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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导读

洱源县牛街乡：以“健康养生+民族交融”模式创新发展温泉旅居新业态

剑川县：十年奋进展新颜 踔厉奋发谱新篇

多点开花 我国冰雪运动迈上新台阶

□ 通讯员 田维星 文／图

2025年春节假期，大理州文旅市场
持续火爆，迎来“开门红”。假日8天，全
州共接待旅游者696.33万人次，同比增
长17.33%；旅游总花费83.89亿元，同比
增长19.82%。

文旅活动精彩纷呈
游客乐享假日时光

春节假期，大理州各县（市）持续组
织开展形式多样、内涵丰富的文旅活
动，苍洱大地上，处处洋溢着欢乐祥和
的节日气氛。

崇圣寺三塔文化旅游区白族舞龙
表演让游客陶醉不已，天龙八部影视
城开城门迎宾表演让游客叹为观止，
蝴蝶泉景区湖心浪漫演艺让游客流连
忘返……

全州各县（市）文化和旅游系统既
深挖本地传统特色，又推出形式创新、
业态融合的文旅新产品、新业态，丰富
游客体验。

文旅惠民效应明显
景点人气持续火爆

春节期间，大理州文旅市场迎来
火热开局，各景区景点结合自身特色
优势，创新产品供给，客流量居高不
下，“人从众”的火热场面在各景区景
点持续“上演”。

景区优惠活动接连不断，蝴蝶泉、
巍宝山等景区大年初一对州内居民实
行免票政策；为方便国（境）外游客前来
大理观光游览，还推出针对国（境）外游
客的14家景区优惠活动。

假日期间，大理古城景区游人如
织，洱海生态廊道备受游客青睐，宾川

鸡足山景区热度持续升温，云龙诺邓景
区喜迎八方客。

县域旅游热度攀升
激发文旅消费新动能

日益发展的综合立体交通网络带
动了不少主题自驾游。在大理，县域旅
游成文旅消费新宠，全域旅游初见成
效，春节赏花、逛古村等主题深受广大
游客喜爱。

春节期间，大理周边游吸引了八方
游客，沿着大南高速、宾鹤高速去旅行
成为热潮，自驾游客们踏上一场深入探
索鹤庆、巍山、洱源等地自然与文化之
美的自驾之旅。

去鹤庆新华村体验银器锻制技艺，
去巍山古城感受被时光定格的乡愁，去
洱源松鹤村观赏万亩梅花……游客在
体验秀美自然风光的同时，也感受到了

不一样的风土人情。

文化场馆活动丰富
满足游客多样化需求

春节期间，大理州各地博物馆、艺
术馆精心策划，推出精品展览，持续开
展新春系列群众文化活动，弘扬传统民
俗文化，营造浓厚的节日氛围。

大理州博物馆开展“苍洱处处石榴
红 籽籽同心爱中华”主题绘画活动，
大理市博物馆推出以“墨韵飘香迎新
春”为主题的书画名家作品选展，大理
州群众艺术馆举行“大理非遗学堂”新
春白族剪纸技艺体验活动……

文化场馆满足了游客多样化、个性
化的文化需求，吸引了众多游客走进其
中，感受文化、艺术之美。此外，不少场
馆还在春节假期延长了开放时间，让游
客度过一个充实愉快的假期。

“非遗贺春”年味浓
传统文化续传承

2025年春节是首个“非遗版”春节，
假日里，大理丰富的民俗活动充满了独
特的魅力，展现出大理深厚的文化底
蕴，让游客尽情感受传统文化和现代文
明交融的独特魅力。

春节前夕，央视总台“大春晚季”快
闪活动点燃大理古城年味，同程旅行发
布的《2025非遗春节旅行地图》相关数据
显示，大理位列非遗春节计划人气榜首。

春节期间，大理青山村民俗活动精
彩上演，剑川新春非遗集市人气旺，云龙

“白族吹吹腔”演出贺新春，洱源“梅好
喜市”非遗市集热闹开市。

“中式夜游”火出圈
激活夜间消费市场

灯火璀璨中国年。春节期间，大理
州各地结合实际不断丰富文旅新产
品、新业态供给，点亮“夜”经济，打造
沉浸式文旅新场景，让游客从“看景”
到“入景”。

景区夜游、万物市集、美食夜市、国
风市集……大理推出各种主题的夜游
项目，给游客提供更多夜间游玩选择，
不断拓展夜间消费场景，激活旅游发展

新动力。 下转第二版

大理州文旅市场迎来“开门红”
今年春节假期，全州共接待旅游者696.33万人次，同比增长17.33%；旅游总花费

83.89亿元，同比增长19.82%

大理古城南诏十二时辰古风集市游人如织。（摄于2月3日）

先农坛庆成宫，北京中轴线上的一颗明珠。这是
去年中轴线申遗成功后首个焕新亮相的古建筑群。

今年春节假期，中外游客特意来到这里参观祈福，
祈愿“家庭和美”“岁物丰成”“好事连成”。

祈福，正是“中国人庆祝传统新年的社会实践”的
一个活动主题。

因继承传统而富有灵魂，因与时俱新而富有生
命。千百年来，尽管春节形式千姿百态，内容广博深
厚，但团圆、迎新、祈福的基本内涵始终不变，成为中国
人亘古亘今的文化情缘和精神图腾。

团圆——和睦和顺，欢乐吉祥。
迎新——革故鼎新，生生不息。
祈福——幸福安康，万事如意。
贯穿这一基本内涵的价值内核，则是“和”文化。
中华文化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和”的价值理

念熔铸为中国人的精神血脉，深深影响着人们的思想
观念和行为方式。春节作为中华民族最重要的传统节
日，正是“和”文化的一个重要载体。

春节团拜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中，
团圆团聚、实干奋斗、幸福美满都是祝愿与期许的关
键词。

2024年，“春节”申遗成功，迄今有近20个国家将农
历新年确立为法定节假日，全球约1/5的人口以不同形
式共同庆贺……春节全球“圈粉”，体现了“和”文化被
广泛认同。

透过春节，能够更加真切感受到，“和”的理念具有
一种无声的力量，穿透人心，超乎自然，超越国界，给予
我们新的启示。

（一）
在人与家庭的关系上，春节讲求“和气致祥”。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没有国家繁荣发展，
就没有家庭幸福美满；没有千千万万家庭幸福美满，就
没有国家繁荣发展。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
裕的现代化，说到底是千家万户的事。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尊老爱幼、妻贤夫安，母慈子
孝、兄友弟恭，耕读传家、勤俭持家，知书达礼、遵纪守
法，家和万事兴等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铭记在中国
人的心灵中，融入中国人的血脉中，是支撑中华民族生
生不息、薪火相传的重要精神力量”。

对于中国人来说，家庭是梦想启航的地方，也是心
灵的归宿。

正因此，团圆是春节永恒的主题，“阖家团圆”的诉
求与祝福折射出“和合”的精神追求，“团聚最喜悦，团
圆最幸福，团结最有力”成为中国人共同的情感表达。

从福建厦门到甘肃兰州，跨越2700多公里，耗时29
小时，外出务工的柴舜耀回到了家乡；经过近21个小时
的车程，年过六旬的王春喜和妻子从老家吉林长春来
到女儿工作的江苏苏州，“反向团聚”……

无论山长水阔、舟车劳顿，“今年过年一定回来”的归期约定，“有钱没钱回
家过年”的归家信念，让春运这一“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人口迁徙”成为文化现
象。美国“旅行和旅游世界”网站刊文说，2025年的中国春运是人类迁徙、现代
基础设施和文化重要性的一次非凡展示。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和睦则社会安定，家庭幸福则社会祥和，家庭文
明则社会文明。”

“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家庭邻里礼让和谐、以和为贵的六尺巷
故事传承至今。秉承这一传统文化内涵，融入和谐司法理念，安徽桐城市形成

“新时代六尺巷工作法”，有效调解群众矛盾、推进社会治理。
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许多地方的社区、小区，运用家庭和邻里纠纷的处

理智慧，建设“民情角”“睦邻调解室”“群英断是非”等协商平台和调解组织，推
动“小事不出社区、大事不出街道、矛盾不上交”。

“在家尽孝、为国尽忠”。读懂中国人的“家”，就能读懂中国人的“国”。
万家灯火、祥和安宁、岁月静好，只因总有人悉心守护、负重前行。
无论是春节，还是其他假期，从出租车司机、快递员到医生、警察，先大家后

小家、为大家舍小家，无数人在平凡岗位上默默坚守，彰显着崇高的家国情怀。
把爱家和爱国贯通起来，把家庭梦融入中国梦之中，团结一心、和衷共济，14亿

多人民、4亿多家庭的智慧和热情汇成的，就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

（二）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春节讲求“和实生物”。
顺应规律、敬畏自然、敬天顺时，春节文化内蕴着天人合一、万物并育的生

态理念。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中国式
现代化的鲜明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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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州经济工作推进会强调

锚定目标坚定信心 只争朝夕奋发有为
以实干实绩交出大理破困突围新答卷

□ 通讯员 李莉 李弥娜

近日，走进祥云县云南驿镇桂花亭
村 100亩重楼种植基地，林下的重楼长
势喜人。基地里，工人们正细致地将松
针铺盖在重楼植株的根部保温保湿。

“我们村大力发展林下经济，培育
重楼籽种育苗，可使农户年均增收近
20000元。”重楼种植基地负责人普学军
介绍道。

近年来，云南驿镇充分利用本地资
源优势，深入挖掘中药材的发展潜力，

采取“龙头企业+合作社（家庭农场）+
基地+农户”的模式，成功探索出一条促
进群众增收的新途径。目前，全镇共种
植重楼、白芨、续断、黄精等中药材1300
余亩，实现产值约 2000万元，中药材产
业已然成为当地群众增收致富的一把

金“药”匙。
据悉，云南驿镇将持续调整优化产

业结构，将中药材种植打造成为促进群
众增收的特色产业，继续做好“土特产”
文章，为云南驿镇乡村振兴注入新的生
机与活力。

祥云县云南驿镇：发展林下经济 打造致富金“药”匙

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全力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全力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巍山县大仓镇柳泉庄村菜农在田间收割青菜。（摄于2月3日）
近期，巍山县3.9万亩早春蔬菜喜获丰收，各地菜农抓紧抢收白菜、青菜等早春

蔬菜，及时销售供应节日市场，田间地头一派丰收繁忙景象。据悉，巍山县以党建引
领蔬菜产业发展，不断优化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大力扶持引导农民发展蔬菜、肉牛、
中药材等高原特色产业，切实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助力乡村产业振兴。

［通讯员 张树禄 钏宏磊 摄影报道］

本报讯（记者 杨一薇 杨福寿）
2 月 5日下午，全州经济工作推进会召
开。会议强调，要按照省委“主动想、扎
实干、看效果”抓工作“三部曲”要求，以
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奋斗姿态，迅速
掀起“拼项目、拼发展、拼落实、拼位次”
的热潮，以实干实绩交出大理破困突围
新答卷。

州委书记杨国宗出席会议并讲话。
州委副书记、州长陈真永主持，州委
副书记肖创勇、州人大常委会主任张剑萍、
州政协主席程鹏出席。

杨国宗指出，去年以来，全州上下
合力攻坚，取得了来之不易的成绩，大理

的发展变化有目共睹。当前，全州转型
升级态势良好，新的发展动能正在加速
孕育，要坚定信心、保持定力，振奋精
神、抢抓机遇，化不利为有利，不断打开
发展新天地。

杨国宗强调，要直面问题，把握政
策、顺势而为，狠抓项目攻坚，打赢经
济发展翻身仗。要坚定项目攻坚信心
决心，推动项目谋划提质增效，用足
项目资金增量政策，抓实项目开工落
地建设，确保项目投资颗粒归仓。要
正视差距，全力以赴补短板强弱项，
科学谋划好新一轮产业振兴行动，扎
实做好“十五五”规划编制工作，坚定

不移大抓招商引资，加快培育壮大市
场主体。要立足当下，立刻紧起来、
动起来，确保责任压实，强化助企服
务，抓好统计报数，树牢结果导向，开
好局起好步。

陈真永强调，要切实增强“不进则
退，慢进也是退”的紧迫感，把责任和精
力、目标、行动统一到州委、州政府的决
策部署上来，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韧
劲，坚持目标导向抓落实；以“越是艰险
越向前”的气概，坚持项目导向抓落实；
以“不破楼兰终不还”的决心，坚持结果
导向抓落实；以“狭路相逢勇者胜”的精
神，坚持责任导向抓落实，奋力实现全

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
会上，部分县（市）和州级部门作经

验交流和表态发言。
会前，与会领导到大理·市民活动

中心项目现场及大理洱海站站前广场
配套项目现场进行调研。

州委常委，州人大常委会、州政府、
州政协领导班子成员，州委各部委、州
级国家机关各委办局、州属有关企事业
单位、中央和省属驻大理有关单位、各
县（市）党委和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在主
会场参会。

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各县（市）、
大理经济技术开发区设分会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