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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晓云） 12 月 1 日，
首届“白马湖散文奖”在浙江绍兴市
上虞区揭晓，我州白族青年作家李达伟
散文集《苍山》获得优秀奖。

“白马湖散文奖”由《人民文学》杂
志社和浙江省作家协会指导，浙江绍兴
市上虞区人民政府主办，上虞区委宣传
部、上虞区文联承办。其授奖辞如是写
道：对李达伟而言，进入苍山不是以一
个通常旅游者身份，而是生命进入时间
无比缓慢、世界的细节渐次展开的维
度，关涉着不仅是一隅一山而是整个人
类。作品有类似大提琴与钢琴奏鸣曲
的结构和节奏，让我们屏息凝神，聆听
苍山。散文家中的音乐家很少，而李达伟
是。有鉴于此，授予李达伟的《苍山》
白马湖散文奖优秀奖。

散文集《苍山》入选百花文艺出版
社“满天星丛书”，全文共计 18 万字，
2023年出版，作品主要以苍山中的那些
村落和在苍山中生活着的人们（牧人、

农民、民间艺人等等），以及苍山本身的
自然等作为观察和写作的对象。通过
不断深入苍山东面和西坡中的那些村
落，实地攀登苍山，实地寻访苍山中的
溪流，做了相对充分的田野调查，尽力
描述苍山中人们的生活状况（包括风俗
文化、丧礼、祭祀等），也尽量以强烈的
在场感来描写苍山上的自然之物（包括
苍山上的星空、溪流、动物、植被与山
峰），引出对自然、生命、人类精神命运
的思考。

李达伟系近年较为活跃的 80 后作
家，1986 年生于云南剑川，中国作家协
会会员，大益文学院签约作家。迄今已
有逾两百万字作品见于《人民文学》《十
月》《花城》等刊物，出版有散文集《暗世
界》《大河》和《记忆宫殿》等。曾获第十
二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第
十二届湄公河文学奖、第三届三毛散文
奖、云南文学奖、云南省年度作家奖、滇
池文学奖、《黄河文学》双年奖等。

李达伟散文集《苍山》
荣获首届“白马湖散文奖”

本报讯（通讯员 李源江） 近日，
洱源县炼铁乡全面开展社会矛盾纠纷
排查化解工作，本着抓早抓小的原则，
采取有力措施，坚持问题导向，突出矛
盾纠纷排查化解和隐患的摸排，实行
乡、村、组党员干部进村入户开展摸
查，建立健全调解规章制度，做到发现
一起矛盾纠纷，及时调处一起，全力以
赴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维护社会稳定，
降低重大事件的频发，切实把群众社
会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为创建平安
和谐社会打下坚实的基础。

提高政治站位，抓好工作统筹。
坚持把开展矛盾纠纷集中排查化解攻
坚行动作为维护社会稳定工作的一项
重要任务，与重点工作同安排同部署
同落实。成立村级矛盾纠纷排查化解
领导小组，负责统筹指挥调度，领导小
组下设办公室，研究具体措施，广泛宣
传，发动群众，将隐藏的矛盾纠纷摆到

面上，及时组织调处化解，防止“小矛
盾”演变成“大纠纷”，切实做到各类矛
盾纠纷和信访问题早发现、早排查、早
化解，确保将矛盾隐患化解在早、化解
在小，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和
满意度。

突出排查重点，夯实工作责任。
组织乡、村、组党员干部深入农户开展
排查，实行分片包干责任制，及时了解
掌握群众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对各
类矛盾纠纷和苗头性隐患进行一次全
面、深入、细致的排查，重点排查化解涉
婚恋家庭、邻里纠纷、山林土地纠纷、经
济纠纷、重大事项纠纷等农村易发多发
的矛盾纠纷，同时，还排查特殊困难人
群，以及重点人员，做好台账，做到底子
清、情况明。掌握辖区内的各种矛盾
纠纷情况，做实做细防范应对措施。
健全完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切
实增强调解的主动性、防范性。

形成工作合力，攻坚化解矛盾。
充分发挥各级党组织在基层矛盾纠纷
化解中的领导核心作用，以村级调解
组织为基础，调动网格员积极性，认真
履职尽责，形成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的
整体合力。坚持“边排边调，调处结
合”的原则，对一般性矛盾问题，能当
场调解的当场调解，对一时解决不了
的疑难复杂矛盾纠纷，按照“属地管
理”和“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采取
包案化解的方式，集中攻坚。共同做
好疑难复杂矛盾纠纷的调解，最大限
度将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防止命案
事件的发生。

加强源头预防，全面消除隐患。
党员干部重点从提升意识、宣传政策、
法律维权等方面入手，积极向广大群
众宣传讲解各种矛盾纠纷调解的相关
知识，让群众知晓辖区内矛盾纠纷调
解的组织架构、工作职责等情况，确保

群众的矛盾纠纷诉求渠道畅通。耐心
细致做好群众来电来访和接待工作，
帮助有困难的群众依法合理解决诉
求，及时消除风险隐患，有效预防和减
少各类矛盾纠纷的发生。通过广泛宣
传和发动学习，进一步提升了群众知
法、学法、懂法、用法、守法的意识，也
增强了群众对矛盾纠纷的预判和感知
能力。

目前，炼铁乡党员干部深入农户
排查社会矛盾纠纷达 130 多次，先后为
民调处矛盾纠纷达 260 多件，做到了

“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促进农村和谐
稳定，有效遏制了重大事件的发生，受
到了群众的一致好评。全乡党员干部
以群众为中心，践行为民矛盾纠纷排
查化解的责任，从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出发，切实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直接、
最现实的民生实事，营造“人人和睦、
户户团结、村村和谐”的新风尚。

宾川县大营镇纪委联合督导组工作人员在镇中心幼儿园食堂查阅食品进货台
账。（摄于11月27日）

连日来，联合督导组深入辖区各中小学校，通过查阅台账、实地察看、座谈访谈
等方式，紧盯校园食品安全、饮水安全、膳食经费管理等重点开展“嵌入式”监督，严
查校园食品安全工作中失职渎职、不担当不作为等问题，推动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
腐败问题专项整治取得实效，坚决守护学生“舌尖上的安全”。

［通讯员 邓永凤 张凤梅 摄影报道］

洱源县炼铁乡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

承 担 祥 云 县 城 供 水 任 务 的
小官村水库。（摄于11月25日）

今年以来，祥云县针对全县平
均降雨较常年同期偏少、降雨时空
分布不均的实际，在确保水库防洪
安全的前提下，制定“一库一策”蓄
水方案，及早谋划，分类指导，采取
拦、引、提、调等蓄水措施，突出抓
好承担城乡供水任务的水库蓄水，
确保城乡供水安全。

［通讯员 李树华 摄］

□ 通讯员 吴金勇

近年来，鹤庆县充分挖掘非遗资源，升级“非
遗+旅游”，深化文旅融合，提升旅游吸引力，实现了
非遗与文旅有机融合，带动了相关产业联动发展。

近日，走进鹤庆新华村寸光伟银器传习所，
寸光伟正在指导年轻学徒制作银器茶具。从小
就喜欢制作民族传统手工艺品的他，15岁就能独
立打制杯、壶、碗等简单器皿。1999年，寸光伟回
村创建了工坊，并渐渐做出名气。如今，他已经
是制作酥油灯的老手和行家了。

和众多银器工匠一样，现在寸光伟一直“用
心”打造银器工艺品，2019年，他在家里挂牌成立
银器传习所，不仅吸引了国内各高校工艺美术师
生来学习银器制作技艺，还成为众多游客了解体
验鹤庆银器制作技艺的场所。寸光伟说：“高校
师生来到新华村实习，希望他们把鹤庆的银器文
化宣传出去。而作为银器锻制技艺传承人，我也
有责任把银器锻制技艺更好地传承下去。”

鹤庆的非遗项目，种类丰富，特色鲜明，鹤庆
瓦猫就是其中一项。金墩乡赵屯村艺人郜金福，
人称“猫福”，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
传承人，他在熟练掌握捏制瓦猫的基本传统技艺
后，进行了大胆创新。郜金福表示，他制作的瓦
猫在造型上更加夸张，尤其在嘴形上与其他人制

作的瓦猫不同，头部高高扬起，嘴型张大，显得更
加雄壮美观。由于郜金福制作的瓦猫销路好，不
但当地民间使用，各级博物馆收藏，也被广大的
国内外爱好者收藏，他家也成为瓦猫制作技艺的
传习所，吸引着众多高校师生和游客来学习和体
验瓦猫制作技艺。

如今，鹤庆众多非遗产品享誉省内外，每一
件产品都蕴含着工匠们的心血和对传统技艺的
执着坚守。截至目前，全县共有各类非遗保护项
目 26项，代表性传承人 242人，其中，国家级项目
1项，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2人；省级项目6项，省
级代表性传承人 17人；州级项目 10项，州级传承
人26人；县级项目9项，县级传承人197人。

鹤庆县充分挖掘非遗资源，以“高原水乡、银
都鹤庆”为主导品牌，以新华银器小镇、乡村旅游
和非遗传习体验等文旅综合示范点打造为基础，
开启“非遗+旅游”体验模式，促进整个地方经济
的发展。截至目前，鹤庆县有国家4A级旅游景区
1个，全国非遗旅游小镇 1个、全国工业旅游示范
基地1个、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1个。

据鹤庆县文化和旅游局局长龙江薇介绍，近
年来，鹤庆的非遗项目具有很强的吸引力，增加
了游客在鹤庆的停留时间，2024 年 1 至 10 月，全
县接待了海内外旅游者 306.83万人（次），实现了
旅游业总收入40.34亿元。

本报讯（通讯员 段志宇） 随着入冬天气转
凉，燃气使用迎来高峰期，鹤庆县扎实开展燃气安
全相关工作，全面排查安全隐患，督促相关供气企
业开展自检自查，确保不出现燃气安全事故。

鹤庆县恒泰燃气有限公司是一家天然气供
气企业，日前，该公司组织专业力量对燃气管道
的老化、腐蚀、泄漏、占压、穿越密闭空间等问题
进行认真排查，针对发现的问题制定整改方案，
并通过鹤庆县 2024 年城市燃气管道等老化更新
改造项目进行提升改造，确保问题得到有效整
改，提升管网运行安全。

鹤庆县城共计建设燃气管网 130.25 公里，其
中，市政燃气管道 51.09 公里，庭院管道 32.68 公
里，燃气立管46.48公里。鹤庆县各部门细化工作
内容，完善工作机制，严格履行部门监管职责，督

促城镇燃气经营企业履行行业主体责任，做好日
常管理和自检自查，消除燃气安全风险隐患。

鹤庆县消防救援局消防监督员赵江龙说：“我
们按照‘一听、二看、三查、四反馈’的方式，定期对燃
气企业进行检查，督促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
任，发现问题现场进行反馈并责令整改。同时，我
们还紧盯燃气充装、销售、使用等重点环节，从源头
把控气瓶质量，防止不合格燃气具、配件流入市场。”

截至目前，鹤庆县已完成城镇燃气充装企
业、瓶装液化石油气经营企业、管道燃气企业、燃
气具及配件销售、餐饮企业等1436家单位全覆盖
排查整治，制作、发放用气安全宣传册 12000 余
份，在切实保障全县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
局稳定的同时，提高群众安全意识和防范能力，
形成“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的社会氛围。

□ 通讯员 王静 杨锋

近年来，鹤庆县高度重视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积极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作，因地制宜
开展治理模式，建设生态宜居美丽乡村。

近日，走进辛屯镇如意村，村民正在检查路
面上的排污井，道路两侧沟渠内的水清澈透亮
无异味。在提升人居环境整治过程中，辛屯镇
积极整合资金，实施了如意村农村生活污水治
理项目，项目建成完工后将让如意村480户2274
人受益。如意村农村生活污水治理项目技术负
责人尹学刚表示：“污水治理项目采用政府投资

主管网及氧化塘，发动群众收集污水，主动接入
主管网的工作模式，主要收集农户餐厨废水、洗
涤废水、厕所洗浴废水、养殖废水，达到‘四水’
全收集的治理模式，实现村内无污水横流，无污
水直排，沟渠无臭味的效果。”

在松桂镇东坡村，一座座房屋错落有致，一
条条蜿蜒美丽的乡村路绵延铺展。东坡村立足
村情实际，创新治理方式，在北长和军营两个小
组建成2.2公里污水管网入地和2个集中收集处
理池，集中纳入管理，绘就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
新画卷。据松桂镇东坡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
主任韩坐介绍，东坡村利用“小三格+大三格”集

中净化处理，达到还田还地资源化利用的目
的。截至目前，东坡村三格式化粪池改建率达
100%，实现了污水处理全覆盖。同时，东坡村还
成立了公共卫生委员会，组建2支志愿者服务队
伍，将人居环境治理纳入村规民约，形成“制度
约束、群众监督、广泛参与、共治共享”的长效治
理机制。

截至今年 9 月，鹤庆县完成农村生活污水
治理任务行政村 81 个，治理率为 71%，有效解
决了部分农村生活污水治理难题，为提升农村
人居环境质量、推进乡村振兴提供了坚实的
基础。

本报讯（通讯员 段志宇 李保彤
董炽鸿 文／图） 12月3日，在鹤庆县
龙开口镇禾米金沙江渡口举行了中国
船舶集团援建禾米金沙江渡船通航
仪式。

新渡船不仅空间宽敞明亮，船舱
也能为乘客遮阳挡雨，乘坐的舒适
性大大增加，同时，该渡船还具备 80
吨的载重能力和 60 个客位，能够同
时搭载车辆和乘客，大大方便群众
的出行。

据了解，渡运是金沙江沿岸群众
生产生活的重要交通方式，平时需使
用渡船往返金沙江两岸的群众达到
180 多户 700 余人，原来的客渡船由
于船型较小，抗风浪能力较弱，加之
使用年限较长，现已无法满足居民
日常出行的需求。中国船舶集团提
供 112 万元援建的渡船长 28.6 米，
宽 5.5 米，深 1.5 米，它的启用将便利
金沙江两岸居民的经济和生活交流，
提高水上运输的安全性，并进一步提
升当地居民的生活质量。

鹤庆县升级“非遗+旅游”
深化文旅融合

鹤庆县加强生活污水治理 共建生态宜居美丽乡村

鹤庆县紧盯重点环节
确保冬春季燃气安全

中国船舶集团援建鹤庆县禾米金沙江渡船下水通航

中国船舶集团援建鹤庆县禾米
金沙江渡船通航仪式现场。（摄于 12
月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