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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融 媒 体 记 者 和
勤） 近年来，我市紧紧抓住全省发
展高原特色淡水渔业产业的机遇，围
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渔业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突出大水面生态
渔业研究推广、渔业健康养殖示范县
创建、稻田综合种养、特色养殖、池塘
健康养殖、淡水渔业产业技术体系建
设、渔业生态保护及休闲渔业等发展
重点，实施科技兴渔、外向带动、可持
续发展和依法治渔战略，大力推进一
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推动渔业高质量
绿色发展。

全市养殖水域滩涂规划实现全
覆盖。市农业农村局对全市养殖水
域滩涂规划编制工作进行了安排部
署，各县（区）制定出台本级养殖水域
滩涂规划编制工作方案和实施方案，
截至目前，全市共计完成规划编制 9
个，明确了全市渔业发展方向、养殖
区域，优化了养殖的空间布局，有效
推进临沧渔业绿色可持续发展。

推进渔业健康发展取得初步成
效。渔业健康养殖示范场和示范县
创建工作稳步推进。目前，全市共创
建 16家农业农村部水产健康养殖示

范场，2019年 11月 14日双江渔业健
康养殖示范县创建通过农业农村部
验收，双江也成为了云贵川西南三省
第 4家(云南第 3家)全国渔业健康养
殖示范县，有效提升了我市渔业产业
在全省乃至全国的地位和影响。积
极开展大水面生态养殖。继续在澜
沧江小湾电站库区开展大水面“高原
渔场、人放天养”生态养殖技术推广
应用。同时通过对近 10年的研究与
探索进行总结，突破了库区大水面高
山峡湖 20至 120米深水捕捞技术，形
成了《小湾电站库区生态渔业捕捞技
术规范》，为云南乃至全国大水体深
水捕捞提供了成功的范例。在国内
首创了“生产力调查—增殖放流—渔
业养护—深水捕捞—补充增殖放流
—休闲渔业—活鱼运输”大水面水库
渔业生产技术体系，为云南生态渔业
的发展探索出了成功之路，创造了

“小湾生态渔业”模式。
渔业技术体系建设及科研成果

取得明显成效。建成了临沧市水产
实验室，加强了渔业病害、渔业水环
境检测能力，为提升渔业科技推广、
渔政管理提供了强有力的科技支撑；

2019年 4月，云南省淡水渔业产业技
术体系在临沧建立试验站，为渔业技
术研发集成创新、大水面生态养殖技
术、罗氏沼虾生态立体养殖技术、黄
壳鱼人工繁殖技术等成果转化应用
发挥了重要作用。渔业科研取得新
突破，在黄壳鱼人工繁殖、山瑞鳖(国
家二级保护动物)人工驯养繁殖、罗氏
沼虾生态立体养殖等方面取得了新
突破。

渔业三产融合发展稳步推进。
探索稻田综合种养新模式，促进渔业
三产融合发展。在沧源、凤庆、耿马、
双江等县（区）开展“公司(合作社)+农
户(贫困户)+乡村旅游”稻田养鱼(蟹)
新发展模式，与民族传统节日、农民
丰收节相结合，开展摸鱼比赛，助推
脱贫攻坚，挖掘稻田生产潜力；在双
江建设鱼藕立体生态养殖暨渔业观
光示范基地，开展生态立体养殖，同
时建设观光栈道，让游人赏荷花、游
荷园，尝生态鱼，为休闲渔业摸索出
了一条新的经验模式。

特色渔业快速发展。近年来，全市
引进了单性罗非鱼、湘云鲫、异育银鲫、
裸鲤、罗氏沼虾、大闸蟹、大鲵、虹鳟、鲟

鱼、鳄鱼等3亿多尾(只)、30多个名特优
新品种试验示范，开展现场培训指导、
推广养殖技术。通过多年努力，池塘平
均单产从2001年的0.23吨增长到2019
年的1.52吨，翻了近7倍，改变了从前
养殖品种单一、品质退化、技术落后、单
产低的局面，2019年全市良种覆盖率达
到了98%以上。

渔业地方标准制定实现零突
破。2018年，市农业农村局研究起草
了《临沧市绿色农业山瑞鳖养殖技
术》《临沧市绿色农业黄壳鱼饲养技
术》和《临沧市绿色农业稻田养鱼技
术》三个地方渔业技术标准，2019年
10月 1日正式实施，实现了临沧市渔
业地方标准零突破。

同时，通过加强水产品质量安全
宣传和培训工作，推进水产品健康养
殖，抓好渔业生产源头治理，强化水
产品质量检测，不断加强水产品质量
安全监管。2019年，全市水产品总产
量完成12.47万吨，同比增2.5%；水产
养 殖 面 积 完 成 16.88 亩 ，同 比 增
0.76%；渔业经济总产值完成20.9元，
同比增 3%，人均占有水产品产量
47.3公斤，同比增0.6%。

本报讯 （融媒体记者 王朝宇
张正霖） 11月 7日，全省疫情防控工
作电视电话会议结束后，我市立即召开
疫情防控工作电视电话会议，迅速贯彻
落实会议精神。

市委副书记、市人民政府市长张之
政出席会议并讲话。

张之政指出，当前疫情防控形势仍
然复杂严峻，疫情防控任务艰巨。各县
（区）各部门要清醒认识形势，深入贯彻
全国、全省疫情防控工作电视电话会议
精神，切实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按照
中央和省市决策部署，紧盯薄弱环节、
堵住防控漏洞，持续全面加强边境管
控，坚决筑牢常态化疫情防控坚固防
线。

张之政强调，要织密筑牢疫情防
控网络，坚决落实外防输入、内防反
弹各项措施，在思想上再加压、制度
上再完善、措施上再强化，一线工作
人员要坚决克服厌战心理和麻痹情
绪，把疫情防控作为重大政治任务，
时刻绷紧疫情防控这根弦，严格落实
防控各项责任；要突出抓好重点场所
重点环节防控，以“三查三清四告知”
集中统一行动为抓手，迅速开展大排
查大整治；要大力推进爱国卫生“7个
专项行动”，聚焦重点区域和场所，严
格执行体温检测，让勤洗手、常消毒、
戴口罩等成为生活习惯，坚决阻断疫情传播途径，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
安全和身体健康。

杨文章主持会议，唐文庆、王美荣、路治华、赵卫东、蒋世良在分会场参加
会议。

本报讯 （融媒体记者 刘东祥
宋菲菲） 11月 6日至 10日，2020云
南临沧“天下茶尊”茶叶节临沧精品
名茶展览展销在市文化中心民族团
结广场举行。此次线下展览共有 11
户我市重点茶叶企业参展。期间，所
有参展企业提供免费名茶品饮服务，
进行精品名茶品鉴。

展览展销会上，云南双江勐库茶

叶有限责任公司、云南龙润茶科技有
限公司、碧丽源（云南）茶业有限公
司、凤庆县三宁茶业有限责任公司、
永德银竹茶叶有限责任公司等临沧
市 2019年十大名茶获奖企业及云南
省十大名茶获奖企业免费品鉴、精心
解说、打折促销……拿出看家本领向
消费者展示、推介自己的优质产品。

凤庆峡山茶业有限公司负责人

李艳芹说：“每年茶叶节活动我们都
会参加，因为是和亚微节、美食节一
起举行，外来的嘉宾特别多，为我们
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展示平台，已经有
很多客商前来了解洽谈，对我们的产
品也非常满意。”此次精品名茶展览
展销，2019临沧十大名茶、云南省十
大名茶、“10·17 牵手号扶贫临沧茶”、
普洱茶、红茶、绿茶、白茶、乌龙茶等

优质茶品纷纷登场，为茶商提供了一
个品茗采购、洽谈交流的好平台。

据了解，此次展览展销还在线上进
行，以“天下茶尊·临沧茶叶节”微信公
众号、“天下茶尊网”为线上茶叶节主页
面，利用文字、图片、视频推广临沧茶叶
产业、茶叶企业及茶产品，与参展企业
公众号、网站进行链接，并与淘宝、抖
音、拼多多等销售平台实时链接。

本报讯 （融媒体记者 毕昱 李
艳美） 11月8日，由市旅游产业发展
领导小组主办，市旅游行业协会、市餐
饮与美食行业协会协办的临沧“十大名
菜”评选活动暨餐饮行业职工技能竞赛
在临沧市文化中心民族团结广场举行，
全方位展示临沧特色美食文化，为临沧
迎来乡村旅游高峰做好准备。

此次评选活动重点突出当地民族
饮食文化，根据市旅游产业发展领导

小组办公室建议，临翔区突出推荐拉
祜族饮食文化，以五味交融为主题；云
县突出推荐彝族饮食文化，展示民族
特色；凤庆县突出推荐汉族饮食文化，
体现传统美食；永德县突出推荐彝族
饮食文化，主打俐侎风味；镇康县突出
推荐德昂族饮食文化，传递自然气息；
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突出推荐傣族饮
食文化，讲究傣家味道；沧源佤族自治
县突出推荐佤族饮食文化，突显佤山

风味；双江拉祜族佤族布朗族傣族自
治县突出推荐布朗族饮食文化，展示
民族特色风采。

当天，活动现场人潮涌动，气氛
热烈。专家评委、饮食达人及闻讯
前来的群众共同观看了各式特色菜
的制作过程。竞技台上，整齐摆放
的锅碗瓢盆，鲜味十足的食材，让现
场观众充满了期待。在大厨们的

“现场演出”中，炸酥肉、柴氏手撕

鸡、勐汞卤肉、响马菜、手撕干巴、石
花菜柠檬猪耳等一道道散发着诱人
香味的美食逐一完成，刺激着现场
所有人的味蕾。

此次评选活动将持续到 11 月 9
日，市旅游行业协会、市餐饮与美食
行业协会将按照食材运用、口味、质
感、观感、地域特色文化内涵、营养卫
生等 6个方面来打分，最终评选出最
具代表性的临沧“十大名菜”。

本报讯 （融媒体记者 张伟
锋） 11 月 8 日上午，临沧市坚果
办、市坚果协会在市会议中心举办
坚果小镇推介活动，旨在依托临沧
坚果文化节大力推动特色小镇建
设，切实促进临沧坚果产业发展，
不断培育临沧坚果产业发展新亮
点。

坚果小镇推介活动，由进行小
镇建设的云县幸福镇、永德县大雪
山乡两个乡镇主要负责同志介绍
小镇建设的规划思路和政策。相
关企业就坚果小镇建设内容、目标
方向、运行方式及政策支撑。通过
线上、线下相结合，围绕推动坚果
产业发展，融入坚果文化、民族文

化、生态文化，建成生态康养、休闲
观光、乡村旅游相结合的新农村建
设示范，对小镇建设进行讨论。

大家认为，临沧地处祖国西南
边疆，区位优势、后发优势正得到凸
显，依托得天独厚的气候资源和良
好的投资环境，临沧坚果产业未来
发展大有可为。

市招商促进局、永德县人民政
府、云县人民政府有关负责同志参
加推介活动。会上，世界客属总商
会广州商会、神州金铭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玩转地球商旅学苑（北京）
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犇腾营销策划
俱乐部等现场参会企业、线上参会
企业作了交流发言。

本报讯 （通 讯 员 付 天 美
康传文） 11 月 8 日上午，“2020 云
南临翔国际柴烧创作营”研讨会召
开，来自国内外的陶瓷艺术家们共
同交流参加此次柴烧创作营活动心
得。

研讨会上，清华大学美术学院
副教授王耀玲，景德镇陶瓷大学国
际陶艺工作室主任、博士、副教授、
硕士生导师赵昕，中国陶协艺术专
业委员会理事、山东省陶瓷艺术大
师曲冰，分别以《传承与创新》《中国
陶瓷文化》《临翔陶瓷产业》为题进
行交流，分享参加此次柴烧创作的
心得，他们从泥料的提炼、观念的转
变、低端产品向高端产品的提升等
方面，对临翔区陶瓷产业的未来发
展提出了很好的建议意见。

曲冰说：“我一直在想，能不能
和艺术家、陶艺家们一起共同努力，
帮助碗窑村的民间艺人们让产品再
上一个新的档次。比如，在下一次
的创作营中有一个明确的命题，所
有创作家一起围绕目标展开创作，
然后把这些作品呈现给当地的陶艺
家们，让他们从中受到启发、得到帮
助。”

参加研讨的本土陶瓷企业表
示，陶瓷艺术家们的现场创作带动
和极富建设性的研讨分享不仅为本
土制陶艺人搭建了难得的学习平
台，更为本土陶瓷企业提供了发展
参考建议。

临沧市炼玉陶瓷有限公司总经
理鲁文宣说：“参加这次研讨会，对
以后我们公司发展、设计理念，以及
产品的提升都有启发作用，老师们
在短短几天里发现了我们从业以来
一直遇到的一些困难，比如传承困
难、同质化产品泛滥等，现在公司越
来越难招聘到新的技术人员，专业人
才非常缺乏……这次研讨会为我们
打开了一些新的思路，以后我们将尝
试面向临沧高等院校的设计专业或
者美术专业举办一些设计比赛，请他
们为我们设计一些主题鲜明、有云南
特色的元素作为今后生产瓷器的设
计方案，为公司的发展增添活力与动
力。”

艺术家们纷纷表示，碗窑村有着
悠久的制陶历史、具有地方特色的制
陶工艺，希望自己能为当地陶瓷产业
发展尽一份力，也相信碗窑的陶瓷产
业一定会越做越好。

科技兴渔 外向带动

临沧渔业走出高质量绿色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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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云南临翔国际柴烧创作营”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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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沧临沧““十大名菜十大名菜””评选活动暨餐饮行业职工技能竞赛举行评选活动暨餐饮行业职工技能竞赛举行

大 美 临 沧·微 影 有 约

第二届临沧坚果文化节期间，我市
各核桃、坚果加工生产企业云集临沧市
文化中心民族团结广场，展售、推介各
自生产的坚果产品，赢得广大市民、游
客青睐。图为参展企业工作人员向游
客推介、销售坚果产品。

张伟锋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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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1月 8日电 （记
者 于文静） 近年来，我国农民培
养手段更加丰富，高素质农民培育、
高职农业教育、高等农业教育“三高”
协同，不断构建农民短期培训、职业
技能培训和中高等学历教育相互衔
接的高素质农民培育新格局。

这是记者从近日举办的第三届
全国农民教育培训发展论坛新闻通
气会上了解到的。

农业农村人才是强农兴农的根
本。2020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整合

利用农业广播学校、农业科研院所、涉
农院校、农业龙头企业等各类资源，加
快构建高素质农民教育培训体系。

农业农村部科技教育司副司长
张晔介绍说，近年来我国以工程项目
为抓手，推进高素质农民培育，着力
培养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和社会
化服务组织带头人；实施高素质农民
学历提升行动计划，为成年农民敞开
高等教育的大门，去年高职面向高素
质农民扩招突破 2.6万人；多措并举
推动高等农业教育改革，引导高等农

业院校更好发挥为农育人作用。
据了解，为了给广大农民搭建展

示成长成才风采的舞台，给农民教育
管理者、理论研究推动者和教育培训
实践者搭建交流平台，11月 19日至
20日，在农业农村部科技教育司指导
下，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
民体育协会将与上海市农业农村委
员会在上海联合举办第三届全国农
民教育培训发展论坛。论坛期间，还
将举办高素质农民职业技能展示等
活动。

我国推动我国推动““三高三高””协同构建高素质农民培育新格局协同构建高素质农民培育新格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