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2025年2月12日 星期三 投稿邮箱／dlrbtg@163.com
本版责任编辑／何俊倬 终校／褚雪琴

综合新闻

地名故事

无量山下的浪漫村庄——德安
□ 曾丽霞 史俊杰

德安，这个名字，如同一曲悠扬的
山歌，在无量山的怀抱中轻轻回荡。德安，
曾名德安大队，坐落于无量山樱花谷的
脚下。这个名字，是新中国成立后赋予
的，寓意人民安居乐业，心安立德。

冬日的德安无量山樱花谷如同一
个隔绝尘世的仙境，冬樱花在风中绽
放，与茶园、山村交相辉映，红色的花
点缀着叠翠山峦，像是一幅天然的山
水画卷。

来到无量山樱花谷，在苍苍茫茫的
大山之中，有一片这样山花烂漫之地，
你会觉得充满了神秘和浪漫的感觉。
让人不禁想起了金庸先生的《天龙八
部》，在这部小说当中，无量山就是段
誉遇到神仙姐姐的地方。

在这里他学会了“北冥神功”和“凌
波微步”，在金庸先生笔下，这里山清水
秀、风光旖旎，悬崖上挂着瀑布，山花遍
地，各种各样的飞禽走兽，让人不禁感
叹，金庸先生虽然没有来过这里，但他
的想象并不是没有根据的，这确实是一
片能勾起人无限遐想的地方。

德安的茶，是大自然的馈赠。6000
多亩无污染、纯绿色、原生态的有机茶，
带给了当地茶农稳定的经济来源，冬日
樱花与茶园的美景又吸引了很多远道
而来的客人，让这里走上了农文旅融合
发展之路。

与无量山樱花谷相伴的灵宝山国
家森林公园，林木荫翳，森林覆盖率达
96.2%，金庸先生在《天龙八部》就有对灵
宝山的描写“森林古树碧清流，藏得三
春依旧”。山形奇异，颇负盛名，远眺似

“睡佛”，让人顿生虔诚之心。
灵宝山至今保存大理州唯一的古

代石建筑群，这里有大大小小的殿宇 13
座，所有建筑均用石料砌筑而成，这些
建筑据说是明清时期留下的遗存。而
它们最早建于什么时候已经没法说清
了，只是在今天，每年的农历三月二十
日，当地人都会来这里对歌、打跳，进行
朝山庙会。

在连绵壮阔的无量山中，漫山遍野的
冬樱花，碧绿连天的茶园，世代安居的彝家
人，这就是大山深处的人间胜境德安村。

本报讯（通讯员 孙淑贤） 2月9日，
共青团云龙县委依托奉贤·云龙2025年
春季促就业专项行动——贤龙劳务协
作云龙专场招聘会开展了“梦在远方
路在脚下——共青团与你同行”青年就
业志愿服务活动。

当天，劳务协作专场招聘会现场人
头攒动，县城腾龙广场上，17 家企业分
别设置点位开展招聘，各企业共计提供
岗位 874 个，涵盖质检员、调试员、裱花
师、生产操作员、车间操作工、木工、护
理员等多种岗位，为求职者提供了多元
的选择空间。

活动现场，云龙县青年志愿者为求

职者发放宣传单，详细解读劳动法律法
规以及人才落户政策等，并帮助想要创
业的青年了解了共青团“贷免帮扶”创
业小额贷款及个人创业担保贷款的相
关政策，为青年创业者的求职之路提供
了全方位的政策支持和指导。

同时，奉贤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云龙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共
青团云龙县委还邀请专家为返乡务工
青年、返乡创业青年及“返家乡”社会实
践学生开展职业指导专题讲座，从职业
定位、简历制作、面试技巧等方面为青
年群体赋能充电，帮助他们更好树立职
业观，更好掌握求职技能。

共青团云龙县委开展
青年就业志愿服务活动

□ 通讯员 杨文虹 李加勇

近年来，弥渡县把深化移风易俗、
树立文明新风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主
要抓手，通过基层党建引领、自治提
升、德治浸润、志愿服务等措施，引导
广大群众争做文明新风的倡导者、传
播者和实践者，破除陈规陋习，推动移
风易俗“走新”更“走心”。

春节期间，在弥渡县苴力镇白邑
村委会阿孔核村一对新人的婚礼现
场，婚礼中没有庞大的娶亲队伍，没
有奢华婚车和酒席，客事简约而不失
庄重，温馨而不失热闹。“村里推行
移风易俗我们很支持，虽然是女儿的
终身大事，但我们还是一切从简。”新娘
父亲彭义说。

前来做客的村民表示，以前办喜
事，大家攀比心强，花钱多负担重。现
在有了村规民约的新规定，倡导婚事

新办，既节省了开支，又维护了邻里间
的和谐，这样的做法就像一股清流，让
大家轻松自在。阿孔核村村民李翠文
说“我们大家都非常喜欢这样简简单
单办客事，将来我家孙女办喜事，也要
这样办。”

“讲排场”“好面子”的不良风气渐
行渐远，移风易俗在弥渡广大农村真
正由“软口号”变成了“硬制度”。从旁
观者到参与者，进而更加积极地参与
到移风易俗工作的推动和落实中去，
广大群众最终变成了移风易俗的受
益者。“我们来白邑村参加侄儿的婚
礼，这里移风易俗婚事简办，相当好
啊！女方家也没有向我们男方要什
么彩礼，我们作为长辈就希望两个年
轻人好好过日子，白头到老。”外地客
人杨恩会深有感触地说。

一年前，白邑村党总支根据县移
风易俗试点工作要求，结合村情制定

了《客事办理指导标准》，明确规定了
红白事的办理流程、规模、费用等，鼓
励村民采用自助餐、简约装饰等形
式，减少浪费，同时，强化村红白理事
会对客事办理的服务和管理，做好客
事办理前宣传引导、办理中指导、办
理后回访等服务工作，广大村民观念
得到转变，节俭办客的文明理念逐渐
深入人心。在厨房帮忙备菜的阿孔核
村村民彭江说：“今天我们做了 8 个
菜，菜品简单，准备起来也轻松，以前
都是十六七碗，浪费的多，现在我们改
良了吃 8 碗，大家吃得好、吃得开心，
也不浪费。”

白邑村客事“瘦身”的新举措，正
是弥渡县推进乡风文明建设的一个
缩影。近年来，弥渡县将移风易俗作
为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充分调动基
层自治能力，通过“宣传引导+监督示
范”模式，在召开支部会、党员会、群

众会的基础上，充分利用大喇叭、入户
走访、张贴公告、标语、发放宣传资料
等形式，广泛宣传移风易俗的重要意
义和相关政策，倡导婚事新办、丧事
简办、余事不办。移风易俗与乡村文
化振兴同频共振、双融互促，文明新
风蔚然兴起。2024 年，全县客事办理
共减少 128 场，办客规模减少近 3.8万
人（次）。

弥渡县苴力镇白邑村党总支副书
记罗翠萍说：“作为移风易俗示范村的
这一年多来，我们通过党总支牵头引
领，完善《村规民约》和《客事办理指导
标准》两个制度，抓实宣传引导、党员
带头、全程服务三项措施，用好女子调
解队、移风易俗志愿服务队、乡贤‘五
老’志愿监督队、花灯文艺队四支队
伍，村民文明节俭办客的风尚已经深
入人心，人情攀比和铺张浪费少了，村
民之间更和睦了。”

弥渡县——

移风易俗好风尚 客事“走新”更“走心”

简朴热闹的婚礼现场。（摄于2月5日） ［通讯员 杨文虹 摄］

□ 通讯员 朱海莎 张克

近年来，漾濞县平坡镇高发村以农
村公路建设工作开展为契机，坚持“群
众需要什么、党总支就谋划什么”，由
村党总支带头开展自然村通硬化路建
设项目，有效促进村民出行道路的全
面提升。

党建引领同发力，奠定硬化工程
“总基调”。村组道路不仅仅象征着经
济发展速度，更重要的是体现了群众满
意度，是与群众利益紧密联系的民生实
事。一直以来，高发村入组道路状况不

佳，晴天尘土飞扬，雨天泥泞不堪，不仅
给村民日常出行带来极大不便，更是成
为制约村组产业发展的一道“硬坎”。
为此高发村坚持“党建引领+党员带
头+群众参与”模式，通过召开党员、群
众会议，挨家挨户倾听村民心声等方法，
广泛征求村民意见，商讨硬化事宜，为项
目开工建设扫清障碍。同时，为保障项
目高质高效完成，由村“两委”班子、驻村
工作队等带头，亲自参与施工，分班值守
施工路段，确保出现问题当下解决。

党群齐心同实干，共谱硬化工程
“协奏曲”。俗话说：“单丝不成线、独木

不成林。”为筹措道路硬化所需资金，
高发村党总支群策群力，一方面积极向
上级部门汇报争取政策资金支持，另一
方面积极动员村民采取自身带动、投工
投劳等方式，全力推进羊厩、山头、平
地、上四、河底 5 个村民小组入户路硬
化工程。在工程实施过程中，村内在外
工作的村民、爱心人士主动捐款捐料，
极大地减轻了资金压力，村民们也主动
参与道路两边杂物清理、搬运砂石料等
工作，自己当起自家门口的“施工员”，
为家乡建设出一份力。

为民分忧齐解困，绘就硬化工程

“实景图”。村组道路的硬化不仅使得
村民出行得到便利，更让人居环境得到
进一步优化，在美化村容村貌的同时，
极大地提高了群众满意度。如今，高发
村羊厩、山头、平地、上四、河底 5 个村
民小组入组道路硬化工程正稳步推进，
曾经坑洼不平的土路正逐渐被平坦坚
实的水泥路替代。据悉，高发村硬化工
程共计硬化村组道路4000余米，惠及农
户 87 户 366 人。村组道路硬化铺设的
不仅仅是群众致富的“金纽带”，也是紧
密联系党群的“连心桥”，更将变成乡村
全面振兴的“压舱石”。

漾濞县高发村——

党群聚合力 筑起利民“幸福梦”

祥云县刘厂镇食安办工作人员在开展农村商店食品安全专项检查。（摄于2月5日）
当天，工作人员深入辖区内校园周边小卖部等经营户，对商铺证照、食品包装等

进行核查，同时，开展食品安全普法教育和提醒告诫，旨在从源头消除食品安全隐
患，切实守护农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营造安全放心的食品消费环境。

［通讯员 冯雪娥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