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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新闻

地名故事

公元 1639 年农历三月初一，明代
旅 行 家 徐 霞 客 从 大 理 洱 源 县 城 出
发，在凤羽的天马山和鸟吊山之间，
绕着坝子，做了七天的考察游历。“曲
峡通幽入，灵皋夹水居”，这个桃花源
般的存在，让徐霞客颇为感叹，这就
是凤羽。

凤羽古镇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唐代，
古时候为泽国，后因地质变化形成凤羽
坝。在南诏大理国时期，凤羽是重要的
城镇，曾设凤羽县、凤羽郡等。凤羽的
地名来自一个美丽的神话传说，远古
时期白鸟到鸟吊山朝觐凤凰，因为天
气太冷，凤凰为了保护白鸟就将自己
的羽毛拔下来给大家保暖，凤凰因此
而牺牲。“凤殁于此，百鸟集吊，羽化而
成”，这个故事其实也包含了凤羽人崇
尚牺牲与奉献的精神。还有一种说法
是，一只美丽的凤凰飞过这个坝子觉得
太美就在空中翩翩起舞，落下的羽毛化
为凤羽坝。

采于罗坪山的墨石经过切割、雕刻、
打磨等 10 多道工序，蜕变为文房之宝，
据史料记载，凤羽砚的制作始于明末清
初，已有 400 多年历史。凤羽的读书人
外出赶考，曾把凤羽砚带到京城去，让
凤羽这个充满浪漫想象的名字浸润上了
文墨之气。

凤翔书院是凤羽古镇上的一个地标

式建筑，建于清朝雍正四年，这里曾走出
过四位进士，十一位举人，成为大理有极
大影响力的书院之一。依托凤翔书院的
建立以及这里开创的“双语教学”普通话
的推广，打开了凤羽白族与外界交流沟
通的通道，凤羽成为较早包容与吸收汉
文化的地方。

在凤羽古镇上走走转转，飞檐斗拱、
精雕细刻的白族门楼，“三坊一照壁”“四
合五天井”的院落在讲述着凤羽过去的
故事，这些明清时期的建筑，让我们可以
了解茶马古道上的历史，触摸古老的甲
马文化、土司文化、姓氏文化，感受白族
的耕读传家之风。

尹氏土司府的墙上有徐霞客的画
像，当年徐霞客与尹氏土司结下了深厚
的友情，这是凤羽人对汉族朋友的接纳，
也是他们对汉文化的吸收……

“是谁走漏了风声，让世界知道了
凤羽”。2022 年这句写在书签上的文
案在凤翔书院里的古银杏树上随风飘
动，300 多岁“高龄”，“旁听”了书院百
年诗书的古银杏听到了新时代的风
声。凤羽在寻找着与世界合奏的音
符，英国帝亚吉欧观光酒厂落地凤羽、
退步堂乡村度假酒店迎接着来自五湖
四海 的 朋 友 ，国 家 级 历 史 文 化 名 镇
凤羽正在奏响农文旅和乡村振兴的

“交响曲”。

本报讯（通讯员 赵庆玲） 近期，
宾川县农业农村局同宾居镇综合技术
保障与服务中心为辖区高标准农田项
目区的村民免费发放有机肥，助力 2025
年春耕生产，全力推进绿色农业发展。
据悉，今年宾居镇向村民免费发放有机
肥215吨。

在发放现场，工作人员有序地组织
群众进行登记、签字，并协助装车运
回。村民们互相帮助，按序领取，很快，
一袋袋有机肥就分发到了大家手中。
大家驾着满载肥料的小车，心满意足地
返回家中。

“我家有8亩地，今天领到了20包有
机肥，计划过两天施在葡萄地里。20包

有机肥对我来说是个大帮助，节省了不
少开支。”来自宾居镇李英村的村民说。

在发放过程中，宾居镇综保中心工
作人员为种植户现场讲解了有机肥的使
用方法和储存注意事项，帮助村民提升
科学用肥意识。通过“物资+技术”的服
务模式，为种植户提供实惠，确保农产品
产量和品质提升。

据悉，今年宾居镇实施了 2300亩高
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共发放有机肥 5359
包、215吨，受益农户648户。下一步，宾居
镇将遵循良种、良法和良肥相互配套、共
同发力的原则，提供更全面、更优质的农
业社会化服务，采取多种措施提高农业
生产效益，推动农业可持续发展。

宾川县宾居镇免费发放有机肥215吨

12月17日，漾濞县瓦厂乡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到瓦厂乡蛇马村慰问留守儿童。
此次慰问活动，志愿者们为孩子送上书包、文具等学习用品，并详细了解孩子的

生活、学习、健康等状况，让他们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与温暖。
［通讯员 娅琳 左柱发 摄影报道］

凤殁于此 羽化而成——凤羽
□ 曾丽霞 史漾滨

□ 记者 赵正琳 杨磊 夏传武
李黎 苏云慧 文／图

站在鹤庆县松桂镇东坡村云梦生
态农庄的观景台远眺，青瓦白墙的农
家掩映在田野和绿林间，恰似一幅水
粉画，引人沉醉在冬日暖阳里。山间
盘旋的蜿蜒道路，是每年百合、向日葵
花开时节健身跑、越野跑、山地自行车
赛等省级赛事的赛道。

曾经的茶马古道必经重镇——
鹤庆县松桂镇文化底蕴深厚、旅游资
源丰富独特，近年来传承历史文脉，创
新农文旅融合新业态，推动“文旅+农
业”“文旅+体育”融合发展，走出了一
条特色农文旅发展之路。

深厚历史底蕴赋能乡村
旅游

古老的龙珠风雨桥横跨漾弓江，
木质架构沉稳坚毅，榫卯相扣……凝
聚着先辈的智慧，历经百年风雨，守望
着山川田园。不远处，一座现代水泥
桥与之相望，承载着两岸群众现代生
产生活的繁忙。

两桥相望，像是古与今的对话。
龙珠风雨桥位于鹤庆县松桂镇

龙珠村委会河头自然村，属双孔风雨木
桥，是鹤庆县境内迄今为止保存完整的
唯一木桥，具有较高的历史、艺术和科
学研究价值。村中传承下来的采用“抄
纸法”制作的白棉纸蜚声海内外，纸薄
如蝉翼、质软防蛀，吸水性强、经久耐
用。据史载，龙珠村白棉纸“行销周边
各省，并用于印刷《滇系》《滇志》等重
要地方文献”，有“鹤庆棉纸誉西南”的
赞誉。2009 年 8 月，鹤庆传统手工造
纸技艺被列入第二批省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项目名录（扩展项目）。

“松桂是茶马古道重要驿站，是县
城通往外区乡镇的交通要道。马帮经
过这里时，都要停留下来休整，推动了
当时松桂镇马店、客栈和马帮器物销
售的发展。”驻松桂村工作队第一书
记绞雄才向记者介绍。

松桂镇辖松桂、南庄、勤劳、大营、
中窝、大石、新窝、宝窝、波罗、赤石、
三庄、文星、龙珠、长头、东坡 15 个村
民委员会，至今仍保存着国公庙、古
驿站、古民居、刘家大院、风雨桥以
及佛光寨古战场遗址，传承着独特的
民俗风情骡马物资交流会、接本主、
护雁传统及手工造纸、陶瓷、木雕、
铁器技艺。2011 年 1 月，松桂镇被云
南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历史文化名
镇。2013 年 8 月，松桂村的街南自然
村、长头村的长头自然村、龙珠村的
军营自然村被列入第二批中国传统村
落名录。

近年来，按照“农旅古镇”的发展
定位，松桂镇利用得天独厚的自然资
源和“松川古镇”厚重的历史文化资源
优势，大力发展民族文化旅游、生态旅
游和休闲农业，加快推动农旅深度融
合，推进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展开古
镇新韵。

“以节促旅，以旅兴农”
发展特色乡村游

12月 20日中午，松桂铁艺文化传
承园里锤声回荡、铁花飞溅，铿锵有力
的叮当声中，铁匠师傅锻打着时光印
记。

松桂镇曾有茶马古道上最大的骡
马交易市场，也是百货、山货、土杂的
集散地，大量的马蹬、马掌及生产生活
用具的需求使松桂拥有许多铁匠铺，
当地匠人铁器打制技艺精湛。2023

年，结合发展特色铁艺文化，松桂村委
会争取衔接资金 400 万元将原松桂铁
具厂修缮改造，建成了铁艺文化传承
园。依托松桂镇举办的油菜花节，大
力发展起乡村旅游。

今年三月，松桂镇的首届茶马古
道油菜花节在松桂村举办。村党总支
书记、村委会主任赵银才告诉记者：

“油菜花节期间，松桂村接待游客 7万
多人次，传承园打制的菜刀售出500多
把。节日活动还带动了餐饮业发展，
周边饭馆家家满座。”

以节促旅，以旅兴农，推动经济社
会发展。近年来，松桂镇在发展好传
统种植业和畜牧业的基础上，积极搭
建节庆活动平台，通过举办茶马古道
油菜花节、降支香板栗美食季、东坡运
动嘉年华、玫瑰花节等活动，推动人
流、物流、经济等多方面的发展，丰富
各族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促进各民族
交往、交流、交融。

为增加农民收益，松桂村今年在
铁艺文化传承园周边扩大发展油菜花
种植。现在，700多亩土地已经种下了
油菜种子，待到春天花开时，松桂的茶
马古道油菜花节又将如约启幕。

“体育赛事+”激发乡村
文旅新活力

12月 20日，在松桂镇文星村党总
支书记、村委会主任田加胜的带领
下，记者一行通过文星古桥，沿着深
藏在山林中的象眠山古道向金墩方
向前行。古道上，大小不一的石头错
落镶嵌，历经千年磨砺，“烙”下深深马
蹄印。

象眠山古道南起松桂镇文星村
桥头自然村，是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茶马古道重要组成部分——

鹤庆古道中保存相对完好的一段，古
道旁的魁阁、本主庙、古桥梁等仍有
保存。

“2018 年，这里是大理松桂——
东坡茶马古道第二届山地自行车爬坡
赛的赛道。”田加胜告诉记者，近年来
经常有徒步爱好者到象眠山古道进行
徒步活动。

据介绍，松桂镇每年都有赛事举
办，比赛路线穿过各个村落，松桂美丽
的自然风光和丰富的历史文化底蕴尽
收眼底。

今年 11 月举办的 2024 年云南省
第六届户外运动嘉年华白族体育系
列活动——“传承民族文化 助力乡
村振兴”松桂白族和美乡村健康跑，
600 余名选手分别参加了山地自行
车爬坡赛、24 公里越野赛和 7 公里体
育趣味赛民族健康跑项目，赛事获得
一致好评。据介绍，在松桂镇举行的
此类赛事被评为云南省旅游精品赛
事，赛事举办时间都在松桂镇最美的
季节，或鲜花盛开满坡、或稻香弥漫
四野。

跟着赛事去旅行，举目皆是景，移
步处处新。近年来，松桂镇把文旅特
色和茶马古道历史文化融入体育活
动，通过体育搭建起更大舞台，以赛事

“流量”变消费“增量”，为乡村经济发
展注入了新活力，迎来更热闹的风景。

2023 年至 2024 年，位于东坡村的
云梦生态农庄连续两年承办了赛事活
动，为东坡村带来集体收入 7万元，实
现旅游相关产业收入 4 万元，特色农
业收入达3万元。

松桂美，美在山水灵动，美在历史
古韵，美在自然人文。站在新时代的
起点上，带着沉淀千年的历史文脉和
底蕴，松桂古镇焕发新活力。

鹤庆县松桂镇——

文体旅融合 古镇添新韵

站在鹤庆县松桂镇东坡村云梦
生态农庄的观景台远眺，青瓦白墙
的农家掩映在田野和绿林间，恰似
一幅水粉画。（摄于12月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