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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新闻

地名故事

博南古道上的鱼米之乡——杉阳
□ 曾丽霞 赵云贵 杨纪红

□ 通讯员 杨艳芳 文／图

“走！跟着小帅小美一起去上‘独
one 无 two’的青年夜校……”随着宣
传视频的推出，祥云县青年夜校第一
期健身课程走进年轻人的视野，并很
快人数爆满，迅速掀起了一股“白天上
班、夜晚学艺”的热潮。今年以来，共
青团祥云县委围绕青年身边小事，立
足青年成长发展需要，组织开办青年
夜校，常态化开展青年所需所想的系
列课程活动，让夜校学习成为青年的
一种新的生活方式，进一步为青年成
长充电赋能。

立足“有趣”
夜校加注青年学习动力
日前，在祥云县中医医院门诊大

厅，一场特别的青年夜校课程正火热
开展。20余名年轻人在专业老师的带
领下练习八段锦健身功法。青年夜校
聘请县中医医院副院长秦斌为学员们
详细讲解了八段锦的起源流传、功法
技术特点，并现场带领学员进行练习，

指导学员掌握动作要领。与此同时，
在青年夜校美妆课堂上，学员们正在
拿着手中的美妆工具跟随老师讲解进
行同步练习，老师根据不同肤质和脸
型给出更适合学员的妆容建议，现场
氛围轻松愉悦。截至目前，祥云县青年
夜校已开设健身、八段锦、美妆、网球、
小儿推拿、瑜伽、书法、爵士舞等 10余
种有趣好玩的课程，深受青年喜爱。

共青团祥云县委聚焦青年实际需
求，整合各类资源，开设有趣的高质
量、有特色的课程，让夜校真正成为年
轻人的“精神放松地”和“文化补给
站”，点亮年轻人不一样的夜生活。

聚焦“有用”
课程设计着眼青年需求
“白天驰骋职场，夜间放松身心，

练完这套肩颈瑜伽，整个人感觉轻松
多了。”刚体验完瑜伽课程的杨女士开
心地说。为满足全县青年群体健康需
求，让大家在繁忙的工作之余，缓解压
力、放松身心，祥云县青年夜校第四期
瑜伽体验课在县妇幼保健院开课，吸

引 20 余名年轻人参加。除了满足上
班人群外，祥云县青年夜校还开设亲
子课程，让年轻人和子女一起参加夜
校，共绘美好时光。“我带孩子一起来体
验小儿推拿课程，夜校的课程非常有
用，教我如何更科学带娃，孩子也非常
喜欢这样的体验。”在青年夜校小儿推拿
课程结束后，一位年轻爸爸高兴地说。

开办夜校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
服务好青年，共青团祥云县委坚持“公
益性与普惠性结合，社会性与服务性
互融”的模式，以“团委搭台、群策群
力、青年受益”的原则，依托全县青年
之家、党群服务中心等阵地资源，为广
大青年提供多元化、实用性的课程，满
足青年的多元化需求。

坚持“有获”
持续提升服务青年质效
“在夜校里开启新的兴趣爱好，给

下班后的生活添色增彩……”这是参加
青年夜校的年轻人对活动最多的评
价。祥云县青年夜校在满足青年学习
技能、培养爱好、治愈焦虑、增进社交等

多元需求的同时，也在课程质量、运营
等方面持续发力，致力于让夜校惠及更
多年轻人，更好为青年办实事。在课程
设置上，共青团祥云县委充分运用团
属资源，联合县中医医院、县妇幼保健
院、县全民健身中心等开设公益性课
程，同时，积极对接，与民办社会培训
机构及合规第三方合作开设普惠性课
程，让青年就近享受到普惠性高品质的
课程服务。在夜校服务管理上，出台

《祥云县青年夜校公约》，进一步规范夜
校平台、课程承办方及夜校学员的行为，
并在教学内容、运营模式等方面加强监
管、提供扶持，多措并举促进夜校健康发
展，有效提升青年幸福感和获得感。

接下来，共青团祥云县委将充分
围绕青年特点和利益，进一步整合资
源，拓展内容，提升质量，让祥云县青
年夜校成为青年“想来、能来、常来、爱
来”的服务新阵地，让青年夜校更好为
年轻人充电赋能，努力把青年夜校办
成党政满意、青年受益的“民心工程”，
用新办法、实举措把身边青年团结好、
凝聚好。

本报讯（通讯员 郭洁） 2024 年 12
月 26 日，西部健康谷（大理）产业发
展有限公司在云南弥渡产业园区揭
牌成立。

据了解，去年 11 月，在沪滇“16+

16”合作共建机制的引领下，弥渡县
与上海市奉贤区青村镇人民政府、
东方美谷企业集团协商，共同建立
长期、全面、深度合作机制，打造综
合 性 健 康 康 养 产 业 园 区——“ 西 部

健康谷”。“西部健康谷”以“奉贤+青
村镇+东方美谷集团”“大理+弥渡+
云南弥渡产业园区管委会”为主体，
由东方美谷集团和弥渡园区投资公
司 组 建 项 目 公 司 作 为 运 营 管 理 主

体，通过引进高端医疗、康复疗养、
养生保健等项目，结合当地的文化
和旅游资源，打造集医疗、康复、养
生、休闲、旅游于一体的综合性健康
产业园区。

共青团祥云县委——

让青年夜校更好为年轻人充电赋能

祥云县青年夜校非遗亲子课程上，学员在老师指导下体验土陶制作。（摄于2024年12月20日）

西部健康谷（大理）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在弥渡成立

宾川县大营镇萂村 94 岁的州非物质文化遗产剪纸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玄金花
（左）和女儿在整理剪纸作品。（摄于2024年12月26日）

玄金花21岁开始学习剪纸，题材以花、鸟、虫、龙、凤等吉祥图案为主。剪出的图
案主要用于白族妇女头饰、衣服、鞋子、鞋垫，儿童帽子、裹背及男青年耍龙服头饰和
衣服等刺绣。 ［通讯员 张义红 摄］

洱源县城东门大桥一排排冬樱花红艳盛开，成为一道亮丽风景。（摄于2024年12
月29日）

近年来，洱源县不断加大城镇绿化美化亮化工作力度，扮靓城市景观，优化人居
环境，让城镇不仅有“容颜”更有“颜质”。

［通讯员 施新弟 摄］

杉阳，这个名字本身就蕴含着地理
的奥秘。古称“杉木禾”，因博南山的阳
坡盛产杉树而得名，而“阳”字则源于古
人称山之南为阳的习惯。杉阳是博南
古道上的重要驿站。镇东的博南山，山
高林密，是险关要隘；镇西澜沧江上的
兰津渡口，地势险要，史称“迤西咽
喉”。而连接这一切的，便是那座传奇
的霁虹桥。

澜沧江兰津古渡口附近有三座
桥，大瑞铁路桥、中缅天然气输送管道
桥以及一座公路桥。最早的霁虹桥已
经在水面下看不见了。过去来来往往
的商贾旅人从保山过来跨过澜沧江，他
们进入大理南大门的第一站就是永平
的杉阳。

杉阳不仅是一个地理上的交会点，
更是历史上的交通要道。作为翻越
高黎贡山、跨过澜沧江、历经艰难险阻
到达的澜沧江东岸第一个古驿站，杉阳
见证了无数马帮、客商的往来。古驿站

的灯火照亮了旅人的道路，也温暖了他
们的心灵，这里暖日阳阳、和风习习、物
产丰饶，很多人来到这里就不走了，在
这里安家落户，他们的驻留，让杉阳成
了一个多元民族交融和合共生之地。

在如今杉阳的饮食习俗里，我们还
能看到这种交汇融合的影子。杉阳的
油粉、霉豆腐、千张、黄焖鸡、凉拌生
腌……这里的美食就是当地人富足与
智慧的见证。

杉阳是河谷立体气候，博南山环绕
的杉阳坝，既有甘蔗、芒果等热带作物，
也种植水稻、小麦。可以说，这里是永
平的“鱼米之乡”。

杉阳老街上，曾经店铺林立，这里
驻留过四川会馆、江西会馆以及 30 多
家老字号商铺，经过修复的杉阳巡检
司见证了这里曾经的繁华和热闹。对
过去走夷方的人来说，这个有糖有米
的地方，就是他们行走旅途中的向往
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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