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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新闻

地名故事

民歌悠扬的古驿道——密祉
□ 曾丽霞 史漾滨

在大理的云山深处，茶马古道的遗
韵依旧悠扬，密祉，这个古老的驿站，就
像一首深情的“小河淌水”，静静地流淌
在历史的长河中，唤起我们对这片土地
的无限遐想。

密祉，这个名字，承载着厚重的历
史。在唐南诏时期，它已是滇西“开南
古驿道”上不可或缺的一环。明万历年
间的《赵州志》、天启年间的《滇志》，都
曾记载着“弥只里”“弥只铺”，那便是今
日密祉文盛街的前身。

漫步在文盛街，脚下的石板路被
岁月打磨得光滑，仿佛能听到历史的
回声。杨家马店的门口，那些曾经驻
留过马帮的房子，依旧保留着岁月的
痕迹。巷口深处，那些经营土杂特产
的小店，昏黄的灯光曾吸引过多少旅
人驻足。

密祉，古称密汁，也作波罗密，是彝
语的音译，意为“老虎出没的地方”。民

国元年，随着弥渡县的成立，密汁被划
入其辖区，更名为密祉。这里山峦环
绕，溪水长流，珍珠泉的汩汩泉水，如同
珍珠般迎接着四方来客。

密祉，是世界名曲《小河淌水》的发
源地，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弥渡
民歌和花灯文化的摇篮，被誉为“中国
花灯艺术之乡”。这里的花灯，据说始
于唐宋，至今每年正月初七至正月十
五，密祉的男女老幼都会投入到花灯歌
舞的狂欢之中。而最让密祉人骄傲的，
是这里的民歌，经过尹宜公的改编整
理，传唱到了全世界。

茶马古道，不仅仅是一条商道，它
更是文化艺术交流的通道。随着马帮
商贾的往来，中原文化、边地文化、民族
文化在此交融，形成了密祉多元多彩的
文化气象。温润质朴的密祉人，热情欢
快的密祉歌舞，让这个茶马古道上的驿
站，散发着历久弥新的生命力。

□ 通讯员 袁松花 查虎

近年来，弥渡县教体党工委按照
“发展教育抓党建，抓好党建促教育”的
工作思路，深入探索党建促进教育改革
发展新举措，以“党建+教育改革”模式，
推动弥渡县教育高质量发展实现创新
突破。

抓管理固堡垒，夯实教育改革根
基。开展中小学校、幼儿园党员全覆盖
工程和党组织覆盖提升行动，新成立
党支部3个，全县所有公办中小学校实
现党的基层组织全覆盖。组织党组织
书记、党务人员业务培训 5 场（次），参
加培训 300 余人（次）。组织理论学习
中心组集中学习 8次，开展党纪学习教

育读书班 1 期，党支部学习交流 90 次，
主题党日活动 180 余次，召开警示教育
会 议 30 次 ，参 与 警 示 教 育 2516 人
（次），党组织书记讲授纪律党课 90
次。健全责任体系，保障教育改革推
进，严格落实党工委委员挂钩联系制
度，逐级制定党建工作项目清单、责任
清单和考评清单，形成年初研究部署、
年中调研推动、年末述职考核党建工
作责任闭环。

抓关键扬示范，树起教育改革先
锋旗。开展“一校一品”党建示范校创
建。创建“云岭先锋·育人红烛”党建
示范校 11 所、州级党建示范校 9 所、州
级规范化党支部 2 个。培育弥城三小
等 10 所清廉学校示范学校。实施“青

蓝工程”师徒结对，发挥党员骨干教师
的传帮带作用，助力青年教师快速成
长。成立国家级罗文武名校长工作室
1 个，省级名师工作室 1 个，县级名师
工作室 4 个及弥渡一中新高考研究中
心，不断提升年轻教师育人能力和水
平。评选省、州、县各级骨干教师、学
科带头人、名师、名校长共 556 名。重
视骨干教师培养和引进，坚持“走出
去”“引进来”相结合，选派 106 名骨干
教师到北京、上海等地交流培训，通过
校园招聘 26 名研究生，教师队伍结构
不断优化。

抓融合促发展，奏响教育改革多元
乐章。持续深化高中教育“八大改
革”。构建全新用人体制机制，用好四

支帮扶力量，办好“博雅班”“临港班”。
发挥民办高中优势，加快高中教育多样
化发展，促进全县高中教育质量整体提
升。深化义务教育集团化办学、校点布
局、人事绩效工资、教学教研管理、教育
信息化、家校协同育人、心理健康教育

“七大改革”。全面提升基础设施建设
水平，有序推进农村小规模教学点的撤
并工作，2024年保留完小 65所，暂停办
学 6 所。投入资金 39.75 万元，完成 22
所学校食堂硬件改造提升和实施设备
添置，稳妥推进中小学校中午集中供
餐，50 所学校实行学校食堂自主供餐，
对暂不具备供餐条件的 26 所学校通过

“中央厨房”实施集中供餐，受益学生达
1.2万人。

□ 记者 杨桂清 杨德梅

十年来，漾濞县阿尼么村旧貌换新
颜，小山村与艺术“结缘”，迸发出前所
未有的生机与活力，村美了、业兴了、人
回来了，李波涛也踏上了归乡寻梦之
旅，回家创业一步步将好风景变现好

“钱景”。
冬至时节，探访阿尼么村，随处可

见的石板路、艺术墙绘、石头墙、老电视
机、核桃林把小山村“装点”得格外文
艺，一个个艺术气息浓郁的农家小院，
干净整洁、各具特色。走进阿毕大叔家
的农家小院，女主人李波涛和家人正忙
着腌制腊肉。

年关将至，很多人家都会在这个季
节准备腊肉，但李波涛做的量远远超过
一家人的食用，记者看着一大盆肉，心生
疑惑，问道：“大姐，今年怎么腌这么多腊
肉？”李波涛一边邀请记者坐下，一边答
道：“我们家主要是做餐饮的，饭店里面
也要卖，有些顾客吃了，觉得味道好，就
会带走一些，所以要多准备一点。”

每年冬至节前后，李波涛和家人都
会赶制 2000 多斤腊肉、腊排骨和腊香
肠。由于阿尼么村海拔较高，冬至节前
后气温较低，做出的腊肉低盐，口感上
佳，契合广大食客的味蕾，同时也赢得
了一线城市消费者的青睐。目前，她的

第一批腊肉已经全部被定制，订单来自
国内外一线城市。李波涛家的腊味走
俏市场还源自一段偶然的“结缘”。一
位美食博主品尝了她家的腌制品，从食
客发展成了合作伙伴，长期和她定制精
品腊肉，通过网络进行销售，由于从选
材到制作再到晾晒，每一步工序都精
益求精，赢得很多食客的好口碑，每年
仅腌制品销售就能让她增收 10 余万
元。李波涛介绍，美食博主的销售途径
比较广，他定制这些腊肉，基本上都拿
到一线城市去卖，他甚至还把少量的腊
肉销到了香港、马来西亚、新加坡。

曾几何时，阿尼么村是远近闻名的
贫困石头村，土地贫瘠、交通不便，很多
村民为了讨生活，迫于无奈只能外出闯
荡，李波涛就是其中一员。2008年，她离
开阿尼么村，到外面开办农家乐，一走就
是十余年，虽然生意做得风生水起，但不
能陪伴照顾孩子和老人，成了她的“心
结”。随着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持续
推进，在短短的十年间，阿尼么村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昔日的贫困村一跃成
了远近闻名的“网红”村，李波涛看到村
里的变化，毅然关闭了外面生意红火的
农家乐，回到老家重新创业，经营餐饮民
宿，做起了土特产购销买卖。

李波涛回忆过往，细数着村里的
变化。她说：“十年前我们阿尼么村交

通闭塞，没有公路，上个街都要走七八
公里的山路，我们村的资源也比较
少，即使产出来少量的农特产品都因
为交通不便销售不出去。但这十年来，
阿尼么村有了新气象，灯也亮了，石板
路也铺好了，以前下雨天是泥滑路烂
的，路都无法行走，整个村子脏、乱、差，
现在整个村子都整洁干净，在各级政府
的关怀下，我们阿尼么村有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

说起阿尼么的“蝶变”，李波涛如数
家珍，其中用水问题的解决对她而言意
义非凡。她说：“以前我们这个村的饮
水是比较困难的，40多户人家只有两口
井，天不亮就要排队打水。乡村振兴以
后，家家户户的水都是用不完的，每年
每户只需交 100 块钱的管理费，水不来
的时候就有专人负责管理，去维修、维
护，我们只用在家里面等着用水就行
了，这极大地方便了村民的生活，提高
了我们的效益。像我们做餐饮的是要
有水才能运行，现在这些都不是问题
了，最基本的困难都得到了很好的解
决，我觉得挺好的。”

十年来，阿尼么村旧貌换新颜，村
美了、业兴了，游客随之也涌进来了。
小山村乘着政策东风，在乡村能人的带
动下，全村人齐心努力走上了“星光大
道”。如今的阿尼么村，知名度远播省

内外，慕名而来的游客越来越多，村里
的土特产品销售到省内外，餐饮、民宿
方兴未艾，家家户户鼓起了腰包，盖起
了新房。

李波涛对现在的生活和阿尼么村
的发展满怀希望，她说：“现在各家各户
在家门口就可以卖东西了，自己种出来
的多余的生态菜都很受游客的欢迎。
阿尼么村基础设施的改造，道路、接待
中心、停车场的建成，又给我们本村的
村民提供了很多的就业岗位和就业机
会，这也是另外一个增收的项目，我们
相信阿尼么村会越来越好。”

一座小山村与艺术“结缘”，迸发出
前所未有的生机与活力，能人带动、政
府推动、群众联动在这里生动实践。曾
几何时，贫困让无数的年轻人迫于生计
背井离乡，得益于政策东风，基础设施
有了质的飞跃，乡村发展顺势而为，传
统文化、田园风光被深度挖掘和打造，
成为了村民们增收致富的好“钱景”。
乡村入“画”，乡愁入“梦”，曾经外出闯
荡的年轻人选择归来，为乡村发展注入
青春活力，在广袤的乡村土地上，书写
了一篇篇关于回归、传承与发展的锦绣
文章，待续的篇章里，必将描绘出更加
绚丽多彩的乡村新貌，吸引更多的心灵
踏上这归乡寻梦的旅途。乡村蝶变，下
个十年值得期待。

本报讯（通讯员 白乘仲 茶开云）
2024 年 12 月 26 日，宾川县文联组织县
摄影家协会、县书法协会、县影视家协
会等文化志愿者，深入到省级非遗文化
传承基地大营镇萂村，开展“百人百寿
百幅肖像”拍摄暨“深入生活 扎根人
民”主题采风文艺志愿服务活动。

萂村有着悠久的历史，涵盖新石
器时代、青铜器时代、汉晋时期、南诏
大理国、元明清等诸多时期，特别是作
为大义宁国皇帝杨干贞的故里，文化底
蕴十分深厚，积累下了丰富的物质文化
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对萂村进行
系统梳理拍摄，建立起完整的非物质
文化遗产影像图片文献档案，对于萂

村的历史研究、文化传承和乡村振兴
意义重大。

活动中，摄影师们为萂村70岁以上
老年人免费拍摄肖像，建立萂村非遗文
化传承基地影像库。在大合影之后，摄
影师们帮老人们调整姿态、整理衣帽，
缓解紧张情绪，抓住每位老人的特点，
反复寻找最佳拍摄角度，用镜头为老人
们记录下幸福瞬间。对因行动不便不
能到场的老人，摄影师、书法老师们来
到老人家中，上门服务，并送上精心书
写的大红“寿”字，祝福老人们身体健
康，蛇年快乐。当天，摄影师们共为萂
村 207 位老人拍下了心仪的肖像照，为
老人们留下了美好瞬间。

宾川开展“百人百寿百肖像”
文化进村志愿活动

李波涛：在家创业 好风景变现好“钱景”

弥渡：党建引领教育改革谱新篇

永平县纪委监委机关党支部
到永平公路分局党员实训基地开
展主题党日活动。（摄于 2024 年 12
月29日）

近年来，永平县纪委监委充分
发挥廉洁文化浸润作用，深入挖掘
和提炼本地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廉
洁元素，因地制宜建强廉洁文化阵
地，推动形成以文养廉的浓厚氛
围，教育引导党员干部从思想上正
本清源、固本培元。

［通讯员 赵群 摄］

鹤庆县城双龙路樱花盛开，让冬日充满温馨浪漫的气氛。（摄于 2024 年 12 月
25日）

每年12月，鹤庆县城鹤阳西路、双龙路等许多街道和公园里的冬樱花相继怒放，
一排排、一团团、一串串的冬樱花，深红粉红各有千秋，让县城充满温馨浪漫的诗意。

［通讯员 韩海娥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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