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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新闻

□ 通讯员 杨泓涛 施善童 张建明

2024 年以来，州白族学会始终坚
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
题、以弘扬白族优秀传统文化为主线，
围绕州委、州政府工作大局谋篇布局、
开展工作，白族优秀传统文化研究和
传承的人才基地、学术平台、社会智
库和白族人民共有精神家园的职能
职责得到进一步发挥，各项工作取得
新成绩。

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学会把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全面贯彻落实党和国家的民
族理论和政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把握正确的文化研究方向作为首要
政治任务来抓，认真贯彻落实党的路线
方针政策和上级主管部门要求，通过形

式多样的学习活动，进一步坚定不移铸
牢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
与共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进一步将
本民族的发展方向、发展目标融入国家
的发展方向、发展目标之中，与本地区
各民族的共同发展相结合；进一步将民
族团结、共同进步作为白族学会工作的
重要内容。

深入开展调查研究。2024年，学会
多次组织人员深入宾川、云龙、剑川等
县白族学会以及白族戏曲歌舞、白族语
言文字、白族三道茶、白族建筑文化、白
族刺绣和服装、艺术品收藏家等分会开
展有针对性的工作调研，听取各方意见
建议。同时，建立分会之间的横向交流
机制，加强各分会互相学习、交流互鉴，
发挥各分会的人才资源优势，广泛开展
活动，推动工作落实。

大力发扬白族文化。为保护、抢
救和传承白族语言文字，发挥白族语
言和拼音文字在白族文化发展中的基
础性、载体性、引领性作用，2024 年，
州白族学会 3 次召开《新编白汉词典》
编纂工作调研会、协调会，与中国社科
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云南省民
语委、云南大学、云南民族大学、大理
大学、大理州白族文化研究院有关专
家学者，研究讨论编纂出版工作，在广
大编纂人员的共同努力下，涵盖我州
大理市、剑川县和怒江州三大方言区
的《新编白汉词典》编纂工作已近尾
声。扎实推进《白族村名考》出版工
作，截至 2024 年 11 月底，鹤庆、宾川、
祥云、洱源 4 县已完成《白族村名考》
出版发行，剑川、云龙 2 县《白族村名
考》已进入审校印刷阶段。积极推进

《大理记忆》出版发行，目前已完成出
版申报手续。

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充分发挥白
族学会社团组织优势，广泛联系全国各
地白族学会和海内外爱国爱乡白族同
胞，形成共同为白族文化研究、传承、发
展尽职尽责的合力。应邀参加了“第42
届在京白族及大理乡亲‘三月街’民族
节暨大理州非遗文化巡演北京专场活
动”、大理州在京召开的“‘苍洱红驿·智
汇大理’大理籍在京高校人才代表座谈
交流活动”等活动；学会领导赴湖南省
桑植县白族乡（镇）和湖北省鹤峰县
铁炉白族乡开展文化交流调研活动。
同时，加强与自然科学领域和新兴学科
领域作出重大贡献的白族同胞的联系，
并做好人文关怀，积极参与优秀大学生
回乡就业创业引进工作。

□ 通讯员 常世伟

近年来，漾濞县关工委在县委、县
政府的领导下，深度聚焦关心下一代工
作，通过创新关工组织建设模式，达成
四个全覆盖，为全县青少年的健康成长
筑牢根基。

党 政 机 关 全 覆 盖 ，构 建 坚 实 保
障。漾濞县将关工组织建设深度融入
党政工作整体规划，全县 90 个基层关
工组织中，各党政机关均积极响应成
立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县委、县
政府主要领导亲自牵头，各部门一把
手全员参与，形成强劲有力的工作格
局。90个组织涵盖 9个乡（镇）关工委、
1 个机关事业单位关工委，它们定期开
展专题研究，将关爱青少年成长与部
门业务紧密结合，在政策扶持、资金投

入、资源整合等多方面给予大力支持，
全力保障关心下一代工作有序、高效
推进。

学校系统全覆盖，共育时代新人。
教育乃国之根本，漾濞县的 9个乡（镇）
中心校，县属 5所学校均已全面构建关
工组织，以“立德树人”为核心使命。深
入开展思想政治、品德、法治和心理健
康等多维度教育，借助主题班会、讲座、
演讲比赛等丰富多样的活动形式，引导
青少年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与价
值观。积极邀请“五老”人员走进校园，
开展红色基因传承活动，激发青少年的
爱国热情与民族自豪感。同时，高度关
注青少年身心健康，设立心理咨询室并
配备专业教师，全方位促进青少年健康
成长。

乡镇社区全覆盖，关爱无处不在。

乡（镇）和社区作为青少年成长的关键
生活空间，漾濞县已成功实现基层关工
组织全覆盖。其中，65 个村（社区）关
工小组依托文化站等平台，大力开展
文体活动，极大地丰富了青少年课余
生活。社区深入调研青少年需求，针
对留守儿童等特殊群体建立详细档
案，组织志愿者开展结对帮扶，在学习
辅导、心理疏导、生活援助等多方面提
供切实帮助，让青少年深切感受到社
区的关怀与温暖。

企 业 领 域 全 覆 盖 ，拓 展 育 人 平
台。伴随经济的稳步发展，漾濞县各
企业纷纷投身关工组织建设。目前，
已成立 1个企业关工委，国有企业与民
营企业的关工组织建设均呈稳步推进
态势。企业关工委积极开展职业技能
培训等活动，有效提升青年职工素

质。同时，与学校、社区紧密联动，开
展“大手拉小手”等特色活动，为青少
年创造社会实践机会，着力培养青少
年的劳动意识与创新精神。此外，企
业还设立奖学金、助学金，资助困难职
工子女顺利完成学业。

漾濞县关工组织建设的“四全”模
式，成功构建起全方位、多层次、宽领
域的关心下一代工作网络。当下，全
县有 31位“五老”人员活跃在关心下一
代工作一线，县关工委在原有架构上
增设秘书长、办公室主任及工作人员
岗位，并引入两名经验丰富的驻会“五
老”人员，进一步充实工作团队力量。
未来，漾濞县关工委将持续巩固拓展
现有成果，不断创新工作方式方法，为
青少年的成长与发展贡献更为强大的
力量。

地名故事

宾川的历史见证者——州城
□ 曾丽霞 史漾滨

在云南的群山之间，有一座古镇，
它的名字叫作州城。

这座古镇，是宾川历史的见证者，
它记录着岁月的沧桑和历史的变迁。

州城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明朝弘治
七年，1494 年，明朝开始在大罗卫指挥
使司基础上设立了宾川州，管辖太和
县、赵州、云南县等共12里，州府所在地
就是今天的州城。据清雍正《宾川州
志》载：“初筑时，取坐东向西，乙山辛
向。周四里三分，高一丈五尺”，古镇的
城墙，呈正方形。

州城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白霞城，
传说，明弘治七年的一个金秋，明朝将
士们正在练兵，看到天空中升腾起白色
云霞，像仙女翩翩起舞，这便是“白霞焕
彩”的奇景，州城也因此被称为“白霞
城”。其实是因为早上气温较低，纳溪
河升腾起白色雾气形成的，而今纳溪河
两岸是千里沃野。

根据州府的建制，州城建有文庙和
武庙，文庙始建于明弘治七年，占地
8000多平方米，建筑风格庄重典雅。武
庙则建于清康熙初年，一进三院的布

局，两座庙宇一南一北，构成了州城深
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州城的钟鼓楼，是古镇的标志性建
筑。这座原名“宾兴楼”的建筑，高 23
米，是宾川最高的土木古建筑。它建于
1922年，是当时的县长杨春霖所建。一
层为四方形，东西南北各有一道拱形券
门，二层悬挂着明嘉靖年间铸造的黄铜
巨钟，昔日的州城就沉浸在暮鼓晨钟的
时间轮回中。

“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
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南薰
桥的名字既文气十足，又寄托了爱民惠
民的思想。

1936年4月，红军二、六军团长征过
宾川，在这里洒下了革命的火种，南薰
桥见证了红军的艰苦奋战。红军四师设
在周官营的指挥部，而今成了大理州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上世纪50年代，宾川县城从州城迁
离，这里慢慢变得沉寂，而纳溪河孕育
的丰沃田野一直有着旺盛的生命活力，
这里的万亩果园，连接四方的交通网
络，将水果源源不断运往全国各地。

洱源县西山乡党员先锋队向赶集群众宣传殡葬改革、移风易俗、客事办理等相
关政策规定。（摄于2024年12月27日）

近年来，西山乡始终坚持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
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组建党员先锋队，利用赶集日开展“深化殡葬改革 弘扬文
明新风”宣传活动，进一步提高山区群众对殡葬改革相关政策的知晓率和重视度，倡
导广大党员、群众树立文明新风，自觉破除陈规陋习，抵制丧事大操大办，带头推动
移风易俗，不断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通讯员 李银娟 年忠 摄影报道］

市民在祥云县玉波健康主题公园散步。（摄于1月4日）
近年来，祥云县将健康、运动元素融入县城环境，积极推进健康主题公园建设，让

广大市民在健身、赏景过程中获得健康知识，增强健康意识。
［通讯员 李树华 摄］

漾濞县关工委——

织密关心下一代关爱网

州白族学会：大力弘扬白族优秀传统文化

巍山古城小河桥公园红梅盛
开，随处可见市民游玩、健身、娱乐
的身影。（摄于1月5日）

近年来，巍山县借创建“省级
园林县城”的机遇，立足于历史文
化资源优势，按照“建设公园，开发
绿地，凸显特色，打造亮点”的思路
不断加大园林绿化建设力度，在古
城区内实施了增绿补绿、见缝插绿
项目工程，使县城的“颜值”不断提
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大
幅提升。

［通讯员 陆向荣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