。

市委常委、市政府副市长、市委
秘书长赵子杰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上，各县区人民政府汇报“两
违”整治攻坚行动、国土空间规划、例
行督察挂账问题整改、卫片执法整
改、矿业退出自然保护区、批而未供
和闲置土地处置等重点工作推进情
况及下步工作计划。

全市违法用地违法建筑专项整治领导小组第六次调度会议强调

按照时间节点抓紧推进各项工作 确保如期完成整治任务

1、勐简——一生“结三次婚”的村庄

2、王家寨——最大玉兰花盛开的村

庄

3、平村——嫁过来的村庄

4、古墨——水磨榨核桃油的村庄

5、鲁史——臭豆腐最香的村庄

6、四方井——世界最后一片野生铁

力木群生长的村庄

7、班幸—— 一棵有461棵须根的榕

树的村庄

8、班老——共和国最后一个回归的

村庄

9、翁丁——最后一个原始部落的村

庄

10、安石——滇红第一村

11、那京——孔雀像鸡一样放养的

村庄

12、班洪——“打败”英国人的村庄

13、刺树丫口—— 一眼观两国的村

庄

14、红岩—— 一个人当两次英雄的

村庄

15、景亢——舍利子会生气的村庄

16、洞景——供奉佛祖锁骨舍利子

的村庄

17、嘎多——“月亮升起来”诞生的

村庄

18、小新寨——永远快乐的村庄

19、昔宜——野生大江鱼跳跃的村

庄

20、冰岛——每一片茶叶都有户口

的村庄

21、南美——女人抽旱烟的村庄

22、腾龙——生长在鲜花丛中的村

庄

23、昔归——澜沧江云海之上的村

庄

24、白莺山——尊享千年佛茶圣地

的村庄

25、幸福——温泉温度最高的村庄

26、安乐——贤达乡绅最大方的村

庄

27、岔沟——有着百年碉堡存在的

村庄

28、包包寨—— 一街连两国的村庄

29、河中——专供寺庙木材的村庄

30、菠萝——澜沧江畔独树成林的

村庄

31、忙蚌——河流挂在天上的村庄

32、大勐婆——母子连心树的村庄

33、大平掌——长在石头上的村庄

34、南伞——见证公主爱情的村庄

35、二道桥——原始黑衣俐侎部落

的村庄

36、小白水——瀑布成群的村庄

37、鸣凤山——凤凰衔来古茶树的

村庄

38、钻山洞——樱桃树长得最高的

村庄

39、旧城——有土司衙门遗址的村

庄

40、大树丫口——用鲜花做香的村

庄

41、马鞍山——老鼠都爱吃茶叶的

村庄

42、小落水——用石板建房的村庄

43、白岩——一洞通两国的村庄

44、哈里——居住在仙人湖畔的村

庄

45、蚌孔——万亩草山环抱的村庄

“寻找临沧最美丽村庄”活动 logo

开展开展““寻找临沧最美丽村庄寻找临沧最美丽村庄””短视频作品征集活动启事短视频作品征集活动启事

临沧最美丽村庄拍摄创意参考
（可扫描二维码获取）

听说临沧很遥远，听说临沧很神
秘，听说临沧很美丽，我想去看看，去
寻找临沧最美丽的村庄。

一、活动名称
“寻找临沧最美丽村庄”短视频

作品征集活动
二、征集内容
抓住临沧一个村庄最突出的、具

有唯一性、排他性的特点，取一个极
具吸引力的名字，拍摄一段美的视
频，配一段说明题目的美文。

三、作品要求
（一）作品特点
作品要真实、真情反映村庄的特

点，把临沧最有特点的村庄找出来，
只说一个特点，让游客看到村庄名字
就想了解内容，了解内容后就想来临
沧的村庄（提供《临沧最美丽村庄拍
摄创意参考》，参与者可扫描二维码
获取）。

（二）技术要求
媒体网站播出的短视频时长不

超过 180 秒，分辨率不低于 1920×
1080；抖音APP播出的短视频时长不
超过180秒。

（三）投稿须知
1、短视频作品通过个人抖音账

号发布，带上#“寻找临沧最美丽村
庄”短视频征集话题，作品文字表述
为“寻找临沧最美丽村庄”+作品名称
并@临沧融媒、@临沧文旅。

2、个人作品发布后，私信@临沧
融媒、@临沧文旅，提交以下信息：

“作品标题+作者单位姓名+联系电
话”，另附视频简要说明（包括拍摄时
间、地点，创作思路等）。

四、征集时间
自征稿启事发布之日起至 2020

年11月30日。
五、作品评选
以网友评选的方式进行评选，在

人民网、新华网、新浪网、云南网、昆
明信息港等网站以阅读量为依据评
选；在抖音、今日头条、游云南、掌上
春城、临沧融媒、恒春临沧等新兴媒

体以点赞量为依据评选。
六、激励机制
（一）最佳短视频作品。对所有

参赛作品评选出100部最佳短视频作
品，每部向拍摄者支付一定稿酬，并
给予价值2500元四日三晚临沧精品
线路免费游。

（二）热心网友评选。为感谢所
有参与评论、点赞的网友，随机抽取
100名热心网友，给予价值2000元三
日二晚临沧精品线路免费游。

七、相关说明
（一）投稿者必须是所投送作品

的原创作者，并对该作品拥有独立、
完整、明确、无争议的著作权；投稿者
还应保证其所投送的作品不侵犯第
三人的包括著作权、肖像权、名誉权、
隐私权等在内的合法权益。投稿者
不得复制、抄袭或以其他形式使用他
人作品进行投稿，如因投稿者原因造
成第三人损失的，由投稿者自行承
担，若给活动方造成损失，还需负责
赔偿主办单位为此支出的合理费用。

（二）所有投稿作品，投稿者自投
稿之日起均视为许可主办单位可无
偿行使《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
规定的权利（不包括署名权），即主办
单位有权无偿以复制、出版、发行、展
览、放映、信息网络传播等方式进行
宣传展示。

（三）本征稿启事解释权属于云
南省临沧市旅游产业发展领导小组
办公室。凡投稿者，即视为其已同意
本征稿启事之所有规定。

临沧市旅游产业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0年7月2日

勐佑镇采摘体验园带动农户增收勐佑镇采摘体验园带动农户增收

本报讯 （通讯员 邱国耀）
近年来，云县立足资源禀赋，从区位
上、基础上和未来需求等方面认真
谋划、推进乡村旅游发展，进一步提
升旅游“八大要素”，不断加快乡村
旅游发展步伐。

依托《云县全域旅游发展总体
规划（2018—2035）》，把脱贫攻坚、
乡村振兴、“万名干部规划家乡行
动”和“百村示范、千村整治”工程有
机融合，进一步完善全县乡村旅游
发展规划和乡村旅游示范村规划编
制工作，从生态、产业、特色、旅游相
融合来谋划旅游发展之路，形成了

“一核三带四区”的全域旅游总体布
局。

围绕《云县关于大力发展乡村
旅游的实施意见》和《云县乡村旅游
示范村建设实施方案》要求，在全县
优选15个有一定乡村旅游基础的村
作为旅游产业发展示范村进行重点
打造。其中，13个村被纳入全市“百
村示范、千村整治”示范村。目前，
头道水酒谷景区、漫湾白莺山风景
区正在进行3A级旅游景区申报相关
工作，茂兰镇安乐村、后箐乡菠萝村
正在进行A级旅游景区申报相关工
作。

围绕“吃、住、行、游、购、娱、网、
厕”八大要素，围绕县城、火车站片
区、漫湾镇昔宜村、幸福特色小镇 4
个重要节点，做实乡村旅游线路布

局，扎实开展“美丽乡村”建设，加强
旅游基础设施建设，以点串线、以线
连片、以片带面，全力推进全县乡村
旅游发展。

围绕今年年底铁路、高速公路
通车后，大量游客进入云县“到哪里
去、要怎么走”等问题，策划了以澜
沧江风光、白莺山古茶体验为主的
江畔寻茶之旅，以幸福温泉康养体
验为主的幸福温泉康养之旅，以全
国工业旅游示范点为核心、以酒文
化体验为主的云州问酒之旅等 3条
乡村旅游精品线路，为 2020年底高
速公路、铁路进临沧迎来第一次旅
游高峰做好充分准备，促进乡村旅
游产业高质量发展。

结合实际，积极开展“寻找最美
丽的村庄”活动。重点围绕乡村旅
游示范村建设，每个乡镇选择 3至 5
个村，按每个村有一个吸引人的标
题、有一个显著特点的要求制作一
部短片，县级组织专家进行评审筛
选，积极推介，进一步打造品牌，扮
靓名片。

挖掘传承县域传统民俗文化，
积极承办、创办各类节会活动，做实
全县乡村旅游推介，讲好云县故事，
加强对外宣传推介，让每一名干部
成为最懂乡村旅游的人，会说清楚、
能讲明白云县的传统民俗文化，助
推乡村旅游发展，提升云县的知名
度和影响力。

本报讯 （通 讯 员 杨 绍 娟）
走进凤庆县勐佑镇大坝塘葡萄种植
园，一串串晶莹剔透的葡萄缀在枝头，
十分诱人。

种植户艾艳梅介绍，她2017年开
始种植葡萄，种植面积从当时的 2亩
发展到现在的 5 亩，收益逐年增加。
种植品种主要有夏黑、蓝宝石、甜蜜之
泪、水晶葡萄等品种，因葡萄种植在当

地属于特色产业，加上艾艳梅的葡萄
品种独特，有机生态，深受消费者喜
爱，吸引了很多游客到葡萄园采摘游
玩。每到周末，很多来自城区及邻近
昌宁县城区的游客带着老人孩子到葡
萄园采摘体验。葡萄根据品种的不
同，每市斤以 20至 40元的价格出售，
2019 年她家的葡萄收入达到 3 万多
元。

近年来，勐佑镇利用区位和资源
优势积极打造有机水果蔬菜采摘体
验园，发展乡村旅游。在该镇坝区，
除了葡萄种植园以外，还有草莓、蓝
莓、火龙果、百香果、冬桃及水果番茄
等有机水果蔬菜采摘园 20 多亩，
2019年特色水果蔬菜采摘实现收入
20余万元，带动了当地群众增收，促
进了全镇乡村旅游发展。

立足资源禀赋 提升“八大要素”

云县加快乡村旅游发展步伐云县加快乡村旅游发展步伐

临沧乡村旅游

新华社北京8月16日
电 西班牙《世界报》网站
日前刊文指出，全球主要跨
国大企业认为，世界经济在
2022 年前不会恢复到疫情
之前水平，即使是抵御危机
能力较强的大企业，也不看
好世界经济能够快速实现

“V”形复苏。
这是美国奥纬咨询公

司一项调查得出的结果。
该调查显示，美国《财富》杂
志世界500强上榜跨国企业
的首席执行官中，超过 75%
的人认为世界经济在 2022
年以前不会恢复到疫情之
前水平。

与此同时，排名前50位
的跨国企业中，有 90%计划
在疫情期间削减成本。奥纬
咨询公司指出，加强成本管
理已成为许多首席执行官力
保企业生存的首要任务。

世界银行6月发布的《全
球经济展望》报告说，受新冠
疫情冲击，预计2020年全球
经济将下滑5.2%，这将是二
战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

跨国大企业多认为跨国大企业多认为20222022年年
前 全 球 经 济 难 复 原前 全 球 经 济 难 复 原

（上接一版）
“这里的山水太美，住在这里太

舒服了。”家住城区的李晓一家每到
周末都会驱车到古村落度过，住农
家屋、吃农家饭，感受山野清新空
气，放空思绪享受宁静时光。

如果把时间倒回几年，南美村
只是个被青山绿水环绕的穷山村，
除了农作物，当地拉祜族群众没有
其他收入。如今，这里围绕“旅游+
扶贫”倾力建设的南美古村落，成为
游客流连忘返的打卡地。

“规划建设中，我们在保留拉祜
村寨原有特色基础上，建设拉祜风
情园、农耕文化主题园等，增强文化
旅游的民族文化内涵和感知体验
度。”南美乡干部张石梅介绍说。

守住山水原有风貌，就是留住
游客脚步。这在临翔区打造乡村旅
游项目中随处可见。

近年来，临翔区在打造乡村旅
游项目中，依托区域优势、特色资源
和市场需求，结合美丽乡村建设和
乡村振兴战略，按照一村一规划、一
寨一风格进行规划建设，把好山好
水留住的同时，也留住了客人的脚
步。

传承文化记住乡愁
乡村是寄托乡愁的地方，人们

去乡村旅游，不仅想去了解农村人
的生活，体验农家饭菜，更想获得独
特的文化体验和深藏心底的乡愁记
忆。

周末，老毕带着一家老小到中
山村游玩，因为这里有个竹艺馆。

很早以前中山村村民就已经开
始以编织背篼、簸箕等竹编制品谋
生，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简单、粗浅
的竹编加工已不能满足人民日益增
长的物质文化需求。

为带动一方致富，中山村抓住
竹编制品生态环保、富含传统文化
气息、市场需求越来越大的契机，找
准定位，建设中山竹艺馆、开发乡村
旅游项目并获得成功。

从临翔城区驱车十几分钟就到
中山竹艺馆，这里山清水秀、绿荫环
绕。

一下车，老毕的母亲直奔竹艺
馆，看竹编制品展示。老人摸摸这
个，拿拿那个，对孙女说，这些编
织品我小时候都用过，看着好亲
切。在展示厅一角，工人们正在现
场编制筲箕。老人一边看一边对
孙女说，这是筲箕，我小时也和村
里的老人学编过。说着，手还不自
觉地动起来，仿佛回到了她童年时
代……

老毕说，之所以喜欢带一家人
到中山村游玩，是因为这里有适合
一家老小观赏玩乐的项目。

确实，到中山村，除了可以到竹
艺馆内静静地欣赏竹编工艺感受传
统文化的魅力，还可以到“秘境谷森
林小镇”旅游项目区尽情玩耍，夜
晚，歇息在森林小镇的木屋中……

动静结合的旅游模式似有一种魔力
让人忘却都市的喧嚣。

看着逐渐热闹起来的中山村，
中山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李忠
玉笑了，她告诉记者，开发中山村乡
村旅游之初，大家一直在思考，游客
来了吃什么、看什么、玩什么，怎样
才能更好地留住客人？反复研究
后，找准定位，突出特色，最终，通过
竹编文化的魅力成功俘获客人的
心。

在临翔区，俘获客人心的乡村
旅游项目不只中山村，碗窑村和碗
窑村初步建成的“云临尚品生态文
化庄园、临沧炼玉陶瓷文化庄园”乡
村旅游开发项目也在其中……

走进碗窑村，道路两边的制陶
店一家挨着一家，随处可见陶酒坛、
陶罐、陶酒壶等传统陶器，家家户户
都把自家产品摆在架上或堆在院子
里，成为碗窑村一道别样的风景。
慕名而来的游客东家进西家出，听
碗窑村土陶的发展史，欣赏土陶作
品，然后带走纯手工制作的土陶产
品。

作为乡村旅游开发项目，云临
尚品生态文化庄园内的土陶一条街
最为吸引人。在那里，游客同样可
以听土陶制作传承人讲述碗窑村制
陶历史、体验陶艺制作，还可以购买
到心仪的土陶制品。把家里的制作
工坊和土陶产品搬到这条街上的杨
章成告诉记者，土陶一条街就是一
个缩小版的碗窑村，在方便游客了
解碗窑村土陶文化的同时，村民的
腰包也鼓了。

如果说土陶一条街是碗窑村土
陶文化的缩影，初具雏形的临沧炼
玉陶瓷文化庄园则是将博尚优质高
岭土与景德镇陶瓷技艺融合，烧制
独具特色的高岭土瓷器，这也开创
了临沧烧制陶瓷的先河。走进庄
园，游客可以到土陶博物馆里追寻
碗窑制陶历史，观摩传统工艺与现
代技术结合的制作陶器、制作瓷器
流程，还可放慢脚步到展示柜欣赏
精美的陶瓷艺术品，感受其魅力。

作为游客，无论以怎样的心境
走进碗窑村，或是走进以碗窑村为
依托建设的两个庄园，都会不自觉
地停下脚步，找寻心中那独一份的
记忆向往……

探寻临翔区的乡村旅游，记者
发现，无论是南美的古村落、中山
村的竹艺馆，还是腾龙的万花谷、
碗窑村引进的两个庄园，他们都把
资源、特色、优势与游客的需求有
机结合起来，按照游客想看什么、
需要什么，就发展什么、建设什么，
找到了资源优势与市场的结合点，
深挖乡村旅游资源潜力，精心打造
乡村旅游产品，成功留住了游客的
脚步，撬动了“美丽经济”。2020年
以来，全区乡村旅游接待游客近
39.19 万 人 次 ，实 现 旅 游 收 入
14336.49万元。

把乡愁写在山水之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