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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龚秋燕 李鹏 田野

今年以来，大理旅游市场持续火
热，众多游客选择到大理体验多元化、
沉浸式的“非遗游”，大理“非遗+旅游”
不断圈粉，激发文旅新活力。

记者走进位于大理市喜洲镇周城
村的大理璞真白族扎染博物馆，蓝白
染布随风摇曳，吸引游客穿梭其间拍
照打卡。再往里走，游客和穿着白族
服饰的店员围坐在一起，兴致勃勃地
学习白族扎染的制作过程，体验其独
特的魅力。

白族扎染技艺是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具有较高的历史文

化价值和艺术价值。“我很喜欢扎染的
风格，专门从北京过来，就是为了来这
里打卡拍照，零距离感受这项非遗技
艺。”北京游客王女士说。

据介绍，今年春节假期后，大理
璞真白族扎染博物馆接待了很多错峰
出游的游客。“我们每天接待的游客量
达到了2000多人次，接待的游客群体有
一个突出亮点，就是年轻人的占比较
多。”大理市璞真白族扎染有限公司总
经理、白族扎染技艺省级代表性传承人
段树坤向记者介绍。

近年来，面对年轻人追求个性化、
场景化、体验化的消费需求，大理的扎
染手工艺人们不断创新，根据年轻人的

喜好，丰富印染原料、制作技巧、图案
设计和产品种类，并突出扎染个性化
定制，让扎染赢得了年轻群体的关注
和喜爱。

今年，随着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
的人气爆棚，大理的扎染手工艺人也将
电影里的经典角色搬上蓝白染布。
喜洲镇南诏喜城非遗扎染店店员郑丹
介绍：“我们推出扎染的哪吒相关系列
产品后，客人们的参与意愿更强了，现
在到店体验的人越来越多。”

在大理，除了白族扎染外，甲马、瓦
猫、彝族刺绣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
项目的体验同样深受年轻人甚至外国
游客的喜爱。大理将非遗体验、文创产

品制作等植入景区景点，打造更多的
“非遗+旅游”新场景、新业态，让游客能
够更便捷地体验非遗，感受非遗魅力，
丰富旅游体验。

蝴蝶泉景区工作人员赵红艳介绍：
“景区增加了很多项非遗的体验，其中，
白族扎染比较受欢迎，游客的反响也还
不错。”

“大理大力推进‘文旅+’和‘+文
旅’融合发展新模式，不断完善旅游产
品供给体系，优化提升旅游服务质量，
推动全州文化旅游产业体系更完善、产
品业态更丰富、市场秩序更规范、接待
服务更优质、旅游形象更美好。”州文化
和旅游局副局长杨梅秀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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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理“非遗+旅游”不断圈粉激发文旅新活力

□ 通讯员 戴灿涛

近年来，洱源县锚定“建设温泉康
旅胜地、世界一流‘绿色食品牌’示范基
地”发展定位，持续优化金融服务，在资
源开发、文化传承、文旅融合上发力，推
动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梅果变“金果”
地处横断山脉与云贵高原交界地

带的洱源县种植梅子历史悠久，享有
“中国梅子之乡”“中国古梅之乡”美
誉。“洱源梅子”作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
产品，已被纳入第三批全国名特优新农
产品名录。多年来，洱源县因势利导，
出台扶持政策，制定奖励措施，鼓励群
众大力发展梅果产业，全县梅树种植面

积扩大到 10 万余亩，梅果产业逐渐成
为助推洱源县富民强县和乡村振兴的
主导产业之一。

洱源县茈碧湖镇松鹤村是一个典
型的彝族村寨，有梅园 1.2 万亩。通过
洱源农商行的信贷支持，发展出一大
批从事梅果收购、加工、运销的经纪
人，提高了梅果产业的总产值。罗筛
雄是土生土长的松鹤村人，从事梅子
种植、收购和梅果加工、销售，业务不断
做大做强，年收购加工果品200多吨，年
产值 110 多万元，还吸纳了周边村民在
家门口打工挣钱。

石头变“宝石”
在洱海的源头，点苍山云弄峰背面，

有一个闻名遐迩的白族古镇——凤羽，

这里素有“文墨之乡”“砚台之乡”美誉。
“现在喜爱国学的人越来越多，不少

中小学校还开设毛笔课。对凤羽砚来
说，是一个很好的发展机遇。”云南石雕
艺术大师、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
项目凤羽砚台制作技艺州级代表性传
承人张跃堂说。近年来，随着产业发展
金融支持政策的推出，凤羽砚台的制作
环境和发展规模有了较大提升，推动凤
羽砚台制作技艺更好地保护与传承，焕
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据介绍，凤羽砚
台年销售1000多方，产品销往省内外。

温泉变“银泉”
洱源县牛街乡拥有丰富的矿产资

源和地热资源，为打造康养胜地奠定了
基础。

近年来，牛街乡温泉资源得到有效
开发利用，一座座农家院依山就势，打
造成为错落有致的温泉民宿，吸引了各
地游客来此旅居、度假。据了解，2024
年，全乡共接待游客13.73万人次，旅游
收入实现1600多万元。洱源牛街百泉湾
温泉酒店经纪人翁国梁说：“我们近期
经营情况较好，主要接待昆明、迪庆、
丽江及大理等地的游客，酒店入住率
接近 80%。洱源农商行及时为我们发
放了贷款 500 万元，作为周转资金，酒
店的基础设施得到全面提升。”

洱源县——

金融助力县强民富产业兴

本报讯（通讯员 杨宋） 弥渡县
新街镇西河村推行集体经营性建设用
地入市工作，保障乡村振兴项目用地，
走出村帮企兴、企帮村富、村企共兴的
乡村振兴新路子，实现农业增效、农民
增收、村集体经济收益增加。

2023年来，弥渡县深化农村土地改
革，推进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
工作，把西河村作为全县集体经营性建

设用地入市试点。西河村成立弥渡乡园
农民专业合作社，把20.92亩村庄闲置土
地转用为集体建设用地，以价值 453 万
元的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作价入股。引
进集种子育、繁、推为一体的云南国丰
振欣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共同投资建设
弥渡县新街种业产业园万亩优质玉米良
繁基地，建成玉米种子果穗烘干生产线，
年烘干玉米种子 2万吨，玉米种子销往

全国，规模化、标准化和集约化发展玉米
制种产业，带动3000多户农户种植制种
玉米1.6万亩，吸纳50多名村民务工。

通过改革，西河村形成一二三产融
合发展、村企互利共赢的新格局，加快
了农村发展步伐。2023年，西河村农民
增收 3800 万元，村集体增收 195 万元；
2024 年，西河村农民增收 3000 万元，村
集体增收 180万元。2024年，云南国丰

振欣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收购制种玉米
1.2万吨，销售额达2.5亿元。

弥渡县自然资源局局长师艳春表
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革，破
除了集体建设用地长期以来‘集体能看
不能用、企业想用不敢用’的尴尬局面，
推动城乡土地市场融合，让农村资源要
素活起来，从资源变成资产，助力乡村
振兴。”

村帮企兴 企帮村富 村企共兴

弥渡县西河村推行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工作见成效

锚定现代化 改革再深化

本报讯（通讯员 魏晓鹃） 近日，历
经两年多的科学部署与高效推进，大理
州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工作已顺利完
成外业调查采样、内业检测分析等关键
环节，正式转入成果汇总阶段。

自2022年启动以来，大理州土壤普
查工作坚持“科学精准、全域覆盖”原
则，投入大量专业技术人员，完成全州
12 个县（市）的土壤表层样点采集、剖
面调查等外业工作。同时，开展内业检
测工作，联合省级质检实验室及州内
技术单位，对土壤样本的理化性状、重
金属含量、有机质等多项指标进行系
统分析。

据统计，大理州累计投入专业技术
人员超 900 人次，采集各类土壤样本和
标本 17039 个，检测土壤样品 17099 个，
覆盖耕地、林地、草地、园地等全部土壤
类型。通过高精度实验室检测和智能
数据平台的应用，系统获取了土壤理化
性状、微生物组成、污染物含量等关键
指标，构建了覆盖全国的多维度土壤数
据库。

作为全链条的“收官之战”，成果汇
总阶段将全面整合普查数据，深度融合
前期采集的 14267 个土壤样本实体数
据、50余万条检测化验指标及历史普查
资料，绘制土壤资源“数字图谱”。

大理州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工作
正式进入成果汇总阶段

□ 通讯员 支艺超 张吉

在漾濞县平坡镇高发村，年久失修
的泥土路制约着村民的日常出行与产
业发展。

“通村路晴天尘土飞扬，雨天泥泞
不堪，出行特别不方便，更别提发展产
业了。”高发村村民的无奈，道出了村组
道路硬化工程的紧迫性。

面对村民的迫切需求，高发村抢抓
机遇，以农村公路建设为契机，通过“党
建引领+党员带头+群众参与”的方式，
全面推进自然村通硬化路建设项目。
在这条“民心路”的建设过程中，该镇纪
委监察室立足监督职责，紧盯项目建设
关键环节，以强有力的监督为项目顺利
推进保驾护航。

在深入走访调研过程中，该镇纪委
监察室工作人员了解到高发村羊厩、
山头、平地、上四、河底 5 个村民小组的
入组道路年久失修，严重影响了村民的
出行和发展。镇纪委监察室迅速行动，
将村组道路硬化工程列为重点监督项
目，以群众需求为导向，督促职能部门
把好工程进度关、质量关。

为确保道路硬化工程高质高效完
成，该镇纪委监察室从资金使用、施工
质量等关键环节入手跟进监督。一方
面，督促村“两委”班子和驻村工作队带
头参与施工，分班值守施工路段，确保
问题及时发现、及时解决；另一方面，联
合镇综合保障和技术服务中心，对项目
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确保每一
分钱都用在刀刃上。

在该镇纪委监察室的监督推动下，
高发村5个村民小组4000余米道路硬化
工程顺利完工，惠及农户 87 户 366 人。
如今，平坦宽阔的道路，让村民告别了

“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的日子，成
为一条条“幸福路”。

“现在路修好了，出门方便多了，
村里的环境也变美了。”看着家门口曾
经坑洼不平的土路变成了崭新平坦的
水泥路，高发村村民脸上洋溢着幸福
的笑容。

漾濞县平坡镇——

监督护航“民心路”建设

清廉大理建设

□ 记者 杨德梅 通讯员 徐吉

傍晚时分，宾川县钟英乡乔地坪村
升起袅袅炊烟，各家各户开始做晚饭。
村民李先波将煮熟的火腿切片，土灶上
还煮着土鸡，准备招待回乡拜访的亲朋。

“我们村的海拔约 2400 米，这里的
海拔、空气湿度都非常适合在年底腌制
火腿。”李先波介绍，“原料是山区粮食
饲养出的生态猪后腿，剔除猪后腿多余
的肉后，采用傈僳族传统工艺腌制，经
过两年的自然风干和发酵，火腿香嫩爽
口、咸香适中。”

据介绍，钟英乡群众腌制火腿有一
手，每年底，各家各户都会腌制几支火

腿。近年来，在乡村振兴项目的支持
下，钟英火腿逐步拓宽市场销路，开始
走出深山，摆上城市的餐桌。

每年销售量达500支的县城销售大
户李根介绍：“品质好、味道佳、回头客
多，是我选择钟英火腿的主要原因。目
前，我们已建立了线上线下销售网络，
钟英乡唐古地村和县城为固定销售点，
电商平台销售也已开启，钟英火腿被销
往省内外各地。”

随着火腿声名远扬，村民不仅出售
自家精心腌制的火腿，还凭借精湛技艺
为销售商代加工腌制火腿。火腿产业
的兴起，带动了村民灵活就业创业，进
一步拓宽了增收渠道。

宾川县钟英乡——

火腿俏销市场 助力群众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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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平县博南镇老街社区富足山
村民小组村民在菜园里摘菜。（摄
于3月13日）

富足山村家家户户把房前屋
后的“巴掌地”变身“聚宝盆”，利用
县城近郊优势，发展“微菜园”经
济，种植出的时令蔬菜直供城区。

［通讯员 刘娅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