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责编 李维鲜 制作 杨焱 新闻热线：2138946

2021年4月2日 星期五 要闻·经济

经 济 资 讯

本报讯 （融媒体记者 杨维
张正霖） 3月31日，临沧高新区升级
国家高新区规划评审会议在临翔召
开，会议对《临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发展战略规划》《临沧高新技术产业开
发区产业发展规划》进行专家咨询。

省科技厅党组成员、副厅长高俊
主持会议，中央政策研究室经济局原
副局长白津夫、科技部火炬中心高新
区管理处高级工程师魏颖等国家级专
家出席会议并进行评估咨询。

市委常委、临翔区委书记、临沧工
业园区党工委书记尚东红作表态发言，
市政府副市长倪正刘汇报临沧创建申
报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工作情况。

临沧高新区前身为成立于 2004
年的临沧工业园区，2017 年获批省级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是《云南省新型
工业化重点产业发展规划纲要》重点
建设的30个园区之一，也是省重点培
育的 50 个百亿园区之一，2018 年 10
月获批省级知识产权示范园区，2019

年 7 月获批国家知识产权试点园区，
连续四年被评定为全省十强园区。为
提升临沧高新区对临沧工业发展的促
进作用，市委、市政府决定将临沧高新
区与区位相邻、功能互补的云南云县
产业园和云南凤庆产业园合作共建，
共同创建申报临沧国家高新技术产业
开发区，以“一区二园”模式打造“临云
凤”区域产业和科技创新共同体。

听取汇报和评估咨询后，高俊要
求，要坚定信心，牢牢把握临沧创建申

报国家高新区的优势和特色；要提高
站位，立足全国的高度来分析临沧创
建申报国家高新区的特色和定位；要
讲清楚创建申报国家高新区的必要性
和可行性；要聚焦重点，突出园区建设
的亮点；要抓紧抓实，切实加快推进临
沧创建申报国家高新区工作。

尚东红表示，将认真学习领会，尽
快完善提升规划，加强汇报对接，切实
压紧压实责任，做好做足创建申报国
家高新区的一切准备工作。

临沧高新区升级国家高新区规划评审会议要求坚定信心提高站位

加快国家高新区创建申报
本报讯 （融 媒 体 记 者 李

艳美 张润芝） 3 月 31 日，我市
举行工商联合会（总商会）五届五
次执委会议。会议提出，要扎实
工作，锐意进取，深入学习贯彻党
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为构建
临沧民营经济新发展格局贡献力
量。

市政协副主席、市工商联（总商
会）主席（会长）肖涛出席会议并讲
话。

会议要求，要持续加强和改进
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思想政治工作，
不断扩大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在
市、县（区）工商联执委企业的覆盖
面；要开展“千企兴千村”行动，将

“千企兴千村”行动作为民营企业
参与乡村振兴的新模式，达到企业
发展、乡村振兴双赢的目标；要管
理和服务好全市非公有制经济，充
分发挥好工商联作为政府管理和
服务非公有制经济助手的作用，推
动构建“亲”“清”政商关系；要认真
谋划好 2022 年全市工商联系统换
届工作，将民主协商贯彻于换届工
作始终，坚持先协商后决策，在各
个环节充分发扬民主，为明年换届
工作打牢基础；要持续深入加强工
商联系统自身建设，不断提升工商
联机关干部能力素质，为推动“两
个健康”和工商联事业发展提供有
力保障。

市工商联合会（总商会）五届五次执委
会议提出扎实工作锐意进取

为构建临沧民营经济新发展格局贡献力量

本报讯 ( 通 讯 员 杨 宇 韬)
云县茂兰镇拨还河村地处高寒山
区，因受气候、地域条件限制，该村
发展长期滞后。近年来，在党的政
策指引下，村党支部带领群众彻底
转变思路，经过实践探索，走出一
条绿色发展路子。

村党支部带领村民实施了 4.2
公里道路硬化工程，辐射 9 个村民
小组 421 户农户和草山景区，极大
改善群众生产生活条件和游客往
来。依托当地灵宝山风景区、2 公
里长的古道遗址和 10560 亩草山，
融合当地彝族文化，不断完善旅游
要素建设，推出“住彝家院，吃彝家
饭，游灵宝山，走茶马古道，观万亩
草山美景”的特色旅游模式，发展
农家生态旅游，村里每年接待游客

5 万人次，成为周边群众度假、休
闲、观光的好去处。

该村因地制宜，发展白木瓜、
茶叶、冬豌豆、烤烟、核桃等种植业
以及高山生态跑步鸡、禽蛋、火腿
等特色农副产品，村里还建起了农
副产品加工坊。今年，该村种植豌
豆 1000 余亩，收入达到 700 余万
元。种植冬豌豆省劳力、投资少、
效益高，当地农户通过售卖冬豌豆
收入最高可达到 7000 元。

依托丰富的植被环境，发展猪、
牛、羊养殖业，全村牲畜存栏 2070
头，其中,猪1400头、牛270头、羊400
头。当地养殖的原生态放山猪、跑
步黑山羊已成为市场青睐的优质生
态食材，为村民带来了较好的经济
收益。

2021 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

平总书记“让历史说话、用史实

发言”重要指示精神，用档案见

证中国共产党的百年辉煌，充

分 挖 掘 利 用 临 沧 红 色 档 案 资

源，讲好红色故事，传播红色文

化，更好地为临沧经济社会发

展服务、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

也为了更好地保护散存于社会

并具有纪念意义、保存价值的

红色档案史料，临沧市档案馆

面向社会各界公开征集 1921 年

至 2021 年期间和临沧有关的各

类红色档案，现将有关事宜公

告如下：

一、征集内容

1921 年 至 2021 年 期 间 ，临

沧地区形成的党史资料，包括

重要党史人物、党的重要活动、

重 要 事 件 相 关 的 具 有 纪 念 意

义、保存价值的档案资料。

（一)有关临沧党组织或党

员具有纪念意义的凭证性和标

志性实物，包括书信、日记、回

忆录、印章、证书、证件、奖章、

奖杯、奖状、锦旗、立功证明等。

（二）受到省级以上表彰的

党组织或党员，围绕党的政治

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

风建设、纪律建设和制度建设

方面作出贡献的档案资料。

（三）记录反映临沧重大党

史活动的活动标识、老报纸、老

杂志、老照片、音视频等。

（四） 重大活动、重要事件

的当事人、见证人、工作人员或

其亲属子女、同事提供的口述

历史资料等。

（五） 各 新 闻 媒 体 、自 媒

体、社交媒体以及影视爱好者

在直播、采访临沧地区建党 100

周年系列活动中形成的有价值

的 纪 实 性 资 料 和 宣 传 报 道 材

料。

二、征集方式

（一）本 次 建 党 100 周 年 档

案征集活动属无偿捐赠，本馆

将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向捐赠

机构或个人颁发捐赠证书。

（二）此 次 征 集 的 档 案 资

料，经鉴定真实性后进馆，进馆

保 留 的 档 案 资 料 均 归 国 家 所

有，永久保存。

（三）捐赠者对所捐赠的档

案资料享有优先利用权，并可

对所捐赠档案资料中不宜向社

会开放的部分提出限制利用的

意见。

（四）捐赠前请联系工作人

员，确保捐赠材料符合征集要

求，如不符合要求，本馆将视情

况自行处理。

三、征集要求

（一）捐赠的档案资料内容

要客观、真实，不接受数字化件

和复印件、复制件。

（二）照片应为未经电脑或

手 机 软 件 修 改 处 理 的 原 始 记

录，并附简要的文字说明，内容

包括拍摄时间、地点、内容、人

物及职务（重要人物请说明其

在照片中的位置）、摄影者等。

（三) 音 视 频 应 播 放 流 畅 ，

音质和画面清晰，并附简要的

文 字 说 明 ，内 容 包 括 时 间 、地

点、内容、人物、拍摄者等。

（四）实物应附简要的文字

介绍，包括形成时间、材质、所

有者等。

四、征集时间

自 公 告 发 布 之 日 起 ，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止。

五、联系方式

社 会 各 界 可 通 过 信 函 、电

话 、进 馆 捐 赠 、电 子 邮 件 等 方

式，与临沧市档案馆联系。

联系人：罗玉英

联 系 电 话 ：0883-2134278

2145455

电 子 邮 箱 ：lcda2005@163.

com

邮寄地址：临 沧 市 临 翔 区

迎宾路 130 号临沧市档案馆

邮政编码：677000

特此公告

临沧市档案馆关于征集“建党
100 周年”红色档案的公告

拨 还 河 村 走 好 绿 色 致 富 路

（上接一版）明确市政协主席会议
成员和专委会各指导 1 个县（区）、
县（区）主席会议成员各挂包 1 个
乡（镇）、县（区）政协专委会各联
系 1 个基层协商议事会议的联系
指导机制，形成了“专委会+委员
履职组+协商议事会议”的协商载
体。协商成果党政主办。建立协
商意见由党委分层交办、办理情况
纳入党政督办事项、办理结果“一
办双反馈”的协商成果落实机制，
建立了建言资政专报机制，对“协
商在基层”协商成果的报送方式、
办理程序、督查机制、反馈渠道作
出了明确。

加强分类指导，注重典型引
路。先行先试作探索，2019 年，全
市先后开展“永德大山乡集镇人居
环境整治”“耿马孟定清水河村 5G
试验站建设”等 8 次基层协商议事
活 动 ，推 动 解 决 了 11 项 民 生 实
事。2020 年，根据省政协的统一部
署，确定 2 个试点县、16 个试点乡

（镇）、32 个试点村、8 个企业开展
试点工作，推动了一批党政工作要
事、民生改善实事、社会治理难事
的解决，深受基层干部群众的欢迎
和好评。科学统筹抓指导，研究制
定了协商议事规则、《“协商在基
层”工作流程》、“协商在基层”品
牌格式等制度性文件，确定了“4
环 14 步”的工作流程，确保“协商
在基层”工作规范开展。典型引路
拓辐射，各县（区）制定了工作方
案、工作流程，规范设立协商议事
会议，统一了品牌标识格式。全部
试点乡（镇）完成了品牌格式、工作
规则、工作流程、协商主体 4 个上
墙工作。重点推动镇康、耿马 2 个
试点县和临翔区的工作，以党委交
题、委员荐题、各方征题方式，从乡
（镇）、村委会、社区三个不同层
面、不同选题方式开展耿马孟定镇

“洁净城市行动”、镇康军赛乡岔路
村红岩自然村“一寨三县三乡六
村”联合治理、临翔区忙畔街道玉

龙社区“建立卫生服务体系”三次
重点协商议事活动，取得选出好议
题、拿出好流程、议出好氛围、商出
好成果的成效。

加大资金投入，强化氛围营
造。“协商在基层”启动以来，市县
政协积极筹措资金 265 万元，规范
各级协商议事会议室、制度上墙等
工作，其中市政协协调市级财政下
达各县（区）专项资金 75 万元。8
个县（区）分别从镇、村、社区角度
制作“协商在基层”专题片，相互学
习参考。加大“协商在基层”工作
宣传力度，及时挖掘协商议事典型
案例，提高宣传效果，让各级各界
更多地了解“协商在基层”工作，更
好地感受“协商在基层”的实施效
果。江苏、浙江、河南、甘肃等地政
协分别到临沧考察学习，16 个协
商案例被《人民日报》《人民政协
报》、学习强国等新闻媒体登载，浏
览量最高的达 200 余万人次。

市政协办公室供稿

临沧着力打造“协商在基层”品牌

走进大山乡左金华家，一家人正在晾晒红花。左金华介绍，今年的红花价格不错，每公斤卖到156元，前不久
卖了150多公斤，现在这批还有50多公斤，地里还可以再采摘2次。他家去年种了15亩烤烟，收入10万多元，当
烤烟采摘到中期时又提前撒下6亩红花、9亩豌豆种，红花可以吸取烤烟地养分，烟杆直接成为豆架。永德县大山
乡积极探索“烤烟＋红花＋X”轮作模式发展产业助农民增收致富，轮作模式不但提高土地利用率，还让村民获得
多份收入。图为村民在采摘红花。 汤建丽 郭建军 摄

本报讯 （通讯员 张一航）
近期，凤庆县郭大寨乡组织群众进
行核桃，砍稀增间，以合理种植为重
点，砍除或移除过密的核桃树，剪除枯
枝、病虫枝、弱枝、交叉重叠枝、途长枝
及堂内丛生枝，按照“一县一业”实施
方案要求，严格控制每亩核桃种植株
数，并积极做好树干涂白、整形修枝、
中耕施肥、病虫防控、筑埂保土、树盘
覆盖等提质增效措施。

走进郭大寨乡郭大寨村，远远就
能听到油锯“轰隆隆”的声音，那是村
民们在砍伐核桃树。“以前我们只重
栽，不重管，看见别人栽多少，我们也
栽多少，完全不考虑合理密植，一大片
地只见树，不见果，核桃效益增不上
来。”郭大寨村支书张东耀说。

核桃产业作为郭大寨乡的传统
产业、特色产业，经过多年发展，目
前全乡累计种植面积 12 万余亩，实

现年均产量 8500 吨以上、产值 1 亿
元以上，核桃产业成为了该乡重要
的支柱产业之一。

“核桃树过密，核桃挂果率低，
核桃品质差，同时影响核桃树下的
茶叶长势，通过间密补稀措施，将大
大增加夏茶发芽率，提高核桃品质
和挂果率，切实提高我们的经济收
入。”正在砍自家核桃树的村民张正
文说道。

郭大寨乡加强核桃春季管护

新华社上海4月1日电 （记者
陈爱平） 2020年，上海接待国内游

客 2.36 亿人次，实现国内旅游收入
2809.50亿元。预计到“十四五”期末，
在 2020 年基础上，上海旅游总收入、
旅游投资量、千万级年访问量的景区
数量等发展指标将实现倍增。

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局长方世
忠1日在首届上海旅游产业博览会上
介绍，“十四五”期间，上海将实施“上
海旅游”倍增计划。在畅通内循环方
面，以庆祝建党百年为契机，以红色
文化、海派文化、江南文化为基底，全
面推进文旅深度融合，全面提升“红
色经典游”“浦江游览”“建筑可阅读”
等文旅精品，结合城市微更新打造更
多主客共享的旅游新空间。

上海将以“新基建”赋能，加快
建设智慧旅游应用场景，其中今年
计划建设 20 家智慧景区、600 家智
慧酒店。开发更多“云上”会展、演
出、游园、过节、直播系列精品。同
时，上海将进一步构筑全域旅游安
全网。

方世忠说，上海从促进文旅投资
和文旅消费两端发力，聚焦“一江一
河”“五个新城”和崇明世界级生态
岛、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
区、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等重点区
域，打造一批富有文化底蕴的世界级
旅游度假区，打造上海旅游节、上海
旅游产业博览会、“四季上海”文旅消
费信息发布推广等三大名片性重大
活动，搭建旅游资源交易、高端人才
培养、全球旅游智库、国际旅游营销
等四大功能性重大平台。

上 海 2020 年 国 内 旅 游 收 入
2809.5亿元 预计“十四五”期末倍增

新华社日内瓦3月31日电 （记
者 凌馨） 世界贸易组织31日发布
报告说，去年全球贸易表现好于预期，
预计今年全球贸易将持续反弹，今明
两年全球货物贸易量将分别增长
8.0%和4.0%。

根据世贸组织当天发布的年度
《全球贸易数据与展望》报告，从地区
看，受美国大规模财政刺激政策等影
响，2021 年北美将成为拉动全球货物
贸易需求的主要地区；亚洲地区的出
口货物量预计将增长 8.4%，成为全球
出口增速最快的地区之一。

报告显示，受新冠疫情影响，2020
年全球货物贸易量下滑 5.3%，但这一
表现好于去年 10 月世贸组织对全球
货物贸易量下滑 9.2%的预测。世贸
组织认为，关于新冠疫苗的利好消息、
多个经济体实施的财政和货币政策、
中国等亚洲经济体实施有效疫情管控
措施并遏制经济下滑等因素，提振了
全球贸易需求，避免了全球贸易陷入
更加严重的衰退。

具体而言，2020 年亚洲地区成为
唯一一个货物贸易出口量维持正增长
（0.3%）的地区，而中国成为全球最大
的出口国和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进口
国，其进出口贸易量分别占全球总量
的11.5%和14.7%。

世贸组织警告说，尽管全球贸易
短期前景较为积极，但贸易复苏的地
区性差异、服务贸易的持续疲软以及
新冠疫苗在全球尤其在贫穷国家的延
迟接种等因素将增加全球贸易前景的
不确定性，而未来疫情发展仍将对贸
易复苏构成最大威胁。

世贸组织总干事奥孔乔-伊韦阿
拉在当天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保持国
际市场开放对各经济体从这场危机中
复苏至关重要，而在全球范围内快速
和公平地接种新冠疫苗是强劲和持续
复苏的先决条件。

世贸组织预计全球
贸 易 将 持 续 复 苏

（上接一版）
村民蔡大良介绍，大南宋村近

两年来变化最大，村庄环境越来越
美，很多城里的人到这里游玩，村里
部分群众开起了农家小吃店，他家
就是其中之一，主要经营烧烤和农
家特色菜，从去年 8 月开始到现在，
他家已有20余万元的收入。

“春节以来，每天都有人到村里
玩，我家小吃店每天接待的人都在5
桌以上，有时还爆满，兰花产业带火
了我们的乡村旅游。”蔡大良说，现
在村上开办农家小吃店的有4户，家
家的生意都做得不错，这个曾经偏
僻落后的小村会有这么多人来，竟
然还开起了饭店，这是他以前想都

不敢想的事，现在已经变成了现实。
“我要扩大农家小吃店规模，增

加接待量，同时，有钱大家一起赚，
再发动几户开办小吃店，吸引更多
的人来我们村消费，把我们兰花盛
开的村庄做得越来越美，把我们的
乡村旅游办得红红火火。”对于下步
的发展，蔡大良充满了信心。

兰 花 香 满 大 南 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