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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讯员 陆向荣
赵雷梦怡 文／图

“这几天在加工玫瑰花酱，用的都
是本地产的食用玫瑰，每公斤收购价
16元，目前已加工了500多公斤。”5月
15 日下午，在巍山县“厚生号”传统蜜
饯加工厂里，负责人左永惠正和工人
整理晾晒新收购的玫瑰花。

“中国名小吃之乡”巍山有名特小
吃 24个系列、350多个品种，名特小吃
品种丰富、门类齐全、做工精细、风味
独特、工艺传统，蕴含着悠久的历史文
化，是巍山民族饮食的“活化石”，拥有

“巍山乡厨”全国典型劳务品牌。
蜜饯就是最有名的地方特产之

一。在位于巍山古城南街小巷深处的
“厚生号”传统加工厂里，鲜艳的玫瑰
花晾满了整个小院。几名工人刚整理
完竹簸箕里的玫瑰花，又开始粉碎花
瓣、加料、腌制……显得格外忙碌。

“现在正在包装的玫瑰花酱其实
是去年就开始腌制的了。蜜饯是将原
生态的花果，经过加工放在水中洗煮，
然后拌白糖或蜂蜜，晒干而成。”从
左永惠的介绍中，可以感受到蜜饯制
作工艺极为繁杂。

巍山传统蜜饯采用具有药用功能
的瓜、果、花、根为原料，配以本地上好
的蜂蜜，采用祖传工艺经灰、漂、煮、晒
等10余道工序精制而成，把形、色、香、
味完美结合，看着色泽柔和、晶莹剔
透；闻着蜜香四溢，甜润馋人；吃着舒
心润肺，回味无穷，是典型的绿色环保
食品，并具有一定的药用功能。

现年60岁的左永惠家祖祖辈辈都
以制作蜜饯为生，以“厚生号”为名开
起蜜食老铺，意为“厚德方可生财”，她
从小就受祖辈的影响而喜欢上了巍山
蜜饯的传统制作手艺，18 岁已完全掌
握了蜜饯制作的技巧，成为了“厚生
号”蜜饯的第五代传承人。

“酒香不怕巷子深。”左永惠凭借
精湛的技艺和多年的坚守，把小锅小
灶的小作坊变为 400 多平方米的厂
房。如今的“厚生号”蜜饯厂，共生产
着冬瓜蜜饯、沙参蜜饯、桔饼蜜饯、杨
梅蜜饯等 10 多个品种，每年蜜饯产量
达 20多吨，产品远销上海、昆明、景洪
等地，实现产值60多万元。

传统技艺除了传承，还需要创
新。左永惠除坚守她的“老本行”蜜饯
制作外，还开发出野生滇橄榄系列产
品，并在2024年5月举办的第八届中国

昆明国际大健康产业博览会上获“药
食同源优质产品奖”，目前，每年销售
野生滇橄榄汁6万多瓶，实现销售收入
38万多元。

小作坊闯出了大市场，也激发了
群众增收新活力。“我们的原料，都是
地地道道的巍山天然食材。”左永惠
说，她的工厂每年都要向当地群众收
购木瓜、冬瓜、橄榄、杨梅等农特产品
50多吨，支付收购费40多万元，向5名
固定用工及临时工支付劳务费20多万
元。2019 年，左永惠荣获大理州第四
届道德模范荣誉称号。

近年来，巍山县牢固树立“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理念，鼓
励群众利用山区林下资源优势，走培
植、采集、加工野生蔬菜、野生林菌、
野生花果、野生药材等特色产业之
路，境内滇橄榄、野姜花等各种野花
野果的面积也逐年增多，各地群众采
摘野花野果并及时销售到果脯加工
厂增加收入。

今年2月，左永惠被评为巍山传统
蜜饯制作技艺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
表性传承人。“等做完了玫瑰花，再过
一段时间就可以开始做杨梅蜜饯了。”
左永惠说，她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把

百年传统技艺传承下去的同时，把蜜
饯产业做得更强更大，带动更多的群
众增收致富。

采访附记 >>>
南诏镇月华街王大姐的手工面

条，庙街六合村的米花塘，永建河底
街的铁匠铺，巍宝山乡洗澡塘村的
土碱……

在巍山，许多手工小作坊很“小”，
很多规模只有几个人甚至是“夫妻
档”；但小作坊又很“大”，散落于村村
寨寨，承载着乡愁记忆，也是一方地域
特色的延续传承，它们不但关系着人
们的日常生活，也关系着当地群众的
就业与增收。

近年来，巍山县通过“引贤回乡”
“引企入村”，鼓励创业者利用闲置的
集体土地、房屋等创办乡村小作坊，通
过“务工＋务农＋就业”的模式，鼓励
创业者把车间设在群众“家门口”，让
当地村民在农闲时节还“有班上”，实
现务工务农“两不误”。

左永惠的“厚生号”蜜饯厂，在守
住巍山人的百年甜蜜记忆的同时，
也拓宽了更多山区群众增收致富的
路子。

□ 通讯员 李树华

近年来，祥云县严格执行《云南省
生 物 多 样 性 保 护 战 略 与 行 动 计 划
（2012—2030 年）》，实施生物多样性保
护工程、极小种群物种拯救保护、重要
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等系列
规划计划，用严格的制度、严密的执法，
使野生动物物种得到有效保护，野生鸟
类物种及野外种群数量得到持续恢复
与增长。

常态化巡护监测。充分发挥护林
员和野生动物保护志愿者的作用，对野

生动物开展常态化巡护监测，在清华洞
的钳嘴鹳、白鹭等鸟类重点栖息繁殖区
域，竖立警示标志，禁止或限制人员活
动。不断加大对野生动物集中分布区、
集群活动区、迁飞停歇地等重点区域的
巡护监测力度，在禾甸镇大淜村等黑
鹳、苍鹭、赤麻鸭栖息地，开展常态化巡
查，防范周围工厂向栖息地排放污水，
为野生动物提供安全可靠的栖息繁殖
环境，有效形成全方位、网格化、科学化
的巡护监测网络体系。

多样化科普宣传。林业和草原局
的野生动物保护部门和县公安局的森

林警察大队，定期组织野生动物保护
协会会员、野生动物保护志愿者，深
入野生动物栖息地周围的学校、社
区、村组，通过组织学生观看野生动
物科普知识展板、野生动物标本和摄
影作品，开展野生动植物知识趣味抢
答竞赛，举办讲座等多种形式，向学
生和群众传授野生动物保护科普知
识，筑牢野生动物保护的生态安全屏
障。每年 3 月和 4 月，围绕“国际爱鸟
日”“世界野生动植物日”“植树节”等
节日，聚焦生物多样性保护，开展科普
宣传及执法活动，在全社会营造爱鸟

护鸟的良好气氛。
多部门执法救助。林草部门还联

合交通、邮政、市场监管、农业农村、
公安等部门，开展打击非法猎捕、杀
害、交易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非法
贸易行为，开展野生动物救助活动，
为野生动物的栖息和繁殖提供了安全
之所。

据野生动物保护部门和志愿者观
测，祥云县近年来新记录到黑鹤、钳嘴
鹳、鸬鹚及白鹭、凤头、扇尾沙锥、
白胸苦恶鸟、白骨顶、黑水鸡、赤嘴潜鸭
等几十种野生鸟类的踪迹。

在现代社会转型中，传统家风面
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城市化进程
加速，家庭结构小型化，代际关系疏
离，使得传统家风的传承出现断裂。
这种断裂不仅导致道德失范现象增
多，更造成了文化认同的危机。家风
是一个家庭最宝贵的财富。良好的
家风建设，关系个人的成长、家庭的
兴衰，是社会和谐发展的基础。

家风正，则民风淳。“忠厚传家
久，诗书继世长。”这句话表达了人们
对家风的无限寄托。在家庭中，长辈
的言传身教是家风传承的关键。一
个充满爱与尊重、诚实守信、勤俭节
约的家庭环境，能够培养出品德高
尚、有责任感的子女。古有孟母三
迁，为孟子创造良好的成长环境，使
其成为一代大儒；今有无数平凡家
庭，以朴实的家风教导子女，培养出
社会的栋梁之材。这些良好的家风，
如同春雨润物，滋养着家庭成员的心
灵，也为社会注入了正能量。

反之，家风不正，则祸患无穷。
一些家庭中存在的不良风气，如自私
自利、贪图享乐、不讲诚信等，不仅会
导致家庭内部矛盾重重，还会影响到
子女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酿成家庭
悲剧。

家风是社会风气的基石。一个

个家庭的家风汇聚起来，就形成了社
会的风气。良好的家风能够促进社
会的和谐稳定，不良的家风则会破坏
社会秩序。因此，加强家风建设，是
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好家风是最好的“传家宝”。家
庭是家风建设的第一课堂，要注重言
传身教，而不是空洞的说教。父母要
以身作则，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为子
女树立良好的榜样。让子女受益终
身的家风，才是留给后代最宝贵的财
富。弥渡县密祉镇永和村委会文盛
街村石家家族形成了“耕读传家”的
家风，让石家人才辈出，兴旺发达，促
进了好民风，涵养了清朗社风。

在新时代，要传承和弘扬中华民
族的优良家风，如尊老爱幼、勤劳善
良、谦虚谨慎等。同时，也要与时俱
进，重新审视传统家风的价值，在传
承中创新，在创新中传承，赋予家风
新的内涵，如创新精神、环保意识、社
会责任感等，让传统家风文化焕发新
的生机，为现代文明建设提供精神滋
养，筑牢社会和谐之基。

本报讯（通讯员 寸春蕾） 5 月 21
日，鹤庆县“文暖鹤阳·艺润童心”文艺
进校园文明实践活动启动。

据悉，此次活动是文艺与中小学五
育并举相结合的探索，旨在让文艺发展
的成果更好服务于学校教育，让广大中
小学生增强对书法、文学等国学的兴趣
爱好。书法活动将于每月第一周周三
开展，届时将邀请县内外知名书法家授

课，围绕毛笔书法基础知识、基本笔画、
结构布局等内容，通过示范、讲解、练习
等方式，让学生掌握书法技巧，感受书
法艺术的魅力；文学活动则安排在每月
第三周周三，将邀请县内外知名作家，
讲授写作技巧、阅读赏析、文学创作等
课程，以故事分享、阅读分享、作品分
析、写作实践等形式，激发学生的文学
创作热情，提高文学表达能力。

永平县纪检监察干部在学习《清廉云南建设学习教育丛书》并交流学习体会。
（摄于5月20日）

近年来，永平县纪委监委将纪律教育融入党员干部组织生活，作为党支部“三会
一课”的重要内容，通过构建“领导班子领学、党总支督学、党支部研学、党员自学”四
学联动机制，推进纪律教育全覆盖、常态化。

［通讯员 赵群 摄］

鹤庆县文艺进校园
文明实践活动启动

传承好家风 用好“传家宝”
□ 杨宋

巍山蜜饯制作技艺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左永惠——

老手艺焕发新活力 小作坊闯出大市场

巍山县“厚生号”传统蜜饯加工厂里，工人正在加工玫瑰花蜜饯。（摄于5月15日）

祥云县：织密野生鸟类保护安全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