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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讯员 安建雄

去年以来，宾川县文联通过广泛
化延伸、品牌化打造、精品化创作和精
准化突破等有力措施，力推文艺事业
发展取得新成效，交出了文艺事业创
优提质的良好“答卷”。

广 泛 化 延 伸 ，持 续 扩 大“ 联 半
径”。成立了“文艺两新”工会委员会，
会员登记 100 人，成员辐射至宾川县内
新文艺群体。完成宾川县美协、书协、
舞协、音协、摄协、作协六个文艺家协
会的换届工作，新成 立 演 讲 朗 诵 协
会、民间文艺家协会、影视家协会，
设立文艺者之家，发挥各协会团结
引领的阵地作用。加强对外沟通联
络，云南省文联“文艺轻骑兵”基层行
到宾川成功演出，徐霞客滇游足迹
宾川行采风创作活动成功举办，来自
省内外的知名美术家 50 余人为宾川
创作了数十幅佳作。组织开展浦东新
区宾川县文化艺术帮扶交流活动，并
挂 牌 成 立 上 海 浦 东 文 艺 创 作大理
宾川基地。组织做好刘炳森书画艺
术研究院走进徐霞客游线特殊纪念

地活动，征集省、州、县书画艺术家作
品 80余件。

品牌化打造，影响力持续加强。
围绕“一会一品”目标，持续推进各协
会品牌化建设。宾川县舞蹈家协会持
续打造“舞动宾川”品牌，完成“折柳”

“舞动宾川”“九州同”“不忘初心”“敦
煌”“我和我的祖国”等主题短视频拍
摄，通过舞蹈视频来传播文艺正能量，
发挥以舞育人的作用；宾川县音乐家
协会以“唱响宾川”为依托，持续开展
了“中国宾川首届侨乡文化旅游节歌
手大奖赛”“天龙杯‘我为家乡唱首歌’
主题歌手大奖赛”活动，活动吸引了省
内外200余名歌手齐聚宾川、唱响宾川，
讴歌新生活；宾川县摄影家协会通过

“行摄宾川”主题，开展了“我的园林·
我的城”主题摄影征稿活动，活动吸引
了 20 余名摄影家参与，共收到 20000
余幅原创照片，线上展出 20期，共展出
作品 601幅（组）；宾川县影视家协会和
朗诵家协会通过“声入宾川”主题，持
续开展短视频制作、信息采写等工作，
将宾川故事持续推向各级媒体和平
台，《风吹麦田》《品读州城时光》《红

映宾川》等十余个优质短视频在省州
媒体刊播。

精 品 化 创 作 ，文 艺 创 作 精 彩 纷
呈。着眼于“出作品、出人才”的目标，
扎实有效组织开展好深入基层、深入
群众的素材采集活动和各层面的创
作交流活动，努力推出精品，多出人
才。目前，宾川县共有国家级文艺家
协会会员 3 人，省级文艺家协会会员
35 人，州级文艺家协会会员 90 人。
宾川县摄影家协会主席何国松当选
云南省摄影家协会理事；本土作家
刘志新诗文集《人生回眸》和王丽环长
篇小说《光》出版，宾川县作家协会会员
在州级及以上报刊发表作品 110 余篇；
宾川县美术家协会主席字聪的中国画

《月满乾坤》在第十四届全国美术作品
展展出，并被中国美术馆永久收藏。

精 准 化 突 破 ，活 动 引 领 深 入 人
心。聚焦水果产业发展，以“果园四
季”为重点，围绕不同季节策划不同的
活动。开展了为期 10 天的“文化宾
川·福到万家”活动，53 名书法家、画
家和作家参加活动，为群众送出春联
9000 余对，“福”字 10000 余个，画作 6

幅；开展“书香宾川·阅享生活”暨“芳
香果园·雅集宾川”活动，激发众多文
艺家的创作热情，围绕乡村振兴创作
了一批描绘和讴歌宾川产业发展盛
景的优秀作品。举办“一马平川”诗
歌节，吸引县内外 100 多名作家诗人
参加活动；开展“甜蜜生活·果乡情
韵：我与宾川水果的故事”全国征文
活动，努力讲好宾川水果故事，助力
宾川加快打造“世界一流水果之乡”；
开展诗歌与少年成长计划活动，通过
诵读经典，在宾川热土上撒下诗意种
子，培育了一批“小诗人”。组织开展

“诗遇非遗·不一样的咖啡之城”——
“学习强国”大理州学习平台线下诗
歌分享会活动，以“诗歌+非遗”的形
式，深入挖掘宾川朱苦拉咖啡文化，
带动文化传承和产业发展。组织艺术
家深入千年古村萂村开展“百人百寿
百肖像”文艺志愿服务拍摄活动，为
207 位 70 岁以上老人免费拍摄肖像，
并建立了萂村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基
地影像库。持续做优“宾川文艺”微信
公众号和视频号，全年共刊发图文
192 条，文艺视频 23条。

本报讯（通讯员 杨杰斌 文／图）
近日，剑川县剑湖湿地管护局巡护工
作人员成功拍摄到了世界上飞得最
高的鸟类之一斑头雁。这种鸟类以
其卓越的飞行能力闻名，甚至能够飞
越世界之巅——珠穆朗玛峰，堪称鸟
类中的“飞行冠军”。

斑头雁（学名：Anser indicus），属
雁形目鸭科雁属，因其头部呈白色
并带有两道黑色横斑而得名，也被
称为“白头雁”或“黑纹头雁”。其体
羽主要为灰褐色，颈侧为白色，飞行
时仅翼部后缘呈现暗色，下体多为
灰白色。斑头雁的虹膜呈褐色，嘴
部鹅黄色且尖端为黑色，脚部则为
橙黄色。

在我国，斑头雁主要分布于西
北、东北、华北及长江流域以南地
区。它们喜欢栖息在湖泊、河流、沼
泽地以及耕地等环境中，主要以禾本
科、莎草科植物的叶、茎和豆科植物
种子为食，偶尔也会摄食贝类、软体
动物及其他小型无脊椎动物。斑头
雁多在黄昏和夜间于植物茂密、人迹
罕至的湖边或浅滩觅食，冬季也会在

农田中觅食农作物。斑头雁在迁徙
和繁殖期间常结成小群，有时与棕头
鸥混群繁殖，偶尔也会与黑颈鹤、赤
麻鸭等鸟类混群。飞行时，斑头雁会
发出低沉的鼻音，这是它们典型的雁
叫声。

斑头雁性情机警，通常与人类保
持 150 米至 200 米的距离。若人类逼
近，它们会高声鸣叫并迅速远离；若继
续逼近，斑头雁则会成群飞向湖中或
未融化的冰块上躲避。尽管斑头雁游
泳能力较强，但它们以陆栖为主，大部
分时间生活在陆地上。它们善于行
走，奔跑速度较快，飞行能力更是出
众，能够直接飞越珠穆朗玛峰。当
雁群准备在水面或草滩上降落时，
通常会在上空盘旋一两圈后才缓缓
降落。

斑头雁不仅是高原生态系统的
珍贵组成部分，也是生物多样性保护
的重要对象。它们的生存状态直接
反映了高原生态环境的健康程度。
保护斑头雁及其栖息地，对于维护生
态平衡、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具有
重要意义。

□ 通讯员 马翠萍 周志 文／图

近日，弥渡县寅街镇东风村委会
啟官营村村民郭某某家中的老人去世，
在办理丧事时，郭某某遵循村规民约，
按照厚养薄葬的理念，严格控制酒席规
模和菜品数量，一切从简。酒席上，地
地道道的“土八碗”深受欢迎，不管是丧
事还是婚嫁，每桌只上八道菜，荤素搭
配，既营养又健康。

“推进移风易俗以后，大大减轻了主
人家的经济负担。”村民汤丽花说，以前村
里办客事，大家都有攀比心理，你家上九
碗我家就要加到十碗，吃不完还浪费，现在
制定了村规民约，都是八碗，家家都一样。

郭某某家简办丧事在村里不是头
一家。作为全县推进移风易俗建设文
明乡风示范村，啟官营村历来注重引导
群众形成健康进步、文明节俭的村风民
俗，发出“十要十不要”倡议，制定村规
民约，倡导“喜事新办、丧事从简、厚养
薄葬”，推行办客“土八碗”，礼金不超
100 元，引导广大村民践行移风易俗新

风尚。
“自推行移风易俗以后，我们村民

自觉遵守规定，人情担子轻了，邻里关系
也和睦了。”提起移风易俗带来的变化，
啟官营村村民小组长宋丽丽感慨地说。

如今，在啟官营村，“喜事新办、丧事
从简、厚养薄葬”已成为了村民的共
识。“刚开始，村民也不理解，观念一下
子转不过来，我们就采取支部牵头、红
白理事会参与、党员干部带头的方式逐
步推开，最终形成如今这样的良好局
面。”东风村党总支书记彭成说，现在不
仅是啟官营村，其他村的群众都比较认
可这种做法。

近年来，寅街镇结合实际，因地制
宜推进移风易俗、倡导乡风文明，重塑
乡村精神风貌和价值观念，让文明新风
深入人心。“下一步，我镇将不断健全完
善工作运行机制，强化教育培训，从各
个层面、各个环节入手，以点带面层层
推进，让文明新风在乡村生根发芽，推
动社会风气进一步转变。”寅街镇党委
委员、宣传委员李艳萍表示。

记 忆

弥渡县寅街镇——

推进移风易俗 重塑乡村文明

剑湖湿地现“高原精灵”斑头雁

弥渡县寅街镇啟官营村客事上的“土八碗”，营养又健康。（摄于2月21日）

每年农历三月十五到二十二日的
“大理三月街”，是一个有着一千多年历
史的各民族物资、文化交流的传统盛会。

明代旅行家徐霞客曾记载大理三月
街情景：“俱结棚为市，环错纷纭”“千骑
交集”“男女杂沓，交臂不辩”“十三省物
无不至，滇中诸蛮物亦无不至”。清末修
的《大理县志稿》记载更为详尽：“盛时百
货生意颇大，四方商贾如蜀、赣、浙、桂、
秦、黔、藏、缅等地，及本省各地州县之云
集者殆十万计，马骡、药材、茶市、丝绵、
毛料、木植、磁、铜、锡器诸大宗交易
之”。此外，著名汉学家费子智曾于
1936 年到 1938 年间拍下了三月街马市
上贩卖马匹的照片，用弥足珍贵的镜头
捕捉明国时期三月街的交易场地、建造
形式以及鲜活的贩卖场景。

如今，无论是外地游客，还是大理本地
人，对三月街可以说再熟悉不过了。而距
今将近一百年的三月街是如何筹备的？
当时的政府部门究竟做了哪些准备工作？

《民国时期大理三月街筹备令》即
《三月街运草竹卷》，是民国二十一年
四月即公元 1933 年 4 月的三月街筹备
令，全卷共有14页，题头均为“列府衙训
令”，部分原文如下：

令上中下乡、上下半区、上半区，三乡
承办，三月街所有搭棚需用的稻草，必须
于农历三月初八前如数运赴，勿稍违延。

三月街所有搭棚需用青竹3000棵、

水篾3000丈，必须于三月初八前如数运
赴，勿稍违延。

三月街搭棚需用篾笆三百块，由古
生村、小江边、庆洞庄，三村承办，必须于
农历三月初八前如数运赴，勿稍违延。

三月街搭棚一事，归西门外乡约协
同扎棚，需要先期将棚搭整齐备，以便派
人住宿弹押，及征收税务等事，现街期在
即，勿得临时参差贻误。

运赴三月街需用稻草、水篾等项，西
门外乡约将三月街之棚搭整齐备。

从一共 14 页的手写筹备令可以看
到，民国时期政府部门筹备三月街的详细
步骤，从铺面搭建所需耗材，到棚、铺搭建，
再到税务、安保等方面的详细布置情况。

在《民国时期大理三月街筹备令》
中，县长再次叮嘱三月街期间使用的篾
笆、稻草、青竹、水篾等交付情况，令公安、
保卫团届期征收三月街期间消费税，并派
警保护；令公安局长周典文负责三月街赛
马品评会先期准备工作、市场查勘、设置
安扎彩棚等事项，要求三月街市场街道均
需整齐划一；告知远近民众，凡有良马名
驹者，定于农历三月十日务须悉数驱策
来参加比赛，县长准备了丰厚的奖品。

《民国时期大理三月街筹备令》所记
载搭棚结帐的内容在这文人墨笔与历史光
影的碰撞中可知可感、具象真切。三月街
更是在历届政府有条不紊、有秩有序的
统筹策划中得以沿袭至今，经久不衰。

《民国时期大理三月街筹备令》
□ 赵辰 杨红梅 李津 陈斌

宾川县文艺工作创优提质显成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