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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导读

社科普及“零距离”民族团结一家亲

祥云县：织密野生鸟类保护安全网

水波潋滟处 玫瑰花事浓

大理州开展沉浸式新时代文明实践
文 艺 宣 讲 暨“ 行 走 的 廉 政 课 ”

□ 记者 施贵兴

5 月 13 日，“彩云之南·遗世瑰宝”
云南世界遗产图片展暨“茶和天下·雅
集”文化交流活动在沙特阿拉伯首都
利雅得外交区文化宫启幕。活动中，

“李小白”茶咖银器备受关注。
这些茶咖银器来自鹤庆县草海镇

新华村，是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
鹤庆银器锻制技艺的产品，蕴藏着千年
的积淀和传承。

传承：小锤敲过一千年

新华村，旧称石寨子，1961 年更名
为新华村，寓意“新生荣华”。

新华村银铜器锻制技艺历史悠久，
至今已有1000多年。据史料记载，早在
唐朝南诏时期，弄栋节度使、清平官
王嵯巅主持修复大理崇圣寺和昆明东
西寺塔时，就征用大量鹤庆工匠参与建
设。新华村和周边村寨的匠人因此学
到了南诏时期精湛的银铜饰品加工技
艺。到了明朝时期，鹤庆北衙地区的银
矿开采和银器锻制技术日趋成熟。明
万历年间的《滇略》一书有言：“谚曰金
临安，银大理，言其饶也。”明崇祯年间
的《天工开物》一书记载：“凡云南银矿，
楚雄、永昌、大理为最盛。”1991 年版

《鹤庆县志》对明朝中期的鹤庆银铜器
锻制也有描述：“屯军中有善冶炼和以
铜、银加工器具者。村民又习之，诸技
艺均能，世代传袭。”

经过上千年的传承和改进，新华村
的银铜器锻制技艺越发成熟，产品独具
民族特色、艺术价值和收藏价值。但是
随着匠人数量的增长和需求的饱和，匠
人们只能肩挑铁炉、走村串寨，外出打
造银铜器以谋生，所谓“小炉匠”“走夷
方”。寸发标就是其中的一员。

寸发标生于新华村的一个银匠世
家。明末清初，寸氏祖先就开始从事
银器加工，到寸发标一代已是第六
代。1978 年，16 岁的寸发标随父亲学
习银器制作。因从小耳濡目染，他很
快掌握了从选材、熔炼、开片、下料、拉
丝，到制模、起胚、起形、整形、錾花、组
装、定型，再到打磨、清洗、抛光等全流

程的工艺。沿袭祖上外出谋生的路
子，寸发标成了走南闯北的“小炉匠”，
足迹遍布四川、甘肃、陕西、宁夏、贵州、
广西、西藏等地。所到之处，他都充分
了解当地关于首饰、生活用品和宗教
用品的习俗，收集整理大量图案，潜心
钻研民间工艺。

经过多年“走夷方”，34岁的寸发标
带着所思、所学、所得，于1996年返回了
新华村。

裂变：蓬勃发展百花放

回到新华村的寸发标，决定把祖传
的传统工艺与走南闯北学到的优秀工
艺相结合，进行产品创新。经过几番周

折，寸发标从中国龙的图案上找到灵
感，成功设计制作出银制“九龙壶”，并
获得国家专利。随后寸发标又设计开
发了“九龙火锅”“九龙桶”等“龙”系列
银器产品，并多次荣获大奖。2018 年，
寸发标被命名为第五批国家级非遗代
表性传承人。

寸发标注重产品创新，同村的母炳林
则寻求工艺和材料创新。

母炳林自幼学习银器锻制手艺，14
岁便跟随师傅开始“走夷方”，遍走贵州、
四川、广西、青海、甘肃、西藏等地。“走
夷方”期间，敏锐观察到不同地域不同
技艺的母炳林，边看边做边拜师，借鉴
吸收了大量其他民间工艺。1997 年，
母炳林选择回乡发展，并研究出“木纹
金”材料合成技术，发展出自己的技艺
风格，为传统银制品赋予了更多色彩。
2018年，母炳林被命名为第五批国家级
非遗代表性传承人。

与寸发标注重产品创新、母炳林注
重工艺和材料创新略有不同，创建

“李小白”银壶品牌的李福明，则把非遗
技艺与当下的审美和生活方式相结合，
在传统手工艺中融入现代创新元素，主

持恢复了“金银错”镶嵌技艺，研发出
“一张打”“玉霰银壶”等工艺，并选择避
开日常用品，专注开发茶咖用具。2023
年，李福明斩获“中国非遗年度人物”。

在发展自身事业的同时，寸发标、
母炳林、李福明等鹤庆银器锻制技艺代
表性传承人，纷纷将培养技能人才的使
命扛到了肩上。新华村及周边村庄的
青年也随之学艺，一时蔚然成风。截至
目前，寸发标直接带徒380多名，间接带
徒 1600 多名，通过高校授课培训学生
2000多名。母炳林收徒 200余人，并受
邀在高校开设课程，传授技艺与经验。
李福明及其工作室培训学员近1000名，
带动就业300余人。

在寸发标、母炳林、李福明等人的
带动下，“鹤庆银器”焕发出新的生机，
新华村形成了“家家有工匠，户户是作
坊”的景象，产品远销全国各地以及
美国、日本、印度、马来西亚、尼泊尔、
泰国、巴基斯坦等国家。

2014 年 11 月，鹤庆银器锻制技艺
被列入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性项目名录。

下转第二版

鹤庆县新华村——

非遗浸润 新生荣华

□ 通讯员 李靖晗 张吉

山林葱郁，药香四溢。在漾濞县
苍山西镇沙河村的博落回种植基地里，
成片的药材既是生态屏障，更是村民的

“致富密码”。
博落回凭借其散瘀、祛风、解毒并

缓解疼痛的药用价值，在药材市场上需
求旺盛。几年前，沙河村“两委”经深入
研究和实地考察，敏锐捕捉到村内的气
候、土壤等条件非常适宜博落回的生
长。于是，村“两委”与村民杨崇军合
作，流转300多亩林下闲置土地，大胆尝
试发展博落回药材种植。

杨崇军算了一笔“增收账”：“我们

通过三年不断摸索，现在亩产值已经稳
定在 1600—1800 元，去年用工 260 多
个，支付劳务费 3 万多元，让乡亲们在
家门口就能增收。下一步我计划带动
村民们再扩种1000亩。”

“我们采取‘党建+林下经济’发展
模式，引入订单农业机制，帮助农户解决
技术和销路难题。目前，全村林下中药
材种植1200多亩，年产值 220多万元。”
沙河村党总支副书记华继武介绍道。

近年来，漾濞县依托丰富山林资源
构建“林下+”产业矩阵，全县中药材产
业蓬勃发展。漾濞县纪委监委紧扣中
药材产业发展这一重点工作，精准发
力、跟进监督，聚焦林下中药材产业政

策落实、土地流转、技术指导及服务保
障等关键环节，采取“室组地”联动监督
模式，深入田间地头、合作社和职能部
门，全面了解产业发展实际情况，精准
发现并推动解决制约产业发展的堵点、
难点问题。

产业的发展离不开良好的营商环
境。县纪委监委紧盯关键岗位、重点领
域，将监督“探头”延伸至营商环境一
线，督促农业农村、市场监管等相关职
能部门主动靠前服务，简化审批流程，
加强技术指导和培训，提升服务效能，
同时严查吃拿卡要、推诿扯皮、敷衍塞
责等破坏营商环境行为，为全县中药材
产业发展营造良好营商环境。

2024 年，漾濞县中药材种植面积
44695亩，产量3926.6吨，产值达13719.9
万元。“监督跟着产业走。”漾濞县纪委
监委相关负责同志表示，下一步，县纪
委监委将持续聚焦中药材产业全链条
发展，进一步延伸监督触角，紧盯群众
产业发展中的急难愁盼问题，督促职能
部门主动担当作为，以监督“硬举措”优
化产业“软环境”，让山林资源“活”起
来，群众腰包“鼓”起来。

漾濞县——

监督护航“药产业” 激活富民新动能

清廉大理建设

新华村。（资料图片）

□ 通讯员 刘文英 左先勋

近年来，南涧县通过“走出去求真
经、请进来强本领、沉下去送实招”的组
合拳，构建起全方位、多层次的人才培
养体系，为全县茶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
新动能。

走出去 开阔视野拓思路

南涧县积极组织茶产业管理者和
从业者“走出去”，通过学习交流，汲取
先进经验，不断拓宽茶产业发展的视
野。2024 年 9 月，县政府主要领导带队
赴福建省福州市、厦门市等地，考察学
习茶产业发展经验，并积极开展招商工
作，为南涧茶产业发展寻求更多合作伙
伴。南涧县茶叶流通协会充分发挥桥
梁纽带作用，2024年先后两次组织会员
单位外出学习考察，与各地企业、机构
深入交流，启发新思路、开阔新视野。

2024 年以来，全县茶叶技术人员、
茶企代表先后两次参加云南省基层农
技人员现代农业绿色高效生产技术培
训班，在系统学习先进工艺、实地观摩
现代化茶厂生产过程中，为企业技术革
新、产品升级引入源头“活水”。

请进来 广纳贤才谋良策

坚持敞开大门，南涧县广邀专家学者
为茶产业发展“问诊把脉”。通过邀请
云南省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对全县
相关部门和茶企业负责人开展培训，进

一步剖析南涧茶产业现状、市场前景与发
展形势，不断探寻茶产业高质量发展新路
径。“首届云南白茶（无量山）产业发展
大会”期间，安徽农业大学原校长夏涛、
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副所长江用文
等8位专家围绕云南白茶产业发展作专
题报告，为南涧茶产业发展指明了方向。

近年来，南涧县通过实施“茶韵茗
人”精准聚才计划，累计引进省内外茶
叶行业专家33人，为科技赋能茶产业提
供智力支持。还与云南省农科院茶叶
研究所共建无量山白茶研究中心，成立
了 3 个专家工作站，搭建起高端人才与
产业发展的桥梁。

沉下去 扎根基层促发展

近年来，南涧县联合专家工作站、
科技人才和特派员队伍，分别到县内10
余家茶叶企业和合作社，对1100人开展
茶叶加工与茶园管理专题培训，把先进
技术转化为茶农“看得见、学得会、用得
上”的实用技能。还整合县人社局、县
总工会、县农业农村局等多部门资源，
开展茶叶加工、茶艺展示等专业化人才
培训，累计培养 500 多名持有中级及以
上证书的专业人才。

2024年以来，南涧县茶叶工作站专
技人员到产茶重点区，开展茶叶采摘与
加工技术培训400多人（次）；到茶场、茶
叶加工专业合作社开展培训 285 人
（次）。通过积极推动技术与人才资源
向基层一线下沉，不断筑牢南涧茶产业
高质量发展的坚实基础。

南涧县推动茶产业提质升级——

人才助力 茶香氤氲

本报讯（记者 蔡亮 通讯员 吴圯
蒋泽华） 近日，巍山县建宏牧业有限责
任公司顺利完成两个出口禽蛋原料养殖
场的海关备案核批，并出口首批次鲜鸡
蛋到缅甸，推动大理禽蛋产业迈入国际
化发展新阶段。

“目前，我们公司存栏蛋鸡28万羽，
年供蛋量9000万枚，首批向缅甸客户供
货 29.88 万枚，后续还将拓展业务至
老挝、泰国等国外市场，我们对企业出
口业务前景充满了信心。”巍山县建宏牧
业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李建龙说。

温和稳定的气候与天然的生态环
境，让巍山县成为优良的禽类养殖地，

“巍山生态鸡蛋”还被列入云南省“绿色
食品牌”品牌目录。近年来，随着东南亚
国家对禽蛋需求的日益增长，巍山县禽
蛋产业也迎来了走向国际市场的契机。

为帮助企业成功开拓国外市场，
大理海关多次组织业务骨干赴养殖场

开展现场评估，“一对一”向企业重点宣
传出口禽蛋原料养殖场备案要求和检验
检疫监管规定，并解读良好农业规范
（GAP）。大理海关稽查科副科长赵艳梅
表示：“我们对企业养殖环境、饲养管理、
疫病防控、场区功能布局等关键环节提
出改进意见和建议，帮助企业完善生产
管理制度、卫生和疫情疫病监测防控制
度、投入品使用规范及产品追溯体系，推
动企业建立符合出口要求的食品安全质
量管理体系，顺利通过海关备案，拿到出
口‘通行证’。”

近年来，大理海关持续深化“一企一
策”精准服务，针对企业需求量身定制帮
扶方案，通过“关长送政策上门”、业务培
训、宣讲会等形式，强化政策指导，创新集
中查验模式，不断提升通关效率，降低企
业成本，助力更多大理优质农产品走出国
门。据海关统计，今年前4个月，大理州共
出口农产品5.84亿元，同比增长18.5%。

从“本地鲜”到“全球享”

大理鲜鸡蛋实现首次出口

剑川县弥沙乡岩曲村村民在联农带农蔬菜种植示范基地采摘荷兰豆。（摄于
5月20日）

近年来，弥沙乡积极探索“党支部+合作社+农户”的产业发展模式，创新
春种荷兰豆、夏种白芸豆的套种模式，实现一地多收，为当地经济发展注入新
活力。 ［通讯员 杨莹 摄］

本报讯（通讯员 秦蒙琳 记者 杨钰洁
王光保）5月28日，由省委宣传部（省委
文明办）指导，大理州委宣传部（州委文明
办）和中央音乐学院新时代文明实践
云南大理基地共同打造的“风起苍洱·文

明长歌”沉浸式新时代文明实践文艺宣
讲暨“行走的廉政课”在剑川古城举行。

宣讲分为“风气·德润苍洱”“风物·
文明密码”“风骨·只留清气满乾坤”3个
篇章，串联剑阳楼、木雕博物馆、古戏台

等地标建筑，穿插了家风文化歌曲《传
家》、国家级非遗项目剑川白曲、情景剧

《一堵墙的故事》《红旗下的思想播种
者》等展演，鲜活生动地展现大理优良
的风气传统，进一步增强广大党员干部

的廉洁意识和文化自信，在全社会倡导
廉洁向上的社会风气。

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曾艳，
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委文明办主任
彭斌，州委书记杨国宗出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