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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理州政协委员访谈录

□ 记者 杨若兰 张丽

宋健香，政协大理州第十四届委
员会委员、永平县水泄乡阿林完小
教师。

12月 5日，宋健香做客由政协大理
州委员会和大理州融媒体中心联合推
出的全媒体直播节目《大理州政协委员
访谈录》，就传统文化传承、文旅融合发
展等话题进行对话交流。

扎根故乡无悔 坚守初心任教
主持人：您通过教育走出了大山，

毕业后又选择回到乡下，成为一名光荣
的人民教师，当初为什么做这个决定？

宋健香：我出生在一个贫困家庭
里。记忆中，我的家乡“三不通”，不通
电、不通水、不通路，乡亲们思想落后、
文化知识匮乏。从小的日子让我苦怕
了，想着有一天我必须要改变家乡贫穷
落后的面貌，于是我发奋读书，哪怕中
途遇到了很多的困难，我始终没有放
弃。12 年的寒窗苦读终于换来一片光
明，我于2002年7月毕业于大理州民族
师范普师专业，2005年 8月分配到永平
县水泄乡瓦厂村完小任教，2016 年 9

月调入水泄乡文库村完小任教并承担
教导副主任工作，现在在阿林村完小任
教。一转眼，我已在教育工作岗位上走
过了19个春秋。

通过不断的努力，我教了一批又
一批的学生，有的上了重点高中，有的
上了重点大学，有的已经成才走向社
会。尤其让我欣慰的是通过自己的身
体力行，潜移默化地影响身边的人。
这十多年来，大家变得重视教育起来
了。永平籍的苗族学生有在大连理工
大学就读的、有在云南师范大学就读
的，也有在四川大学就读的，我感到十
分欣慰。

主持人：走上工作岗位以后，您是
怎样做的呢？

宋健香：我通过各种方式方法引导
学生明事理，指导学生学会学习、学会
生活、学会做人。我也有意识地培养自
己良好的性格特征和行为习惯，言传身
教，用自己的人格感染和教育学生。适
时进行家访，定期召开家长会，加强与
家长的沟通与联系，使家庭教育与学校
教育联系更紧密，收到了良好的教育效
果。在承担教导副主任工作以来，我分
管学校的教学、体卫艺等工作，带领全

校师生接受了国家对义务教育均衡发
展的验收，得到了上级的好评。在学生
心理问题突出的今天，我又特别重视学
生的心理健康教育，积极参加兼职心理
健康教师培训，发现个别学生有问题，
就及时找他们进行个别谈话，对症下
药。我从事教育教学工作的这19年里，
教育教学成绩一直名列乡内前茅，甚至
是县内前茅。

我还在校园里开展了少数民族
歌舞传承，打造了文库完小“特色大
课间”，让不同民族文化进行交流、
融合；宣讲国家的民族政策，引导学
校里不同民族的学生相互团结、共同
促进。

传承传统文化 守护民族根魂
主持人：您还致力于苗族文化的挖

掘、整理，努力做好苗族文化传承工作？
宋健香：苗族文化是中国多元文化

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悠久的历史和丰
富的内涵。我积极参与收集、整理素
材，参与编纂了《大理苗族》《大理苗
族山歌》等书，参与录制了《大理苗族
传统歌舞》，向世人介绍展示了大理
的苗族文化。

主持人：说起永平，有两个文旅品
牌大家一定不陌生，一个是“永平博南
文化节”，一个是“永平黄焖鸡”。请您
来推介一下永平这两张“热辣滚烫”的
文旅牌。

宋健香：永平县博南文化节从2016
年到2024年，已经成功举办了9届。每
年都组织丰富多彩的活动，对永平的人
文历史、自然风貌、民族风情、社会发展
等进行集中展示，进一步提升了永平的
对外形象，丰富了“千古博南·味道永平”
的内涵和外延。借助博南文化节的举
办，永平县用“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
方式，加快跨越发展步伐。

“永平黄焖鸡”历经一千多年的丰
富和发展，布局合理化、养殖规模化、
生产标准化、经营产业化、产业生态化
和产品品牌化要求越来越高。2024 年
9 月 28 日，“永平黄焖鸡”制作团体标
准和配套教学示范视频发布，标志着
永平黄焖鸡品牌标准体系、原料鸡选
育扩繁体系、加工体系、产品销售网络

体系、供应链金融体系、品牌宣传体系
“六大体系”同频共振，同向聚合，实现
“行有规矩、做有方圆”。10月30日，永平
黄焖鸡集体商标注册申请已被国家知
识产权局受理。未来 3年，永平县计划
建设年出栏 100 万羽以上原料鸡选育
扩繁基地 1个，建设发展永平黄焖鸡屠
宰加工、冷链物流、食品加工、副产品
开发利用等关联企业 100 户以上，培育
发展“永平黄焖鸡”品牌餐饮经营店
1000 户以上，成立 7 个以上养殖合作
社，带动 1 万户以上农户养殖原料鸡
100 万羽以上，实现“永平黄焖鸡”综合
产值超 5亿元。

广纳社情民意 写好委员答卷
主持人：履职期间，您的提案或社

情民意都有哪些？您主要关注哪些领
域的社会问题？

宋健香：在担任政协委员期间，我
认真履职，积极参与建言献策、撰写提
案、反映社情民意，很多提案得到了政
府的重视、落实、解决。提交的《关于
加大全州苗族芦笙文化传承保护力度
的建议》得到州级部门的高度重视、采
用，由州级分管领导亲自抓落实；《关
于改善山区学校饮水质量的建议》得
到了彻底落实，推动山区学校配备饮
用水的相关净化设备，极大改善了农
村师生饮用水的质量，真正做到了为
广大群众“排忧解难”。我多次参加了
州、县大会的协商发言，参加了各级政
协组织的各类培训及调研，为农村垃
圾及污水的处理出谋划策，努力参与

“十件实事”“协商在基层活动”“双助
推”“院坝协商”以及为乡村振兴出谋
划策等活动。

主持人：您对履行政协委员职责
还有什么新的期待？您的委员承诺是
什么？

宋健香：今后工作中我将不骄不
躁，再接再厉，不辜负党和政府对我的
信任，一如既往地做好人民教师的本
职工作，做到心中“有政协情怀”，履
行好职责，继续关注民生、关注热点
难点问题，积极反映人民群众的合理
诉求和利益关切，在山区扎根，在山
区绽放。

政协大理州第十四届委员会委员宋健香——

用文化软实力打响县域特色文旅牌

宋健香参加政协永平县第十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资料图片）

□ 通讯员 沈洪斌 李钦艺

近日，宾川县金牛镇越析社区日
间照料中心全面竣工正式交付使用，
设在日间照料中心一楼的社区“幸福
食堂”也同步开业，开启社区多元化养
老服务新模式。

越析社区“幸福食堂”是宾川县首
个投入运营的“幸福食堂”。采取政府补
贴、企业让利和个人支付相结合的运营
模式，实施“一老一小”就餐优惠制度，为
老年人提供了便捷的餐饮服务。“幸福食
堂”一经上线，就受到社区群众的欢迎，
不少老年人、儿童和务工人员前来就餐，
大家在“家门口”就享受到“幸福”味道。

“幸福食堂菜整得好，饭也不硬，吃
着口感比较好，方便了我们老年人特别
是独居老人和留守儿童的生活，希望这

个食堂越办越好。”越析社区 17 组老年
人张鸿云说。

越析社区把打造城市“老幼共托”
幸福社区，作为推进“苍洱阳光幸福工
程”三年行动计划的重要举措，针对城
市社区“一老一小”服务需求不断增长
的实际，在县民政局、县妇联和金牛镇
党委、政府的支持下，投入建设资金 130
万元，建成 3 层建筑面积 310 平方米的
集就餐、康养、学习于一体的多功能社
区养老服务中心，在一楼设置“幸福食
堂”，在二楼设置阅览室，在三楼设置康
体休闲室。

小饭碗，大民生。下一步，越析社区
将进一步探索可持续的“一老一小”服务
模式，构建覆盖社区、共建共享的基本养
老服务体系，让社区老年人暖胃又暖心，
乐享温馨幸福时光。

宾川县——

首个社区“幸福食堂”温暖上线

漾濞县顺濞完小体育老师到小村小学开展走教活动。（摄于12月3日）
2024年春季学期以来，漾濞县依托云南省教育基金会“走教计划”支持项目，从各

乡镇中心完小选派55名音体美专业教师到农村小规模薄弱学校走教，累计开展走教
活动 492 次，教授音体美专业课 984 课时，惠及全县小规模薄弱学校 24 所 918 名学
生。走教活动让孩子们体会到艺术体育课堂中别样的魅力，破解了小规模学校艺术
体育学科教师结构性短缺难题，有力促进全县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通讯员 刘静 摄］

滇西应用技术大学70名师生到鹤庆县开展“赓续红色血脉·传承非遗文化”活
动。（摄于12月7日）

师生们先后到鹤庆手工白棉纸传承体验中心、云南银器博物馆王松工作室等地
了解学习非遗产品的历史和制作技艺，增长了见识，提升了动手能力。

［通讯员 寸春蕾 摄］

游客在巍山南诏博物馆银杏
树下拍照打卡。（摄于12月5日）

又是一年银杏黄，当下，巍山
古城的银杏树迎来最佳观赏期。
金黄的银杏与古城相映成景，居民
和游客在金色的初冬美景中，感受
古城独特的历史韵味和自然风光。

［通讯员 饶国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