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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在“三个示范区”建设中担当作为
中共凤庆县委 凤庆县人民政府

“点绿成金”产业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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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优生态茶园

过去五年，凤庆县以习近平总书
记两次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为“纲”
和“魂”，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
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全
面做好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
生、防风险、保稳定各项工作，经济社
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脱贫攻坚和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决定性胜利。

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地区生产总
值从83.6亿元增加到147.3亿元；地方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从 4.5亿元增加到
6.2亿元；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从21414元增加到31121元；农村常
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 8265元增
加到 13034元；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
23.9%。发展基础不断夯实。“十三五”
是凤庆发展史上投资强度最大的五年，
基础设施建设取得重大进展，铁路、高
速公路从无到有实现历史性突破，被评
为省级“四好农村路”示范县；完成 30
万人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实现
建制村4G网络全覆盖。

特色产业提质增效。巩固提升特
色产业基地 240万亩，培育农业龙头
企业23户、农民专业合作社856个、家
庭农场277个，6个商标获云南名牌农

产品认定；被列为国家有机产品认证
示范创建县、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县、
中国茶业百强县、云南省“一县一业”
核桃产业示范县。美丽家园品质提
升。“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有力推
进，河湖长制全面落实，城乡面源污染
有效治理；森林覆盖率达 71.5%；“厕
所革命”“百村示范、村村整治”“七改
三清”等工作扎实推进；被评为云南省
美丽县城、全省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示
范县。

民生保障更加有力。被认定为全
国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县，被列为
全国“阳光校餐”项目试点县；县乡村
三级医疗卫生设施大幅改善，被国家
列为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试点县；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保持“双零”态势；
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建立。
城乡社会和谐稳定。依法治县全面推
进，县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
平不断提升，安全生产和应急管理机制
更加健全，扫黑除恶治乱专项斗争成效
明显，乡风民风更加文明，四次被省级
表彰为先进平安县，安石村被评为全国
文明村、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

回望来时路，阔步新征程。凤庆

县将不断提升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
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能力
和水平，深入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临
沧现场办公会精神、市委四届九次全
会精神，进一步厚植区位优势、产业优
势、城乡优势、气候优势、生态优势、人
文优势“六大”优势，着力实施项目带
动战略、工业强县战略、乡村振兴战
略、城乡一体化战略、绿色发展战略、
民生优先战略“六大”战略，努力在“三
个示范区”建设中担当作为，书写凤庆
精彩答卷，推动实现高质量发展。

全力以赴建设乡村振兴示范区。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建立健全“一
平台、三机制”，坚决守住防止规模性
返贫底线。打造世界一流绿色食品生
产基地，全力推进“一县一业”，实施

“一二三”行动，全产业链谋划特色产
业提档升级，把凤庆建设成为云南绿
色食品的重要产地。大力实施乡村建
设行动，全面提升城乡人居环境，提高
乡村善治水平。到 2025年，脱贫攻坚
成果得到全面巩固，农民收入增速高
于全国平均水平；世界一流绿色食品
生产基地初具雏形。

积极融入兴边富民示范区建设。

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完善县、乡、村
三级高效运作的“防控网”，常态化抓
实疫情防控，做好重大突发事件应急
处置准备。构建开发合作新格局，形
成凤庆连接东西、贯通南北的高速公
路十字主骨架，融入云南－缅甸－环
印度洋地区海公铁联运物流大通道，
建设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深入推进民
族团结进步示范建设，高质量创建全
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

全力以赴建设国家可持续发展示
范区。坚持不懈推动绿色低碳发展，
打造澜沧江中下游“风光水储”一体化
可再生能源综合开发基地，为碳达峰、
碳中和作出凤庆贡献。发展壮大乡村
旅游产业，全力打造小湾世界古茶树
公园核心区、鲁史全域旅游先行示范
区，巩固提升和创建一批国家3A级以
上景区。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持续打
好“蓝天、碧水、净土”三大保卫战，统
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打造
澜沧江特色优势产业发展走廊。聚焦
创新驱动，加快“数字凤庆”建设，抓好
科技成果、科技人才和团队入凤落地
转化，为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
程》提供“凤庆方案”。

安石村通过茶园、果园、花园、菜
园、家园、乐园“六园共建”，绘就了“房
在林中、人在景中”的美丽画卷，走出
一条生态美、产业美、农民富的可持续
发展路子，开启乡村振兴“加速度”。

近年来，凤庆县立足资源禀赋和
生态优势，生态建设产业化和产业发
展生态化协同发力，做优以茶叶、核桃
等为主的特色经济林产业基地，培育
扶强农业龙头，发挥园区聚集带动效
应，全方位打响“滇红”品牌，着力创建

“一县一业”核桃产业示范县，积极探
索农旅融合、茶旅融合等发展模式，拉
长产业链，提升价值链，拓宽增收链，
变生态价值为经济价值、生态美为产
业美，绿水青山正成为兴业富民的金
山银山。

“滇红”品牌历久弥新

凤庆种茶、制茶历史悠久，是驰名
中外“滇红”茶的故乡，有着得天独厚
的宜茶生产自然条件，优良的大叶茶
品种和精湛的制茶工艺。全县共有茶
园 35.6万亩，遍布 13个乡镇 187个村
（社区），88%的农户种植茶。

近年来，凤庆县加快建设一流茶
叶绿色生态基地、培育壮大龙头企业
促进产业集群发展、大力实施品牌化
战略，使茶叶生产加工实现生产机械
化、产品优质化、经营集约化，逐步走
上规模化、效益型、可持续发展的轨
道，茶产业整体效益不断提高，品牌效
应日益凸显。

采取新植或换植一批良种特色茶
园基地、改造好一批中低产老茶园基
地、留养好一批古茶园基地、推进一批
有机茶园基地的“四个一批”模式，优
化重组全县茶园结构，打造高效优质
生态茶园基地。2020年，新申报有机
认 证 8240 亩 ，全 县 有 机 茶 园 面 积
24399亩，转换期面积15282亩。

作为全国 100个果菜茶有机肥替

代化肥示范县之一，建成的2.4万亩项
目核心示范区实现绿色防控技术全覆
盖，有效带动全县茶园向安全、绿色、
生态、有机方向发展。着力创建全国
绿色食品原料（茶叶）标准化生产基
地，将实现全域绿色茶园。推行“双联
双保”机制保障茶叶质量安全，构建了

“企业指导、合作社统筹、茶农分户实
施”的茶园精细化管理模式。开展“洁
净茶园”行动优化茶园自然生态环境。

发挥滇红生态产业园区资源集聚
优势，推动产业链升级发展，提升产业
工业化水平。做优做强茶叶精制加工
企业 59 户，其中，国家级龙头企业 3
户，省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4户，规
上企业 17户。发展壮大以茶叶为主
的农业产业初制加工小龙头 446户。
小罐茶、大友普洱茶庄园、陈升红等一
批国内知名茶叶企业入驻凤庆。

做有标准的品牌，修订完善《凤庆
滇红茶生产加工技术规范》，使“凤庆
滇红茶”做到一个标准生产、一个标准
加工、一个标准定级。做有地域的品
牌，29户茶叶企业获准使用“凤庆滇红
茶”地理证明商标。做有特点的品牌，
共有茶叶品牌 38个，其中，中国驰名
商标 3个，中华老字号 1个，云南省著
名商标 11个、名牌产品 4个。做有渠
道的品牌，建成电商公共服务中心 1
个、电商服务站 159个，被农业农村部
推选为“互联网+农产品出村进城工程
试点县”。

2020年，茶叶产业综合总产值达
56亿元，茶农人均茶叶收入 4097元，
被中国茶叶流通协会评为“茶叶百强
县”。

“核桃之乡”名副其实

正值盛夏，凤庆的山坡山洼到处
披上了绿装，村庄房屋掩映在郁郁葱
葱的核桃林中，缀满枝头的核桃青果
长势喜人，行走其间，令人心旷神怡。

凤庆是云南核桃原产地和主产
区之一，早在 2004 年就被原国家林
业局命名为“中国核桃之乡”。经过
多年来的发展，全县已建成核桃基
地 172 万亩，核桃产业已覆盖 8.6 万
户农户 38.2 万人，人均核桃收入达
5000 多元。2019 年，又被省政府列
入“一县一业”核桃产业示范县创建
名单。

把创建“一县一业”示范县作为
打造一流“绿色食品牌”的切入点和
有力抓手，按照“大产业+新主体+新
平台”的发展思路，通过强基础、创
品牌、兴产业等目标的逐年落实，做
实“产品落在品牌上，品牌落在企业
上，企业落在基地上”，构建凤庆核
桃完善的产业体系、生产体系和经
营体系。

狠抓核桃基地管理，完成提质增
效示范基地建设 4万亩，带动建设 50
万亩。推广运用绿色防控技术，建
成绿色防控标准化示范基地 45 万
亩，完成绿色有机核桃基地认证 48
万亩。省市县乡村组户七级联动聚
力打造基地管护全新标准化模式。

建立以水洗果为主的核桃原料
初加工流程标准，采取政府引导、企
业主体、市场化运营的模式，大力推
进核桃采后处理水洗果加工站建
设 ，打 造“ 中 国 核 桃 水 洗 果 第 一
县”。已建成 54个水洗果加工站，正
在 建 设 51 个 ，水 洗 果 处 理 率 将 达
90%以上。

大寺乡马庄村户均拥有核桃 5.6
亩，“小核桃”成了丢不起也不能丢的
产业。针对核桃种植、采摘、初加工等
环节缺乏标准、粗放管理影响核桃品
质等问题，马庄村以“党总支+合作社+
小龙头+农户+基地”的运营模式，从指
导农户进行移密补稀、病虫害防治、施
肥、修剪等基地管护做起，建好用好水
洗果加工站，切实保障了核桃品质和
群众收益。

乡村旅游蓬勃兴起

每到节假日，二道河景区的游客
便汇成了“第三道河”，这个仅用两年
时间打造的景区，如今成了凤庆县乡
村旅游新名片和乡村振兴新样板。

近年来，凤庆县依托得天独厚的
气候、生态优势和丰富的山水、人文资
源，积极探索乡村“旅游+”发展机制，
在农旅、茶旅、文旅融合上做文章，聚
焦全产业链做活乡村旅游，让村民得
到看得见的实惠，乡村旅游正成为乡
村振兴的新引擎。

创新开发模式打造的二道河景
区，当地群众通过发展蔬菜、水果、花
卉、中药材、特色餐饮、各类小微作坊
和就地务工、土地入股、资产分红，实
现户均增收 3000元以上，并带动周边
600多户 2500多人增收，实现村集体
经济年收入7万元以上。

树立“全域旅游”发展理念，将
锦秀“茶尊养生”、沧江“长湖泛舟”、
鲁史“古镇乡愁”、诗礼“诵古泼墨”
等旅游亮点包装推介连成一线，融
入大理丽江“朋友圈”。全面完善旅
游“吃、住、行、游、购、娱、网、厕”八
大要素，开发一批乡村旅游新业态
产品，打造一批精品旅游线路，建成
一批乡村旅游示范村，着力把凤庆
乡村旅游打造成为云南旅游的一张
靓丽名片，让凤庆成为全省一流的
健康生活目的地。

已建成鲁史古镇、滇红第一村 2
个3A景区，石洞寺、古墨传统村落、锦
秀茶尊 3个 2A景区，鲁史镇被评为省
级旅游扶贫示范乡及省级旅游名镇，
古墨村、安石村和箐头村获评省级旅
游名村，安石村入选全国乡村旅游重
点村。今年1至5月，全县乡村旅游接
待游客 75.3万人次，同比增 15.2%，乡
村旅游总收入预计达 4.91亿元，同比
增15.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