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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 记者 褚雪琴

大理历史悠久、文化灿烂，素有“文
献名邦”之称。古往今来，无数文人墨
客在大理的风花雪月中踏寻山水诗意，
在这片土地留下了他们的足迹，写下了
壮美的诗篇。千百年来，“诗”承千年、

“德”润万家，使得这座城市被赋予了立
体的深度、多元的角度、时间的厚度，处
处散发着文化的幽香。

当诗歌遇上大理，浪漫便翻了倍，
美好便增了值。

2024年4月16日，由中国作协诗刊
社、中共大理州委、大理州人民政府
主办的“风花雪月·诗意大理”2024大理
诗歌季在大理古城天憙园正式开幕。
著名诗人、中国作协诗歌委员会主任
吉狄马加，著名主持人敬一丹，著名白族
作家、影视艺术家景宜等众多大咖齐聚
苍洱间，共话诗歌魅力，共赏诗意大理。

2024 大理诗歌季活动通过举办开
幕式、“诗遇爱情”主题诗歌征集活动、

“诗歌与少年”成长计划、“诗遇非遗”
诗歌系列分享活动、“邀你读诗”优秀
短视频征集“1+4”系列活动，以线上线
下相结合的方式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朋
友参与其中，在作诗、读诗、赏诗中爱
上生活、爱上大理。

“诗遇爱情”
在“有风的地方”续写人生浪漫

一个人来大理，你可以邂逅浪漫，
寻找诗和远方；两个人来大理，你们可
以许下山盟海誓，见证海枯石烂。苍山
洱海，相望相守，大理是美好爱情的

发生地，也是诗意爱情的抒发地。在
大理，诗歌成为了爱情的最佳表达方
式之一。

为进一步助推大理打造“中国最佳
爱情表白地”文旅 IP，在 2024 大理诗歌
季期间，大理州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以

“诗遇爱情”为主题，开展诗歌征集活
动。在 2024 年 2 月 23 日至 3 月 23 日活
动开展期间，共收到 1054 位作者的投
稿，来稿遍布祖国大地，其中，有两组作
品来自台湾和澳门特别行政区。经过
组委会严格的初审和终审评选，最终评
定出一等奖 1 名、二等奖 2 名、三等奖 3
名、优秀奖10名。

《苍山洱海，爱情的肝胆美学》《在
大理，听船桨划出千年的修辞与弦音》

《去大理遇见爱情》《在大理，加冕爱的
繁华图谱》《我一见钟情的月亮在洱海
皎洁而圆满》《小说式的爱情》《在大理，
诗是一场艳遇》……在一首首诗歌中，
诗人们用简洁而优美的语言，将爱情的
美好展现得淋漓尽致，也让大理成为了
见证爱情发生的地方。

“诗歌与少年”
少年在诗歌里成长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
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
来。”秋天里的大山深处，黄叶纷纷落
下，来自宾川县拉乌乡的少年崔思敏爬
上核桃树，对着空旷的山野背诵杜甫的
千古名篇《登高》，这是他最喜欢的诗歌
之一。

2023年，宾川县拉乌乡拉乌完小的
学生崔思敏在《中国诗词大会》“大浪淘

沙”环节中脱颖而出，登上《中国诗词大
会》主舞台，并先后参加两场对抗赛，最
终收获两枚金徽章。虽然来自大山，但
热爱阅读、喜欢诗歌的崔思敏内心却无
比充盈。于他而言，诗词是世面，也是
成长，在诗歌里，小小少年看见了广阔
的世界。

崔思敏所在的拉乌完小便是大理
州“诗歌与少年”成长计划 12 所村级小
学试点学校之一。

“诗歌与少年”成长计划作为 2024
大理诗歌季的系列活动之一，以试点先
行、逐步推进、因地制宜、整合资源、积
极创新、融合发展的原则，由大理州 12
县（市）文联、教体局各选择 1所村级小
学作为试点，用一年左右的时间开展校
园小诗人成长基地创建、聘请国内知名
诗人担任导师、诵读百首诗歌、评选百
首诗歌、汇编一本“诗歌与少年”诗歌集
等活动，挖掘培养具备诗歌写作能力、
诵读能力的文学新人。2024年，全州12
县（市）试点学校开展了诗歌朗诵活动
70 余场（次），征集少年诗歌 400 余首，
评选出 100 名优秀少年诗歌创作者；
祥云县成立了“小柿子”少年诗歌社，并
开展了相关研学活动；组织大理市、
洱源县开展了“诗歌与少年”——洱海
记忆朗诵活动4场（次）。

“诗遇非遗”
在诗歌里遇见不一样的大理

2024年4月16日，“诗遇非遗·茶咖
主题”诗歌分享活动举行，敬一丹、雷平阳、
耿占春、景宜、陈先发、霍俊明、李寂荡、
戴潍娜、梁平、妮可、朱零等国内外著名

诗人，围绕“文艺属于人民”“在大理
爱上生活”“诗遇大理”话题进行交流
分享；

2024年8月27日，大理市在凤阳邑
凤阳小院开展“诗遇非遗·大理白族三
道茶主题”诗歌系列分享活动，感受文
化魅力，体验非遗之美；

2024年11月1日，“诗遇非遗·大理
白族扎染主题”诗歌系列分享活动在
大理市大理镇中和书院举行，诗歌爱好
者、白族扎染手艺人等齐聚一堂，在“扎
染蓝”中共赴一场与诗歌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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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活广场举行，参与分享会的朗诵者朗诵
了一系列赞美宾川咖啡、赞美咖啡文化
传承的优美诗歌；

…………
自“诗遇非遗”诗歌系列分享活动

开展以来，大理市和鹤庆、剑川、宾川、
弥渡、南涧 6县（市）依托各自的国家级
非遗项目优势资源，举办了丰富多彩的
分享交流活动。在活动中，参与者们在
美景中诵读经典，感受了非遗的无限魅
力，遇见了不一样的大理。

“风花雪月·诗意大理”2024 大理
诗歌季系列活动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
的方式，以点带面，辐射带动明显。活
动时间贯穿全年，诗歌朗诵、分享交
流、音乐舞蹈展演、非遗展示、实地采
风等一系列活动的开展，进一步扩大
了诗歌季的影响力，营造了全民参与
的热烈氛围，激发了大众对诗歌的热情
和喜爱。

一路繁花一路诗
——“风花雪月·诗意大理”2024大理诗歌季综述

本报讯（记者 杨艳玲 高正达） 1月
7 日上午，州人大常委会党组理论学习
中心组举行2025年第一次集体学习。

州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张剑萍
主持学习并讲话。

张剑萍指出，2024年，州人大常委会
党组按照党中央的部署和省、州党委的
安排，扎实开展党纪学习教育，广大党员
干部纪律规矩意识、廉洁自律意识明显
增强。

张剑萍要求，要坚持不懈强化理论
武装，从党的创新理论中汲取党性滋
养，学出坚定信仰，筑牢政治忠诚，确保
思想统一、方向一致；学出纪律敬畏，严
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确保言行一

致、令行禁止；学出干事担当，确保在遵
规守纪中改革创新、干事创业。要提升
依法履职的能力本领，充分发挥人大保
证全面有效实施宪法法律的重要作用，
充分发挥人大在立法中的主导作用，充
分发挥人大监督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
中的重要作用，充分发挥人大在密切同
人民群众联系中的带头作用，推动人大
工作高质量发展。要认真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
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按照省、州党委
的要求，精心准备，高质量开好民主生
活会、组织生活会。

王正林、彭云宁作交流发言。
字云飞、李郁华、李绍唐参加学习。

□ 记者 杨德梅 赵磊

1月4日至7日，由州农业产业化龙
头企业及市场流通协会、州女企业家协
会联合主办的 2025 大理土特产年货街
暨深山街市在大理市洱海生态廊道
阳南溪入口热闹举办。

本次活动以“蛇舞新春，大理有礼”
为主题，以粮油、肉蛋奶、果菜、茶等特
色农产品和传统手工艺品、非遗文化产

品、花卉及园艺产品等为主进行展销。
现场布置帐篷式展位 120 个，邀请州内
外相关企业免费参展。

活动现场人来人往，各色商品琳琅
满目。记者了解到，很多农特产品都深
受消费者的青睐，备货早早便销售一
空。剑川青花鸡负责人苏金龙说：“这次
参展，让我们有机会把深山里的好产品
带到城市，我们产品也得到了消费者的认
可。”售卖剑川马登苹果的王学珠因“一天

卖一卡车苹果”的好销量而笑得合不拢
嘴，他向记者介绍：“我们有几千亩苹果
园，虽然苹果品相不是最佳的，但是口感
脆甜、果香浓郁，且全部都是糖心的。”

参展企业不仅销售火爆，还在产品
推广、升级上获益满满。大理嘉益生物
有限公司总经理金建说：“这场年货街
给我们食品加工企业提供了一个宣传
推广的平台，能够直接接触到消费者，
更真实地听取他们对产品的反馈及提

出的意见建议，便于我们后续进一步提
升产品。”

州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及市场流
通协会会长张茂云说：“我们组织这次
活动，主要是为了帮助农特产品生产流
通企业开拓市场和妇女创新创业，进一
步助力乡村振兴。活动效果很不错，很
多企业的产品都取得了好的销量，在拓
宽本地土特产销售渠道的同时，让群众
采购到了物美价廉的年货。”

我的家乡在四面环山的洱源县
炼铁乡大山峡谷里，那里鸟声成韵、
梯田如画。改革开放以来，家乡改革
步伐加快，农业生产、农村面貌、农民
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奏出了
新发展的“变奏曲”。

记得小时候，家乡的土地还是那
样的贫瘠。祖祖辈辈的农民，面朝黄
土背朝天，终日劳作在这片土地上。
村里仅有一口水井，井水有些苦涩并
带有异味，我们就是吃这样的井水在
山区长大的。记忆中，家乡的人们没
有洗过热水澡，只有过年的时候，才
能翻越海拔 3000 多米的罗坪山，到
洱源县城的澡堂里洗一次澡。为了
把农业生产搞上去，白天的超强度劳
动已让父母精疲力尽，可到了晚上，
还要在昏暗的煤油灯下，为了第二天
的一日三餐着想，推着那“吱吱”发响
古老而又沉重的石磨，把玉米磨成
粉，维持一家人的生活。

2009 年以后，在党和政府的引
导、扶持下，家乡的广大农户进一步
解放思想、更新观念，以市场为导向，
以科技为动力，以经济效益为核心，
积极调整产业结构，引进水稻、烤烟、
核桃、黑山羊、生猪等进行种养，多种
产业齐头并进。在工作队手把手的
指导下，农户开始种植优质水稻，实
行旱育秧和水稻宽窄行拉线条栽植，
推行玉米定向直播和地膜玉米，大面
积推广烤烟种植，新建烤烟房，严格
按照规范技术进行操作。依托干果

基地的建设、生态恢复治理项目的实
施，利用荒山荒坡较多的实际，大面
积推广干果种植，规范化连片种植核
桃、板栗等经济果木。加快推进黑山
羊、生猪等养殖业发展，引进优质品
种进行推广养殖，农民的增收路子逐
步拓宽。

2015 年以后，扶贫项目遍地开
花、民生工程如火如荼，一大批危房
改造、水利建设、道路硬化等项目先
后进村庄。在党和政府的统筹规划
下，炼铁乡开展住房摸底排查，实行
危房户分期分批改造，进一步亮化美
化农户房屋墙体，引导农户新建卫生
厕所，硬化村庄道路，有力改变了村
庄脏、乱、差现象。乡村干部把饮水
安全作为工作的重心之一，积极向上
争取项目，投入上百万元资金，从罗
坪山引通自来水，让群众喝上了干净
的自来水；对部分沟渠进行“三面光”
浇灌，新建水窖，为粮烟增产增收奠
定基础。同时，做好农村电网改造升
级工作，架通了边远山区村组的输电
线路，群众用上了安全电。实施农村
道路硬化工程，把路修到山区群众的

“心坎上”，出行方便顺畅，土特产品销
往外界，群众过上了更加幸福的生活。

如今，在乡村振兴战略的持续推
进中，家乡正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
化，一幢幢新楼房拔地而起，村内环
境干净舒适，产业发展起来了，群众
手里宽裕了，对未来的生活也充满
了信心。

牢记嘱托牢记嘱托 十年奋进十年奋进 谈发展

家乡的“变奏曲”
□ 李源江

州人大常委会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
举行2025年第一次集体学习

2025大理土特产年货街暨深山街市举办

巍山县庙街镇云鹤村村民在月牙塘水库放网捕鱼。（摄于1月2日）
近年来，巍山县依托丰富的库塘水利资源优势，大力发展水产特色养殖产业，积

极引导村民在库塘养殖鲜鱼，多渠道促进增收。2024年，该县鲜鱼总产量达4200吨，
总产值超4000万元。 ［通讯员 张树禄 字丽萍 摄影报道］

华润水泥（弥渡）有限公司在
春节前组建党员先锋队，对重点大型
设备进行检修、维护。（摄于1月3日）

连日来，弥渡县寅街镇抓实隐
患排查整治工作，督促辖区企业落
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开展设备设
施安全隐患排查整治，确保岁末年
初生产安全。
［通讯员 孟婕 赖晓娴 摄影报道］

风花雪月·诗意大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