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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牢记嘱托牢记嘱托 十年奋进十年奋进 谈发展

大山深处的“脱贫小街”
□ 李世祖

牢记嘱托牢记嘱托 十年奋进十年奋进 旅居大理

□ 记者 褚雪琴

“走一走文盛街茶马古道，品一
品密祉豆腐宴，赏一场弥渡花灯，听
一曲《小河淌水》……冬日到文盛街
村，走走逛逛、吃吃喝喝，心里都是满
满的幸福感。”近日，趁着春节“人潮
汹涌”之前，来自大理市的杨舒婷带
着全家到弥渡县密祉镇文盛街村沉
浸式“周末游”。

密祉镇文盛街村风光秀丽，历史文
化悠久，花灯文化底蕴深厚，是传统民
歌《小河淌水》的故乡。近年来，密祉镇
充分利用当地自然资源和民族文化资
源优势，创新打造“旅居+生态农业”“旅
居+研学”等旅游品牌，通过挖掘特色乡
土资源，不断激发乡村旅居活力。据不
完全统计，目前，密祉镇旅居人数为 72
人。其中外国 2 人，外省 34 人，州外省
内31人，州内5人。

坚持农文旅融合
探索旅居发展模式

近年来，文盛街村以农文旅融合发
展为主要思路，聚焦“探源小河淌水、穿
越千年古道、品尝密祉豆腐、跳红弥渡
花灯”四大主题，以“非遗+品牌”的方式
持续打造具有辨识度的旅居业态，不断
提升景区知名度。文盛街村被授予首
届州级“乡愁大理·最美乡村”称号、入
选2022年“全国非遗与旅游融合发展优
选项目名录”名单，并积极申报创建省
级金牌旅游村。

同时，文盛街村以旅游化理念打造
樱桃、红雪梨等农业产业，实现产业带
动旅游发展，旅游推动产业升级，镇域
旅游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创新旅游发展
模式，促进农文旅深度融合，促进乡村
居民增收。

目前，村民主要发展旅游业、餐饮
业、豆腐精深加工业、灯盏精深加工业、
经济林果产业。旅居人士多以旅居为
主，少部分兼顾餐饮、经商及艺术创作。

坚持文化活动赋能
挖掘乡村文化资源

密祉镇花灯文化、民歌文化、土陶
文化、竹编文化深厚，拥有弥渡民歌、花
灯戏两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

密祉元宵灯会州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通
过每年举办元宵灯会、太极山庙会、火
把节等民俗节庆活动，吸引了成千上万
的游客前来游览观光，带动了当地的经
济发展。

近年来，文盛街村突出非遗搭台、
研学实践，充分利用当地民族文化资源
和生态优势，创新打造“旅居+生态农
业”“旅居+研学”等旅游品牌，与北京
大学艺术学院、大理大学以及文化传媒
公司、培训学校建立合作意向，充分打
造“非遗+”业态，助力非遗文旅发展。
同时，充分利用传统节庆活动和“文化
和自然遗产日”等，开展丰富多彩的非
遗展示展演活动，推动广大群众共享
非遗保护成果，吸引游客前往旅居。不
断扩大花灯歌舞传播范围，培育文化内
生动力。通过举办全国“四季村晚”

弥渡文盛街冬季“村晚”活动、正月十五
“小河淌水”密祉元宵灯会展演，顺利
完成中央电视台 CCTV1《正大综艺》
节目录制，为推动非遗保护、传承和发
展提供保障，持续提升乡村非遗文化
旅居吸引力。

坚持项目为王
优化村庄配套服务

加大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力度。不
断强化乡村管理，通过实施水美乡村、
集镇管理、健康步道、亚溪河景观河道
治理、文盛街古道提升改造、村庄风貌
整治、古建筑旅游资源修缮等项目，打
造了景美、岸绿、水清、河畅的亚溪河生
态河道和宜居、宜游的优美村庄环境。

突出氛围营造。结合自然景观、人
文景观、历史文化、红色文化、革命文

化、民族民俗文化等旅游景区自然禀赋
和优势资源，充分利用旅游景区特点，
推进帐篷营地建设，提升自驾旅游吸引
力，营造了乡村旅居的良好氛围。目
前，拥有帐篷露营基地 1家、精品民宿 1
家、特色民宿 1 家、网红餐厅 1 家、网红
小店 1家，村内现有旅居小院入住率均
在 90%以上，且旅居客自带流量，直接
带动就业180余人。

让资源转化资产。文盛街村是国
家级历史文化名村，在方圆 3平方公里
的范围内，分布着文盛街古驿道、尹宜公
故居、珍珠泉、凤凰桥等十余个景点，且
村庄闲置小院子居多，具备乡村小院旅
居空间。以文盛街茶马古驿道旁闲置
民居为基础，策划包装精品民宿招商引
资项目，打造了“马帮文化+旅居”的乡
村旅居新模式。

本报讯（通讯员 杨会仙）大理州非
遗保护协会自成立以来，聚合非遗保护
力量，致力于提升非遗传承人业务素养
和技能水平，拓展非遗的宣传、推广、传
播、交流和市场开拓，协会健康有序发
展，助力大理非遗闪光焕彩。

大理州非遗保护协会成立于 2021
年11月，目前协会共有198名会员，其中
单位会员53家、个人会员145人，会员涵
盖了大理州 12 县（市），涉及国家级、省
级、州级、县级非遗传承人，非遗保护和
产品开发相关企业，文旅综合企业及热
心非遗保护的社会人士。

2024 年，协会努力保护大理州非遗
领域知识产权，根据会员产品属性，从商
标全类别（45 类）中选定 35 个类别向
国家知识产权局提交了商标注册申请，
于 2024 年 3 月取得了 35 类商标注册证
书，正式将该商标作为全体会员的专属
权益，并制定了《大理州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协会标识管理使用办法（试行）》，让
会员专享使用，打牢了大理非遗产品进
入销售市场基础。

协会注重强化非遗宣传推广，委托

第三方制作了 30 期非遗传承人产品专
题系列宣传视频，通过微信公众号、抖
音、小红书等自媒体平台广泛宣发，有
效促进了协会品牌形象的塑造与提
升。协会认真组织会员参加各类非遗
展销展演活动，如“文化和自然遗产日”
非遗宣传展示、“乐享非遗·在大理爱上
生活”系列非遗展示、乡村振兴非遗传
承基地交流展示以及“温润大理·蓝染
走亲”等。组织的“遇见非遗·在大理爱
上生活”主题展销活动汇集了国家级、
省级、州级、市级共 32 项非遗项目；组
织的“庆州庆·非遗大理行——大理州
文化生态保护区非遗文创产品设计大
赛”，共征集参赛作品93件，最终评选出
16项获奖作品。

协会还积极做好协调工作，组织会
员参加各类技能培训和行业内的交流学
习，并在每年召开的会员大会上对优秀
传承人进行表彰奖励，鼓励会员遵纪守
法、诚实守信，在业务上精益求精，在乡
村振兴、文旅融合发展等方面积极发挥
作用，共同维护好大理文化生态保护区
的金字招牌。

我的家 乡 在 地 处 大 山 深 处 的
祥云县下庄镇金旦村，回首这十年，
在党的精准脱贫政策的春风吹拂
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道路
变宽了，房子变新了，产业变多了，
环境变美了，乡亲们脸上的笑容变
灿烂了。

而在这不胜枚举的变化中，最让
我感动的是2016年，挂钩我们村的省
住建厅帮助修建的那个小集市。它
一年四季、源源不断地为乡亲们带来
满满的幸福，因其是在精准脱贫期间
修建的，乡亲们都亲切地称它为“脱
贫小街”。

初春，大地开始苏醒，中河两岸
的柳树悄悄吐出一个个黄绿的小
嫩芽。春节将至，与往昔要走十几
公里路去下庄街出售山货再换回
年货相比，如今乡亲们只需在小街
成交即可。小街上不仅有各式山
货，还有服装、糕点等，吸引着众多
外地商贩和赶集者。从下庄街前
来摆摊卖衣服的 40 多岁的张大姐
开心地说：“自金旦小街开街后，我
几乎每个周六街天都来，这里的东
西好卖，今天我已经卖了十多件衣
服了。”

盛夏时节，金旦小街杨柳依依、
翠竹摇曳。中午时分，随着大清早就
带上干粮去深山老林找菌子的彝族
村民陆陆续续地从山上归来，外地前

来收购野生菌的收购商早已云集小
街，没等气喘吁吁的山民把大篮大篮
的香菇、木耳、鸡枞、牛肝菌、青头菌
等五花八门的野生菌放下，收购商就
争着出价收购。

秋天，空气里弥漫着浓浓的稻谷
香气，金旦彝山的红辣椒、秋豌豆、玉
米棒子、核桃、板栗都熟了，小街也呈
现出一派丰收的景象，小街的空地上
停放着好几辆农用小卡，收购红辣
椒、秋豌豆的小老板们正忙着称秤、
付款。刚刚售出自家种植的农特产
品的彝族大哥、大嫂们手里数着一沓
沓红灿灿的钞票，心里乐滋滋的，脸
上露出了甜蜜蜜的笑容。

到了深冬，河畔的杨柳、草木都
枯萎凋落了，汩汩流淌的中河水也
一改往日的欢快活泼。与静悄悄的
冬日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那条坐落在
河边的“脱贫小街”依然热闹繁忙。
冬至节来临，好几家在卖糍粑，整条
小街都散发着一股淡淡的糯米香
味。“土蜂蜜，卖土蜂蜜喽，最纯正的
彝家土蜂蜜。”当地的彝族阿哥、阿
姐们的吆喝声比外边来的商贩吆喝
声还大。

“吃水不忘挖井人。”回首这十
年，这条“脱贫小街”不但见证了家乡
蒸蒸日上的变化，更让乡亲们懂得感
恩，时刻铭记是党的精准脱贫政策给
我们带来了满满的幸福！

本报讯（通讯员 罗丹） 大理州
总工会日前启动“工会温暖进万家”
2025 年元旦春节送温暖活动，切实把
党委、政府和工会组织的温暖关怀及
时送到职工群众的心坎上，确保广大

职工度过欢乐祥和的春节。
活动期间，州总工会将组成慰问

组赴12县（市），深入基层一线、职工家
庭送温暖，重点聚焦生活困难职工，各
级劳动模范、工匠人才等先进模范，公

共服务行业一线职工、云南九大高原
湖泊治理的一线职工、节日期间坚守
岗位的一线职工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
等群体，深入生产建设、重点工程、城
市服务保障一线开展走访慰问。

弥渡县文盛街村——

挖掘特色乡土资源 激发乡村旅居活力

一曲《小河淌水》情悠悠。 （本文图片由大理州文旅局提供）

▼ 节日中的茶马古道文盛街段街景。 ▼ 正月十五密祉元宵灯会。

大理州非遗保护协会
聚合力量让大理非遗闪光焕彩

州总工会启动“工会温暖进万家”活动

村民高兴地领取“独家定制”的春联。（摄于1月15日）
当日，剑川县甸南镇上关甸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送福送喜送春联”志愿服务活动，书法爱好志愿者挥毫泼墨，将辞

旧迎新的美好祝愿化作一副副寓意吉祥的春联和一幅幅“福”字，送给现场群众。 ［通讯员 段先俐 张中波 摄影报道］

漾濞县龙潭乡检查组对一加油站
进行安全检查。（摄于1月15日）

该乡日前开展春节前安全专项检
查，重点对烟花爆竹批发零售点、项目
施工现场、加油站等重点场所消防设施
配备、用电线路、安全警示标识等方面
进行检查，确保将隐患排查到位、风险
管控到位，全力营造安全、稳定、祥和的
节日氛围。

［通讯员 苏新良 黄伟 摄影报道］

群众高兴地接过散发着墨香、饱含
祝福的春联。（摄于1月15日）

春节临近，弥渡县组织党员干部下
基层开展“迎新春 送祝福”活动。
［通讯员 赖晓娴 赵琦琪 摄影报道］

“当前，洱海流域建成 20 座污水处
理厂、5743 公里截污管网，初步构建起
覆盖洱海流域的城乡生活污水收集处理
体系。通过实施入湖河流生态化治理，
27条主要入湖河流水质优良率达到100%；
通过对沿湖 15 米范围内的 1806 户实施
生态搬迁，建成129公里环湖生态廊道，
为洱海构筑起物理隔离的绿色生态屏
障；通过实施海东面山绿化 5.8万亩，建
成湿地 4 万亩、各类库塘 307 座，洱海流
域生态系统得到有效修复。”州洱海管理
局局长赵国龙介绍说。

十年来，洱海保护治理取得阶段性
成效，洱海水质稳定保持优良水平，没有
发生规模化藻类水华。洱海保护治理工
作两次入选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
见成效典型案例，洱海流域生态产品价
值核算报告通过省级审核，洱海保护治
理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不断增强。

法网护水
流域发展增添法治动能

洱海保护治理，既要坚决截住污水、
管控污染，更要着眼洱海长治久安和流
域综合治理。

大理州始终坚持依法治湖，不断织
牢织密洱海保护治理的法网，把科学立
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贯穿
于洱海保护治理全过程。先后5次修订

《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洱海保护管理
条例》，科学划定洱海湖滨生态红线和湖
泊生态黄线，把洱海流域划分为生态保
护核心区、生态保护缓冲区和绿色发展
区，构建了富有特色、系统完备、结合实
际的洱海保护法规体系。

州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杨明芳
说：“新修订的《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
洱海保护管理条例》明确规定了公益诉
讼的权利，细化了公民和法人在洱海保
护治理中的责任和义务，加强了对建筑
行为和排污方式的管控，为洱海的高水
平保护和流域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强

的法律保障。”
十年来，全州各级各部门充分整合

执法力量、加大执法力度，对违法排污、
破坏生态环境等行为进行严厉查处，
洱海流域共查办违法排污、未批先建、
不正常运行污染治理设施等环境违法
案件 668件。通过深入开展执法普法宣
传，全社会洱海保护意识和环境守法意
识显著提升，生态环境违法行为得到有
效遏制并呈下降趋势。

共建共治
洱海保护凝聚全民力量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穿过云层，洒在
波光粼粼的洱海湖面上，大理市湾桥镇
古生村的滩管员严炳其已经开始了一天
的工作，打捞死亡水草、清理湖岸……

“我做这个工作已经十年了，负责管
理的湖岸大约 7 公里，尽管工作比较辛
苦，但每天看着干净、清澈的水面，心里
更多还是高兴和欣慰。”在严炳其看来，
洱海是大理人民的“母亲湖”，每个人都
应该是洱海保护的参与者。

在全力推进洱海保护治理工作中，
大理州委、州政府进一步发挥人民群众
主体作用，注重发动环保企业和环保人
士，成立“洱海保护与流域生态文明建设
促进会”，把每月第一个星期六设立为

“洱海保护日”，定期组织开展洱海保护
志愿服务、科普宣传，畅通群众监督举报
渠道……通过广泛凝聚社会各界力量，
构建形成了以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
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全民共建共
治共享工作格局，“保护优先、绿色发展”

“洱海清、大理兴”的生态文明理念更加
深入人心。

十年来，通过各级党委、政府和广大
群众的不懈努力，洱海水质、水环境、水
生态“三位一体”正逐步改善，在全民参
与洱海保护治理的生动实践中，大理各
族人民的“母亲湖”正焕发出新的生机
和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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