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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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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沧桑岁月淘尽无数历史陈迹，沉淀
出巍山古城这座别具特色的中国历史
文化名城。

巍山古城是巍山县城所在地，境内
风景名胜、文物古迹众多，这里历史文
化悠久，曾是茶马古道重镇。古城居民
世代悠闲地生活在这里，“古城车马慢，
人间烟火气”的特质一直保存延续至
今，因此，巍山古城也被称为“活着的古
城”，吸引着海内外游客来此体验巍山
旅居慢生活。

据悉，2023 年，巍山县共接待海内
外 游 客 369.30 万 人（次），同 比 增 长
69.43%；实现旅游社会总收入 52.22 亿
元，同比增长 77.92%；游客在巍山古城
的平均停留天数达 3.25 天。随着巍山
文旅产业的发展，来巍山旅游和旅居的
人数不断增长。

深入挖掘历史文化资源
打造品牌形象

近年来，通过修缮古建筑群、保护

历史文化遗产，巍山古城成功塑造
了“活着的古城”品牌形象。据统计，
巍山县累计投入保护资金 1.6 亿元，用
于古城的保护性恢复、配套城网改造、
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对有碍古城整体
风貌的“洋建筑”及设施进行拆除整
改，新建了与历史文化名城相适应的
文献广场、蒙化广场、南诏文化广场、
巍山古建筑群（文华书院）、东岳宫等，
并加大对古城闲置空地和街道的绿化
美化，目前古城内建筑类的文物保护
维修覆盖面达 70%。

其中，2020 年，巍山县政府与南京
先锋图书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达
成合作，按照修旧如旧的原则，对始
建于明弘治十四年（1501 年）的崇正
书院本体进行修缮，由南京先锋书店
进行实体书店业态植入，着力打造极
具乡土民族特色、当代人文理想、巍山
地域风貌和创新文旅理念的全新公
共文化空间，努力实现文化遗产、创
意书店、艺术空间、生态绿地与群众
生活的活态融合，让读者在饱览群书
的 同 时 感 受 文 化 与 创 意 交 融 的 魅
力。2023 年 12 月，先锋巍山崇正书院

正式开放运营，古城内又多了一处诗
意栖居之所。

融合美食与运动赛事
提升游客体验

走进巍山古城，仿佛踏入了一个
美食的天堂，每道菜肴都承载着岁月
的记忆和当地人民的智慧。巍山县通
过每年举办中国民俗美食节暨中国
大理巍山小吃节，盛邀海内外游客齐
聚一堂共赴美食之约，品味火巴肉饵丝、
一根面、烧饵块、小甄合糕、凉卷粉、凉
米线、回族面片、巍山涮菜、巍山蜜饯
等特色美食，体验大理美食文化。此
外，2024 年 9 月，以“奔跑传递健康生
活”为主题的 2024 奔跑彩云南名城名
镇领跑赛在南诏文化广场开跑，来自
全国各地的 1500 名路跑爱好者共聚
巍山古城，穿梭古老街巷，“燃”动对美
好生活的热情。

巍山古城将地方特色小吃与运动
赛事相结合，不仅满足了游客对美食的
追求，还通过赛事活动增强了游客的参
与感和体验感，通过“吃”与“赛”的业

态，有效延长游客在巍山的停留时长，
将旅游变旅居。“美食+赛事”的融合发
展模式，为巍山城镇生活旅居增添了新
的活力。

开发和丰富旅游业态
延长游客驻留时间

随着巍山县文化遗产的活化利用
水平不断提升，许多新项目新业态在
巍山古城落地开花。在保留传统商业
风貌的基础上，咖啡香、瓦猫趣、旅拍风
尚、甲马技艺等现代元素与传统文化完
美融合，为旅居客群提供了更加丰富多
元的文化体验。居民与游客在古城的
每一个角落都能“触摸”到历史的温度，

“解锁”巍山的新魅力。背街小巷也因
这股活力而热闹非凡，吸引着越来越多
的“新巍山人”在此安家落户。近年来，
大量外来游客以旅居方式融入巍山，成
为古城新的活力源泉。他们中不乏年
轻创业者，以全新业态为古城赋能，推
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截至 2024 年
9 月，到巍山古城长期旅居的游客已有
87户，总人数近200人。

巍山县巍山古城——

打造悠闲小城“慢生活”旅居品牌

“新巍山人”为古城增添活力。众多游客到巍山古城体验慢生活。 （本文图片由大理州文旅局提供）

漾濞县党员志愿者在富恒乡罗里密村与群众围坐在一起编灯笼、写福字、话
新年。（摄于1月20日）

春节将至，漾濞县组织老党员、书法爱好者、竹编非遗手艺人组成党员志愿服
务队，进村入户开展“迎新春 送万福”活动，把温暖和祝福送进千家万户。

［通讯员 施雅 摄］

大理市下关街道福文社区组织志愿者开展“我们的节日·春节”——移风易
俗树新风主题宣传活动。（摄于1月16日）

活动中，社区志愿者到辖区居民小区、广场和人员密集场所向群众发放“倡
移风易俗 树文明新风”倡议书，引导群众自觉抵制不良习俗，倡导文明健康社
会风尚，让群众欢乐祥和过春节。 ［通讯员 赵春应 摄］

本报讯（通讯员 吴剑熔） 1 月 20
日，在瑞士驻华大使馆的支持下，剑川县
政府、瑞士 LEP 景观与环境规划顾问
公司、剑川县沙溪源乡村合作中心三方
在昆明签署《沙溪复兴工程第六期合作
谅解备忘录》。

据介绍，2002年，剑川县政府与瑞士
联邦理工大学空间与景观规划研究所
签订《沙溪复兴工程第一期合作谅解备
忘录》，开启中瑞合作沙溪复兴工程。5个
合作周期、20 多年的历程中，中瑞合作
的沙溪复兴工程始终坚持“最大保留、
最小干预”理念，持续开展古镇历史文
化遗产修复和保护，先后完成了四方街
周边重要建筑遗产修复、兴教寺壁画
试验性修复、沙溪镇总体规划修编、大
沙溪传统村落群保护与发展规划编制
等，在文化传承保护、基础设施建设方
面取得实效，让沙溪古镇成为了集全国
最美小镇、国家历史文化名镇、云南旅
游名镇等多项桂冠于一身的特色小镇，
沙溪复兴工程成为乡村文化遗产保护
实践中的成功典范。

据悉，此次合作的总体目标是全

面推动沙溪全域经济社会可持续发
展。通过项目的实施，实现基于沙溪
文化遗产和文化景观保护的社会经济
长期可持续发展咨询，促进中瑞产品
交流与合作，倡导沙溪低碳生活方式，
启动沙溪申报世界级名录和合作的
研究。项目合作时间为期 3 年（2025
年—2027 年），将成立沙溪保护与发展
的国际咨询平台，推进可持续的中瑞
合作，编制低碳沙溪总体规划和关于
沙溪价值的专题评估。

以此为新起点，沙溪复兴工程将
推动构建大沙溪全域旅游新格局，打造

“旅居沙溪”新品牌，擦亮文旅金字招
牌，将沙溪古镇打造成文化旅游推动
乡村振兴的生动样板，将沙溪建设成
为更加宜人、宜居、宜游、宜业的人居环
境典范，为低碳城市建设提供更多优秀
案例，让“有风的地方”成为“有一种叫
云南的生活”的鲜明标签。

瑞士驻华大使白瑞谊，州委常委、
州政府常务副州长李苏，省、州相关部
门负责人，剑川县主要负责同志参加签
署仪式。

《沙溪复兴工程第六期合作谅解备忘录》
签署仪式在昆举行

本报讯（记者 罗帮义 赵俊） 1 月
21 日，由云梦社群主办，下关一中承办
的第二届云梦·燧炬模拟联合国峰会在
下关一中举行，活动为期3天。

据介绍，云梦模拟联合国大会是
云南省本土标志性的模拟联合国会
议，至今已在昆明举办五届。云梦社群
与省内多所初中、高中和大学模拟联
合国社团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与合作，
组织人力物 力 ，为 各 学 校 发 展 模 拟
联合国社团及社团在场地、学团、会

务、外宣等方面建设提供实质性支持与
帮助，开展了模联校本课程设计、学术
培训、宣讲、学术沙龙、国际胜任力培训
营等活动，并鼓励各校模拟联合国社团
积极开展校会活动，促进各学校学生进
一步交流。

云梦社群工作人员朱丽表示，举办此
次活动，目的是让学生们的学习和认知
不局限于书本、课堂，学会关心社会、关注
世界，进一步拓宽视野、增长见识，成长
为有中国灵魂、世界眼光的优秀青年。

第二届云梦·燧炬模拟联合国峰会
在下关一中举行

□ 通讯员 寸红亮

近日，在鹤庆县人民医院老年医学
科病区，一位来自县敬老院的老人出院
了，敬老院陪护老人住院的工作人员帮
助老人穿衣、穿鞋，然后为其办理了出
院手续。“老人是‘五保户’，住院8天，我
24小时陪护，照顾老人的生活起居。”这
位工作人员介绍。

在县人民医院老年医学科病区，笔
者还了解到，为了更好地服务老年人的

就医需求，实现老有所医，鹤庆县人民
医院于 2024 年 11 月 8 日成立了老年医
学科病区，全科共有医护人员 14人，对
老年人各系统常见病、多发病、危重病
有着丰富的临床经验。

近年来，鹤庆县高度重视养老服务
工作，连续两年在全州养老服务考核指
标中位居前列。2024年，成功争取到上
级资金1012.13万元，顺利实施金墩乡、
龙开口镇 2 个区域性养老服务中心、
200 户适老化改造项目，以及 7 个村级

养老建设项目，村（社区）新增多个活
动场所与服务中心，居家养老服务网
络持续完善。

据悉，自 2024 年 7 月 1 日起，鹤庆
县城市和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城
乡特困人员基本生活救助供养标准、
儿童保障标准等均有不同程度提高，
各类救助资金按时足额发放。截至
2024 年 12 月，共发放民生资金 6137.76
万元。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能力建设
加快，完成县级智慧养老信息中心平

台建设及 3 批 540 户适老化改造，完成
率达 96.4%。养老机构入住质量提升专
项行动成果丰硕，改造护理型床位 376
张，护理型床位占比达 61.5%。“苍洱阳
光幸福工程”深入实施，着力实施好

“七大行动”，强化“一老一小”关爱服
务，并筹建多个“幸福食堂”。高龄津
贴与困难老年人服务补贴审批发放工
作有序开展，2024 年，累计发放高龄津
贴 430 万元、困难老年人服务补贴 35
万元。

鹤庆县不断优化养老服务工作
老有所居、老有所养、老有所医得到更好实现

新时代 新征程 新伟业新时代 新征程 新伟业

根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及有关规定，现将许爱家等 4 名
同志拟任职务予以公示：

许爱家 男，汉族，1982年3月生，省委党校研究生学历，无党派，现任宾川县
供销合作社联合社主任、一级主任科员。经研究，该同志拟提名为县（市）政协
副主席候选人。

姚兴美 女，汉族，1979 年 8 月生，在职大学学历，中共党员，现任巍山县委
组织部常务副部长、一级主任科员。经研究，该同志拟提名为县（市）人大常委会
副主任候选人。

李承军 男，汉族，1981年5月生，在职大学学历，中共党员，现任巍山县牛街
乡党委书记、一级主任科员。经研究，该同志拟提名为县（市）政协副主席候
选人。

牟艳芳 女，汉族，1982 年 10 月生，省委党校研究生学历，现任永平县退役
军人事务局局长。经研究，该同志拟提名为县（市）政协副主席候选人。

本报讯（记者 张洲 王光保） 风从
海上来，山海若比邻。1 月 20 日至 21
日，上海交通大学原创话剧《海菜花
开》校外首站巡演走进大理，在州群艺
馆上演。

《海菜花开》以上海交通大学环境
科学与工程学院孔海南教授及其团队
扎根西南 20 余载、矢志治理洱海的经
历为创作背景，生动讲述了以孔海南
教授及其团队为代表的教育科技工作
者，与大理携手并肩，潜心治理洱海，让

“水质试金石”海菜花重现洱海，并在
洱海治理过程中助推当地群众生活生
产方式转变，助力当地群众从“绿水青
山”中收获“金山银山”的感人故事。

该话剧塑造展示了新时代“大先
生”的形象，深情致敬了为生态保护事
业作出贡献的科研人员等群体，进一步
带动更多青年学子以实际行动投身“绿
水青山”建设，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

上海交通大学云南（大理）研究院

高原湖泊污染控制研究中心实验室
主任孙天阳作为话剧原型人物之一，
她说：“看了话剧，我非常感同身受，我
们的故事经过话剧的演绎和传播，更让
我觉得我们做的事情非常有意义，对保
护洱海贡献了一份力量。希望以后能
有更多像这样传播正能量的话剧，感染
更多人参与到环境保护中去。”上海交
通大学云南（大理）研究院工作人员万峥
观看话剧后备受鼓舞，她表示：“看了话
剧，更加坚定了我继续以己之力，与大理
人民一道守护这一泓清水、守护海菜花
开的决心。”

上海交通大学有关负责同志、州级
有关领导、参加州政协十四届四次会议
的部分委员代表与群众代表一同观看
了演出。

据悉，该话剧由上海交通大学师生
自编自导自演，经过数年的打磨与升
级，入选了中国科协2024年度科学家故
事舞台剧重点推介剧目。

上海交通大学原创话剧《海菜花开》
在洱海畔精彩上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