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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牢记嘱托牢记嘱托 十年奋进十年奋进 旅居大理

□ 记者 关友芳

大理市双廊镇位于大理市东北端、
洱海东北岸，地理条件优越，自然资源
丰富，西眺苍山十九峰，门临洱海万顷
碧波，具有“苍洱风光第一镇”之美誉，
吸引着众多游客慕名而来。

近年来，双廊镇以文化艺术加速旅
游转型升级，积极拓展文化旅游空间，
挖掘文化旅游产业创新发展潜力，全力
推动艺术小镇和“艺术家第二居所”建
设，打造“旅居云南”双廊新样板。

合理布局，提升建管服水平
以双廊古镇为经济、文化、旅游中

心，通过伙山步道、木香坪营地建设及
沿途观景平台打造，践行“以山为弓、以
海为弦、以路为箭”的发展思路，实现

“水边资源”和“山上资源”互动发展、
“山上山下”山水相依融合发展。坚持
主客共享的原则，合理规划建设各类公
共文化设施，充分利用现有的农家书
屋、文化广场、室内展馆等公共文化设
施，盘活古戏台、魁星阁等文化资源，为
艺术人才、文艺爱好者提供文化学习、
艺术创作、产品展示平台，并在周边建
设停车场、厕所、会议室等配套服务设
施。围绕“艺术家第二居所”必要服务
体系，以特色小镇建设和国家 5A 级旅
游景区创建为抓手，紧盯旅游交通、环
境卫生、导游导览、休憩观光、智慧管理
等公共服务设施和配套基础设施建设，
累计投资约 10 亿元实施了北游客服务
中心、双廊艺术中心、国道G348线提升
改造、核心景区旅游价值及形象提升、
双廊伙山旅游观光生态步道等项目。

坚持设施建设和运行管理并重，强
化精细化、智慧化管理理念，创新管理
体制机制，推行小镇管理街长制、巷道
包保责任制和网格化管理责任制，构建

共建共治共享的景区管理格局。依托
“一中心+N 应用模式”，建成双廊智慧
化指挥中心，接入安防摄像头、智慧厕
所、智慧停车场、智慧消防等 13个智慧
化应用系统，实现在线调度和智慧化动
态管理。

同时，不断强化住宿接待设施，为
艺术家引入提供中长期居住条件和创
作空间，目前，全镇现有融合观光、度
假、休闲、康养、文化创作等多种类型的
民宿 677 家、房间 4641 间、床位 8047
个。其中，部分高品质民宿还为文化艺
术人才提供管家式服务。

政府主导，健全人才引进体系
实施“人才强镇”战略，成立大理

双廊艺术小镇艺术人才引进工作在市
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制定《大理双廊艺
术小镇艺术人才引进实施意见（试
行）》，坚持“以用为本、服务发展”的原
则，择优引入、公平对待、科学评价、规
范考核、动态退出，确保引入艺术人才
的质量。

在杨丽萍、张杨、沈见华、八旬、
赵青等一批在地艺术家的带动下，引入
了萨顶顶、胡军、李亚鹏等各领域艺术
人才，搭建起艺术展示和交流空间，打造
双廊文化艺术品牌。其中，胡军、李亚鹏
以品质民宿为平台入驻双廊，进一步增
强双廊的艺术活力和品牌影响力，实现
互利共赢。

名家带头，营造文化艺术氛围
各领域艺术人才在双廊成立“太阳

宫艺术空间”“白族农民画社”等工作
室，培植培育舞蹈、音乐、建筑、影视、白
族农民画等艺术业态，全力推进双廊艺
术馆、伙山美术馆等艺术展示和交流空
间建设，打造双廊文化艺术品牌。非物
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全力打造“造船世

家”“绣缘坊”等“非遗空间”，与时俱进
推动白族民居彩绘、大理白族造船技
艺、白族刺绣、木雕制作技艺、白族调等
非遗更好地保护传承发展。依托春节、
火把节等节假日，开展写春联、接本主、
白族歌舞表演、洞经音乐会、白族农民
画展示等丰富多彩的文艺活动。坚持
以文化创意为依托、文创产品为抓手，
不断挖掘双廊文化艺术特色，将民族特
色与现代艺术相融合，推出民族服饰、
白族农民画、明信片、工艺品等彰显
大理特色的旅游文创产品。

此外，鼓励经营户通过腾退部分空
间，开展多样化的民间艺术活动，全民
参与艺术氛围营造，部分文化主题民宿
常态化开展白族三道茶体验、甲马制
作、音乐会、画展等艺术文化活动，不断
促进现有业态和文化艺术相融合，增强

游客体验感。

融合赋能，品牌影响力持续增强
依托丰富的文旅资源、日趋完善的

基础设施和配套服务设施，双廊构建起
较为完善的文旅融合产业体系，品牌形
象逐步树立，先后被评为全国乡村旅游
重点镇、国家非遗旅游小镇、中国民俗
文化村、中国传统村落等，吸引全国各
地的艺术家或创作人才到双廊进行文
艺创作、文艺汇演。

同时，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持
续在业态丰富、特色彰显、服务优化和
品质提升上下功夫，让越来越多的游客
从“头回客”到“回头客”再到“常驻
客”。2023 年，双廊镇接待游客 611.15
万人次，其中接待过夜游客119.14万人
次，实现旅游收入56.32亿元。

大理市双廊镇——

推动艺术小镇和“艺术家第二居所”建设

双廊自然风光。 洱海边的露台音乐会。

白族农民画进行线上展示。 （本文图片由大理州文旅局提供）

□ 通讯员 赵燕飞 段光辉

“村里的‘阳光幸福驿站’开放，为
我们提供了一个家门口休闲娱乐的好
去处，我们心里都相当高兴。”近日，
漾濞县太平乡箐口村“阳光幸福驿站”
建成开放，村民苏大爷早早来到驿站
参观、体验。

走进驿站，温馨的布置和热闹的
氛围让人瞬间感受到和家一样的温
暖。老人们相聚在这里，可以一起唱

歌、跳舞、健身、打牌、聊家常，还可
以享受量血压等健康服务；孩子们
则在放学后或周末，来这里玩耍、参
加有趣的科普活动。

据了解，“阳光幸福驿站”是箐口
村结合实际情况，服务“一老”、守护

“一小”的一项民生工程。在建设进程
中，箐口村盘活利用村里闲置资源，在
原有的设施基础之上进行空间改造及
功能升级。驿站面积 125 平方米，设
置有老年棋牌室、儿童乐园、健康服务

区等功能区域，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满
足村里老年人和儿童的多样化需求，
给他们提供实际的帮助和服务，给予
他们心灵上的慰藉和关怀，进一步保
障老年人幸福养老、儿童健康成长。

箐口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
郑林光介绍：“我们将独居、空巢、留
守等老年人和留守儿童、困难儿童纳
入重点服务的对象范畴，下一步将依
托‘阳光幸福驿站’，融合开展健康宣
传、志愿服务、文化娱乐等多元化服

务项目，让老年人和儿童在家门口就
能 享 受 到 贴 心服务，感受到温暖和
关怀。”

近年来，太平乡坚持党建引领，以
“一老一小”群体的实际需求为出发
点，不断健全长效工作机制，完善相关
设施，持续优化服务质量，努力让辖区
老年人享有更全面、更专业、更周到的
养老服务，让儿童拥有良好的成长环
境，切实增强“一老一小”的获得感、
幸福感和安全感。

漾濞县太平乡守护“一老一小”朝夕幸福——

“阳光幸福驿站”打造家门口的“温馨港湾”

本报讯（记者 李丽合 王光保）
12 月25日下午，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组
织召开大理州天然气上下游价格联动
机制听证会，充分听取社会各界意见建
议，进一步规范天然气价格行为，保障
居民和经营企业的合法权益。

据悉，天然气上下游价格联动机制
是指天然气终端到户销售价格与上游
天然气气源综合购进价格涨跌趋向一
致的价格调整制度，包括顺价上调和顺
价下调。联动机制的建立，有助于及时
疏导城镇燃气企业购销价格矛盾，促进
燃气行业健康发展，保障城镇燃气供应。

记者了解到，为保持居民用天然气
到户销售价格的相对稳定，居民用气终
端销售价格一年联动一次，实行按年联
动；非居民用气终端销售价格一年联动
两次，按采暖季（每年 11月至次年 3月）
和非采暖季（每年 4 月至 10 月）进行联
动。为避免过度增加居民用户负担，居
民用气终端销售价格联动上调时，坚持

平稳从紧原则，根据居民用户承受能力
等因素设置单次上调幅度上限，单次上
调不超过每立方米 0.5 元。居民用气价
格下调和非居民用气价格调整不设幅
度限制。当上游价格上涨过高时，综合
考虑社会承受能力，按照兼顾城镇燃气
企业和消费者利益，保持经济平稳运行
的原则，适度控制居民、非居民用气价
格联动调整幅度。当市场价格持续大
幅上涨，可能对居民正常生活和经济平
稳运行产生不利影响时，暂时中止联
动。应调未调额度在下一个调整周期
统筹考虑。

消费者、经营者、相关领域专家、人
大代表、政协委员等社会各界代表共 21
人参加听证会，围绕调价幅度依据、调
价周期长短、调价后如何实施等内容提
出意见建议。会后，州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将认真梳理参会代表提出的意见建
议，形成听证报告，报州人民政府批准
后组织实施并向社会公布。

本报讯（记 者 张 婧 怡 通 讯 员
青星宇） 记者从大理火车站获悉，截至
12 月 24 日 18 点，大理火车站今年已发
送旅客 1000.5 万人（次），年旅客发送量
首次突破千万人（次）大关。此外，车站
今年 3 次刷新当日客发纪录，8 月 10 日
发送旅客6.2万人（次），创历史新高。

今年以来，大理火车站抢抓滇西旅
游升温的“黄金”机遇，切实打好安全、营
销、服务“组合拳”，确保客运工作安全有

序、客运量稳步提升。车站始终坚守客
运安全政治红线不松懈，持续强化旅客
乘降、安检查危、电梯运行和应急处置等
安全关键环节管控，确保旅客平安出
行。坚持“服务是最好的营销”理念，深
化“金花”服务品牌创建，积极发动党员
干部到客运组织最前沿做好服务工作，
对“老幼病残孕”等重点旅客提供“四优
先”服务，推出便捷换乘、“一站式”服务
和多语种特色服务，提升旅客出行体验。

我州召开
天然气上下游价格联动机制听证会

大理火车站年旅客发送量
首次突破1000万人（次）

2015年1月19日至20日，习近平
总书记亲临大理考察，作出了系列重
要指示。近十年来，大理州牢记嘱
托、感恩奋进，以实际行动奋力谱写
新时代高质量发展新篇章。为全方
位展示全州持续呈现的良好发展局
面，《大理日报》开设了“牢记嘱托 十
年奋进”系列专栏。其中，“牢记嘱
托 十年奋进·谈发展”和“牢记嘱托
十年奋进·看变化”两个专栏从即日
起至 2025 年 1 月 17 日公开征稿，欢
迎各界人士踊跃投稿。

1.“牢记嘱托 十年奋进·谈发展”
专栏征集记叙文、散文、随笔等。作
品内容以个人角度，用具体故事、亲
身感受，畅谈牢记嘱托、感恩奋进的
经历、体会或所见、所闻，展示近十年
来大理州在绿色发展、产业升级、文
旅融合、乡村振兴、社会和谐、民生改
善等方面发生的可喜变化和大理州
稳步迈向现代化的发展历程。作品
必须真实原创，未曾发表。内容要有

故事性、可读性、有细节和真情实
感。每篇字数1200字以内，可搭配与
内容相关的图片 1—2 幅。文字使用
Word 或 WPS 文档排版；图片使用
JPG格式，并在文档里附详细说明（时
间、地点、作者、图片内容）。

2.“牢记嘱托 十年奋进·看变化”
专栏征集对比图片（成组）。作品必
须真实原创。内容要对比拍摄对象
十年前和十年后的变化。每组对比
图需提供 2—4 幅。图片使用 JPG 格
式，并用文档附详细说明（时间、地
点、作者、图片内容）。

投稿时，请将作品电子版发送至
《大理日报》投稿邮箱（dlrbtg@163.
com），并在邮件主题和文档开头注明

“牢记嘱托 十年奋进·谈发展征稿”
或“牢记嘱托 十年奋进·看变化征
稿”字样，在文末附上作者信息。

大理日报编辑部
2024年12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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