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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X

政策扶持  种蔗劲更足
    
地处弥勒市南部的竹园镇，山地资源丰富、光热充足、土

壤肥沃、终年无霜，为农业产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自然条件。
一直以来，这里的群众充分发挥独特的资源优势，大力发展甘
蔗产业，种出的甘蔗糖分高、品质好。

为让蔗农有好的收成，弥勒市不断加大山区水、电、路等基
础设施投入，并引进新品种，确保甘蔗“种得出、产量高、好运输”。
同时，大力扶持红糖坊发展，目前全市有红糖坊 78 家，主要分布
在竹园镇，其中规模较大的有 3 家，日榨甘蔗 100 吨以上。

有了政府部门的引导和扶持，群众种植甘蔗的干劲更足。
2021 年，全镇共种植甘蔗近 2 万亩。为保障销路，镇党委、镇
政府积极引导全镇 10 余家制糖企业与种植户签订收购协议，解
决后顾之忧。

走进位于竹园镇那庵村的弥勒市竹诚食品厂，只见工人有
的忙着将甘蔗放入压榨机，有的在熬制红糖，还有的在分装打
包成品红糖，一派忙碌景象。

素有“蔗糖之乡”美誉的云南省弥勒市竹园镇，近年

来积极实施“甘蔗上山，蔬菜入坝”发展战略，引导山区

群众发展甘蔗产业，通过传承百年手工制糖工艺，助力广

大蔗农过上甜蜜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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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烧制出一窑陶器，通常有一半的产

品是线上销售。”省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传承人杨丕追说，他用传统手工艺

制作出来的陶器，工艺精湛，深受顾

客喜爱。

2019 年 4 月，杨丕追成立临沧木

易窑陶艺有限责任公司，除了在工作

室展示、销售自己的产品外，在当地

党委、政府的引导下，他开始尝试在

朋友圈和短视频平台分享自己的创作

理念和产品生产过程。如今，他每年

的制陶收入达 50 万余元，其中有三分

之一来自电商销售。

随着网络普及以及电商基础设施

不断完善，临翔区群众紧跟时代发展

步伐，通过网络获得好收益。马台乡

萝卜山村民小组村民段家武，通过生

动有趣的直播，把家乡的大萝卜带成网

红产品，拥有数十万粉丝。他不仅销售

自家的农特产品，还积极为其他村民带

货，将村里的蜂蜜、腌萝卜、酸菜等农

特产品销往大山之外。

赵倩倩在城区经营着两家油炸土

豆店，她利用微信朋友圈、抖音、美

团等平台，将网络用户变成客户，并

结合实体店销售，每天订单达 800 多

单，流水收入8000多元。由于采用“线

上引流、线下交易”的方式，短视频

成为赵倩倩推广销售的好助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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