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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杨正东） 日前，勐海县为种粮大户
发放财政统筹奖补资金。

此次奖补范围涵盖全县从事规模化主要粮食作物
种植（稻谷生产）的个人、种植大户、家庭农场、合作社
和企业。针对规模化实际种粮的主体，按照标准给予
一次性奖补，惠及种植大户、合作社等市场主体 58 个，
种粮面积达 53492 亩，奖补资金 267.46 万元。

奖补遵循谁种植、补贴谁的原则，对规模化种植面
积 100 亩以上（包含 100 亩）的主体，每亩一次性奖励
50 元，不设面积上限和奖励金额上限。奖补资金主要
用于购买优质稻种、化肥、农药等农业生产资料以及开

展水稻病虫害统防统治、水稻生产全程机械化等社会
化服务。

勐海福缘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岩温香说：
“我们去年种植水稻 3600 多亩，目前已育秧 2000 多
亩，实际种植面积约 4000 亩。此次我们获得奖补资金
17.9 万元，这让我们更有信心继续扩大种植规模了。”

此次奖补政策的出台，旨在贯彻落实国家粮食安
全战略，通过政策引导和资金扶持，鼓励种粮大户扩大
种植规模，推广应用先进适用技术，提高粮食生产效
益，为确保全县粮食安全、促进农民增收致富提供有力
保障。

勐海县奖励种粮大户

本报讯（通讯员 冯宏伟 李鸿宇） 
走进勐腊县勐捧镇高标准农田，只见
阳光洒在平整的土地上，机器轰鸣着
穿梭于田野之间，播种下一排排秧苗，
田间地头到处充满着春耕气息。近几
年来，勐腊县持续推进灌区建设和高
标准农田建设等工作，农田变得规整
有序，旱能灌、涝能排，土地利用率显
著提高，粮食产量稳步增长。

“今年我家计划种植 25 亩水稻，现
在已经种了 20 亩，希望能有个好收
成。”勐腊镇曼岭村农户岩坎说。

与此同时，平整的土地为机械化作
业提供了便利条件，加上农业部门的大
力推广，勐捧镇的机械化水平明显提

升。各种新型农业机械大显身手，耕
地、播种、施肥等环节一气呵成，不仅提
高了工作效率，而且节省了人力成本。

勐哈村农户岩温告诉笔者，以前
种水稻完全靠人工，又累又费时。现
在有了机械化设备，轻松多了。播种
机一天能播好几百亩地，成活率高，用
种量少。今年我们还在播种机上新装
了施肥机，一边播种一边就可以施肥，
通过集中施肥提高肥料利用率。

勐腊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相关负
责人介绍，除了播种方式革新外，优质
种苗的培育工作一直是农业发展的重
中之重。勐腊县农业农村局种子站通
过不断试验和筛选，引进了多个适合

本地种植的高产、抗逆性强的水稻品
种，并组织技术人员对农户进行培训，
指导他们科学选种、用种。今年，县农
业农村局已在全县范围内推广优质品
种，推广面积预计可达 4 万亩以上。

为确保粮食安全，勐腊县及时发
布系列生产技术指导意见，围绕春耕
备耕、田间管理、病虫害防治等各环节
为农户提供详细的技术指导。

截至目前，全县春耕工作进展顺
利，已完成粮食播种面积 3.41 万亩。
各项农资储备充足，进货渠道和运输
渠道通畅，各类农药、化肥等农资价格
与 2024 年基本持平，能够保障春耕生
产需求。

勐腊县：机械化助力春耕生产

本报讯（通讯员 孙利英） 当前正值
春耕备耕关键时期，勐海县水务局提前
谋划、科学组织、精准调度、多措并举，
紧紧围绕水源保障、设施养护、用水管
理、供水调度等关键环节，确保全县农
业灌溉顺利进行，为全县粮食安全增
产、农民稳步增收筑牢“水支撑”。

勐海县充分发挥水库蓄水保供核
心作用，科学合理统筹水源工程蓄水
量。截至灌溉供水前，那达勐、曼满、
勐邦和曼桂 4 座中型水库总可用水量
达 10161.4 万立方米。其中，那达勐水
库可用水量 4970 万立方米、曼满水库
2410 万立方米、勐邦水库 1968 万立方
米、曼桂水库 813.4 万立方米。同时，

通过流沙河上游支流来水持续补充灌
区，以全面满足灌区水稻等粮食作物
用水需求。

科学合理制定 2025 年度供水调
度方案，确保精准供水、全面覆盖，以
满足农作物不同生长阶段的灌溉用水
需求。严格执行水资源管理制度，灌
区用水总量由州级水行政主管部门核
定，由县大型灌区管理局分配水权到
各用水户。按照“政府引导、农民自
愿、依法登记、规范运作”的原则，在灌
区成立 49 个用水户协会，分别管护辖
区田间工程，确保灌区畅通输水“最后
一公里”。

灌区以工程提质增效为抓手，全

力推进春灌设施保障。完成 2024 年
水利防汛救灾应急项目（大型灌区工
程）以及勐海大型灌区 2024 年第二批
维修养护项目建设。及时组织人员对
水库、拦河闸和干支渠等关键设施开
展拉网式排查，掌握其运行情况。完
成干支渠清淤除障 114.76 千米，设施
维修养护 10 余处，确保灌区灌溉设施
以最佳状态投入春灌。

勐海大型灌区是云南省水稻高产
创建重点实施灌区之一，是我州主要
的商品粮及蔗糖生产基地。目前，灌
区已全面启动农田灌溉供水，完成供
水量 544.52 万立方米，灌溉面积 4.5 万
余亩。

勐海县

多措并举保春灌 提质增效促丰收

本报讯（通讯员 金治东） 近日，景洪市景讷乡青贮
饲料厂举行开业仪式。

景讷乡的水稻、玉米、甘蔗等作物种植面积达 5
万余亩，每年秸秆产量达 2.23 万吨。青贮饲料厂建成
后，预计年处理农业废弃秸秆 5 万吨，可为附近村民
提供就业岗位，真正实现变废为宝、助农增收的绿色
发展目标。

景讷乡傣园农业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岩温罕介绍，
合作社实行“企业＋村党组织领办合作社＋农户”的利
益联结机制，依托上级专项资金建成青贮饲料厂，投产
后每年将返还一定的本金和利润到村合作社，并带动

周边村民就业。目前，已从周边村寨吸纳固定务工人
员 6 人，预计为 4 个村合作社增加 12.6 万元的收入。

“现在有了青贮饲料厂，让我在家门口就能务工。”
大寨村纳扁新寨村民小组村民刀美英说。

据了解，景讷乡构建“党组织＋合作社＋农户”“党
组织＋企业＋农户”的合作模式，组织曼召、贺孔、勐
板、弯角山 4 个村以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形式与企业合
作，投资建设青贮饲料厂，并与农村职业经理人签订协
议，实行“164”利益分配机制，即每年固定返还每个村
合作社 3 万元，扣除工厂运营成本外，利润部分按照 4
个合作社共占 60％、企业占 40％的比例分配。

景讷乡：青贮饲料厂投产

通讯员/兰钰敏

微风拂过，田间的茭瓜叶片随风
摇曳，宽大的叶片在阳光下肆意舒
展。走进勐海县勐往乡茭瓜种植基
地，仿佛置身于大自然精心编织的绿
色画卷中。成片的茭瓜如同一张巨
大的绿色绒毯，覆盖着大地，为勐往
乡增添了浓郁的色彩，诉说着丰收的
喜悦与希望。

“曼允村这片茭瓜种植面积达
300 亩，是我公司在勐往乡的首个试
点基地，今年是种植的第三年，预计
亩产量可达 2.5 吨，主要销往江浙地
区，总收入有望达到 450 万元。”茭瓜

种植基地负责人周腾辉说。
据了解，今年茭瓜的丰收得益于

“党总支＋企业＋农户”的协同合作
模式。在种植初期，很多农户不愿意
把连片土地进行流转。为了打消农
户的顾虑，曼允村党总支书记深入调
研企业情况，精心筹备并组织了一场
面向企业与农户的座谈会。通过双
向沟通，最终确立以“企业托管”模
式，由企业提供种苗、技术支持和销
售渠道的全链条服务，极大提升了农
户的参与积极性，探索出茭白—水稻
轮作模式，使土地流转规模从 2023
年的 25 户 150 亩扩大到如今的 50
户 300 亩，进一步提高了土地的利用
效率和经济效益。

“我家的田每年流转 8 亩，租金
收入 1.2 万元，收茭瓜每天还有 120
元的收入，同一亩地有两份收入。”村
民玉叫燕高兴地说。每年 3 至 4 月
是茭瓜的收获季，茭农们穿梭在田间

地头，忙得不亦乐乎。
截至目前，曼海村民小组茭瓜土

地流转收入年均增收 45 万元，参与
流转的 50 户农户平均每年每户增收
9000 元，带动周边劳动力 200 余人
增收。

“此次试点成功后，曼允村党组
织把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和合作社的
经济优势、产业优势相结合，将按照

‘党组织＋合作社＋企业＋农户’的
利益联结机制，大力推广茭瓜种植。
同时，合理利用村零工驿站吸纳本地
劳动力，让农户在家门口就业。”曼允
村党总支书记李飞说。

近年来，勐往乡以“党建＋”为抓
手，破解产业“小散弱”难题，持续创
新种植模式，盘活土地资源，探索“鱼
稻共生”“虾稻共生”等粮经轮作绿色
高效生产模式。通过多维度发力，构
建起“党支部有作为、村集体有收益、
群众得实惠”的良性发展模式。

茭瓜丰收绘就富民增收新画卷

通讯员/高晴 邵维蕊 陈玲通

近年来，景洪市基诺山乡立足资源禀赋，发挥区位
优势，紧扣规划、产业、组织“三个引领”，把林下经济作
为农村产业革命的突破口，以“生态＋产业＋旅游”模
式推动群众收入和森林资源“双增长”，加快推进林下
经济实现大提升、大突破、大发展，走出了一条生态美、
产业兴、百姓富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近日，在西双版纳阳春砂仁农业标准化示范种植
基地，橡胶林下种植的砂仁郁郁葱葱，一丛丛阳春砂
仁植株碧绿壮硕，密布的匍匐茎上冒出许多尖嫩的花
芽。基地负责人正在砂仁丛中穿梭，认真查看砂仁根
脉长势。

近年来，基诺山乡立足本地资源特色和气候特点，
以攸乐古茶山一二三产融合发展先行区建设为突破
口，明确了以林文旅为主，以林药（阳春砂仁）、林蜂、林
下采集等其他产业为辅的“1＋N”林下经济产业发展
体系。

为发挥“林”优势、做足“林”文章，基诺山乡以“公
司＋合作社＋科研院所＋村委会＋种植户”模式，在辖
区推广林药种植，带动村民规范化种植林药，推进林产
共兴，并建立种苗优选培育基地、林下砂仁种植示范基
地等，助力林下经济发展。

“我们目前的主要工作是对砂仁进行选种选育。
基地部分砂仁已进入花芽分化期，我们将继续观测花
芽的分化情况，为七八月份采果做准备。”西双版纳神
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杨顺航介绍，公司自 2019
年便开始进行林下砂仁种苗规范化种植试验，并以“公
司＋科研院所＋合作社＋农户”的合作模式，科学引导

基诺山乡村民种植砂仁，提升砂仁的产量、产值和品
质。“我们将持续进行选种选育工作，选育出高产、抗
病、抗旱且适合橡胶林下种植的品种进行大面积推广，
带动村民增收。”杨顺航说。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随着生态旅游的兴起，
“雨林徒步游”成为基诺山乡旅游的大热风向。丛林沟
壑间，三三两两的徒步爱好者穿行其间，沉浸式感受
雨林徒步的乐趣。

据介绍，基诺山乡通过“党建引领、政府主导、企业
谋划、村组参与”方式规范雨林徒步健康发展。全乡规
范开发徒步线路 22 条，并坚持建立“党支部＋村集
体＋企业”的联动运作利益共享机制，让村民参与雨林
旅游服务，切实从生态旅游发展中受益。近年来，基诺
山“雨林徒步游”项目火爆出圈，吸引大量游客参与体
验，带动了村民就近就业增收。为满足游客日益多样
化的旅游需求，基诺山乡还注重“吃、住、行、游、购、娱、
养”七要素全域旅游新业态的打造，带动文旅康养、户
外研学等产业投资。

“我们公司共开发了两条线路，涉及两个自然村。
截至目前，共接待游客 3 万多人次，总收入达 500 多万
元，带动当地村民 100 多人就业。”西双版纳啊司喃啵
旅游开发有限公司负责人木拉优介绍，凭借独特的自
然人文风光，基诺山乡成为旅游热门地之一，公司将进
一步优化徒步线路，不断增加游客的体验感和满意度，
巩固和提升基诺山乡雨林徒步的知名度。

基诺山乡森林资源丰富，发展林下经济有巨大的
优势和潜力。该乡坚持党建引领激活发展动能，推动
党的组织体系延伸到新领域、新业态，以组织引领推动
林下经济产业各项目标任务有效落实。充分发挥当地
人才、外来人才、返乡大学生的吸附能力，建立了 1 支
120 余人的林下经济人才队伍，鼓励他们担任林下种
植、林下养殖等专业培训讲师，通过开展理论培训、上
门培训、实地培训，不断提升群众发展农林产业的水
平，激发群众增收的内生动力。同时，不断优化集生
产、包装、存储、检验、销售于一体的林下产业链，以规
模效应促进群众增收致富，全面拓宽林下经济产业链，
推动林下经济高质量发展。

基诺山乡“生态＋产业＋旅游” 模式

推动群众收入和森林资源“双增长”

曼时光项目业主：
由西双版纳金泰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建设的曼时光项目已竣工并通过相关部门的验

收备案。为方便业主及规范小区车辆停放，我公司拟将该项目具备销售条件的车位向业主出售。
特将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项目及车位情况
曼时光项目共 2 幢（1-2 幢、1-2 幢地下室），住房共计 299 套，商铺 20 套。规划用于该项目的

地下停车位共 220 个,车位配比严格按照项目总体规划指标建设（总体平衡）。

二、 本次计划销售车位情况
本次计划销售已具备销售条件的车位为产权车位，共计 169 个，产权面积 5828.34 平方米，所

有权归属于我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相关规定，本小区业主具有优先购买权。

三、 出售通知、登记方式
我公司将通过在小区入口、物管办公室、各楼栋电梯口张贴公告的方式通知业主，并对有意向

购买车位的业主进行登记。
登记时间：2025 年 3 月 19 日。
登记地点：景洪市宣慰大道 11 号曼时光。
需带资料：购房合同、身份证。
咨询电话：0691-2202222。

特此公告。

                                                                     西双版纳金泰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25 年 3 月 19 日

车位销售公告

我公司于 2025 年 3 月 14 日在《西双
版纳报》发布的关于举办一批罚没（查封）
无主物品的拍卖公告更正为变卖公告，公
告内涉及拍卖的内容统一更正为变卖，其
他条款不变。

特此更正。

              云南喜双拍卖有限公司
                  2025 年 3 月 19 日

更正公告 遗失启事
●黄文强遗失道路运输从业人员从业资格证，证号：5301814751，登

报作废。
●景洪市上鼎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532801MAE7DR0T02。
●景洪智纳五金门窗销售部（个体工商户）遗失公章 1 枚，登报作废。
●马涛遗失云南景和置业有限公司开具的收据 2 份，收据号码：

0003355、0003399，登报作废。
●西双版纳华诚科技有限公司遗失财务专用章 1 枚，登报作废。
●西双版纳聚荟久商贸有限公司遗失公章 1 枚，登报作废。
●景洪市禧茉傣民宿店（个体工商户）遗失公章 1 枚，登报作废。

通讯员 兰钰敏/摄茭农采收茭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