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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讯员 段莎莎 王旭伟
杨印品 杨娅婷

近年来，漾濞县彝族刺绣正以其独
特的魅力吸引着越来越多人的目光。以
张启诚、李洁为代表的新一代们，用他们
的热情和智慧，在传承与创新中不断探
索前行，为漾濞县彝族刺绣的传承发展
注入了新的活力。

“00后”绣郎张启诚，是漾濞县鸡街
乡的彝族青年。他从小在奶奶的熏陶下
爱上了刺绣，不畏世俗偏见，将传承和创
新彝族刺绣作为自己的奋斗方向。在他
的努力下，彝族刺绣不再只是传统服饰
的一部分，正逐渐走向更广阔的市场。

张启诚回忆：“童年时，奶奶每次刺绣
都会给我讲解图案背后的故事，比如太阳
纹象征光明等，这些文化密码丰富了我的
童年。奶奶还教会了我彝绣的基本针法，
10岁时我就能独立完成一件简单作品。”

如今，张启诚已经成为漾濞县彝族
刺绣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
2023 年 4 月，他注册成立了云南一剪一
绣非物质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在他
的带动下，越来越多的绣娘加入到了他
的团队中，公司现雇佣绣娘多达 180 余
位，覆盖漾濞县鸡街乡、龙潭乡、瓦厂乡、
富恒乡等乡（镇），其中，脱贫户、低保户
共40人，残疾人绣娘6人。

“我们把家乡的妇女带入我们的队
伍，让更多的妇女在家乡绣制一些绣品，
通过‘一剪一绣’销售，增加她们的收

入。”张启诚说，“现在，我们绣娘的平均
收入800到2000元一个月。”

在张启诚的带领下，公司制作的各
类以彝族刺绣为主的非遗产品，远销至
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赢得了市场的广
泛欢迎。

同样喜欢刺绣的漾濞县富恒乡“90
后”绣娘李洁，也在用自己的方式传承着
彝绣技艺。自幼生长在少数民族村落的
李洁，对刺绣有着浓厚的兴趣。在长辈
们的悉心教导下，她14岁便能独立完成
鞋、包等刺绣作品。她不仅精通刺绣技
艺，还热衷于民族服装的设计与制作。
在她的“彝见钟情工作室”里，挂满了她
自主设计的彝族、苗族等民族服装。

“在制作民族服装时，我特别注重颜
色搭配和款式设计。”李洁在她的“彝见
钟情工作室”里介绍道，“我会根据客户
需求制作私人定制的服饰，既保留传统
民族服装的韵味，又符合现代审美。”

漾濞县彝族刺绣的发展离不开非物
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的努力和创
新。张启诚和李洁作为新一代的非物质
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他们不仅继承
了老一辈的技艺和文化，还在此基础上
进行了创新和发展。他们的作品既保留
了彝族刺绣的传统特色，又融入了现代
元素和时尚理念，使彝族刺绣更加符合
现代人的审美需求。

李洁说：“我希望能有更多的人了解
彝族刺绣，喜欢彝族刺绣，让这项非物质
文化遗产得到更好的保护和传承。”

□ 通讯员 王春 张鸿灵

近年来，在宾川县州城镇的乡村
小学里，随着“美丽中国项目”支教老
师的到来，一切悄然发生着改变，他们
用热情与智慧，为孩子们打开通向更
广阔世界的窗口，为乡村小学注入蓬
勃发展的新动能，让“双减”与素质教
育在这里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足球点燃梦想
宾农完小上演绿茵场奇迹

州城镇宾农完小仅有 200 余名学
生，却凭借校园足球屡次在省、州、县
小学生足球赛事中崭露头角、斩获佳
绩，这所乡村小学，因归国华侨带来的
足球文化底蕴，成为“全国校园足球特
色学校”，每天大课间、晚饭后，绿茵场
上都是孩子们欢快奔跑的身影。足球
不仅是孩子们强身健体的方式，更成

为他们升入优质中学的“敲门砖”。早
年间学校师生通过努力将简陋的沙石
场变成孕育希望的绿茵场，张洁、卢晓琪
等支教老师的到来，不仅带来了体育、
美术、英语等优质课堂教学，他们还积
极争取“哔哩哔哩美丽中国足球小学”
项目，牵头开展足球联赛，孩子们的梦
想有了更规范的训练、更专业的设施、
更多元的比赛、更广阔的舞台。

书香浸润童年
蹇街完小掀起阅读新风尚

在蹇街完小，阅读像呼吸一样自
然。走进校园，温馨的阅读氛围扑面
而来，家长与孩子共捧一本书，成为
校园新风景，每到亲子阅读日，教室
里、校园大树下，到处是亲子依偎共
读的温馨画面，孩子们不仅提升了阅
读能力，更在亲子互动中增进了情感
联结。阅读表演、朗读者、图书跳蚤

市场、阅读知识闯关、创意书画、积分
兑奖激励……支教老师们用丰富多
彩的阅读活动和专业的阅读指导，将
过去的自由阅读升级为系统化课程，
孩子们以书为媒，与书为友，通过阅
读看到更大的世界，在杨林兰等支教
老师的助力下，阅读成为这所乡村小
学独特的文化名片，书香正慢慢浸润
着这片乡土。

红色基因传承
周官完小创新德育新实践

红军长征过大理陈列馆、南薰桥、
钟鼓楼……“家门口”丰富的红色文化
资源，让周官完小有着得天独厚的教
育富矿，红色成为了校园教学教育的
鲜艳底色。除了日常教学，支教老师
们通过党建带队建研学、重走长征路、
培养“小小红色讲解员”、诵红色经典、
唱红色歌曲、红色故事会、红色舞台剧

等多样方式，以德育为核心，将红色文
化教育融入校园生活的方方面面，让
孩子们在沉浸式体验中领悟红色精神、
感悟家国情怀。红色种子根植于心，
化作成长力量，激励着周官完小的学子
们奋发向上，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我负责 5 个年级的美术、数学教
学，支教之旅虽然辛苦，但可以影响
到孩子们，我的选择就是有价值的。”
张恺骏是这群“最美”年轻人中的一
员。四年来先后有 23 名“美丽中国项
目”支教老师在州城镇的乡村小学耕
耘，他们用两年时光，为乡村教育注入
活力，也见证了孩子们的成长。他们
带着对教育的热忱、对乡村孩子的关
爱，用专业知识、创新思维赋能“双减”
落地，为乡村素质教育添砖加瓦，让每
一所乡村小学绽放独特魅力，他们就
是这片土地上“最美丽”的人，续写着
乡村教育振兴的动人篇章。

巍山县紧密型医共体总院引入的云南省第四人民医院康复医学科（疼痛科）专
家工作站设站专家凹光福（左二）在开展带教坐诊。（摄于3月28日）

近年来，巍山县聚焦医疗服务水平提升，强化人才队伍建设，围绕人才的引进、
培养与使用三个关键环节持续发力，推动全县医疗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让患
者足不出县就能治病、治好病。 ［通讯员 饶国生 摄］

孩子们在南涧县涧南公园休息和野餐。（摄于3月28日）
连日来，南涧县幼儿园分年级在涧河宋词长廊和涧南公园开展“探自然奥秘、享

春日童趣”亲子春游徒步研学活动，让孩子们亲近自然，感知季节变化，进一步开阔
孩子们的视野，感受春日的幸福与欢乐。 ［通讯员 李文开 沈家篆 摄影报道］

剑川县象图乡一位老农在麦田里清理杂草。（摄于3月26日）
近年来，象图乡党委、政府聚焦产业发展，积极作为。不仅大力推广大麦科学种

植技术，引入优质品种，还定期开展技能培训，提升农户种植水平。通过一系列举措，
让这片麦田真正成为了群众增收致富的“金土地”。

［通讯员 范文 钱红梅 摄影报道］

漾濞县彝族刺绣——

针线间的传承与创新

宾川县州城镇——

乡村小学来了一群“最美丽”的人

同学们在支教老师的带领下进
行足球训练。（资料图片）

大理州政协委员访谈录

□ 记者 何俊倬 张丽

李东华，政协大理州第十四届委员
会委员，政协云龙县委员会副主席，
云龙县工商联主席、商会会长。

3月 27日，李东华做客由政协大理
州委员会和大理州融媒体中心联合推
出的全媒体直播节目《大理州政协委员
访谈录》，就云龙县的发展优势、非公有
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两个健
康”持续发展及政协委员履职等话题与
大家一起交流分享。

打造西南绿色发展示范
县全域文化旅游目的地

主持人：请您从招商引资的角度介
绍一下云龙县的发展优势。

李东华：近年来，云龙县紧紧围绕
建设“生物多样性保护重点区、绿色能
源重点县”发展定位，主动融入和服务
国家、省、州发展战略，以省委、省政府
大力推进“资源经济、园区经济、口岸经
济”为契机，充分发挥富集的自然资源、
独特的文旅魅力、优美的自然风光、后
发的增长空间等发展优势和投资环境，
大力发展高原特色现代农业、绿色能源
和清洁载能产业、文化旅游产业，推动
构建 3个百亿级产业体系，打造西南绿
色发展示范县、全域文化旅游目的地，
推动招商引资，助力企业引进、落地、发
展。具体优势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区位优越，交通便捷，控三江
通四方。大漾云和云兰高速公路建成
通车，对内云龙融入大理州府“1小时经
济圈”，对外可连通攀枝花北进川藏，正
在建设的云永高速公路可达链子桥口
岸，已纳入规划和正在开展规划的云泸
高速公路和漾云泸铁路可通往片马口
岸，接保泸高速公路可到瑞丽、腾冲口
岸。4 条高速公路和铁路全部建成后
云龙将形成东融、西合、南向、北联的路
网格局，成为滇西区域性交通枢纽。

二是矿藏繁多、资源富集，容万物
藏百宝。云龙县地处滇西“三江成矿
带”，矿产资源种类多、储量大、品位好，
有锡、铜、铁、玄武岩等 67 个金属和非

金属矿点，初步探明有铅、锌、板岩、
大理石、水晶等 19个矿种。其中，铜矿
940万吨、锡矿145万吨、板岩1310万立
方米、玄武岩4029万吨。稀贵金属再生
资源开发有企业、有技术基础，市场前
景广阔。绿色能源可开发量约为 1000
万千瓦以上。围绕“3581”发展目标，结
合国家政策，通过加强与企业、设计院
等合作，规划新能源项目 41 个，装机
472 多万千瓦。其中，集中式项目规划
28个，装机238.6万千瓦，分布式光伏装
机 14 万千瓦，集中式风电 7 个，装机
63.625 万千瓦，分散式风电（千乡万村
驭风行动）4 个（试点项目），装机 6.5 万
千瓦，抽水蓄能电站1个，装机120万千
瓦，锂离子电池储能电站 1 座，装机 30
万千瓦，已探明有出露温泉 29处，部分
点位水温达到93℃，新能源开发有较大
前景。目前，已建成水电、风电、光伏
300 多万千瓦，在建设和列入项目清单
新能源项目达 60 多万千瓦，龙飞装机
120 万千瓦抽水蓄能项目已完成预可
研，长新 500 千伏输变电工程即将开工
建设，“风光水储”一体化建设布局基本
形成，“绿色能源重点县”深入推进。

三是文化灿烂，山水秀丽，底蕴厚
造化奇。云龙县自然风光绚丽，文化底
蕴深厚，共有国家、省、州、县非物质文
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达 64项，“诺邓
白族乡土建筑群”“沘江古桥梁群”

“顺荡火葬墓群”等 3 个全国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有世界地理奇观——天然
太极、“高原明珠”天池、澜沧江高峡平
湖等自然景观；有吹吹腔、耳子歌、力格
高等特色民族文化；是全省现存古桥梁
最多、形态保存最完好的地区，有“世界
古桥梁艺术博物馆”美称；诺邓古村先
后荣获“中国历史文化名村”“中国最具
旅游价值古村落”等称号，也是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具有打造文旅康养产业的
特有优势。

四是生态优美、宜居宜业，环境优
名片美。云龙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年
平 均 气 温 16.1℃ ，森 林 覆 盖 率 达
70.74%，林地面积约占全州 1/6。国有
林和活立木蓄积量均占全州 1/3，生物

多样性资源约占全省 1/3，是名副其实
的林草第一大县。有天池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和云南云龙国家森林公园两张

“国字头”名片。蚂蚁森林、天池多重效
益森林恢复项目两个案例分别入选
COP15“生物多样性 100+全球特别推
荐案例和典型案例”。良好的生态为建
设“生物多样性保护重点区”、践行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两山论”、走深走实
产业生态化、生态产业化“两化路”提供
了现实支撑，也让云龙成为了感受原生
态慢生活的康养胜地。

民营企业家需要在新的
期待中砥砺前行

主持人：您对云龙县促进非公有制
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两个健康”
持续发展有什么建议和希望？

李东华：云龙县民营企业发展也与
全国一样，甚至更难，我相信路虽远行
则将至，事虽难做则必成，时光从不辜
负奋斗的你我，什么都值得期待，什么
都可以期待。新的征程意味着新的起
点、新的机遇、新的挑战，民营企业家更
需要在新的期待中砥砺前行。

我希望，广大民营企业家要珍视自
身的社会形象，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
爱中国共产党，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弘扬企业家精神，做爱国敬业、守法
经营、创业创新、回报社会的典范。

我希望，广大民营企业家要讲正
气、走正道，做到聚精会神办企业，遵纪
守法搞经营，在合法合规中提高企业竞
争能力。

我希望，广大民营企业家要练好企
业内功，特别是提高经营能力、管理水
平，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建立现代企业制
度，发扬艰苦奋斗、敢闯敢干、聚焦实业、
做精主业的精神，努力把企业做强做优，
增强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形成助推
全县绿色高质量发展的企业主力军。

另外民营企业的发展也离不开全
县各级各部门的支持和关心，我恳请，
各级各部门一是要做优政务服务，推动
营商环境再改善再提升，坚决打通行政
审批的堵点，有效破除“中梗阻”，促进

干部担当作为，政企共同找问题，优化
完善制度机制，推动流程再造，以政府
的优质服务引领打造一流营商环境。
二是要做实政策支持，让经营主体都
有获得感，集中梳理发布中央和省、
州、县惠企强企政策清单，加大宣传解
读力度，保证政策可操作，定期开展跟
踪问效，切实把一个一个政策变成一
项一项操作规程，让干部能操作、会执
行，让企业看得懂、易办理。三是要做
好法治保障，平等保护各类经营主体合
法权益，把公平、保护、服务的理念贯穿
工作全过程，在市场准入、行政执法上
一视同仁、平等对待，营造稳定、公平、
透明、可预期的法治化营商环境，让企
业放心创业、安心经营。四是要做强要
素支撑，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推动各
类要素向民营企业集聚，建立健全要素
保障协调机制，着力解决好企业融资、
用地、用工、用能等急难愁盼问题。

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云龙
实践履职尽责

主持人：请介绍一下您的履职情况。
李东华：提案是政协委员履职的重

要方式和平台，在担任政协大理州第十
四届州政协委员期间，我认真深入调
研，了解情况。四年来，我围绕政治、经
济、社会、生态文明等方面，积极参与建
言献策，共提交了 5 个提案，都得到州
级相关部门认真的面商、答复和落实，
我非常满意。如《关于继续加大云龙一
中搬迁建设支持的提案》，云龙一中在
2023年 9月完成了搬迁后，继续得到州
教体局在资金项目等方面的大力帮助
和支持，一些附属工程、绿化亮化、信息
化建设进一步加快建设，学校硬件和软
件基础得到全面提升和完善。

在新的征程上，我将把握新形势、
聚焦新目标、落实新部署，坚持党的领
导、统一战线、协商民主有机结合，为推
进中国式现代化云龙实践履职尽责。
多做稳定预期、提升信心的工作，多做
理顺情绪、增进认同的工作，做“懂政
协、会协商、善议政、守纪律、讲规矩、重
品行”的合格政协委员。

政协大理州第十四届委员会委员李东华——

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两个健康”持续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