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加強基層組織建設
「農民富不富，關鍵在支部」。滄源縣委始終把加強基

層組織建設作為抓好黨建工作的重要工作來抓，採取調整
組織設置、配強領導班子、抓好黨員隊伍、落實各項制度
的方式，不斷加強黨的基層組織建設。

在農村，以推行「一體兩會」聯動運行機制為契機，在
各類產業協會、新農村理事會和黨群致富聯合體中建立黨
組織，加強了黨對農村工作的領導。

孟力角鄉控井村新農村理事會成立後，結合理事會成員中
黨員人數較多的實際，及時成立了理事會黨支部，喊出

「黨員身份亮出來，社會事務管起來」的口號，由黨員帶
頭，組建了文藝隊、籃球隊，投資3萬元建成了標準衛生
公廁，為群眾修建沼氣池20口。

在企業，推行「理順關係、屬地管理、條塊結合」的管
理模式，調整和理順企業黨組織隸屬關係，將部分企業黨
支部劃轉地方黨委，實行屬地管理。

在機關，在行業相近、黨員較少、業務聯繫密切的單位
中建立聯合黨支部。黨組織的科學設置，為充分發揮黨組
織的領導核心作用和黨員的先鋒模範作用創造了條件。

優化配置領導班子
2006年以來，縣委以各級黨組織領導班子集中換屆為契

機，配齊配強了各級黨組織領導班子。
換屆後的縣委班子中，女幹部佔11.9%，比上一屆提

高0.2個百分點；少數民族幹部佔64.3%，比上一
屆提高3.5個百分點；平均年齡37.3歲，比上
一屆降低了0.8歲；鄉鎮黨委班子平均年
齡36.4歲，比換屆前降低1.7歲，少數
民族幹部、女幹部的比例均比上一屆
有所提高。

在村「兩委」班子中，廣泛推行
了村「兩委」班子成員交叉任職和
書記、主任「一肩挑」的設置模
式，有300名村「兩委」班子成員實
現交叉任職，89個行政村中「一肩挑」
比例達91.1%。配備女村幹部34名。

積極發展新生力量
「沒有黨員的數量，就沒有黨的力量」。發展黨

員是黨的建設的基礎性工程，近年來，滄源縣委針對邊境
地區黨員隊伍出現斷層，黨員作用難發揮的實際，在發展
黨員工作中，把數量和質量統一起來，做到兩手抓。

在農村，以開展「三培養」活動為載體，注重把年輕、
優秀的「能人」吸收到黨組織，㠥力消除農村黨員「空白」
點。

在民營企業，實施「雙培」工程，積極把企業黨員培養
成技術骨幹，把企業生產經營能手培養成黨員。建材集團
黨總支，結合企業發展需要制定發展黨員工作計劃，將技
術人員、管理骨幹和生產經營第一線的優秀職工列為發展

對象，並採取正式黨員與這些骨幹結對幫助的方式，經常
與他們談心，及時了解他們的思想、工作和生活狀況，有
針對性地進行培養教育。通過採取有力措施，非公企業黨
員隊伍不斷壯大，黨在新經濟組織和非公企業的工作覆蓋
面不斷擴大。

在信教地區，加強黨的宗旨、理想信念教育，建立健全
縣、鄉、村三級宗教事務管理網絡、信教家庭檔案，完善
宗教工作責任制，把在信教群眾中發展黨員作為黨建目標

管理考核的內容之一。2006年以來，共發
展黨員544名，其中，農民黨員佔

6 6 . 8 5 % ； 少 數 民 族 黨 員 佔
86.96%；女黨員佔28.5%。

教育管理也要跟上
加強教育管理是保持黨

員隊伍先進性和純潔性的
根本保證，為此，滄源縣
委一是認真貫徹落實中央

和省委組織部有關基層黨建工作制度，制定了黨員分類管
理辦法。對農村無職黨員實行「設崗定責管理」，目前，
已有1317名領崗履職，1546戶農村黨員戶掛上了「五星」
牌。

二是實施流動黨員「安家」工程，縣級建立流動黨員服
務中心，各鄉鎮建立服務點，開通流動黨員服務專用電
話，為44名流動黨員發放《流動黨員活動證》。

三是認真落實農村黨員幹部「素質教育」培訓規劃。採
取課堂上教、基地上訓、示範點上學、請專家授、走出去
看、實踐中練等多種方式，有針對性開展實用技術培訓，
幫助群眾提高致富能力。

四是建立村幹部學歷教育激勵機制。對取得中專或大專
學歷的村幹部，給予1000元或1500元獎勵，激發村幹部學
習的積極性和主動性。

通過不懈努力，滄源縣黨建工作不斷取得新突破。2007
年全縣9個鄉鎮和16個縣直部門分別被市委命名為「五好」
鄉鎮黨委和「基層滿意的縣直涉農部門」，滄源縣被臨滄
市委命名為「農村基層組織建設先進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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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滄源縣委堅持「服務黨員、
服務群眾、服務社會」的黨建工作思
路，紮實推進黨員服務網絡建設，構建
了縣、鄉、村「三級服務網絡」，解決了
廣大黨員、群眾辦事無門、辦事無人，
急、難問題不能及時得到解決的問題。

縣委組織部在建立黨員服務中心的基
礎上，在鄉鎮整合「一站式」服務中
心，建立鄉鎮黨員服務站，採取集中辦
公、街天設點和深入村寨現場辦公等方
式，紮實開展「一站式」服務。孟力董鎮
結合該鎮傣族、佤族群眾較多的實際，
抽調2名農村工作經驗豐富，懂傣語、佤
語的幹部在「便民服務窗口」辦公，負
責接待前來諮詢或辦事的群眾。2006年
以來，全縣10個鄉鎮「為民服務中心」
共接待群眾5000多人次，為群眾解決實
際問題423件，涉及資金130.42萬元。

在村（社區）建立黨員服務點，負責
收集整理黨員和群眾的實際困難和他們
關心的熱點、難點問題，並及時向上級
黨委報告有關情況，實現了農村黨員和
群眾與上級黨委的直接對話。今年以
來，全縣93個黨員服務點共收集上報農
村黨員群眾提出的各類意見建議958條，
協調物資折幣達18.9萬元。

滄源縣委始終把關心愛護農村困難黨
員工作作為維護穩定、鞏固邊防、構建
和諧社會的重要舉措。
一是建立了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困難

黨員定額補助暫行辦法、醫療保險等激
勵機制。按照「政府鼓勵與個人自願、
個人和財政各承擔一半」的原則，為村
幹部每月繳納30元的繳納養老保養險，
解決了村幹部的後顧之憂；為80歲以上
困難黨員每人每月發放50元的定額補助
金，為70-79歲的農村困難黨員每人每月
發放20元關愛資金；有120戶下崗困難黨
員家庭享受低保。
二是實施幫扶工程。縣委投入22萬元

資金，以有償無息的方式，在農村貧困
黨員戶中開展「四個一百」活動，由110
名鄉鎮領導幹部掛㢕110戶農村黨員貧困
戶，並選定110名農村致富能手參與傳授
致富經驗和技術指導，使掛㢕戶年人均
增收100元以上，同時把參與掛㢕的致富
能手培養成入黨積極分子，使全縣每年
至少有110名農村致富能手加入黨組織。
僅一年時間，被扶持的黨員貧困戶實現
增收18.5萬元，有48戶扶持對象逐漸擺
脫了貧困。

通過構建服務網絡、建立幫扶機制、
落實幫扶措施，廣大黨員幹部工作作風
得到進一步轉變，增強了幹部服務基層
的責任感和使命感，密切了黨群幹群關
係，凝聚了構建和諧社會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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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心為民的好村官
在祖國邊陲的阿佤山，一位黨的農村基層幹部時刻把群眾

的冷暖放在心上，一心帶領群眾脫貧致富，被人們稱為「一
心為民的好村官」。他就是滄源佤族自治縣孟力省鎮滿坎村黨
支部書記——佤族漢子趙新福。

致富能手成為村官
趙新福出生於孟力省鎮滿坎村一個普通的農民家庭，初中

畢業後，因家庭的貧困，他放棄了學業回家務農。為了使全
家盡快脫貧，他用自己平時省吃儉用集攢下來的幾百元錢在
村裡辦起了小賣部，靠掙來的錢在村裡承包了十多畝山地種
起了甘蔗，跑起了運輸。通過自己的勤勞與智慧，幾年後，
他成為了全村有名的致富能手，年收入達5萬元。

趙新福致富不忘村裡人，時常走村串戶向群眾講解科技種
植知識，積極為群眾支付出謀劃策。他的這一舉動贏得了村
黨組織和廣大群眾的信任。2000年村委換屆時，趙新福高票
當選為滿坎村黨支部書記。

帶領群眾脫貧致富
趙新福上任時，滿坎村是猛省鎮的有名貧困村之一，年人

均純收入不足700元。趙新福任村黨支部書記後，如何改變
全村貧困面貌成了他的心頭大事，經過深入調查研究，他提
出了「大力發展甘蔗產業」的發展思路，並在村民大會上與
村民達成共識。

依托南華孟力省糖業公司，按照「公司＋基地＋農戶」的
模式，趙新福帶領全村村民開始了高優蔗園建設。

鎮農業綜合站距離滿坎村有10多公里，為了使群眾轉變陳
舊的思想觀念，依靠科技發展產業，每個月趙新福不知要往
返多少次到鎮農業綜合站諮詢甘蔗科學種植技術、管理方式
和病蟲害防治。每次學習到的種植技術，他都毫不保留地傳
授給群眾。為了抓好群眾種蔗的每個環節，他走遍了全村的
田間地頭，指導群眾科學種蔗。為了改善全村的蔗區基礎設
施，他積極引導群眾樹立「要致富先修路」的理念，建成蔗
區道路24條長200多公里。

目前，全村甘蔗種植總面積9204畝，06/07年搾季工業產
量3.12萬噸，農業產量3.44萬噸。成為在縣內具有一定影響
力的甘蔗原料基地。

根據滿坎山高坡大，立體氣候明顯，在山頭上不適宜種植
甘蔗的實際情況，趙新福瞄準市場需求，帶領群眾大力發展
白木瓜和泡核桃產業。他親自跑到鎮林業站請來技術人員，
指導村民種植白木瓜和泡核桃。目前滿坎村已種植白木瓜
1000畝，下種苗15.5萬株，已有300畝泡核桃掛果見效益。
嘗到甜頭後，趙新福與村「兩委」班子合計，再發展泡核桃
種植3000畝。趙新福還注重發展庭院經濟，大力綠化進村道
路，在他的帶領下，已在進村道路兩旁種植鐵道木6000株，
種植桔子1000棵，芒果樹1000棵。

在趙新福的帶領下，滿坎村從過去的一個貧困村，發展為
全鎮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示範村之一。2006年末全村實現
農業總產值508萬元，人均純收入1417元，比2000年翻了一
番。

本版供圖：署名外均由滄源縣委辦提供

「黨的建設是政治文明建設的主要內容，是做好一切工作的

前提和保證。」在2007年2月召開的滄源縣委十一屆四次全體

會議上，縣委書記祁騰武把黨建工作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近年來，滄源縣經濟發展、社會和諧、人民安居樂業，呈現

出一派生機勃勃的景象。2007上半年，全縣經濟發展勢頭良

好，完成生產總值6.5億元，同比增長11%，完成固定資產投資

3.1億元，同比增長55.4%，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達6540

元，同比增長19.8%。

這些成績的取得，與滄源縣委「抓好黨建促經濟、抓好經濟

促發展」的工作思路是分不開的。特別是全縣各級黨組織通過

不斷加強基層組織、黨員隊伍和領導班子建設，有效提高了農

村黨建工作的整體水平，為全縣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發展提供了

強有力的組織保證。 本報駐雲南記者 周亞明、原曉暉

■十七大開幕當天，滄源縣組織全縣黨員幹
部收看電視直播。 攝影：本報記者原曉暉

■滄源縣委書記祁騰武（右）看望慰問困難群眾■滄源縣委書記祁騰武（左二）深入基層與黨員群眾座談

■在富民政策指引下，佤族人搬進了漂亮的新居。

滄源組織建設見成效
黨建從基礎抓起

■佤族人民難掩
豐收的喜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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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收的喜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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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滄源新農村建設初見成效
■佤族人民難掩
豐收的喜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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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要生態環保，又要富農富邊，這是我們進行產業結構調
整的原則。」滄源縣縣委書記祁騰武接受採訪時說。

近年來，滄源縣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結合滄源縣實際情
況，加快了農業產業結構調整和農業產業化的步伐。在穩定糧
食播種面積，依靠科技不斷提高單產和總產，確保農民人均有
糧水平不降低的前提下，近期將重點建設、鞏固、提升甘蔗、
茶葉、橡膠、核桃、竹木、薯類、畜牧、林業等八大產業。

八大產業的近期發展目標為：

甘蔗生產：努力改善灌溉條件，積極推廣良種良法，建設8萬
畝高優蔗園，合理佈局早中晚熟品種，增加科技含量，提高單
產、糖份。實現年入搾甘蔗32萬噸以上，實現農業產值7000萬
元，農民人均純收入340元左右；
茶葉生產：新植和改造並舉，建設8萬畝高優生態茶園，實現

年產乾茶10000噸以上，實現農業產值1億元以上，農民人均純
收入460元左右；
橡膠生產：扶持企業種植與鼓勵農民種植相結合，發展8萬畝

高優膠園，按開割面積3.3萬畝計算，年產乾膠3300噸以上，實
現農業產值6600萬元，農民人均純收入340元左右；
核桃生產：高標準、高質量建設15萬畝泡核桃基地，實現人

均一畝泡核桃，按到期投產面積3萬畝算，實現農業產值1億
元，農民人均純收入500元左右；
竹子生產：保護好現有竹類資源，科學規劃、合理佈局，發

展8萬畝竹類，實現產量50萬噸，農業產值1億元，農民人均純
收入500元左右；
薯類生產：充分利用滄源優越的氣候、土壤資源，發展8萬畝

木薯、脫毒紅薯和馬鈴薯，實現薯類乾片8萬噸以上，產值8000
萬元以上，農民人均純收入420元左右；
畜牧業生產：以機制和技術創新為動力，建基地、扶大戶、

抓示範，加強防疫工作，提高養殖科技水平，努力提高畜禽出
欄率和商品率，同時引進改良生豬及牛品種，實現人均飼養一
頭大牲畜，人均出欄一頭生豬，滿足當地市場需求。實現畜牧
業產值1.4億元，農民人均純收入460元左右；
林業生產：以林權制度改革為契機，管護、發展40萬畝用材

林，實現農民人均2畝用材林。同時搞好現有中幼林撫育及成材
林開發，合理間伐利用，增加農民收入。

在發展八大產業的同時，高度重視煙草、亞麻、蔬菜等新興
產業、特色產業的培育和發展，滿足小區域經濟的發展和農民
增收的要求。積極支持和鼓勵企業利用境外資源發展替代種
植，爭取在境外種植15萬畝橡膠、20萬畝薯類、2萬畝茶葉，為
企業發展提供充足的原料保證，也為鄰邦的經濟發展盡一份力
量。

既要生態環保 又要富農富邊

㠥力打造八大農業產業

文化旅遊資源十分豐富
在滄源，最常聽到的兩個稱謂，是「中國最大的佤族

聚居地」和「世界佤文化薈萃之地」。對滄源來說，這
兩個稱謂可說是實至名歸。

滄源是我國僅有的兩個佤族自治縣之一，佤族人口佔
總人口的85%以上，佔世界佤族總人口的41%。由於社
會形態等原因，滄源的佤文化保存較好，基本上佤文化
各個層面的內容都可以在滄源找到實例，是名副其實的
佤文化發祥地和薈萃地。

滄源縣旅遊局局長黃新書介紹說，滄源的旅遊資源十
分豐富，在臨滄市排名第一。僅國家級景點就有三個，
包括南滾河自然保護區、滄源崖畫和廣允緬寺。省級景
點有翁丁民俗村、司崗里溶洞、大小天坑等。

「這還僅僅是景點資源。滄源還有豐富的文化資源，
像佤族的歌舞、服飾、飲食、民俗等等，都是我們發展
旅遊業可以利用的寶貴資源。」黃新書說。

旅遊業成為滄源支柱產業
近年來，滄源縣制定了一系列扶持文化旅遊產業發展

的措施，文化旅遊產業得到快速發展。這些措施包括：
加強對佤文化資源的搶救和保護。採取有力措施，加

強具有3000多年歷史的崖畫、廣允緬寺等文物的保護，
完善翁丁原始村落的保護措施；

啟動了一批旅遊基礎設施建設項目，建成了崖畫谷等
一批遊覽、休閒景區景點；

對縣城實施了美化、綠化、亮化、淨化工程，建成了
司崗里大道等主大街，並對原來的老街進行了改造，對
沿街房屋進行了特色包裝，使縣城獨具佤族特色；

抓住退耕還林的機遇，加強景區景點的生態建設，逐
步叫響滄源「生態之旅」、「科考之旅」、「探險之
旅」、「健康之旅」等旅遊口號；

大大改善了旅遊服務設施。滄源有旅遊開發公司、佤
山旅行社、旅遊商品開發公司等5家旅遊企業，旅遊從
業人員400多人。有各類賓館酒店47家，有床位1562

張 ， 年 接
待能力達
56.23萬
人次。

2006
年 ， 全
縣 共 接
待國內外
遊客18.79
萬人，實現
旅 遊 總 收 入
9 2 8 7 萬 元 ， 佔
GDP比重的6％。

「按照佔GDP比重5%以
上可稱為支柱產業的說法，旅遊業已經成為滄源縣的支
柱產業。」黃新書說。

「旅遊強縣」是近期發展戰略
在今年年初舉行的滄源縣委十一屆四次全體會議上，

縣委書記祁騰武詳細闡述了滄源「旅遊強縣」的發展戰
略。

祁騰武說，滄源的優勢在生態，特點在原生態。要把
握住這一特點，找準自己在旅遊大市場上的位置，高起
點、大氣魄地做好旅遊發展規劃，以原生態的景區景
點、原生態的民俗文化、原生態的飲食醫藥在旅遊市場
上站穩腳跟。
要加大旅遊基礎設施和景區景點建設力度。加強交

通、通訊等基礎設施建設，規劃建設好司崗里溶洞和天
坑群、滄源崖畫、千米壁畫長廊、翁丁民俗村、司崗里
文化園等景區景點，制定、報批南滾河自然保護區旅遊
規劃，恢復猛來峽谷濕地，形成景觀資源豐富獨特、基
礎設施配套、服務功能完備的系列景區景點。
要加強旅遊文化資源的發現、保護和管理。對於暫無

能力開發的，要採取措施保護下來，絕不搞低水平、低
層次的開發，浪費和破壞寶貴的資源。保護景區景點內
的自然資源與人文資源，實現保護與開發互動，完善景

區景點管理制度，加強安全管理，確保旅遊安全。
要加快旅遊產品開發。積極鼓勵和扶持民營企業

開發以民族民間工藝品為主的系列旅遊產品。加
強旅遊研究，加快佤族飲食、工藝品、佤醫佤藥
的發掘、開發、整理，形成獨具特色的佤族風情
旅遊產品。
要加快旅遊人才的引進和培養。盡快完成旅遊

職業學校的組建和轉型，採取引進師資、聯合辦學
等形式充分發揮旅遊職業學校的人才培養培訓基地

作用，培養一大批旅遊管理人才、導遊人才、服務人
才，為「旅遊強縣」戰略提供人才保障。
要組建旅遊發展公司，採取市場運作方式，加大對旅

遊的招商引資力度，統籌翁丁、崖畫、溶洞、濕地等景
區景點的經營管理，實現旅遊企業化運作。克服政企不
分、效率低下的弊端。要加大旅行社的引進管理力度，
吸引、支持、扶持外地旅行社進入滄源的旅遊市場。
要加大投入，做好旅遊促銷工作。利用旅遊交易會、

摸你黑狂歡節等一切節慶，利用廣播、電視、網絡、報
刊雜誌、戶外廣告、流動媒體等一切宣傳媒介，利用縣
內文藝團體、民間交流機制等機會大力宣傳、促銷滄
源，將滄源豐富多彩的民族文化、神奇美麗的自然風光
推向全國、推向世界。
要搞好與佤邦和周邊地區的合作。利用瀕臨「金三角」

的地理優勢，積極打通經緬甸佤邦、湄公河到泰國的旅
遊線路，開展跨國跨境旅遊。

「臨滄有得天獨厚的佤文化資源和豐富的自然資源，
旅遊業將是滄源長期可持續發展的支柱產業。」祁騰武
說。

為加快推進「民族文化大省戰略」的建設，雲南省提出了要
把雲南建設成為世界知名的影視拍攝基地的目標。滄源憑借厚
重的歷史文化、多彩的民族風情和優美的自然風光，有條件建
立成雲南影視拍攝基地之一。

作為中國佤文化的薈萃之地，滄源吸引了于江盈、楊蕊等著
名的青年導演前來采風和創作。《不熄的火塘》、《玉蝴蝶》、

《雲南往事》等反映佤山風情和人文歷史的影視作品都是在滄源
拍攝製作的。

經過于江盈導演兩年的采風創作，已於今年5月份出版發行了
光盤《加林賽》。由她導演的電影《司崗里天空下》是《雲南影
響》新電影系列影片中一部影片，該片以反映佤族音樂、舞蹈
為主，將是一部真正的佤族音樂電影。目前，已進入劇本創作
階段，計劃在今年八月份開機製作。

由中央電視台新影製作中心編導施志鎰拍攝的五集電視紀錄
片《佤山木鼓》已經製作完成。此片每集30 分鐘，將於近日在
中央電視台一套《見證 親歷》欄目播出。該紀錄片以明清初滄
源茂李定國到班老一帶開發銀礦為引子，反映佤山社會經濟的
發展變遷，展示滄源的人文歷史、風土人情，為世人了解佤山
打開了一扇窗。

由楊蕊導演的電影紀錄片《賽瑪175》（暫定名）已與6月18日
開機，計劃於2008年2月至5月完成後期製作。影片將集中表現
了佤族在艱苦環境中與自然和命運抗爭的頑強拚搏精神，讓人
深思，使人啟迪。影片的拍攝播出，對進一步加大佤文化宣傳
力度、提高我縣的對外知名度將起到重要的推介作用，也將進
一步促進滄源縣文化旅遊業的發展。

近日，中國地區開發促進會、香港龍鍵集團國際有限公司正
在積極策劃，計劃在滄源拍攝一部展現佤族風土人情的愛情神
話史詩故事片《夫妻河》；另外，滄源縣正與上海音樂學院合
作策劃製作一部展現佤族原生態敲擊樂文化的《多媒體敲擊交
響詩》，目前正在進行音樂創作和外景拍攝，計劃於2007年12月
完成，2007年12月中旬在上海賀綠汀音樂廳首演。 （肖江）

冀成天然影視拍攝基地

■滄源美麗的田園
風光令人陶醉

■滄源崖畫已經有三千多年的歷史，其中的許多秘密
還未被破解。

■牛頭樁
是佤族祭
祀文化的
一種體現

■翁丁自然生態村2006年被列入雲
南省首批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名錄

■「摸你黑狂歡節」是滄源佤文
化與旅遊產業成功融合的傑作

滄源，位於我國西南邊陲，與緬甸接壤，史稱「佧佤山區」，自古

以來就是佤族聚居地，早在新石器時期，就有佤族先民在此繁衍生

息。如今，這個佤族人口佔絕大多數的自治縣，正在謀劃自己新時

期的發展藍圖。利用得天獨厚的自然資源和「佤文化」資源，大力

發展文化旅遊業，是這份藍圖中的重要內容。

「充分發揮我們豐富的自然資源和文化資源優勢，在挖掘、搶救

和保護佤文化的基礎上，促進文化和旅遊相互融合，將自然資源優

勢和文化資源優勢轉化為經濟優勢，是我們下一步旅遊工作努力的

方向。」滄源佤族自治縣縣委書記祁騰武說。

本報駐雲南記者 周亞明、原曉暉

■羞澀的佤族少女

滄源旅遊主打兩大品牌滄源旅遊主打兩大品牌滄源旅遊主打兩大品牌滄源旅遊主打兩大品牌滄源旅遊主打兩大品牌滄源旅遊主打兩大品牌滄源旅遊主打兩大品牌滄源旅遊主打兩大品牌滄源旅遊主打兩大品牌滄源旅遊主打兩大品牌滄源旅遊主打兩大品牌滄源旅遊主打兩大品牌滄源旅遊主打兩大品牌滄源旅遊主打兩大品牌滄源旅遊主打兩大品牌滄源旅遊主打兩大品牌滄源旅遊主打兩大品牌滄源旅遊主打兩大品牌滄源旅遊主打兩大品牌滄源旅遊主打兩大品牌滄源旅遊主打兩大品牌滄源旅遊主打兩大品牌滄源旅遊主打兩大品牌滄源旅遊主打兩大品牌滄源旅遊主打兩大品牌滄源旅遊主打兩大品牌

■滄源縣委書記祁騰武到基層調查茶產業發展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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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