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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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丽芳

被“小锤敲过一千年”的鹤庆县草海
镇新华村在时间的长河中历久弥新、银
辉闪耀。一声声轻锤，叩响历史的回
声，余音缭绕；一件件银器，刻印时光的
痕迹，余韵悠长……

有着“中国银器看云南，云南银器
看新华”美誉的新华村，境内有银都水
乡新华 4A 级景区。近年来，新华村充
分利用独特的区位优势和宜居宜人的
生态环境，依托传承千年的手工加工技
艺，主打“银都水乡、旅居鹤庆”新华村
旅居名片，在着力培植和发展壮大银铜
器加工和销售的同时，不断夯实旅居基
础，强化服务配套，探索走出一条以产

“留”居产业特色发展之路。

立足优势
擦亮“银都水乡”名片

早在南诏时期，以新华村为主的
鹤庆匠人开始从事金、银、铜等手工艺
品的加工制作，至今已有一千多年的历
史，鹤庆银器锻制技艺（银铜器加工）也
是鹤庆县唯一的国家级非遗传承项
目。历史悠久、工艺精湛的银器加工技
艺，衍生出集银制品生产、销售、体验为
一体的特色产业链，目前已形成“一村
一业、一户一品、前店后坊”产供销一条
龙的经营模式，产业分工不断细化，产
业链条不断延伸。

近年来，鹤庆县以“高原水乡、银都
鹤庆”为主导品牌，以新华村独特的区

位优势、优美的草海湿地自然风光、浓
郁的白族风情和传承千年的手工加工
技艺为依托，以银铜器制品生产、销售、
体验为特色产业，聚焦“特色、产业、生
态、易达、宜居、智慧、成网”七大要素，
先后投资 19.69 亿元，全力推进新华银
器小镇创建。通过多年的打造，新华银
器小镇及周边基础设施不断完善，生
态环境得到提升，高原水乡白族特色
村落风貌得到彰显，银铜器产业进一步
发展壮大。新华村先后获得了“全国乡
村旅游重点村”“非遗旅游小镇”“云南
省特色小镇”“云南省第一批省级夜
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中国淘宝
村”“云南十大名镇”等荣誉，成为手工
艺文化遗产的传承故园、闻名遐迩的

“银都”。
目前，鹤庆县已经形成以新华村为

中心、辐射周边的银铜器生产加工和销
售集散地。新华村从事银铜器加工销
售的直接从业人员5600多人、间接从业
人员 9000 多人、辐射带动周边 1.3 万人
就业，年加工银毛料 300吨、铜毛料 800
多吨，银铜器业年产值合计约 41 亿元。
银铜器加工销售业不仅是当地群众增
收致富的支柱产业，还不断促进文旅融
合，成为鹤庆旅游的亮丽名片。

“以银为媒”
注入旅居发展活力

江苏人杨青湖到新华村开展直播
带货，目前粉丝已达 123 万余人；师从
寸光伟的湖北美院学生吴小路，毕业后

在新华村附近租下一栋白族民居院落创
业，把父母从武汉接到鹤庆，结婚生子，
全家人在白族小院中工作、生活……

近年来，新华村充分发挥“银器+银
文化”的产业链聚合优势，通过超前规
划，以“银”为媒，吸引各地匠人、设计
师、商人、自媒体运营者到新华村生活、
创业、旅居。随着新华村银器加工产业
的发展以及非遗传承培训、银器研发中
心、网红基地、文创小院、特色餐馆、大
师院、特色工坊、特色客栈、书吧、电商
直播、物流快递等丰富业态的发展，形
成了家庭作坊、手工制作、企业经营等

充满活力的产业集群。吃、住、行、游、
购、娱一体化新文旅模式，带动全国各
地一批热爱创意设计的工匠和艺人
入驻新华村，成为新“新华人”，居住在
新华村的外来人口近1000人。

鹤庆县强化人才培引，加强对银铜
匠的培养和银器锻制技艺的传承，带动
特色产业发展。目前，新华村约有5000
多名匠人、2000 多家银铜器加工作坊，
通过将民族手工艺与旅游、创业、慢生活
有机结合，以文带旅，以产“留”居，新华村
成为“产业交融发展、工艺传承创新、自
然生态和谐”的旅居生活目的地。

夯实基础
提升“旅居鹤庆”品质

来自东北、川渝等地的 300 余人
长期在新华村片区旅居，其中，有众
多老年群体，新华村也成为“养老旅居
胜地”。

新华村以建设全国乡村旅游重点
村为契机，实施一系列草海湿地生态保
护措施，延长旅居产业链，提供集旅游
娱乐、加工体验、养老疗养、学习度假等
于一体的综合性旅居服务，使鹤庆坝子
成为天蓝水清、宜旅宜居的人间天堂。

此外，鹤庆县整合云鹤镇、草海镇
酒店民宿资源，实现优化互动，满足不
同层次游客的需求。鼓励符合条件的
酒店积极申报国家星级饭店，鼓励旅游
民宿升级改造，不断提高全县旅居产业
综合服务能力。截至2024年8月，鹤庆
县有三星级酒店 3 家、五星级旅游民宿
2家、四星级旅游民宿 2家、国家丙级旅
游民宿1家、精品高端酒店6家、特色民
宿 51 家，这些酒店和民宿基本集中在
新华村及草海镇周边的村落。2023年，
鹤庆县接待海内外游客340.34万人次，
其中，过夜游客46.57万人次，平均停留
3.25天，实现旅游总收入46.8亿元。

本报讯（记者 俞少行 赵磊 实习生
自文玉） 岁末年初，我州出入境接待大
厅迎来阶段性办证高峰。

2024 年 12 月 30 日上午，在大理市
政务服务中心公安出入境窗口，有很多
居民前来办理护照或港澳通行证。“现在
动车开通到老挝，打算春节假期和家人
一起去老挝旅游。办护照非常快捷，十
多分钟就办好了。”市民蒋女士说。“退休
后去了好几个国家，现在和老伴一起来
换护照，就是想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觉
得还没看够。”市民杨女士表示。

在大理州政务服务中心出入境服务
窗口，有很多外国人前来办理出入境签
注等手续。

大理州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支队副
支队长杨淑娟介绍：“全州出入境接待
大厅迎来阶段性办证高峰，2024 年 12
月 31 日之前的 7 个工作日，证件受理
量环比增加了 61%，是 2023 年同期的
2.3 倍。”大理实施出入境证件“全国通
办”，中国内地居民可以在大理办理护

照、往来港澳通行证以及赴香港或澳
门探亲、团队旅游、商务、逗留等签注，
申办手续与户籍地一致。我州在 12 县
（市）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设置受理窗
口，居民可就近办理，或者通过“移民
局 12367”App 办理。

据了解，2024年国家移民局将云南
省 144 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停留范围由
昆明市扩大至昆明、玉溪、楚雄、大理
等 9 个市（州）行政区域。大理机场航
空口岸临时开放近日获国家口岸管理
办公室批复同意，并计划开通大理至
曼谷、河内、吉隆坡、香港 4 条国际（地
区）往返航线。大理州抢抓发展机遇，
打造中国南下印度洋大通道的重要枢
纽和开放前沿，高水平搭建开放平台，
努力在全省“打造金字招牌世界旅游
目的地”中走在前作示范，“亚洲文化
十字路口的古都”不断焕发新活力，
大理“文旅热”成为常态。2024 年前三
季度，大理州累计接待入境旅游者 27.7
万人次，同比增长207%。

鹤庆县新华村——

走出一条以产“留”居特色发展之路

▲ 草海湿地风光。

▼ 银器加工。 （本文图片由大理州文旅局提供）

我州出入境办证迎来阶段性高峰

金目吊
分 布 于 红 海 、

印度洋、南太平洋海
域。体色金黄并布
有黑色条纹，小集群
性，较凶猛。肉食
性，以软体动物、甲
壳类、小鱼为食。

银鼓
分 布 于 印 度 尼

西亚、菲律宾、泰国
等地江河入海口的
咸 淡 水 交 融 水 域 。
属杂食性和底食性
鱼，活动在水层的中
底层，爱吃水草和活
饵，性情较温和，喜
群居。

本报讯（通讯员 张继彪）中国科学
技术协会近日对 2024 年全国科普日有
关组织单位和活动予以表扬，大理州
2024年全国科普日主场活动受到表扬。

全国科普日是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开
展的大规模群众性科普活动，2024年的
主题是“提升全民科学素质，协力建设科
技强国”。大理州2024年全国科普日活

动集中在 9 月份开展，各科普主体充分
发挥自身优势，积极整合资源、开放场
地、创新形式，紧紧围绕百馆展览探未
来、科普报告话前沿、千万 IP创科普、科
普活动展风采，广泛宣传我国科技、科普
工作成就，科普活动形式多样、内容丰
富，构建起全社会参与、全民共享的社会
化科普大格局。

我州全国科普日活动受中科协表扬

本报讯（通讯员 杨金蕾 周云曦）
2024 年 12 月 27 日，“诗遇非遗·不一样
的咖啡之城”——“学习强国”大理州学
习平台线下诗歌分享会在宾川县举行。

参与分享会的朗诵者朗诵了《朱苦
拉：留住乡愁的诗意栖居》《咖啡令》《风
儿吹拂朱苦拉》《朱苦拉之恋》等一系列
赞美宾川咖啡、赞美宾川咖啡文化传承
的优美诗歌，充分展示了宾川大地深厚
的诗歌文化底蕴以及广大人民对家乡、
对宾川咖啡的无限热爱和深情眷恋。

在活动现场，大家一起对话“咖啡

制作与传承”，分享了宾川人从对古咖
啡林的坚毅守护到非遗手艺传承，再到
不懈的品牌推广的故事，展现了宾川人
与咖啡之间质朴而炽热的情感。同时，
以宾川咖啡为主角，现场观众参与有奖
问答，整个诗歌分享会的氛围愈发浓烈
欢快，也让更多的人了解宾川咖啡、爱
上宾川咖啡。

现场观众王春说：“很高兴能参加
今天的活动，在品味咖啡的同时，能聆
听到这么多优美的诗歌，让我对朱苦拉
咖啡和诗歌都有了新的认识。”

“诗遇非遗·不一样的咖啡之城”
诗歌分享会在宾川县举办

巍 山 县 庙 街 镇 云 鹤 村 委 会
佛 堂村村民在家里加工晾晒贡
菜。（摄于2024年12月25日）

近日，巍山县8000多亩生态贡
菜喜获丰收，当地农民抢抓农时，
抓紧下田收获贡菜，并及时削皮加
工成条进行晾晒，乡村一派丰收繁
忙景象。近年来，巍山县大力发展
高原特色农业，扶持引导农民发展
贡菜产业，通过订单收购、电商销
售等方式销售到安徽、上海等地市
场，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助力乡村
振兴。

［通讯员 张树禄 刘绍德
字晶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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