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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新闻

绿美大理

永平县城市公园，让群众幸福
一年四季不打烊。（资料照片）

□ 通讯员 杨福军 马立 文／图

秋冬交替，永平县城树木葱茏，流
水逶迤，金菊绽放，丹桂飘香。从县城
制高点俯瞰，博南山、银江河、市政道
路与园林绿地相依相偎。

漫步银江河畔，水波粼粼，罗汉
松、银杏、榕树、樟树、柳树、蓝花楹、三
角梅枝繁叶茂，连绵不断，遮出一条条
绿色通道。辛苦工作了一天的人们，
来此放松身心；行色匆匆的路人，到此
驻足拍照，留下美好瞬间。永平县城，
让来来往往的人，装满幸福时光！

沿着银河东路，穿过永兴大桥，径
直走 800 米，有一个景观小品带。这
里，休闲步道蜿蜒伸展，黄冠菊、海桐、
石楠、满天星相映成趣，云南松、桂花、
映山红无界融合，如龙、似马、像牛的
风景石静中有动。在永平县城，像这
样的景观还有很多。它们安落在县城
中心、动车站前、小区里、机关单位、城
郊接合部，各美其美。

党的十八大以来，永平县借助云南
省城乡绿化美化三年行动和“建设滨
水园林城市”省级绿美城市试点工作
的东风，聚焦“一河七脉”（即：银江河

及其东山河、观音河、中屯河等 7条支
流），推进口袋公园、城市绿道、滨水绿
岸、公共空间林荫化等建设，“绣”出绿
美新景象。

8大滨河园林，让县城可赏、可憩、
可游、可乐。依托“一河七脉”，充分利
用山、水、风、田园等自然资源，采取河
道综合整治、湿地生态系统建设、局部
景观打造等措施，建成银江河曲硐滨
河公园、观音河滨河公园、中屯河滨河
游园等 8个滨河园林景观。“每隔一公
里，就有健身器材、儿童滑梯、休闲凉
亭、象棋石桌、夜间照明等设施，我已
经 63岁了，做梦都没想到银江河边会
变得这么好。”家住博南镇老街社区富
足山二组的张赛荣提起家门口的滨河
公园，难掩眉梢上的幸福感。

38 个口袋公园和城市公园，让群
众幸福一年四季不打烊。通过规划扩
绿、拆房补绿、破硬植绿、留白增绿、见
缝插绿、拆墙透绿、立体添绿等途径，
因地制宜将城市中的边角地、零碎地、
闲置地、道路节点建成城市公园 23
个、口袋公园 15 个，人均公园绿地面
积15.22平方米，公园绿地服务半径覆
盖 率 达 100% ，城 市 绿 化 覆 盖 率

44.27%。“家门口就有公园。绿化好、
空气好，健身设施齐全，到这里打太
极、散步，很开心。”退休干部张建春
说，口袋公园，方寸之美，兜住了父老
乡亲“大幸福”。

11.622 公里城市绿道，让美景与
运动一起飞扬。紧密结合城市路网更
新改造以及城市绿道慢行系统建设，
新建改建博南路、博南东路城市绿道
及博南公园、永乐公园、观音河滨河公
园、龙坡森林公园等一批绿道，构建起

“点、线、面、轴、片”相融合的绿道构
架和体系，县城建成区绿道增长到
11.622 公里，万人拥有绿道 1.9 公里。

“城市绿道，最适合户外运动了。晒
着太阳、吹着微风、闻着花香、看着风
景，心情真爽、愉快无比。”在博南公
园绿道上跑步的张树超说，这些年身
边的绿道越来越多、越来越长，健身、
跑步、骑行的人络绎不绝，城市绿道
把生态环境和民生福祉串了起来，实
实在在提升了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和
获得感。

48 个省级园林单位和园林小区，
让居民推门见绿、移步闻香。以创建

“园林式居住区（单位）”“绿美校园”

“绿美社区”“绿美庭院”等为载体，完
成绿美点位建设 131 个、绿化美化村
庄 36.57 万平方米、绿美示范街区 3
个、绿美示范街道 3条，命名绿美庭院
示范户 200 户，先后创建省级园林单
位、小区 48个，永平县委、县政府办公
区入选云南省 2022 年度绿美城市和
绿美社区推荐奖补名单，政协永平县
委员会办公区入选云南省 2023 年度
绿美城市和绿美社区奖补名单。

用心“造景”，意在成风化人。永平
滨河园林、口袋公园、园林单位和小区，
不同的场合，有着相同的主题——用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铸魂育人。一幅幅
涵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关心关爱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
公益广告作品，以美润心，涵养向上向
善的精神力量；一组组“永平历史文化
发展渊源”“永平八景”“在永平留下足
迹的历史名人”景观雕塑，向美而行，饱
含奋斗创造历史韵味；一帧帧最美人
物、英模人物、道德模范精气神的画面，
很有“永平味道”，洋溢着生命温暖。

一河七脉，永平县城新景观，它串
起了永平县城的地理空间，更串起了
永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

永平：“一河七脉”绿了县城美了生活

□ 通讯员 张继彪

今年以来，大理州以提升全民科学
素质、服务高质量发展为目标，积极探
索科普新路径，广泛弘扬科学精神，通
过实施“五步棋”，打造“新样板”，实现
科学普及与经济社会发展同频共振。
目前，全州具备科学素质的公民比例达
9.7%，较“十三五”末增长3.2个百分点，
公民科学素质稳步提高，大理州科普工
作逐渐走上制度化、社会化、信息化、品
牌化、规范化的轨道。

下好“基础棋”，提升青少年科学素
质。多姿多彩的科普活动和社会实践
引导大理州青少年树立科学意识、崇尚
科学精神，养成运用科学知识和方法思
考、解决问题的习惯。组建了专职青少
年科技辅导员队伍，组织全州 120名青
少年科技教育工作者参加集中学习培
训；举办“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王希季
院士专题展，受教育青少年达 15 万人
次；组织 7 所学校 22 名师生参加“科技
梦·青春梦·中国梦”2024年高校科学营
活动；开展云南省“大手拉小手——科
技传播行动”科普报告团巡讲及天文观
测活动 29场次；举行“大理州昆虫科普
进校园”活动 20 场，受益师生 2 万人
次。大理州学子在第八届全国青少年

无人机大赛中斩获4个金牌、5个银牌、
9 个铜牌，在第十届全国青年科普创新
实验暨作品大赛全国总决赛中获全国
二等奖2项、全国三等奖2项，南涧县示
范小学杨庆玥同学在第 38届全国青少
年科技创新大赛中荣获三等奖。

下好“关键棋”，提升农民科学素
质。以提升农民科技素质为重点，推动
农村科普资源不断丰富，科普公共服务
能力和科普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改善。
组织开展“云南省百名专家科技下乡”
科普讲学 42 场次，受益人数 7700 人；
大理州农函大开办培训班 135 个，7578
名学员结业；组织开展“全国农民科学
素质网络知识竞赛”活动，全州农技协
数量达 141 个，入驻智慧农技协 44 个；
拍摄制作少数民族科普短视频 36 条，
积极探索双语科普宣传；“宾川科普”官
方微信公众号、抖音科普短视频及直播
平台成为科技助力乡村振兴的典范，开
展葡萄种植技术等直播 10 场次，在线
人数达 3.3 万人次，粉丝关注数达 2.96
万人；成功创建剑川县农民院士科技服
务站，“云南大理烟草科技小院”被评为
国家级科技小院，“云南宾川柑橘科技
小院”“云南弥渡发酵蔬菜科技小院”

“云南宾川数字水肥科技小院”获评省
级科技小院。

下好“先手棋”，提升产业工人科学
素质。以提升技能素质为重点，持续提
高产业工人职业技能和创新能力，积极
开展科普示范创建、专家工作站建设、
产业发展等科普活动，大理苍洱留香农
业发展有限公司李小林专家工作站、
南涧县茶叶工作站李亚莉专家工作站
成功创建为 2024 年省科协专家工作
站；成功举办大理州首届创新方法大
赛，在 2024 年中国创新方法大赛云南
赛区决赛中，大理州选送的 8家企业 16
个项目入围，最终荣获特等奖 1 项、
一等奖 2 项、二等奖 1 项、三等奖 3 项，
大理州科协被表彰为“优秀组织奖”；成
功举办以“技能赋能产业 匠心筑梦
大理”为主题的 2024 年大理州职业技
能大赛暨云南省职业技能大赛大理州
选拔赛、第六届“中国创翼”创业创新大
赛“欧亚杯”大理州选拔赛，促进了全州
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激发了一线科技人
员的创新争先热情，以科技创新为实体
经济注入强大动力。

下好“解困棋”，提升老年人科学素
质。以提升信息素养和健康素养为重
点，持续提高老年人适应社会发展能
力，增强老年人在科技新时代的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开展大理州“银龄
跨越数字鸿沟”科普专项行动，联合公

安、金融、电信部门组织开展全州“防电
诈”科普宣讲活动 12 场次；开展“银耀
苍洱”活动，积极鼓励老科技工作者发
挥余热，开展义诊助力卫生健康、志愿
服务助力绿色发展、文明宣讲助力移风
易俗等活动；组织开展“万名科技专家
讲科普”活动，邀请 64 位老专家，开展
95个专题宣讲 232场（次），受益群众达
25369 人；组织拍摄《退休不褪色 银发
写华章》等专题片，积极参与“最美银发
志愿者”评选活动，大力宣扬老科技工
作者的先进事迹。

下好“致胜棋”，提升领导干部和公
务员科学素质。加强前沿科技知识和
全球科技发展趋势学习，突出科学精
神、科学思想培养，切实增强领导干部和
公务员把握科学发展规律的能力。将科
学素质教育纳入年度全州干部教育培训
计划，有序组织州级副处以上、县级副科
以上领导干部分批集中到党校参加轮
训；组织大理州公民科学素质建设工作
41个成员单位和 12县市开展科技活动
周、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全国科普日等主
题科普宣传活动50余场；组织动员广大
职工参加“2024年云南省公民科学素质
网络竞答活动”，举办大理州第五届科普
讲解大赛、大理州百名基层科技工作者
代表影像展，弘扬科学家精神。

我州下好科普“五步棋”打造科普“新样板”

本报讯（记者 杨磊）12月7日，大理
州中医医院中医何云长工作室落户上海
中医药大学附属浦东新区中医医院。
截至目前，州中医医院专家工作站（室）
已辐射到上海、昆明、西双版纳、保山、
临沧、怒江等地。

近年来，大理州中医医院以为患者
提供优质医疗服务为目标，充分发挥自
身中医专家团队的优势，积极建设“专
家工作站（室）”，通过交流学习实现共
同进步，进一步加强医院学科建设，助
力我州民族医药高质量发展。

“一纸经方传承千载，一缕药香穿
越古今。”大理州中医医院积极引进全
国、全省专家资源，建立上级专家工作
站（室），不断扩大“朋友圈”，交流合作
日益深入。吴佩衡扶阳学术流派传承
工作室二级工作站、管氏特殊针法学术
流派全国名老中医管遵惠传承工作室、
全国名老中医传承工作室张良英名医
工作室二级工作站、全国名老中医夏惠明

名医工作室二级工作站以及全国名老
中医药专家彭江云传承工作室二级工
作站等全国名医工作站相继落户大理
州中医医院，涉及心脑病、针灸、风湿免
疫、肛肠、外科、老年病等科室。截至目
前，已建有国家级、省级各类专家工作
站 29 个。在上级专家工作站专家的指
导帮助下，州中医医院的医疗技术水平
不断提升，人才培养取得明显成效，学
科建设不断加强。

同时，大理州中医医院充分发挥名
老中医药专家传承工作室的引领和辐
射作用，建立基层专家工作站。目前在
怒江、临沧、西双版纳及大理州各县市
落户建成了 25 个专家基层工作站。专
家团队定期到建站医院开展义诊会诊、
教学查房、学术讲座等工作，接收各级
医院的传承人和骨干来院跟师学习或
进修，平均每年接收100余人，推进了优
质医疗资源下沉、共享，培养中医药人
才，为民族中医药发展贡献力量。

州中医医院“专家工作站”建设
助力民族医药发展

已辐射到上海、昆明、西双版纳、保山等地

地名故事

灵山佛都：鸡足山
□ 曾丽霞 赵云贵

“云南有座鸡足山，离天只有三尺
三；百零八寺云里建，佛光普照金灿
灿”，这是一首流传很广的民谣，它道出
了鸡足山的神圣而高远。鸡足山的名
字来源于其独特的地形——“前列三
峰，后拖一岭”，恰似一只雄鸡的脚，因
此得名“鸡足山”。鸡足山地处横断山
脉东南边缘的断裂带，地貌险峻，风光
秀丽。它是中国五大佛教名山之一，更
被誉为“灵山佛都”。

这里是华首门，传说迦叶尊者在此
“守衣入定，待佛降生”。这一传说，为
鸡足山赋予了神圣的地位。鸡足山佛
教始于唐宋，盛于明清。鼎盛时期，山
上寺院达三十六寺七十二庵，常住僧尼
数千人，形成了“鸡足一百零八寺，寺寺
半夜皆鸣钟”的盛景。

旅行家徐霞客曾两上鸡足山，并编
撰第一部《鸡足山志》。悉檀寺立有“徐
霞客游记掷笔处”雕塑，在明代它是鸡
足山最辉煌的寺院之一。明万历四十
五年（1617年），丽江土知府木增为母祈
寿，向朝廷奏准，捐银数万两创建。悉
檀寺是徐霞客游览考察鸡足山的根据
地，是《徐霞客游记》的终篇之地。而今

这里只剩下两棵高大苍劲的松柏还能
让我们想象当年赵藩、李根源、徐悲鸿
等往来于悉檀寺的情景。

到了鸡足山，人们或爬山或坐缆车
都要到金顶去看一看，体验一番徐霞客
当年登临天柱峰绝顶，惊叹的四观奇
景——东日、西海、南云、北雪。

金顶寺所在的位置是天柱峰顶，海
拔 3248 米。据记载，明朝以前，天柱峰
顶就建有方塔一座，后倾颓。明崇祯十
四年（1641年），黔国公沐天波将昆明东
郊鸣凤山太和宫铜铸金殿迁到此地，废
普光殿和塔建金殿，从此香火日盛，金
顶寺因此得名。

雨天行走鸡足山，林间流水潺潺、
鸟鸣涧涧，雨雾升腾。从虚云禅寺到
祝圣寺，见证着鸡足山的复兴。

祝圣寺是目前规模最大的寺院，原
名钵盂庵，光绪三十年（1904 年），禅宗
泰斗虚云老和尚将钵盂庵建成山中第
一座十方丛林。从此，鸡足山以祝圣寺
为中心，形成庞大的寺庙群。祝圣寺现
在是云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3
年，被国务院确定为全国汉传佛教重点
寺院。

12 月 20 日，弥渡县寅街镇高营村委会观音山小营村“幸福小院”正式揭牌运
营。据了解，寅街镇持续做好农村“一老一小”工作，积极打造“幸福小院”提升群
众幸福感。 ［通讯员 赵琦琪 查飞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