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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理州政协委员访谈录

政协大理市第十届委员会委员杜武——

用艺术赋能传统村落 让更多人“在大理爱上生活”

□ 记者 杨若兰 尹亚萍

杜武，政协大理市第十届委员会委
员、大理 市 中 和 书 院 院 长 。 90 后 的
杜武，是土生土长的中和村村民，也
是一位一直致力于用艺术改变乡村的
实践者，在他的精心规划和不懈努力
下，曾经贫困落后的中和村蜕变成了
一个充满艺术气息和文化底蕴的美丽
乡村，于 2023 年被赋予大理州“艺术
家第二居所”（试点）的美誉。在近日
举办的 CUMTA 2024 年度文旅盛典
上，杜武荣获“2024 文旅行业领军人
物”称号。

1 月 9 日上午，杜武做客由政协
大理州委员会和大理州融媒体中心联
合推出的全媒体直播节目《大理州政协
委员访谈录》，就文旅融合、乡村振兴及
政协委员履职尽责等话题与主持人进
行交流。

分享中和村发展经验——
以艺术为“支点”撬动文旅大经济

主持人：请杜委员聊聊如何让中和
村走上以“艺术融入乡村，激发乡村活
力，活化乡村”的路子？

杜武：我结合自己的学习生活经
历，提出了“我期待的三个样子”村庄发
展建议书，描绘了中和村未来发展的蓝
图：村民经济富足、精神满足；村干部有

组织架构、有方法；村子干净整洁、有
文化内涵。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挨
家挨户地宣传、倡议，并与村民们达成
了共识。

2013 年，我们在村里闲置的小学
里组织了一个周末文化艺术互动中
心——慧起艺术空间，中和村逐渐吸
引了更多的艺术家和旅居者前来驻
留。2015 年，中和村迎来了第一批驻
扎的艺术家，他们在这里建立了工作
室、画廊和客栈等新业态，为村庄带来
了新的经济活力。当日我积极招商引
资，帮助村内 25个院落成功出租，不仅
为村民带来了 2000 多万元的出租收
益，还带动了村民就近务工。随着艺
术家的入驻，中和村的知名度和美誉
度逐渐提升，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
前来参观和体验乡村艺术文化。

主持人：让艺术赋能传统村落，你
们的主要创新经验做法是什么？

杜武：一是打造艺术景观，艺术建
乡，提升乡村美感。我们通过修缮房
屋、道路和公共设施以及美化环境等
方式改善了村庄的整体形象，并进行
村庄文化氛围的营造，不仅吸引了游
客的目光，更激发了村民对家乡的热
爱和自豪感。

二是推动艺术与产业融合。中和
村通过引入艺术家和艺术工作室等新
业态，实现了经济的多元化发展，村民

们通过参与房屋租赁、提供旅游服务、
家门口就业等方式增加了收入。

三是“村院”合作，搭建平台。2020
年，中和村与大理大学艺术学院开始

“村院”合作，共同打造“中和国际艺术
村”。我们将“村民议事中心”改造成
为“中和书院”，在村内多个闲置院落
建设艺术家工坊，举办农民书画家作
品展、西南丝绸之路艺术集市等艺术
活动，形成了多元的文化业态。与旅
行社、电商平台等合作，利用社交媒
体、短视频等新兴媒体，提高中和村的
知名度，为村庄的经济发展注入了新
的活力。

四是挖掘中和村本土文化融入现
代艺术作品中，实现文化的传承与创
新。利用中和村的传统手工艺，如剪
纸、陶瓷、大理石画摆件等非遗技艺，开
发文创产品。积极推广中和村的烤茶、
腌制品等农产品，进行艺术包装和品牌
营销。

五是激发村民参与，培养艺术氛
围。通过组织艺术培训和交流活动，举
办各种艺术展览、文化节庆和公益活动
等，丰富村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激励村
民学习艺术技能、参与艺术创作，也增
强了村庄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村民对
艺术的热爱和追求成为推动村庄发展
的不竭动力。

思考未来发展之路——
文旅深度融合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主持人：您对乡村文旅融合发展，
成为农村的新产业新业态，成为振兴乡
村的有力引擎，有些什么思考？

杜武：乡村旅游与文化艺术相结合
的意义在于促进乡村经济发展、激活乡
村文化、提高农民收入、推动乡村振兴。

目前，乡村文旅相结合在一些地方
已经取得了较好的成效。例如，在中和
村，通过举办“二十四节气之火塘诗歌
会”，吸引了大批游客，带来了不错的经
济收益；双廊村通过打造特色民俗文化
产业和深耕智慧化旅游，实现了生态、
风景与群众富美的和谐统一；凤阳邑村
则依托茶马古道等文化资源，通过“影
视+文旅”的新模式，带动了农文旅产业
的融合发展等。

但乡村文旅相结合也面临着一些
挑战。乡村地区存在资源、科技和人才
相对匮乏，对市场变化的敏感度不高等
问题。

为了促进乡村文旅融合发展，我
认为可以采取以下策略。建设良好的
基础设施和服务体系，提供便捷的交
通和优质的游客服务。加强农村地区
的人才培养和技术支持，培养一批具
备乡村文旅融合能力的专业人才。加
强与文化艺术院校的合作，引入专业
人才和先进文化观念，推动“艺术融入
乡村”创新。未来，乡村文旅融合将更
加注重创新，须注重打造独特的乡村
旅游文化品牌，提供更加个性化和多
元化的旅游体验。同时，加强与其他
行业的合作，形成乡村旅游和文化艺
术的深度融合，实现乡村振兴和文化
传承的双赢局面。

主持人：日前州政府印发了《关于
推进“旅居大理”建设的实施意见》的通

知，请结合这个实施意见谈谈你们下一
步的发展规划？

杜武：我们将积极把中和村打造
为旅居业发展的典型示范案例，通过
深入挖掘旅居业发展中的好经验、好
做法，推动旅居业集聚化、区域化发
展。同时，加强与其他地区的交流合
作，共同探索旅居业发展的新模式、新
路径。

积极推动“百村千宿”培育工程在
中和村的落地实施。通过加强村庄建
设风貌引导和管控，盘活农村闲置宅基
地和农房，发展“嵌入式”民宿、度假民
宿、旅居公寓等多层次新型住宿租赁业
态。在民宿建设上，对商家做好管控与
引导，注重品质与特色的双重提升。结
合白族文化元素和乡村风情，设计独具
特色的民宿风格，让游客在住宿中也能
感受到浓厚的文化气息。同时，还将推
动民宿与乡村旅游、文化产业的深度融
合，开发丰富多彩的旅居产品，满足游
客多样化的需求。

注重保护乡村的生态环境和自然
景观，避免过度开发和破坏。通过实施
生态修复和保护工程，提升乡村的生态
功能和环境承载能力。在推动产业发
展的同时，注重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
益和生态效益的有机统一。

谈如何履职尽责——
为乡村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主持人：作为一名政协委员，您是
怎样履职尽责的？

杜武：作为政协委员，在履职尽责
的过程中，我不仅深刻理解了政协委
员的责任与使命，更将这份责任感转
化为实际行动，特别是在为乡村的发
展贡献自己的力量上，通过一系列创
新且富有成效的乡建工作，不仅提升
了村庄的整体面貌，还推动了当地文旅
产业的蓬勃发展。

在推动中和村发展的同时，我不忘
关注民生问题。积极反映村民的诉求
和困难，推动解决了道路硬化、电网改
造等一批民生实事。提交了“关于打造
大理洞经音乐文化品牌”的提案、“关于
在白族聚居乡镇中小学中开设一节白
族语言文化课”的联名提案，助力民族
文化传承发展。

主持人：就如何当好一名政协委员
谈谈您的看法和打算，作出您的履职
承诺。

杜武：在我看来，要成为一名优秀
的政协委员，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
手：一是坚定政治立场，保持清醒头脑；
二是深入调研实践，提升履职能力；三
是积极建言献策，发挥桥梁作用；四是
加强团结协作，形成工作合力；五是严
于律己修身，树立良好形象。

我将始终牢记自己的政治责任和
社会使命，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认
真履行委员职责。不断加强学习，提高
自身素质和能力；积极参政议政，建言
献策；加强民主监督，促进政府工作改
进；密切联系群众，反映社情民意。在
未来的工作中，我将以更加饱满的热
情、更加务实的作风、更加创新的思维，
不断开创政协工作新局面，为党和人民
事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 通讯员 旷宏飞 李永康
何雪芹

深冬时节，云龙县功果桥镇汤邓
村爱心人士杨建滨在春节来临之际给
功果桥镇中心敬老院送来一头年猪，
让敬老院里的老人们吃上了“杀猪
饭”，不仅让老人们感受到了关爱与温
暖，也向社会传递了尊老、敬老、爱老、
助老的良好社会风气。

功果桥镇中心敬老院自去年6月
正式投入运行以来，持续受到社会各
界爱心人士的广泛关注——张先生
捐赠15套冬季床上用品，赖女士捐赠
5套冬季床上用品和蜂蜜、牛奶、面包
等食品，李女士给刘大娘送来冬衣，
何女士送来鸡、糕点、水果……随着
春节临近，爱意愈发浓烈，一场场传
递着社会关爱、弘扬尊老敬老传统美
德的爱心活动在敬老院温情展开，爱
心人士、志愿者们走进敬老院看望老

人，为老人包饺子、洗衣，和老人聊天
解闷，扶老人散步……不仅让老人们
享受到了物质上的温暖，更得到了精
神上的慰藉。

据了解，功果桥镇中心敬老院
投资 590 万元，总建筑面积 1406.94
平方米，设有食堂、娱乐室、医护室、
活动室、无障碍电梯等配套设施，共
有养老床位 30 张，每个房间都设有
无障碍卫生间、衣柜、电视机、床头
柜、呼叫器，能较好地满足老人们的
养老需求。供养范围覆盖了功果桥、
苗尾两个乡镇，目前，共接收 9 名集
中供养人员。

“我们期待更多爱心人士加入到
志愿者的行列中来，用实际行动践行
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为构建和谐
社会贡献一份力量。同时，也呼吁社
会各界广泛关注老年人的生活状况，
共同为他们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环
境。”养老院负责人何雪芹说。

1月13日，民盟、民建、农工党、致公党大理州委联合到挂钩村弥渡县新街镇
罗荡村开展春节走访慰问系列活动。慰问组一行深入部分困难群众家中，了解村
民家庭收入、医疗健康、子女教育等情况，为他们送上新春佳节的祝福和博爱家庭
箱、米、油、毛毯等生活用品。民盟大理州委红烛艺术院的书画家还来到罗荡村十
字路街场，为当地群众写春联、送福字，受到群众的欢迎和好评。

［通讯员 李文富 摄］

云南中医药大学的秦竹教授在巍山县为当地群众看诊。（摄于1月10日）
春节的脚步越来越近，为了让群众度过一个祥和安康的春节，不出“家门”

就能享受省级中医专家的健康服务。当天，巍山县紧密型医共体中医药管理服
务中心（县中医医院）邀请了云南省中医药大学秦竹教授到医院开展“名中医下
基层为民服务送健康”活动，为群众提供优质中医诊疗服务。活动持续了3个多
小时，共为当地群众提供中医诊疗服务45人次。 ［通讯员 饶国生 摄］

杜武。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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