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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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牢记嘱托牢记嘱托 十年奋进十年奋进 谈发展

千里家乡半日还
□ 李树华

□ 记者 张婧怡

“一江下沙溪，古道绝寺登。”澜沧江
水系黑惠江由北至南纵贯全坝，形成了
沙溪特有的水土风貌，滋养着这个古朴
秀丽、诗意宁静的古镇。在这里，时光
留下了最美的回眸；这里有春天的油菜
花、夏天的稻田、秋天的麦浪和冬天的
雪景；这里是游人向往的“远方”，留下
了远客探寻的足迹；这里也是艺术家自
由的一方天地，让其脑海中的奇妙世界
可以成真……

近年来，随着文化艺术旅居业的发
展，剑川县沙溪古镇的游客数量逐年增
加，旅游收入实现年均增长 18%以上。
2024 年 1 月至 8 月，古镇共接待海内外
游客218.7万人次，同比增长12.59%，实
现旅游总花费 35.51 亿元，同比增长
21.7%。旅居沙溪长达半年的有 100 多
人，旅居时长15天以上有1万多人。

立足资源禀赋——
茶马古道上的魅力沙溪

拥有上千年历史的沙溪古镇有着
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被誉为“茶马古
道上唯一幸存的古集市”。古镇内保存
着古戏台、兴教寺、欧阳大院等明清时
期的古建筑。这些古建筑不仅具有较
高的历史价值，也是研究当时建筑风
格、社会文化等方面的重要实物资料，
为文化艺术旅居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
材和艺术灵感。

沙溪古镇山水环绕，自然风光秀
丽。青山绿水与古老的建筑相互映衬，
营造出一种宁静祥和的氛围。古镇周
边有许多传统的白族村落，其建筑风格
独特，青砖白瓦、木雕窗棂，与田园风光
相得益彰。

沙溪古镇依托“二月八”、火把节、
“石宝山歌会节”等传统民俗节日和假
日定期开展篝火晚会、传统赛歌、“阿吒
力”民俗音乐、白族古乐演奏、非遗集
市、民俗表演、美食节、诗歌分享等丰富
多彩的文化活动，吸引了众多艺术家和
文化爱好者前来定居、研学和创作。目
前，古镇内已有艺术工作室 8 家、画廊
12 家、手工艺品店 35 家，吸引绘画、舞
蹈、音乐方面的艺术家和建筑、心理、医
疗等领域专家12人。

科学保护开发——
夯实艺术旅居发展基础

科学规划和政策支持在沙溪文化
艺术旅居业的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
用。近年来，通过制定规划体系、加大
建设投入以及出台一系列优惠政策吸
引艺术家和文化机构入驻等措施，沙溪
古镇的文化艺术旅居业发展得到了有
力的支持。

构建旅居发展硬支撑。改善交通
条件，初步形成环寺登街、环古镇、环坝
区、环四围山区的分层旅游圈布局和内

外衔接、互联互通的乡村旅游路网；完
善旅游设施，建成总面积达到5000平方
米的2个游客中心和可容纳841辆车的
16个生态停车场，改造11个旅游厕所。

文化赋能业态发展。突出特色，先
后推出了“明清古建筑之旅”“艺术创作
之旅”“自然风光之旅”“民俗文化体验
之旅”等特色旅游线路，重点打造“生态
休闲度假”“白族民俗文化体验”“寻味
茶马古道”“白族特色民居客栈”四个特
色品牌。鼓励艺术家和手工艺品制作
人开发具有沙溪特色的文化艺术产品，
2024 年 1 月至 8 月，古镇文艺产品销售
额达1230万元。

提升艺术旅居品质。全面启动旅
居民宿、古街巷、特色村落的集中整治
和品质提升工作，推出一批具有文化
特色的精品酒店、民宿，形成示范效
应。推进高品质酒店、民宿建设，提升
剑川旅游功能配套和承载力，努力让
高品质酒店、民宿成为剑川旅游新载
体、新名片。

以优质服务为保障。定期组织旅
游从业人员参加培训，提高服务水平。
建立服务质量监督机制，设立旅游投诉
电话，及时处理游客的投诉和建议。推
进智慧旅游建设，实现古镇核心区免费
高速 5G Wi-Fi 全覆盖，成为云南省首
个5G全覆盖的特色小镇。

把准发展方向——
产业融合打造艺术旅居理想地
沙溪古镇坚持“政府引导、市场运

作，科学规划、合理布局，量力而行、适
度开发，体现特色、示范推进”原则，充

分挖掘整合自身资源和优势，通过旅居
与农业、手工业、服务业等产业融合，形
成了以文艺旅居为核心、多产业协同发
展的格局。

古镇立足产业融合发展思路，围绕
乡村旅游调优种植结构，大力发展油菜
花、食用玫瑰等观光农业。开发重走茶马
古道、松茸采摘、草原放牧等沉浸式产
品，跳出“景点体验”传统模式，与周边
的农业合作社合作，推出了“农家乐+艺
术体验”的旅游产品，让游客既体验了
农家生活，又感受到了艺术的魅力，实
现以乡村旅游为主导、文创为特色、高
原特色农业为辅助的农文旅融合发展。

同时，文化艺术旅居业的发展也带
动了古镇周边的餐饮、住宿、交通等相
关产业的发展，村内农户将闲置房屋进
行改造，发展特色民宿、农家乐和小吃
店等，为当地居民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
会和增收渠道。居民的生活水平得到
了显著提高，幸福感也不断增强。据统
计，2023 年，古镇周边居民人均收入达
到5.2万元，比上年增长3%。

如今的沙溪古镇，带着历史的印记
和文化的沉淀，在发展中不断探索创
新，逐渐成为了国内艺术人士所青睐的

“文化艺术旅居理想地”，也让“沙溪”这
个名字成为众多旅人心中的美好憧憬。

□ 通讯员 李铭 欧阳露

隆冬时节，弥渡县城滨河公园里依
然是一派林木葱茏，荔扉亭、霖润亭、学
耕亭等亭台半隐其间，亭台里书写着
弥渡县历史文化名人创作的诗词，成为
居民休闲小憩、品读弥渡的一方角落。

居民邹加兴说：“把孩子带出来，让
他看一看、听一听，增加人文见识的同
时，对自己的家乡有更深的了解。”

近年来，弥渡县在城市建设中融入
弥渡花灯、民歌、人文等文化元素，塑造

“出门见园，入园见文”的城市文化生态
空间，增强居民的归属感、幸福感。

弥渡县在充分利用地方文化打造
城市绿美生活空间的同时，在传承历史
文脉、活化老城记忆方面进行探索实
践。位于县城老城区西北角的建宁公
园，是该县利用原县农机修造厂厂址建
成的特色公园。建设建宁公园时，在保
留工厂历史原貌的基础上，将现代建
筑、地方文化元素融入其中进行统筹规
划建设，把原来的两栋厂房改造为城市
会客厅，留住了历史记忆，也让城市变
得既现代、古朴，又更加美丽，成为了居

民们接待远朋的优选之地。
居民庄继宗说：“朋友来到弥渡，首

先我会带他们到城市会客厅，让他们了
解一下我们弥渡的历史文化，然后会带
他们泡温泉、品美食、赏花灯。”

弥渡县精雕细刻“一角一特、一园
一色”的迷你空间，着力打造“一街一
景、步移景易”的文化景观，塑造“出门
见园，入园见文”的城市文化生态空间，
构建起兼具生态性、文化性、功能性的
城市公园环带。截至2024年底，弥渡县
共建成蕴含弥渡花灯、弥渡民歌、历史
文化、民俗风情等文化元素的小微口袋
公园及街头绿地游园69个，有效增加绿
地面积近5万平方米；建成青螺公园、建
宁公园、毗雄河滨河公园等19个广场公
园绿地，公园绿地面积达 59.68 公顷，人
均公园绿地面积达14.31平方米。

据弥渡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局
长苏建梅介绍，弥渡县绿美城市创建被
列为省级绿美城市奖补名单，文化型口
袋公园建设列入省级试点，下一步，
弥渡县将着力把县城建成满溢“小河淌
水”乡愁韵味、独具花灯民歌文化异彩
的美丽宜居幸福之城。

剑川县沙溪古镇——

擦亮艺术新名片 打造旅居理想地

▼ 沙溪古镇。 （本文图片由大理州文旅局提供）

▲ 沙溪古镇玉津桥。

以文塑城 以文化人

弥渡县城市建设实现质的飞跃

清晨 6 点，我还在广西南宁的街
头吃早餐，当天中午 1 点，却已身在
祥云家中。一千多公里路程，半天到
家，这一幕，比传说中的朝发夕至还
要快。广大铁路扩容建成的高铁，让
家乡的路不再遥远，真可谓“千里家乡
半日还”。

十年前，祥云县城西郊那条看不
到尽头、和外面的世界互联互通的老
铁路，曾是我记忆的一部分。尽管那
是当时除公路以外唯一通向昆明方向
的一条铁路，但在我眼里，能有“绿皮
车”坐，生活就已经很不错了。

2014年，我和同事到江苏出差时，
出于好奇，特意绕路去坐了一趟动
车。那时，在飞速行驶的动车上，我不
由自主地想，家乡何时才会有一条让
人心驰神往的高铁。

幸运的是，在这个飞速发展的时
代，有些事说来就来，一切皆有可能。

2018年7月1日，一列从昆明开往
大理的动车组列车，风驰电掣地来到
祥云，标志着家乡翘首期盼的高铁，终
于穿山越岭，来到了家门口。

算起来，从我第一次到江苏坐动
车，到在家门口坐动车，其中只隔了短
短的 4年。曾以为遥遥无期的家乡高
铁，竟然来得如此之快。这，不能不让
人心生自豪。

昆明大理，双向发车。时速 200，
运行不到 2小时……一天之间，“旅长
游短”成为历史；一天之间，“夕发朝
至”的卧铺夜班车无人问津。延伸到
家乡的高铁，不仅串起了祖国的名山
大川，也加快了家乡奋进的步伐。

2023 年 12 月 30 日，在高铁开通 5
年后，一路向西的新楚大高速公路，以
势不可挡的气势，出现在滇西大地、出
现在我的家门口。

这一切，不能不让人心生感慨。
生活在这个催人奋进的新时代，幸福
感总是油然而生。

从南方丝绸之路、滇缅公路、到
楚大高速公路，再到今天的新楚大高

速公路。从广大铁路，到扩容后的高
铁，一条又一条滇西新走廊，架起了家
乡踏上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赶考
之路的崭新桥梁。

在我眼中，艺术感拉满的新楚大
高速公路，科技感十足的高铁，都是
人类智慧在滇西大地上的杰作。每
次行于其上，都会使人心情大好。古
人所描写的“四野茫茫皆沃土，千村
处处有通途”的诗句，说的不正是今天
的家乡吗？

从空中俯瞰，新楚大高速公路上
那座有“云南最美立交桥”之称的中国
结式祥云浑水海立交桥，如同山谷间
从天而降的交响乐，在天地间散发着
无限的魅力。它那充满力量，动人心
魄的模样，让人看上一眼，都会激动
不已。

大道致远，乘风而行。在 201 公
里的新楚大高速公路 17个出口中，就
有家乡的刘厂、禾甸、祥云北3个。不
能不说，这不仅是家乡腾飞的希望之
路，也是家乡实现一个个梦想的领跑
之路。

从售票窗口排出长长的队伍，到
今天在手机上买票；从绿皮火车满载
着对远方的想象与渴望，到今天高铁
轻松实现异地往返。这几年，我和周
围的许多人一样，作为祖国大家庭里
的平凡个体，在自由自在的生活空间
里，心甘情愿地和日新月异的祖国一
起奋斗，感受和祖国同频共振的节奏，
紧随时代铿锵前行的步伐。

在历史前进的大势中奋进，在时
代发展的激流中前行。日新月异的家
乡，与世界相交，与时代相通。飞驰的
高速铁路，壮美的高速公路，路路相
通，承载着家乡奔腾的梦想，让家乡和
外面的世界相融相通，这种抵达人心
的感动，是何等的幸福！

人货畅行，奋发有为；与时俱进，
发展无限。我相信，在铺满新时代阳
光的道路上，家乡的未来一定会更加
美好！

本报讯（通讯员 严培君） 日前，
大理州气象局与云南机场集团、大理
机 场 联 合 研 究 的 创 新 项 目“横 断 山
区 机 场 低 空 风 场 综 合 预 报 系 统 ”科
研成果论文《横断山区机场低空风场
综合预报系统研究》荣获 2024 年西南
地区航空气象技术论文交流竞赛一
等奖。

横断山区机场低空风场综合预报

系统有较好的复杂地形低空风场精细
化预报能力，可广泛应用于低空危险天
气监测预警及低空经济气象保障等方
面，对在低空经济领域培育气象新质生
产力具有重要意义。

下一步，大理州气象局将与机场、
航空公司等加强合作，在低空旅游、无
人机运输等方面开展相关工作，为低空
经济产业贡献气象力量。

我州一论文获西南航空气象
论文交流赛一等奖

南涧县无量山镇种植户杨贵花
高兴地展示刚挖出的重楼。（摄于
2024年12月26日）

近年来，无量山镇不断探索林
下经济发展，引导农户种植黄精、重
楼等中药材，促进群众增收致富，推
动乡村全面振兴。目前，全镇共种
植中药材1500亩。

［通讯员 陈永彩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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