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通讯员 李克钊 罗毅 欧阳露

弥渡县密祉镇素有“三乡两区一
古道”的美誉，当地优越的生态环境、
宜人的田园风光、厚重的历史文化和
淳朴的民风民俗让四方游客停下匆
忙的脚步，来一场以旅游休闲、文化
体验和身心调养为主的沉浸式乡村旅
居新体验。

四月的密祉，微风似歌。来自四川
的明承驰、王蔚夫妇，沿着茶马古道的
青石板路，寻着《小河淌水》的悠扬旋
律，踏入了这片向往已久的“世外桃
源”。当指尖触碰到珍珠清泉的清凉，
当耳畔萦绕着小镇街巷的静谧，这对
夫妇毅然决定停下漂泊的脚步，“我们
想找个山好水好的地方修身养性，这
里清静得仿佛穿越时空，一下就戳中
了我们的心。”在永和村“两委”的热心
协助下，他们在亚溪河农家田园觅得
一处理想居所。

与明承驰夫妇一样，来自陕西的
张红武也在密祉找到了生活的本真。
他对这里的生态环境赞不绝口：“空气
里都是草木的清香，水质清甜得能直
接烧开喝，我觉得无论是来散心还是
长住都特别适合，这里才是能让心真
正静下来的地方。”

在亚溪河农家田园的二层露台
上，张红武常常泡一壶当地的“珍珠绿
茶”，远眺太极顶的青翠山峦，细数云
朵在蓝天上的漫步轨迹。他说，每当
夜幕降临时，坐在院中的老梨树下，听
房东讲述茶马古道的故事，仿佛能看
见马帮驮着茶盐在星光下踏响石板路
的画面。

亚溪河农家田园的主人李春翠是
位热情爽朗的密祉大姐，自明承驰夫
妇和张红武入住后，她不仅带着他们
遍游周边景点，还亲手教他们制作密祉
传统美食。“他们说吃着这些家常菜，
就像回到了老家。”李春翠笑着说。今

年八九月份已有三拨客人交了订金，
预订来此长住，她正打算把空着的三
间厢房重新装修，为旅居者提供更好
的体验。“要让大家住得舒服，更要让
他们感受到家的温暖。”

密祉的“出圈”，绝非偶然。自
2022年以来，密祉镇先后实施了水美
乡村、大寺街集中开发、永和村乡村旅
游、文盛街人居环境提升、传统村落集
中连片开发保护等一批利长远、打基
础的旅游基础设施项目，开发打造
蜜那多精品美宿、安乐窝露营基地、国
学体验馆等一批新业态，景区品质不

断提升。同时，依托深厚的花灯文化、
民歌文化、土陶文化、竹编文化及弥渡
民歌、花灯戏和密祉元宵灯会，不断提
升密祉的知名度和美誉度。深厚的文
化底蕴、富集的人文资源、古老的民居
建筑群落、纯朴的民风民俗吸引着越
来越多的人来到密祉。

目前，密祉镇正全力打造“旅居+
非遗体验”“旅居+生态研学”等新业
态，在攻坚项目提质、丰富资源业态、
擦亮文旅招牌三方面持续发力，让每
一位来到密祉的客人都能找到属于自
己的“有风生活”。

弥渡县密祉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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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迪 刘泉） 5月 22
日下午，州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5
年第五次集体学习，强调要深入学习
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党的作风
建设的重要论述、对开展好学习教育
作出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对加强警示
教育提出的一系列重要要求，结合典
型案例开展对照检视，持之以恒正风
肃纪，驰而不息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
神，持续推进学查改各项工作不断走
深走实，以作风建设的成效经验充盈
干事创业的新风正气。

州委书记杨国宗主持学习并讲话。
杨国宗指出，要学深悟透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的重要
论述，深刻领会“作风问题本质上是党
性问题”是透彻简明的理论阐释、“坚持
正风肃纪反腐相贯通”是深谋远虑的战
略考量、“以优良党风带动社风民风向
上向善”是立意鲜明的目标指向、“推进
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制度化”是标本
兼治的路径方法，全方位深化贯彻执行
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规律性认识。

杨国宗强调，要按照党中央统一

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进一步把准方
向、找准坐标、精准发力，动态推进学
查改各项工作，确保学习教育落到实
处引向深入。要持续深入学、推动入
心见行，准确领会体悟显著成效和宝
贵经验，把进一步吃透中央八项规定
及其实施细则精神贯穿学习教育全过
程，让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成
为一种自觉行为、工作态度、生活习
惯。要持续动态查、注重精准画像，把
党员干部个人查摆整改与组织查摆整
改紧密结合起来，做到清醒看待形势、

精准剖析问题、正确认识自己，抓早抓
小防止“破窗效应”“稻草人效应”。要
持续跟进改、坚持纠树并进，扎实开展
集中整治，跟进开展警示教育，动真格、
抓现行、抓典型、抓通报，严于律己、严
管所辖、严负其责，把严的要求传导至
基层干部、延伸到乡镇村组，让作风建
设成效真正可感可及。

张剑萍、王武、常于忠围绕学习主
题作交流发言。

州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州级有
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参加学习。

州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5年第五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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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本报讯（记者 李百祥 谢凡） 5 月
21 日下午，“风起苍洱 粤见大理”湾区
文旅招商推介暨云品展销活动在广州
举行。

州委副书记、州长陈真永出席活动
并致辞。

陈真永以“旅居风花雪月浪漫地，
畅享魅力大理慢生活”为主题推介了
大理。他说，湾区是跃动的经济脉搏，
大理是流淌的诗意长卷。“风起苍洱 粤
见大理”不仅是旅居大理、体验“有一种
叫云南的生活”对湾区朋友的深情告
白，更是投资大理、共享“有一种叫云南
的机遇”对湾区企业的热情呼唤。大理
是神奇大自然的瑰丽馈赠，更是可持续
发展的卓越典范；是千年历史镌刻的
壮丽史诗，更是产业升级的坚实热土；
是慢享时光的诗意自在栖居，更是汇

聚人才的强大磁场；是充满无限可能的
发展高地，更是投资旅居的黄金赛道。
大理的全绿电供应，能为企业产品进军
国际市场、赢得全球竞争优势提供天然
助力。大理是云南面向南亚东南亚辐
射中心的关键枢纽，凭借国际陆港物流
枢纽、面向南亚东南亚商贸服务型枢纽
等区位和平台优势，再度站在开放发展
的最前沿。2024 年，大理共接待游客
1.1 亿人次，每年因旅游、就业、创业定
居的“新大理人”超 60 万，展现出了这
座城市的蓬勃活力。在别的地方度
假，是让身体得到休息；在大理旅居，
是让灵魂得到放松。期待与湾区伙伴
携手，共同挖掘大理文旅的无限潜能，
在文旅综合体、智慧旅游、康养度假等
领域实现合作。

州政府副州长鲁旭俊出席活动。

“风起苍洱 粤见大理”湾区文旅招商推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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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真永出席并致辞

□ 记者 施贵兴

2023年1月，电视剧《去有风的地方》
开播一周，“凤阳邑”的搜索量暴涨50倍。

凤阳邑是大理市太和街道刘官厂
村下辖的自然村，是《去有风的地方》
主要取景拍摄地和剧中“云苗村”的主
要原型。

随着被众人瞩目，凤阳邑在 2023
年春节期间，每日接待游客超 1万人；
7至8月暑期，日均游客在5000人以上。

除了打卡的游客，凤阳邑还引来
了众多艺术家入驻，并于 2023年被命
名为大理州“艺术家第二居所”（试
点），于 2024年被列为云南省“艺术家
第二居所”示范单位。

影视剧：唤醒了它的美

让人意外的是，如今的“艺术家第
二居所”示范单位，曾经只是一个拥有
425户人家的普通小村落。因两端有

“高峰”——州城和古城，它成了被遗
忘的角落，鲜有游客现身，村民只能依
靠农业种植和建筑业务工维持生计。

而且，因很多村民纷纷搬离，凤阳邑
成为名副其实的“半空心村”，60多座
老院落被长期闲置。即便是因《去有
风的地方》而爆火出圈的“有风小院”，
也曾闲置。据刘官厂村党总支副书记
周虎彦介绍，“有风小院”是多家共有
的宅基地，因单户占比小，难以建房，
因此被闲置。

“那时村里环境变差，断壁残垣、
‘半身’厕所随处可见，村里失去了生
机。”回忆起过去的凤阳邑，周虎彦慨

叹不止。
为摆脱困境，凤阳邑依托乡村振

兴的政策利好，秉持“有旧保旧，修旧
如旧”的原则，对茶马古道进行修复保
护，对古建筑进行修复还原，对村庄环
境进行改造提升。同时，积极探索“农
户+村集体+企业”的发展模式，进行
产业转型，并抓住《去有风的地方》剧
组进驻取景的机遇，与剧组达成合作，

对“有风小院”及附近房屋进行改造，
用于拍摄。

终于，《去有风的地方》展现出的
优美风景、悠闲生活、淳朴民风等，唤
醒了凤阳邑的美。

古村落：我本来就很美

其实，凤阳邑的美，远不止剧中所

体现的风景、生活、民风等。
凤阳邑的美，还在于历史、区位、

建筑、古迹等。
——凤阳邑原名“砖窑”，因曾经

烧制砖瓦陶罐而得名。后来取“丹凤
朝阳”之意，改名“凤阳邑”。

——凤阳邑背靠苍山、眺望洱海，
距离大理古城仅有7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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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理市凤阳邑村——

影视赋能 激出古村新魅力

凤阳邑村间的茶马古道。（资料图片）

本报讯（通讯员 陆向荣） 近年来，
巍山县按照因地制宜、产业支撑、城乡
融合、区域协调、强县富民的思路，以就
业为导向、以富民为目的，以产业发展

“新动能”推动县域经济提速。
积极巩固烟叶产业。紧紧围绕

“绿色、生态、特色、优质”理念，坚持科
技创新，抓实绿色生产技术，走科技兴
烟、提质增效的路子，促进了规模化、
规范化、生态化种植，形成了“一县一
品 ”红 大 生 态 特 色 烟 叶 种 植 模 式 。
2024 年，全县种植烤烟 5.77 万亩，收购
烟叶 15.88 万担，实现烟农收入 3.44 亿
元、烟叶税 6857万元，再次获评云南省

“最具影响力烟区”。
工业经济快速发展。上海药业大理

中药饮片项目正式投产，甸中工业片区
标准化厂房交付在即，大理宇恒时代创
业园完成部分厂房建设；甸中产业园
（一期）、泽朗集团农产品深加工项目稳
步推进，液化石油气储备供应及钢瓶检
测站、充电桩建设项目即将完工；红岩
村、多雨村、青云村光伏电站并网投产，
下盖渡、百物地光伏电站开工建设，分
布式光伏发电项目完成装机 580户、20
兆瓦，35 千伏青华输变电工程顺利完
工，500 千伏五印输变电工程补充纳入
国家“十四五”电力发展规划。2024年，
全县实现工业总产值33.94亿元。

旅游文化产业蓬勃发展。小吃节、
火把节系列活动强势引流，“人间烟火
在巍山”燃爆全网。强化全域旅游，
巍山古城到大理古城直通车顺利开通，
东莲花“村 BA”、奔跑彩云南名城名镇
领跑赛等文旅赛事备受好评，“古韵
巍山魅力小城”文化之旅入选全省中小
学生校外研学实践教育精品线路。完
成巍山古城旅游标识标牌更新，南诏博
物馆改造提升工程完工，徐氏兄妹革命
事迹陈列馆开馆。2024年，全县共接待
游客 527.79 万人次，旅游总花费 70 亿
元，分别增长42.91%、34.06%。

打造高原特色农业。培育农业产
业化省级、州级重点龙头企业各 3 家，

“一县一业”肉牛特色县品牌优势持续
巩固，肉牛存（出）栏数均居全州首位，
综合产值达 30.2亿元；“牧光互补”推动
万头肉牛（乳肉兼用）养殖牧场项目成
功转型。中药材产业蓬勃发展，建成 2
个中药材 GAP 基地，全县种植中药材
3.4万亩、综合产值 12.2亿元；柠檬种植
基地标准化水平不断提高，综合产值达
3亿元；种植生物育种玉米 1万亩，完成
杂交玉米种子生产鲜穗1866万公斤，贡
菜、芒果、白芸豆、高辣度辣椒等小而美
的“一村一品”特色产业发展壮大。
2024 年，全县实现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65.58亿元。

巍山县以产业发展“新动能”
推 动 县 域 经 济 提 速

漾濞县顺濞镇哈腊左村村民在田间种植野山椒。（摄于5月8日）
近年来，顺濞镇采用“党支部+合作社+农户”的模式，因地制宜发展壮大特色产

业，引入野山椒种植100余亩，以特色产业发展促进群众增收。
［通讯员 左丽秀 蒙仕坤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