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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稿信箱：bjb-dqrb@126.com网址: http://www.xgll.com.cn（香格里拉网） 全省各地
据昆明海关统计，2018年一季度，云南省实现外贸

进出口442.9亿元人民币（下同，折合68.7亿美元），较
上年同期（下同）增长65.6%。其中出口163亿元（折合
25.3亿美元），增长22.6%；进口279.9亿元（折合43.4亿
美元），增长108.2%。同期，全国外贸进出口6.75万亿
元，增长 9.4%，其中出口 3.54 万亿元，增长 7.4%；进口
3.21万亿元，增长11.7%。

统计数据显示，一季度进口对全省外贸增长贡献
率为82.8%，拉动增长54.3个百分点，其中原油是最大
净增长点，占进口额的29.2%，天然气、金属矿产品、硫
磺进口继续高位增长，农产品、机电进口加速。

出口70.7亿元 增幅达48.2%
一季度，全省外贸增长态势更趋巩固，月度出口强

劲回升，增速逐月加快；进口保持高增势头，月度同比
均倍增。3 月单月，出口 70.7 亿元，增幅由 1 月份的
7.6%扩大到48.2%；进口100亿元，实现单月“破百”，增
长103.7%，进出口合计170.7亿元，增长76.3%，增速继
续加快。

一般贸易进出口283.1亿元，增长92.9%
一季度，全省一般贸易进出口 283.1 亿元，增长

92.9%，占同期全省外贸额的比重为 63.9%，其中出口
105.6亿元，增长15.8%；进口177.5亿元，增长2.2倍。全
省边境小额贸易进出口54.5亿元，增长8.6%；边民互市
进出口61.4亿元，增长21.8%，边境贸易占全省外贸额
的26.2%。

与东盟实现贸易额221.7亿元，增长21.6%
一季度，全省与东盟实现贸易额221.7亿元，增长

21.6%，其中对缅甸、越南、老挝进出口分别为119.2亿
元、63亿元和14.2亿元。全省与拉丁美洲贸易额27.3
亿元，增长53.1%，其中对巴西、秘鲁、智利贸易额分别
增长30.7%、31.2%和2.4倍。同时，全省与香港地区贸
易额 23 亿元，增长 18.3%；与欧盟、美国贸易额分别为
16.6亿元和10.4亿元，增长28.8%和38.9%；原油进口带
动全省与沙特阿拉伯、阿曼、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贸易额
分别达46.1亿元、16.8亿元和14.8亿元。

出口农产品50亿元，增长2.8%
一季度，全省出口农产品50亿元，增长2.8%；出口

机电产品48.4亿元，增长51.2%，其中电器及电子产品
出口额29.5亿元，增长82%。全省出口化肥16.5亿元，增长34.7%；
出口传统劳动密集型商品12.2亿元，增长17.9%，其中纺织品服装
出口额8.1亿元，增长0.9%；玩具出口额1.1亿元，增长7.5倍；塑料
制品、家具、鞋类出口大幅增长。此外，钢材、电力、焦炭出口额分
别为3.4亿元、2.9亿元和2.4亿元，增长7.4%、14.2%和87.3%。

进出口高新技术产品118亿元，增长2.7倍
一季度，全省进出口高新技术产品118亿元，增长2.7倍，占全

省外贸额比重为26.6%，其中出口57亿元，增长1.3倍；进口61亿
元，增长8.3倍。 （来源：云南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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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北县于2013年引进食用玫瑰种植加工，目前已建成2500亩食用玫瑰种植基地，并在普者黑
景区建成集休闲、观光、鲜花食品品尝为一体的农业观光庄园，在延长食用玫瑰产业链的同时，有
效带动当地农户脱贫增收。据统计，农业观光庄园可解决当地农户常年就业140多人，年均支付工
资252万元。 （来源：新华网）

观茶山、品茶茗、游茶园……近年来，腾冲市积极谋划，促进“腾冲茶”产业与一、三产业深度融
合，目前，茶文化、茶餐饮、茶旅游、茶休闲、茶民宿等产业得到较快发展。

高黎贡山第三届茶文化节暨健康养生论坛日前在腾冲市高黎贡山茶博园举行。腾冲市委常
委、常务副市长吉超贤介绍，腾冲把“大健康”产业作为引领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产业来抓，明确提
出“健康食品、健康医药、健康运动、健康旅游”四大类健康产业。作为腾冲传统产业的“腾冲茶”，
首先跻身于“健康食品”大产业之中。

据介绍，目前，腾冲市共有12万亩大叶种茶、3万亩高山乌龙茶，是全球规模较大的高山乌龙茶
生产基地。极边乌龙茶庄园获评“3A”级景区、高黎贡山茶博园正在争创“4A”级景区。“高黎贡山”

“清凉山”“极边乌龙”等茶品牌，被认定为中绿华夏有机食品、国家绿色食品，已进入北京、上海等
国内大中城市，并远销泰国、巴基斯坦、日本等多国。

“乡村振兴、产业先行。”此次活动主办方腾冲市高黎贡山生态茶业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陈亚
忠说，围绕乡村振兴战略，公司计划今后一段时期新建2万亩有机生态茶园，加强市场开发，做活市
场，扩大出口，壮大全域茶旅康养产业，走特色茶旅文化融合发展之路。

目前，腾冲市高黎贡山生态茶业有限责任公司设有高黎贡山茶博园、院士专家工作站、茶叶加
工及仓储物流中心、茶文化交流中心及16个分厂，自营茶园1.2万亩，辐射带动茶园8万多亩，近年
来累计带动10万余名群众增收致富。 （来源：新华社）

4月19日，省统计局通报一季度全省经济运行数据显
示：一季度，全省实现生产总值 3393.06 亿元，同比增长
9.3%，增速比全国高2.5个百分点，增速排全国第3位。

今年以来，全省认真贯彻落实全国两会、中央经济工作
会议和省两会精神，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积极推进稳
增长22条政策措施落实，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
加快结构调整步伐，加大有效投资力度，促进市场繁荣稳
定，改善质量效益，着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一季度全省
经济运行实现“开门红”。

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实现增加值300.91亿元，同比增长
5.1%，增速比全国高 1.9 个百分点；第二产业实现增加值
1491.91亿元，同比增长11.2%，增速比全国高4.9个百分点；
第三产业实现增加值1600.24亿元，同比增长8.2%，增速比
全国高0.7个百分点。

农业生产总体平稳。
一季度，全省以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指引，科学制

定战略规划，大力发展高原特色现代农业，持续深化农村综
合改革，强化脱贫攻坚，促进农业经济健康平稳发展。全省
农林牧渔业实现增加值308.64亿元，同比增长5.1%，增速排

全国第3位。
工业经济加快发展，企业效益明显改善。
一季度，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9%，增

速较上年同期提高2.6个百分点，高于全国5.1个百分点，增
速排全国第2位。从企业经济效益看，1至2月，工业企业经
济效益持续改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税总额383.60
亿元，同比增长22.4%，增速较上年同期提高11.7个百分点。

固定资产投资稳定增长，结构进一步优化。
一季度，全省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增长

14.6%，增速高于全国7.1个百分点，增速排全国第4位。投
资结构进一步优化，农业投资增速连续9个月保持在25%以
上；工业投资同比增长14.4%，较上年同期回升24.8个百分
点，扭转了连续22个月下滑的低迷局面，工业投资实现了恢
复性增长。其中，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28.8%，对工业投资
扭负为正起到关键支撑作用。

从消费和外贸进出口情况看，一季度，全省实现社会消
费品零售总额1557.82亿元，同比增长12.1%，高于全国2.3
个百分点，增速排全国第5位。外贸进出口趋势向好，一季
度，全省外贸进出口总额完成442.93亿元，同比增长65.7%，

增速比上年同期提高 67.4 个百分点。其中，出口完成
163.04亿元，同比增长22.6%，增速比上年同期提高32.1个
百分点；进口完成279.89亿元，同比增长1.1倍，增速比上年
同期提高100.3个百分点。

从财政收支和金融运行情况看，一季度，全省地方一般
公共预算收入完成493.67亿元，同比增长16.6%；全省地方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1565.87亿元，同比增长21.0%。金
融市场平稳运行，3月末，全省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余额为
30073.57亿元，比年初增加109.72亿元，同比增长3.9%。3
月末，全省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余额26058.3亿元，比年初
增加659.33亿元，同比增长9.6%。

省统计局相关负责人分析认为，一季度全省经济运行
保持了稳中向好的发展势头，结构调整持续推进，积极因素
持续增多，民生改善扎实有效，支撑全省经济运行实现了

“开门红”。下一阶段，要切实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和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围绕省委、省政府2018年工作安排
部署，积极谋划打造“三张牌”，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
主线，深化创新驱动发展，促进经济平稳向好，努力实现高
质量发展。 （云南经济日报）

一季度云南GDP同比增长9.3% 增速全国第3位

近日，记者从玉溪市农业局获悉，去年全市
花卉种植面积达8.65万亩，综合产值达25.88亿
元。

据了解，花卉产业是玉溪最具特色的产业，
花卉产业的发展为玉溪设施农业、高效农业、标
准化农业、产业化农业的发展起到示范带动作
用，玉溪花卉一直享有“中国花卉在云南，云南
花卉在玉溪”的美誉。截至去年底，全市有花卉
企业 201 个，其中省级龙头企业 7 家、市级龙头
企业 11 家，花卉生产合作社 56 个，带动农户
3524 户，规模种植大户 316 户，户均收入 7.8 万
元。

目前，玉溪市种植的花卉品种主要有玫
瑰、百合、康乃馨、洋桔梗、非洲菊、大花惠兰、
国兰、盆花月季、盆花菊花等 60 多个品种。药
用花卉主要有灯盏花、金银花;工业用花主要
有除虫菊；食用花卉主要有茉莉花、食用玫
瑰。花卉产品主要销往全国各大中城市，并出
口俄罗斯、日本、澳洲、韩国、东盟、欧盟等。
今年，全市力争鲜切花种植面积3.3 万亩以上，
重点提高产量和品质，大力发展绿化苗木、药
用食用花卉和盆栽花卉，加大花卉网上销售，
提高花卉种植面积，确保花卉总产值达 26 亿
元以上。 （来源：玉溪市人民政府）

玉溪市花卉综合产值近26亿元

近年来，保山市昌宁县充分发挥
气候、区位、交通、劳动力等优势资
源，因地制宜积极招商引资扶持发展
蔬菜产业。

目前，全县共有蔬菜专业合作组
织 30 个、公司 1 个、中间商 50 余户，
有冷藏库20余座2万多立方米，依托

蔬菜企业、专业合作社、中间商牵线
搭桥组织外销形成市场网络，初步
实现蔬菜产业小生产与大市场的对
接。2017 年，全县蔬菜种植面积达
11.51万亩，产量16.3万吨，实现产值
6.1亿元。

（来源：中国财经新闻网）

保山昌宁蔬菜种植面积达到11.51万亩

2017 年初，大姚县委、县政府向
全县 29 万各族群众郑重承诺：办好
扶贫、交通、水利、安居、强基、教育、
医疗、就业、产业、生态 10 大民生工
程 30 件民生实事。一诺既出，大姚
县咬定目标不放松，以不畏艰难、久
久为功的愚公移山精神，稳准狠快
的钉钉子精神和精准精细精致的工
匠精神，埋头苦干，狠抓民生实事的
落实。

一年转瞬即逝，放眼大姚城乡，
一项项民生工程相继完成，一件件民
生实事普惠群众，在党和群众间架起
了座座连心桥……

深冬时节，一年收获过后的“核
桃之乡”大姚三台，千山万岭间的核
桃树进入了休眠状态。而在大片的
核桃树林里，依然是群众忙碌的身
影：把核桃林里的坡地改为台地、砌
围埂、扩树盘、打栅栏、填肥，用石灰
浆刷白树干……以固土培肥为重点
的核桃提质增效举措正在实施。

大姚县国土面积达 4146 平方公
里，广袤的山地资源为发展核桃、花
椒创造了条件。2017年，大姚县核桃
种植面积已达 162 万亩，花椒 40 万
亩。但在 162 万亩核桃和 40 万亩花
椒中，挂果和进入盛果期的并不多。

抚育管理、提质增效成为大姚县产业
惠民的重要工作。

为把提质增效、产业惠民落到实
处，让全县的农业产业在拥有一定基
础数量的同时，向质量效益型转变，
走质量效益型路子，大姚县出台了

《核桃、花椒提质增效 10 项技术措
施》，内容包括固土培肥、套种间作、
旱季浇水、品种改良、中耕施肥、整形
修剪、病虫防治等。2017 年，大姚县
投入资金，组织群众实施了10万亩核
桃、5万亩花椒的提质增效工程。“过
去任其生长，空枝多，不挂果，通过科
学管理，实现了早挂果、多挂果。”三
台乡林业站站长罗子高说。

在抓林产业科学管理的同时，大
姚县注重抓好市场培育。2017年，大
姚县创建高原特色农业示范样板 29
个，建成乡镇电子商务服务平台 12
个，行政村电子商务服务站111个，全
县一大批核桃、花椒、白芸豆通过电
商走向了全国。

村有主导产业，户有增收门路。
2017年，大姚县核桃产量达3.3万吨，
农民核桃收入 8.7 亿元，全县农民人
均核桃收入3977元；花椒产量达2812
吨，农民花椒收入1.35亿元。

（来源：楚雄日报）

楚雄大姚县核桃产业助农增收

临沧市云县茂兰镇岭磨村近年来始终坚持“振兴茶叶产业，实
现绿色崛起”的发展理念，做实茶叶产业，拓宽村民致富路。

据岭磨村党支部书记、主任纪胜华介绍，该村有茶园面积3600
多亩，其中，500年以上古茶树600多亩200多株，茶叶是全村的主
要经济来源。下一步，该村还将宣传好古树茶的保护，提高全村古
树茶到品质。

据了解，茶叶是岭磨村最大、最古老、最传统的生物资源，该村
的茶叶生产历史悠久，古茶树资源丰富。2017年，全村实现茶叶销
售收入600余万元，其中，古树茶收入突破300万元。2018年春茶
品质好于往年，村民的茶叶收入有望比2017年有所提高。

（来源：云县委宣传部）

云县岭磨村：发展茶产业增收惠民

白鹤滩镇地处巧家县城，是全县政治、经济、文化、商贸中心。

全镇地势东高西低，处于金沙江东岸阳坡地带，三面环山、一面临

水，全镇国土面积333.23平方公里，辖19个村和12个社区，共494

个村（居）民小组40333户105778人，其中贫困村（社区）27个，贫困

人口5436户19834人。

据悉，该种植示范园共流转土地100余亩，开展冬桃、南方樱

桃、车厘子及中药材套种，进行良种核桃苗、芽培育，投入共计200

余万元。经过两年多的努力，现冬桃、南方樱桃、车厘子均已挂果，

冬桃将于4月份上市，南方樱桃、车厘子将于5月份上市，核桃苗、

芽已经在全镇范围销售，中药材将于今年出产，预计2018年年产值

将达350万元左右，以后将逐年增加。

据巧家县白鹤滩生态农业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兰华介绍，当初

选择上山发展是看重白鹤滩水电站建成后，该镇河谷地带多数土

地被占用，后山生态农业、产业、乡村旅游等将快速发展，加之后山

水质好、气候好，适合种植水果、中药材等。现种植示范园初见成

效，已积累了一定种植、管理经验，下一步将以中村村为核心，逐步

向附近的旱谷、官村、咪吐等村扩展，辐射带动后山产业发展。

此外，该合作社在示范园打造中，优先选用当地劳动力，每年

常用劳动力10人，不定期雇用劳动力100余人次。据了解，每年在

示范园工作的劳动力收入合计30万元左右，合理解决了土地流转

农户的增收问题。 （来源：昭通新闻网）

昭通巧家成功探索“水果 药材”产业发展新模式

近年来，曲靖市罗平县积极探索
产业发展模式，大力发展脱贫产业，
扶持 11182 户贫困户发展致富产业，
实现贫困对象产业扶贫全覆盖，推动

“输血式”扶贫向“造血式”扶贫转
变。

据了解，该县依托在高原特色农
业、全域旅游、健康养生产业等方面
的优势条件，采取“一村一策”“一户
一法”等方式，推动烤烟、冬早马铃
薯、蜜蜂、小黄姜、热区水果、中药材、
水麻皮、黄山羊、水产品、旅游等9大
特色农业脱贫产业发展。

结合农业产业项目精准到村到
户情况，该县投入产业扶贫项目资金
5425万元，发放扶贫小额贷款9689万
元，实施产业扶贫11182户41923人；
全面推动“旅游+”脱贫，实施“旅游+
民俗工艺加工”“旅游+乡村客栈”等
旅游带富项目，推进“旅游+环境提升
就业户”，通过委托第三方劳务公司
聘请条件合适的贫困户按月工资
1200元参与景区管护，带动81户贫困
群众增收。

在“支部+企业+合作社+基地+
贫困户”的产业发展模式实践中，该
县积极对接上海援滇项目，扶持建
档立卡贫困户入股农牧产品专业合
作社，每户贫困户量化 1 万元股份
入股中蜂养殖、小黄姜加工、热区水
果种植、水产养殖、高原中药材种植
等特色产业合作社，按年分红本金
8-10%的标准进行分红，实现每年
每户收益 800-1000 元，带动 3429 户
贫困户增收。

罗平县阿岗镇恒鑫农牧产品专
业合作社积极探索推行入股分红、肉
牛寄养分成和寄母分犊、种植青贮玉

米、就地吸纳用工四种模式，让85户
338 人建档立卡贫困户稳定增收脱
贫。

另外，该县整合蜜蜂产业发展
项目资金 700 万元，开展“蜂产业+
脱贫”工作，成立蜜蜂养殖专业合作
社，按照“企业找市场、合作社建基
地、贫困户入股份”的模式发展中蜂
养殖，实行订单协议保底统购统销
和盈亏共享。目前，该县已建设蜜
蜂养殖基地 13 个，饲养蜜蜂 1810
群，带动 868 户 2962 人建档立卡贫
困户脱贫。

在壮大集体经济方面，该县安排
专项资金620万元发展集体经济，3个
贫困乡所属38个村（社区）以及24个
建档立卡贫困村集体经济收入均达2
万元以上。

鲁布革乡大坡村探索“支部＋经
济合作组织＋基地＋农户”联合经营
型模式，整合上级扶贫资金和土地、
林地等资源，引进罗平县云岭蜂业工
贸有限公司,总计投资 5000 万元，建
设集蜜蜂养殖、生产加工、展览营销、
教学培训、科普教育、康体理疗、休闲
度假观光旅游为一体的芭蕉箐蜜蜂
文化园，每年可增加集体经济收入15
万余元，辐射带动周边群众年均增收
1000余元；实施能人大户带动发展脱
贫，支持贫困户挂靠养殖、种植能手
和大户，向其学技术、学经验、找产品
销路等方式跟随发展，促进241户贫
困户增收脱贫。

目前，芭蕉箐村党员李云才利用
祖辈传下来的木工手艺从事蜂箱制
作，成立蜂箱制作合作社，带动了54
户贫困群众增收致富。

（来源：罗平县委宣传部）

罗平：“致富产业”覆盖贫困对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