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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9月30
日，云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云胶集团”）营业总收入、利
润 总 额 与 去 年 同 期 相 比 分 别 增 长
16.8%、197.5%。

云胶集团发展态势引人瞩目的背
后，是深化改革为企业高质量发展注入
源源不竭的动力。

强组织 聚合力

云胶集团把准航向、奋楫笃行，向
着高质量发展坚定前行。

学思践悟，真信笃行。为使《云南
农 垦 集 团 改 革 三 年 行 动 实 施 方 案
（2020-2022年）》《云南农垦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对标世界一流管理提升行动责
任书》落地见效，制定《云南天然橡胶产
业集团改革三年行动方案（2020—2022
年）》，建立《云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有
限公司改革三年行动工作台账》。

职能职责，持续完善。深入贯彻落
实国资委、集团公司重大决策部署，优
化调整云胶集团全面深化国有企业改
革工作领导小组和领导小组办公室成
员。对照集团公司重点任务，严格落实
跟踪监督机制。所属企业成立以主要
领导为负责人的组织机构，强化国际对
标、行业对标，动态调整考核指标权重。

建章立制，与时偕行。截至2021年
9月，云胶集团本部共发布157项制度，
涉及发展战略、生产经营、投资管理、关
键业务流程、组织人员管理、“三重一
大”事项、高风险业务等方面。

监督执纪，重要抓手。云胶集团纪
委制定《党委与纪委协同推进机制实施
办法（试行）》，积极发挥审计监督、财务
监督等经济监督独特优势，发挥纪检监
察“监督的再监督，检查的再检查”作
用。云胶集团指导督促本部党总支、所
属7户企业与驻地警务管理部门签订共
驻共建协议，建立信息互通、共享、优势
互补的良性互动联动格局，有效构建党
员干部职工“八小时以外”的监督网。

敢担当 善作为

云胶集团把深化改革同总结经验、
观照现实、推动工作结合起来，求真务
实、担当作为。

谋未来之远。统筹考虑集团公司、
云胶集团和所属企业“三个层面”，坚持
定量与定性相结合、分层与分类相结
合、力度与效果相结合、共性与个性相
结合、落地与执行相结合的原则，提出
八个方面 24项改革任务，制定 79项行
动举措。

扬动能之帆。“激发动能”全力推进
云胶集团之变：组建中心大部制，实现
了把 19 个部门调整为 8 个中心（部、
室）；完善部门职责，从94个岗位109个
编制调整为设置 64个岗位 76个编制；
对云胶集团经理层成员，根据考核结果
兑现薪酬和实施聘任或解聘；景阳公
司、云垦云橡公司、红河云象公司、江城
公司等完成部门的整合与压缩精简，江
城公司和云垦云橡公司完成了生产队
的整合归并工作；2020年 12月 7日，顺

利完成545名退休人员社会化工作。
乘高度之舟。云南省年产能最大

的湿法 TSR20号胶生产线在西双版纳
勐腊县勐捧第二制胶厂竣工并投入生
产。湿法 TSR20号胶在大型轮胎加工
厂认证后，每吨价格都高出传统胶市场
价约1000元，能提升企业对胶农的原料
收购价格，助力脱贫攻坚。

计天下之利。云胶集团积极参与
和协助上期所发起的“天然橡胶保险+
期货”及“龙头企业+场外期权扶贫”项
目，2019至 2020年，共计实现兑付胶农
2742万元，其中 2020年兑付覆盖 48个
乡镇和农场、163个村和分场、810个组
社和生产队的 13472户割胶农户，实际
覆盖割胶园面积438997.2亩、干胶产量
28839.996吨，项目实施地域 19个少数
民族在内的 2434户建档立卡割胶农户
全部优先覆盖，户均兑付515.51元。

向前走 莫回头

云胶集团领导团队不断深化各领
域的改革创新，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
局中开新局。

搭建展示平台。云胶集团贸易端
充分运用在国内外天然橡胶行业中占
有的资源优势和条件，实现贸易产品多
元化，提升云胶集团在天然橡胶市场的
国际话语权和盈利能力，为实现“买全
球卖全球”战略目标奠定基础。2016年
成立青岛公司，2017 年成立新加坡公
司，2018年成立上海公司，2021年相继
成立海南云胶公司、德宏公司。

开启机遇之门。云胶集团已纳入
2020年“双百”工程重点培育企业。云
垦云橡公司成为首家将天然橡胶产品
进入中国（云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昆明
保税仓的替代种植企业。多举措抓好
高性能航空轮胎胶试生产、“云胶”天
然乳胶民用制品及产业扶贫成果“云
象”“金凤”天然橡胶、“多歌”坚果油系
列绿色产品。

释放巨大潜能。云胶集团下属江
城公司与国内橡胶专业研究机构合作，
开发航空轮胎专用胶，已进入工业化生
产。NK9710轮胎专用胶的调试生产迅
速在云胶集团所属企业有序展开。云
胶集团研发的高品质白碳黑母胶不但
在工程轮胎中用量大，而且生产的轮胎
性能好，能有效降低车辆的油耗和磨
损，具有较强的生态效益，展现出了良
好的市场潜力。云南农垦集团在 2018
年9月由集团公司经营管理部牵头组建
云南农垦大宗商品经营模式创新工作
培训班，抽调八家二级企业优秀的青年
职工学习期货，由云胶集团代培代管。
云胶集团运用思想动员法、业务培训
法、问卷调查法、实地查验法、交流访谈
法、跟踪督办法，全力推进全面风险管
理，从而确保云胶集团资产保值增值和
持续健康发展。

历史洪流奔涌向前，总是一浪高过
一浪。云胶集团领导团队鼓起“闯”的
勇气、释放“创”的活力、激发“拼”的劲
头、保持“实”的干劲，持续创造新机遇、
开拓新路径。 （周长娣）

从昭通水富县城出发，沿着水绥线
往西，左边是叠翠流金的山脉绵延，右
边是碧绿浩渺的一江清水，盘山公路蜿
蜒而上，道路两旁丹桂飘香、三角梅花
团锦簇，农家院落在云雾缭绕中若隐若
现，当大片大片的猕猴桃映入眼帘，云
南省美丽乡村——水富市云富街道新
寿村就到了。

产业兴旺，腰包鼓起来

“当时只抱着试一试的态度，没想到
能走到现在。”在新寿村大田五组，水富
市大兴生态农业有限公司的养兔场里，
陈弘毅、蒲雅欣夫妻俩正在忙着喂养兔
子、观察兔子的进食状态、清理兔笼。

“当时我们因为向家坝水电站移民
搬迁占了土地，作为党员，不能坐吃山空
惹人嘲笑，又舍不得外出打工，就想着在
本地做点生意。我从小就会喂兔子，就
想着养兔子赚钱。”陈弘毅一边洗手消
毒，一边告诉记者。

“从2014年的320只种兔，到现在的
存栏1万只，年出栏5万多只，年产值160
多万元，他俩就是我们新寿村创业致富
的榜样！”说起这对党员夫妻，新寿村的
干部群众毫不犹豫地竖起了大拇指。

“把党员培养成致富带头人，把致
富带头人培养成党员，‘双培养’机制是
我们新寿村产业兴旺的密码。”云富街
道组织委员陈露向记者介绍。扬帆菌
业的徐刚，黄桃基地的陈志国……随着
一个又一个党员带头创业，越来越多的
群众加入了勤劳致富的浪潮。

2018年，新寿村引进了水富邦兴农
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通过“公司+村集
体经济+农户”的方式，发展了 1200 亩
猕猴桃基地。“群众不仅可以享受土地
流转费用，还可以在基地务工，赚钱顾
家两不误，大家积极得很呢！今年，我
们的猕猴桃已经有 530亩试挂果了，明
年就可以上市，按照亩产 2000斤计算，
预估产值达 500 多万元。”说起村集体
经济发展情况，新寿村党总支书记、主

任彭卫信心十足。
在党员和村集体经济的带动下，新

寿村现有食用菌 36万袋、黄桃 43亩、猕
猴桃 1200亩，年出栏 5万只肉兔基地一
个，产业覆盖了全村 72%的群众。通过
土地流转、务工、分红等方式，新寿村实
现了户均年收入增加 1500元以上。产
业兴旺了，群众腰包鼓起来了，欢声笑
语越来越多了。

改头换面，家乡美起来

“去年，老罗带着 20多万元打工回
来，天黑了找不到路，就在村委会睡了
一晚上，哈哈哈！”不管什么时候，说起
新寿村大坪 2组罗联伍的“糗事”，乡亲
们总是能够笑成一团。

“我咋个晓得村上变化那么大嘛，
出去打工 10 多年没回来了，到处都是
水泥路，都是楼房，跟城头差不多的，我
咋个找得到哦。”罗联伍挠了挠头，不好
意思地告诉记者。罗联伍家中 4口人，
只有一份地，种地辛苦挣不了钱。2004
年，他就去了浙江桐乡打工，去年才回
到了家乡。

“原来的老房子是土墙，遭不住风吹
雨淋。农村危旧房建拆的时候，有政策
补助，就请村上帮忙拆了。回来后考虑
到平时就老两口在家，修房子麻烦，我就
在村委会旁边的安置点买了一套，有树
有花有草，环境好又近便，以后两个儿子
带媳妇回来也有地方住！”罗联伍笑嘻嘻
地告诉记者。在罗联伍的新家，记者看
到，银灰色的墙布、天蓝色的窗帘、简洁
大方的家具摆放得整整齐齐，一楼的仓
库堆满了丰收的玉米和稻谷。

“你别笑老罗找不到路，这几年村
上变化真的大哩！”说起家乡的变化，新
寿村大坪 3 组的万思银老人打开了话
匣子，“以前我们修房子都是人背马驼，
家家户户都是烂泥巴房，硬是伤透了
心！一遇到刮风下雨，就要爬上爬下拿
盆盆缸缸来接漏雨，生怕把家里的口粮
和铺盖打湿了，我腿脚又不利索，每次

都是心惊胆战！”
“儿子在浙江打工，以前出门要 2

天 2 夜。现在坐高铁，早上出发，下午
就到家咯！前段时间，我开刀动手术，
还是儿子赶回来签的字。手术总共花
了 2万多元，减免了 1万多元，自己只出
了几千块，共产党真的是好啊！”万思银
老人满怀感激地说。

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接续乡村振
兴过程中，水富市在新寿村投入了 2000
余万元，修建并硬化村组公路 14.44 公
里、联户便道路 23公里，实现了组组通
公路、户户通便道路；实施农村人畜饮
水工程，投入 200余万元修建了水窖 43
口，实现了户户通管网、人人有水喝；实
施农村危房改造 149户，实现了户户有
安全住房。

丰富活动，日子甜起来

“这些年，在党委政府的大力支持
下，咱们村基础设施完善了，但群众文
化素质要如何跟上？这是我们一直在
努力解决的问题。头两件事就是搞好
人居环境和丰富文化生活。”新寿村党
总支书记、主任彭卫说。

每个月，新寿村都会通过“主题党
日”或者城乡党建结对共建的方式，组
织挂钩干部、党员、群众一起开展人居
环境整治提升工作，扫公路、清淤泥、捡
垃圾、种花种草……“最开始的时候，都
是挂钩的干部和党员干。现在一搞活
动，群众自己就提着扫把撮箕来了。”新
寿村田坝片区党支部书记胡天伦骄傲
地说，“村上每季度都会开展人居环境

‘红黑榜’评比，大家参与的积极性就更
高了。现在，走到哪里都是干干净净
的，舒心得很！”

“下面，有请邹安琴、邹贵芬为我们
带来民间戏剧《回娘家》，掌声有请！”10
月 12 日上午，新寿村村委会门前热闹
非凡。红色诗歌朗诵、民间小调、健身
操、扇子舞、魔术表演、字谜游戏……一
个又一个节目精彩纷呈，赢得了大家火
热的掌声。“感觉比看春晚还激动，难得
呀！这 23个节目全部都是我们的党员
群众自编自导自演的，真的太棒了！”讲
了一堂党史学习教育专题党课后，水富
市卫健局党委书记、局长黎艳琴参加了
新寿村的重阳节活动，发出感叹。

“今天现场到了 170 余人，太火热
了！看来，我们的耕读大学很成功。”刚

刚表演完节目的新寿村党总支委员、耕
读大学校长苟帮永告诉记者。新寿村
辖 14 个村民小组，有群众 506 户 2156
人，在家群众 1300余人，有 60岁以上老
人 319 名，占在家群众的 24.5%。党总
支立足村内老人多的实际，制定了“党
建引领居家养老”的发展思路，带领居
家养老服务团队定期上门走访，开展健
康体检，组织健身舞、老年体操、象棋等
文体活动，关心关爱老人。今年 8月 11
日，新寿村成立了耕读大学，传承传统
文化，推广老品种，收集展示老物件，培
养老人讲师，发展老年文艺队，丰富文
化生活。

“现在，村上天天有活动，周周有节
目，月月有主题。我们下乡随时看到黄
桷树下玩象棋的，活动场所跳广场舞
的，小电视看红色电影的，戏曲、快板排
练的……你别说，以后退休了我都想来
新寿安家呢！”共青团水富市委副书记
郎丽萍羡慕地说。

人居环境搞好了，干净整齐的庭
院，到处鸟语花香；文体活动多起来了，
群众热情高了，文明乡风养成了，热爱
家乡支持家乡建设的行动越来越多了，
日子越过越甜了。

产业兴、农村美、村民富、幸福来
……好一幅山水人家、新寿田园的大
美乡村画卷。近年来，水富市紧扣建
设云南功能上的北大门，以创建“省门
党建”品牌为载体，以加强农村基层组
织体系建设为重点，着力探索以组织
振兴推动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
兴、生态振兴的有效机制，以高质量党
建引领高水平乡村治理。同时，建立
了挂村包片联网格制度，推动干部下
沉基层一线，着力锻造“政治过硬、勇
敢善真、忠诚干净担当”的水富铁军，
切实解决群众发展产业、移风易俗、提
升人居环境、丰富文化生活等问题，干
群同心，奋力谱写党建引领乡村振兴
的崭新篇章。

（文 慧）

在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永平县境
内，澜沧江流域的最北端，平均海拔2400
米的崇山峻岭中，龙门乡大坪坦村的山岚
霞光里，隐匿着 3万多亩高山生态茶基
地。由于超过了传统茶叶种植的海拔极
限，这里远离尘嚣、安静悠然，龙门大坪坦
生态茶园被誉为“离天空最近的茶园”。

在这里，天空很近，满眼青翠，空气都

带着沁人心脾的绿。那一丘接一丘、一岭
接一岭的茶园，美如眉黛，层次分明地从
脚下一直延伸到天边，最后消失在苍穹的
尽头。

在这里，你可以放下所有的疲惫，将
心放逐山野，归园田居。与茶农采茶制
茶，在星空下入睡，在鸟鸣中梦醒，品一品
农家菜，体验一把“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

归”的田园生活。
随着生态旅游业的发展，龙门乡大坪

坦村走出了一条无污染、无公害、生态环
保的绿色产业发展路子，成为一个集“茶
叶+旅游+体验+康养+休闲”为一体的高山
生态茶旅特色村庄。每年举办的云南永
平·博南山谷雨春茶节，采茶大赛、茶艺大
赛、国际山地自行车爬坡赛等活动，充分

展示了永平茶文化的魅力。
近年来，随着“永平高山生态茶品牌”

不断打响，“离天空最近的茶园”“全国最
大佛香园”的对外知名度不断攀升，“茶
叶+”乡村旅游逐渐兴起，大坪坦村被认定
为“中国美丽田园”“第七批全国一村一品
示范村”“大理州乡村振兴试点村”“省级
美丽乡村”。 （赵娜 范军）

11 月 9 日，云南大理州剑川县
甸南镇西中村的“三委”负责人及
数位村民小组长来到玉龙县石头
白族乡兰香村委会，考察、交流万
寿菊种植经验。

在兰香村委会中和组姚学亮
家的种植地里，姚学亮介绍了万寿
菊种植情况。“我今年试种了 1.5亩
万寿菊，只用了一包成本 100 元的
化肥。今年万寿菊的市场行情好，
每公斤万寿菊回收价是 1.30 元，比
签订协议时的保底价还多了三毛
五。这次种植的万寿菊亩产量有
3083 公斤，亩产值 4008 元，之前已
经卖了 6012元，现在地里还有 1000
多公斤的万寿菊准备采摘。今年
我家的万寿菊种晚了，也种少了，
明年我家不种烤烟和玉米了，10多
亩地准备全部种植万寿菊”。

除了实地交流，本次活动还开展
了以“玉龙剑川两县齐携手，共同发
展万寿菊产业”为主题的座谈会。会
上，丽江市审计局派驻兰香村工作队
第一书记、队长梦森紫宏向大家介绍
兰香村当前产业结构和万寿菊试种

情况。“种植万寿菊成本低、周期短、
效益高，比较适合兰香村当前产业发
展需要。西中村和兰香村因为万寿
菊联系到一起，我们充满信心决心，
为了两个村的农民群众，要把万寿菊
产业干得红红火火，让群众的腰包鼓
起来。”

西中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
杨勤表示，关于万寿菊产业发展，西
中村和兰香村都需要稳定的、能切实
满足群众需要的产业，万寿菊发源自
西中村但却无法在本地壮大，本次考
察交流的意义在于向兰香村学习经
验，希望可以靠万寿菊让两地的农民
群众富裕起来。

剑川华菊种养殖农民专业合
作社负责人王德宗说：“万寿菊全
身都是宝，它不仅有着观赏作用，
还有极高的药用价值，更为重要的
是它种养植方便、经济效益好，只
要两个村的种植面积可以落实，我
们一定会把成本减到最低，让农户
压力降到最低，通过精诚合作把万
寿菊产业发展好。”

（和文 刘佳）

水富市新寿村谱写党建引领乡村振兴新篇章

把脉发展动向 焕发勃勃生机

云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交出精彩的改革答卷

玉龙剑川两县齐携手

共同发展万寿菊产业

“离天空最近的茶园”——永平县高山生态茶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