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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新闻

地名故事

南诏最后的彝族部落——琢木郎
□ 曾丽霞 赵绍远

在巍山县大仓镇东北部的山上，有
一个名叫“琢木郎”的彝族村庄，这里被
人们称为南诏最后的部落，保留着传统
而悠远的彝族生活习俗。

相传琢木郎村的村民人人会木雕，
他们就地取材用木头凿出木碗、木盆等
日常生活用品，久而久之就被人们称
为“琢木郎”。

都说琢木郎是南诏最后的部落，据
传，当年大理南诏国皇族，最后八百多
人被权臣郑买嗣灭族，有几位皇族侥幸
逃出，逃到琢木郎村躲进山洞，蜘蛛迅
速在洞口织上网。追杀者看洞口有完
好的蜘蛛网，就此作罢，就这样族人躲
过了一劫，所以他们世代崇拜蜘蛛，蜘
蛛成为他们的图腾，村子里也时常能看
到蜘蛛图腾。

作为云南十大刺绣名村之一，琢木郎
的女性服装华美绚丽，身上绣满了山茶

花、杜鹃花等各种花样。有人说琢木郎
女人的一生都是在飞针走线中度过的，
她们一生大概要穿九套服装，都是自己
亲手制作。

在层叠的崇山包围之中，在灰色
的大地村庄和绿色的树木、庄稼之
间，穿上这身衣服就是乡间最亮的那
一抹色彩。琢木郎是南诏皇室后裔
的说法也和他们的服装有关，据说女
性帽子越高代表身份地位越高。而
琢木郎的女性服饰是周边地区最精
美的。

逢年过节，琢木郎人都要穿上隆重
的服装，一起打歌，跳舞，他们的日子充
满了仪式感。

琢木郎，一个令人神往的千年彝族
村、“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云南十
大刺绣名村”，摄影家眼中最美的风景，
民间乡土文化的网红打卡地。

本报讯（通讯员 罗燕） 2024 年
12 月 24 日至 26 日，由高盛（中国）证券
有限责任公司联合中国乡村发展基金
会捐赠支持、剑川县文化和旅游局主
办的 2024 年剑川县乡村民宿管家培训
班在沙溪成功举办。

培训聚焦“优化绿色民宿服务，助
力乡村持续发展”核心主题，以剑川文
化旅游资源概述为突破口，采取“课堂
教学+现场教学”的形式，组织县内45名

民宿管家参与专家授课、交流经验、实
地观摩，重点学习借鉴沙溪古镇何家
花园、兰林阁、十月野奢别墅酒店等优
秀民宿典型经验做法，有效引导旅游
民宿管家走出家门学习民宿经营与管
理，进一步拓宽民宿管理人员的专业
视野，提升综合素质和管理服务水平，
致力培养一批会宣传、懂营销、精管理
的民宿管家队伍，助推剑川旅游民宿产
业提档升级。

□ 记者 潘云松 通讯员 鲁浩

南涧县公郎镇坚持系统谋划、统筹
协调，抓牢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不断推
进人居环境整治再强化、再提升，经过
治理后的底么村委会四联一社，干净整
洁，一派恬静惬意的景象。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是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提升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
也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一项重要
举措。2024 年，为持续巩固人居环境
整治成果，打造“干净整洁、环境优
美、生态宜居”的村容村貌，四联一社
村干部、党员、网格员等充分发挥“人
熟、地熟、情况熟”的优势，干部带头、

党员示范、群众参与，组织人力、物力
对全村各大小巷道的下水道和排水
渠规划施工。项目工程材料由公郎
镇党委、政府提供，同时，四联一社全
体村民每户出资 2500 元，25 户人家
一起投工投劳，为建设美丽乡村挥洒
汗水。

污水治理工程经过精心规划，将
农户生活污水引入下水道，防止污水
横流，并做好雨水和污水的收集排
放，同时，清理各家各户房前屋后的
环境卫生，自觉维护管网正常运行。
工程施工中，村民共同监督，保证工
程质量，营造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
升“人人有责、家家参与、户户受益”

的浓厚氛围。
据了解，2024 年，四联一社农村

污水治理项目共完成农户家庭三格式
化粪池建设 20 座，铺设水泥路面 600
多米，修建公共休闲场所约 500 平方
米，开挖沟渠填埋污水管 1600 多米，
安装安全护栏 120 米，建成进村主干
道沿线花台 11 个，村民自发栽培绿
植、花卉约 120 棵。

如今，走进四联一社，整洁的水泥
路连接着村内的大小巷道，清澈透明
的沟渠穿插其中，村内公共休闲场所、
安全护栏、污水处理设施一应俱全，排
污管道直接连到了村民家门前，整个
乡村绿树掩映，花团锦簇，空气中弥漫

着花朵的芳香，村庄美丽而宁静。
“以前，我们村经常有生活污水、厕

所化粪池排水、牲畜排污水到处乱流，
周围都弥漫着恶臭，苍蝇蚊子一大堆，
过路人都绕着走。现在，污水治理让村
庄环境有了新变化，路面变得干净整
洁了，也没有异味了，心情都变好了。”
四联一社村民字忠信说。

底么村党总支书记宋学伟说道：
“通过党员、群众参与，既尊重了群
众建设美丽家园的主体地位，同时
还调动了群众参与美丽家园建设的
积极性，节约了建设成本，保证了施
工质量，做到了花最少的钱、办成了
最大的事”。

□ 通讯员 马素萍 周志

近年来，弥渡县大力推进紧密型医
共体建设，打通优质医疗资源下沉“最
后一公里”，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够享
受到优质医疗服务，就近“看上病”“看
好病”。

弥渡县寅街镇中心卫生院口腔
科自 2022 年升级改造后重新开诊，由
于专业技术人员不足，限制了一些诊
疗业务的开展。2024 年 11 月，结合
紧密型医共体建设，作为医共体总医
院的县人民医院将口腔科主治医师
蒋林下派到寅街卫生院口腔科，采取

“传帮带”的形式，帮助该院提升口腔
疾病诊疗水平。

“对我的要求就是帮助寅街卫生
院巩固提升已开展的业务，对以前没
有开展的业务进行技术指导，让他们
具备正常的口腔诊疗能力，服务好
寅街的老百姓。”蒋林介绍，他将在
寅街镇卫生院坐诊一年，把自己在临
床诊断中积累的经验和所掌握的知
识倾囊相授。自下派寅街镇卫生院
以来，他已接诊病人 80 余人（次）。
一些以前寅街镇卫生院做不了的牙
科手术也已经正常开展。

据了解，自实施乡村一体化紧密型
医共体建设以来，弥渡县人民医院、县
中医医院先后派出 10名业务精湛的医
生到寅街卫生院口腔科、妇产科、中医
科、针灸科等科室进行对口支援，一些

疑难杂症还可以通过紧密型医共体信
息系统与县级医院甚至北京、上海医院
的专家进行远程会诊，让患者在乡（镇）
卫生院就能享受到县级以上医院的医
疗服务水平。

“我今天腰疼，来这里扎了下钢针，
开了点药。不用跑到别处去，都是来这
里看。”前来就医的寅街镇东风村委会
下邑村村民王美林认为在这里看病很
方便很放心。

近年来，弥渡县大力推进县、乡、
村一体化紧密型医共体建设，制定《弥
渡县紧密型医共体人员柔性流动实施
方案（试行）》，打破医疗机构人事制度
的“一潭死水”，促进县域内人才技术
共享。加快资源下沉，由总医院采取

派驻模式，从中医、口腔、胸痛救治等
科室选派医疗人员常驻各乡（镇）卫生
院开展工作，带动乡（镇）医疗机构协
同发展。组建医疗质控中心，成立医
疗、护理、医技和感控管理专家库，每
月对医共体各成员单位进行巡诊、驻
诊及督导检查，定期组织培训，切实抓
好医疗质量管理，不断提升乡、村两级
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能力以及急危
重症的识别和转诊能力。加强医共体
信息化建设，推动区域医疗信息互联
互通，促进医疗服务提质增效。全县 8
家乡（镇）卫生院均达到国家服务能力
基本标准，慢病管理中心实现全覆盖，
基层诊疗水平稳步提升，让群众能够
就近“看上病”“看好病”。

弥渡县紧密型医共体建设
让群众就近“看上病”“看好病”

南涧县四联一社——

抓污水治理 建美丽乡村

市民在樱花盛开的祥云县行政中心东侧人行道上散步。（摄于1月2日）
近年来，祥云县以绿美城市和绿美社区为抓手，见缝增绿，持续推进“增、补、绿”工作，城市绿地总量明显提高、绿地系统格局日趋优化、人居环境品质明显提升。

截至目前，祥云县绿地率达40.27%，绿美社区占比达37.5%，绿美街区占比达33.3%，绿美街道占比达33.3%，林荫路覆盖率为70.79%，万人拥有绿道长度为2.5公里。
［通讯员 李树华 摄］

剑川县举办
乡村民宿管家培训班

巍山县紫金乡新建村委会泥利午村漫山的梅花竞相绽放，全村84户农户家家户
户都种青梅，户均有梅子10多亩，户均增收近万元。（摄于1月4日）

近年来，紫金乡将村庄美化与林果产业发展有机融合，大力发展梅果产业，促进
群众增收和乡村振兴。 ［通讯员 陆向荣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