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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发展 共享生态

（大理海洋世界供稿）

黑星海刺
主要分布于太平洋、

大西洋北部和北冰洋。最
大直径可达 30 厘米，捕食
小型甲壳动物、软体动物、
鱼卵和其他小型水母。

要闻

按照《中国工商业联合会章程》规定，大理州工商业联合会（总商会）第六次
代表大会于2025年6月13日进行了选举。现将选举结果公告如下：
大理州工商业联合会（总商会）第六届执行委员会委员（共111名，按姓氏笔画顺
序排列）
寸四平（白族） 寸伟六（白族） 万有明 马 勇（回族） 王 昕
王中华（白族） 王根荣 方三儒（白族） 尹晓霞（女，白族） 左世武 布顺军
母银翠（女） 吉小冬 朱余伟 伍佳军 刘世云 刘志容 刘蓉舒（女）
字 晶（女，彝族） 孙小平 牟艳芳（女） 苏建光（白族） 杜 燕（女，白族）
杜庆宝（白族） 李 珍 李小波（白族） 李小朦（女） 李云雄
李东华（傣族） 李印华 李成茂（白族） 李学峰（白族） 李建龙
李孟璇（女，彝族） 李树春 李洪旺 李娅妮（女） 李朝君
李毅菊（女，白族） 李臻荣（白族） 杨 伟（回族） 杨 杰（白族）
杨 剑（白族） 杨 振（白族） 杨从显 杨文泽 杨代芳 杨永莉（女）
杨志刚（白族） 杨旻佺 杨建锋（白族） 杨春玉（女，白族） 杨益圣（白族）
杨娟花（女，白族） 杨鸿伟 杨敬成 杨嘉杰 何开旺 何天鹏 何满魁
汪国燕（女） 沈 镇 沈看周 宋 莉（女，苗族） 张小东（白族）
张冬梅（女，白族） 张永贵 张亚敏（回族） 张丽梅（女） 张灿斌（傈僳族）
张国永 陈从文 陈志明 陈茂钧 陈桂芳（女） 欧阳雪霞（女） 罗志刚
罗绍祎 罗珍铧 罗钧鹏 周锦洋（白族） 郑学良 孟 璟（女）
赵志刚（彝族） 赵利红（女，白族） 赵学海（白族） 赵俊磊 钟顺和
郜永贵（白族） 索雨晨 柴进增（彝族） 铁余斌 徐琨斌（白族） 郭 江
唐 军 黄学坤（白族） 黄树勋 龚瑞波 康建洪 梁晓龙 董盛贵（白族）
蒋拓东 蒋洪福 蒋德宏 鲁锦秀（女） 蒙知行（彝族） 雷家彬（女）
解正华 熊红文（彝族） 熊应武（彝族） 樊 斌

特此公告
大会秘书处

2025年6月13日

按照《中国工商业联合会章程》规定，大理州工商业联合会（总商会）第六届
执行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于 2025年 6月 13日进行了选举。现将选举结果公
告如下：
主席（会长）
雷家彬（女）
常务副主席（副会长）
蒋拓东
专职副主席（副会长）兼秘书长
熊应武（彝族）
兼职副主席（7名，按州委批复顺序排列）
钟顺和 王根荣 吉小冬 李 珍 杨旻佺 赵利红（女，白族） 陈从文
兼职副会长（10名，按州委批复顺序排列）
杨永莉（女） 何天鹏 赵俊磊 李小波（白族） 万有明 樊 斌 蒋洪福
何开旺 李树春 铁余斌
大理州工商业联合会（总商会）第六届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共38名，按姓氏笔
画顺序排列）
寸伟六（白族） 万有明 马 勇（回族） 王中华（白族） 王根荣 左世武
吉小冬 字 晶（女，彝族） 牟艳芳（女） 李 珍 李小波（白族）
李小朦（女） 李东华（傣族） 李印华 李树春 李毅菊（女，白族）
杨永莉（女） 杨旻佺 杨春玉（女，白族） 杨敬成 何开旺 何天鹏
陈从文 欧阳雪霞（女） 罗珍铧 孟 璟（女） 赵志刚（彝族）
赵利红（女，白族） 赵俊磊 钟顺和 铁余斌 龚瑞波 梁晓龙 蒋拓东
蒋洪福 雷家彬（女） 熊应武（彝族） 樊 斌

特此公告
大会秘书处

2025年6月13日

大理州工商业联合会（总商会）
第六次代表大会选举结果公告

大理州工商业联合会（总商会）
第六届执行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结果公告

着眼文物安全抓责任落实。坚持
“谁主管、谁负责”，州政府每年与 12 县
（市）政府和文物主管部门签订《文物安
全责任书》，建立文物安全责任人公示制
度和县、乡、村三级文物安全网络，完善
文保单位“四有”记录档案，完成2225个
文物安全责任人公示牌制作。将文物安
全纳入全州安全生产检查及专项整治工
作，联合开展文物消防安全专项整治，全
州近5年未发生重大文物安全事故。

着眼活化利用抓服务创新。我州积
极探索文物活化利用新路径，充分挖掘
文物在推进文旅融合中的独特优势，建
成巍山县文华书院、大理市苍逸图书馆、
大慈寺等一批形式多样的文物活化利用
标杆单位；建成形式多样、内涵丰富、极
具特色的各类博物馆60余家，为观众提
供便捷化参观、专业化导览、沉浸式体验
的优质服务。目前，全州 641 个文物保
护单位中，500余项古建筑、近现代重要
史迹及代表性建筑对外开放率达 95%，
133 项不可移动革命文物名录中 114 项
对外开放，文物系统15个博物馆全部免
费开放。

着眼氛围营造抓宣传发动。借助
“中国旅游日”“文化和自然遗产日”

“国际博物馆日”等契机，全州各级文
物保护单位积极在报刊、电视台、新媒
体平台等开辟“大理文物周历”“创建
东亚文化之都”等专栏，宣传文物保护
法规和全州文物保护工作成果。通过
全方位、多角度的宣传，吸引社会各界
关注文化遗产保护，让文物保护理念
深入人心，营造出全民参与文物保护
的浓厚氛围。

着眼文博发展抓队伍建设。我州高
度重视文物博物馆人才队伍建设，每年
联合人社、消防等部门开展文博人才培
训、文物安全实操培训等，切实提升从业
人员应急处置能力和安全生产工作水
平。州博物馆还通过选派培训、组织竞
赛等方式，打造出一支高素质、高水平的
讲解员队伍。

目前，全州有登录文物达 2225 项，
各级文物保护单位 641项。其中，全国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31 项，位居全省第
一，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61 项，省级不可
移动革命文物名录 133 项，州级文物保
护单位 197 项，县（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352 项。全州博物馆备案总数 21个，国
有文物收藏单位43家，馆藏文物68627件
（套），三级以上珍贵文物1333件（套）。

上接第一版

□ 记者 张洲 赵磊

“参观完景区，还能体验非遗制
作，这样的旅游体验很不错。”在大理
崇圣寺三塔文化旅游区三塔非遗公
园，记者遇到了正在体验非遗代表
性 项 目 甲 马的天津游客张先生一
家。张先生告诉记者：“我第一次到
大理旅游，在这里体验了甲马拓印，
让我对甲马文化有了更全面的了
解。而且，在刚刚的游览过程中，我
发现甲马的版画也融入了当下的一
些潮流元素，比如哪吒等，让我感觉
到传统文化更加贴近现代生活。”

作为对外展示大理整体旅游形象

的重要窗口之一，大理崇圣寺三塔文
化旅游区聚焦大理在地文化资源，积
极推动非遗进景区，建成三塔非遗公
园，助力非遗保护传承发展。

三塔非遗公园于2023年开园。公
园内不仅集中展示了具有代表性的
大理非遗及相关文创产品，还设置了
白族三道茶、甲马、白族扎染等非遗体
验。在这里，游客通过沉浸式体验，感
受大理文化的独特魅力。为了让非遗
更好地贴近游客，大理崇圣寺三塔文
化旅游区紧跟潮流趋势，将当下流行
的潮流文化元素巧妙融入非遗技艺，
对工艺流程进行合理改进，为游客带
来更好的体验。

“景区依托非遗公园，将具有代表
性的大理非遗搬进景区，让游客在制
作体验过程中，了解非遗技艺，感受
大理之美。”大理崇圣寺三塔文化旅游
区经营管理部主任杨爱萍说。

除了三塔非遗公园，大理崇圣寺
三塔文化旅游区的主题邮局也在非
遗传承保护发展方面发挥着积极作
用。走进三塔主题邮局，以大理非遗
元素为灵感创作的明信片、冰箱贴、
印章等文创产品琳琅满目。依托邮
局邮件寄递的基础功能，三塔主题邮
局打造出了三塔主题邮戳，推出赠送
明信片、加盖“大理三塔主题文化日
戳”等活动。

“现在我们收到最多的就是全国
各地的邮戳信，我们把信件统一收集，
盖上三塔专属邮戳，再进行邮件销
票。游客如有需要，还能复购三塔的

‘甲马’明信片，我们也会在完成销票
后寄往全国各地。”三塔主题邮局推荐
官赵润堂说。

目前，大理崇圣寺三塔文化旅游
区在园内建成包括三塔非遗公园在内
的 5个非遗展示馆、体验馆，全面展示
了大理全域范围内的各类非遗及相关
文创产品，在助力大理非遗保护的同
时进一步丰富景区文旅业态，形成景
区吸引力提升、非遗保护传承更具活
力的双赢局面。

非遗进景区 魅力再“加码”

□ 通讯员 左世玺 张霞 文／图

6月 9日，一场以“多彩非遗 幸福
无量”为主题的文化盛宴在南涧县
南涧镇西山村“西山幸福小院”上演，
标志着南涧县 2025 年“文化和自然遗
产日”系列活动正式拉开帷幕。

舞台上灯光璀璨，文艺演出《南涧
跳菜》精彩开场，彝家儿女身着艳丽的
彝族服饰，头顶托盘，脚踩节拍，以刚
健有力的舞姿将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
目彝族跳菜的豪迈气概展现得淋漓尽
致。紧随其后的是民族服饰走秀《多彩
无量》，演员身着融合彝族刺绣工艺的
华服缓缓走来，银饰叮当间，一针一线
的细腻匠心在流光溢彩中展现。随后，
彝族乐器演奏《蜜蜂过江》、正月龙灯会
文艺演出《新游春》、山歌《过山调》、朗
诵《多彩非遗 幸福无量》、彝族打歌《弦
歌》《三道弯》等节目轮番上演，演员们
尽情地展示才艺，用扎实的功底和精湛
的技艺尽显南涧文化魅力和非遗风华，
传递出南涧人民对生活的热爱。现场
气氛热烈，掌声、欢呼声此起彼伏。

舞台之外的非遗体验区同样热闹
非凡。在文化遗产拼图区，一幅幅以
文物、彝族刺绣、彝族跳菜为元素设计
的拼图前围满了好奇的参与者。其中
有很多小朋友，他们专注地拼接图案，
家长们则在一旁轻声讲解。一幅拼
图，成为了亲子间文化交流的桥梁，在
孩子幼小的心灵中播下了文化传承的
种子。旁边的非遗小吃制作区飘来阵
阵香气，南涧锅巴油粉非遗代表性传
承人陈国秀现场示范制作技艺，从调

浆到烫制，每一个步骤都吸引着人们
的目光。一位游客在亲自参与制作并
品尝了自己亲手做的油粉后，不禁感
慨道：“原来油粉的制作这么讲究！”在
非遗文创产品售卖区，彝族刺绣钱包、
剪纸书签、手工芦笙等非遗文创产品

琳琅满目，茶叶、油粉等特色美食香气
扑鼻。游客穿梭其中，精心挑选着自
己心仪的物品，最后满载而归。

此次活动同步在云南公共文化云
平台进行短视频直播，让无法亲临现
场的观众也能“云游”非遗盛宴。

据悉，南涧县后续还将开展短视
频线上展、平面作品线上展等活动，形
成“线上线下同频共振”的传播格局，
让更多人能够领略到南涧非遗的风
采，感受到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与独
特魅力。

线上线下联动 共谱非遗新篇

南涧县2025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系列活动启幕

□ 记者 张洲 赵磊

在大理的苍山洱海间，白族扎染
技艺是一抹永不褪色的蓝，在千年时
光中持续绽放光芒。2006 年，白族扎
染技艺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如今，随着
大理旅游市场的持续火热，白族扎染
以其独特的艺术风韵吸引着八方游
客。大理因势利导，推动白族扎染技
艺在创新中实现保护传承。

在大理市喜洲镇周城村，白族扎
染技艺传习所、体验馆密布。作为“白
族扎染之乡”，周城的白族扎染技艺远
近闻名，这里汇聚了一批年轻的技艺

传承者。他们积极探索在保护传承技
艺中推动创新发展的实现路径，赋予
白族扎染这项传统技艺现代生命力。

土生土长的白族人张翰敏便是其
中的代表。2012年，她与爱人返回大理，
创办了蓝续工作室，用心传承发展白
族古法扎染技艺。着眼于延续中国蓝
染的独特美学这一目标，张翰敏开办
起了扎染体验馆，指导游客亲手扎制、
染色，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扎染魅
力。她带领团队开发了一系列原创扎
染文创产品，从艺术作品、家具用品到
服饰、配饰、伴手礼，不断拓展白族扎
染的运用场景。她还通过提供高端定
制服务、与知名品牌打造联名产品的方

式，持续提升扎染产品的商业附加值。
作为白族扎染技艺州级非遗代表

性传承人，张翰敏在积极创新的同时，
对于坚守传统技艺也有自己的一番思
考。在她看来，非遗技艺的生命力是
其经过千百年发展背后的文化和价值
所赋予的。“创新不是颠覆，而是在不
改变文化基因的前提下延展。”张翰敏
说。她带领团队广泛走访白族扎染手
工艺人，收集整理传统纹样、学习传
统技法，发现白族扎染技艺的生命力
正源于其“在地性”——白族群众用扎
染布做头巾、腰带装饰，甚至作为女
子嫁妆，这些生活场景正是技艺的文
化土壤。

针对部分传统染织品色牢度差、
色彩较为单一的问题，张翰敏和团队
通过研究滇西北植物染色技术，开发
了超 50种色卡，并分门别类整理出传
统纹样数据库，改进了扎染工艺流程，
提升了色牢度，为白族扎染技艺的迭
代升级打下坚实基础。

“非遗源于生活，运用在生活中会
更有生命力。我们希望扎染不仅是艺术
品，更是实用的生活用品。”在张翰敏
看来，传承的关键是让传统技艺与现
代人的生活方式接轨。

如今，扎染衣物、饰品、桌布、冰箱
贴等既符合现代审美又承载白族文化
的产品，受到了各地旅游者的喜爱。

用心守护一抹蓝 传承白族传统文化

□ 通讯员 陆向荣

近年来，巍山县坚持“保护为主、
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工
作指导方针，健全机制、强化措施，加
强非遗保护传承工作，一幅幅新时代
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动画
卷铺展开来。

打好挖掘保护“传承牌”。加强非
遗立法工作，《云南省巍山彝族回族自
治县彝族打歌保护传承条例》目前已
经省人大常委会审议批准，条例对加
强彝族打歌保护传承，弘扬中华民族
优秀传统文化，促进文化建设和民族
团结进步事业具有重大意义。广泛实
地走访调查，挖掘新的传统项目及非
遗代表性传承人，对目前未列入非遗
名录的传统技艺、民俗等项目进行记
录。在美丽县城创建、特色小镇建设
中，因地制宜，整合资源，将中国历史
文化名街巍山古街打造成“非遗+文

旅”深度融合的“试验田”，并引起社会
力量的积极响应和参与，迅速在南街
特色街区建立多个以传统技艺类非遗
展示、体验为主的传习所。2022 年 10
月，南街非遗旅游街区成功入选“全国
非遗与旅游融合发展优选项目名录”，
提升了巍山古街的文化内涵，让“非
遗+文旅”融合活力不断迸发。

打好多头并进“宣传牌”。坚持活
态传承与静态展示并举，每年小吃节、
祭祖节、火把节、松花会等传统民族民
间集会日，以及春节、国庆、端午等节
假日，积极组织各类各级非遗代表性
传承人开展高台社火、打歌、扎染、刺
绣等非遗代表性项目展示、展演。举
办了“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首届
云南民歌大家唱”大理专场拉歌活动，
近 200 名选手同台献唱，给观众带来
一场视听盛宴。举办了“品韵非遗·点
亮生活”非遗集市活动，来自大理州内
的 19个非遗代表性项目、24名非遗代

表性传承人集中亮相，让游客和群众
深度体验非遗。开展了寻找最美扎染
代言人和以国家级非遗彝族打歌为底
色、以街舞为渲染的舞蹈盛宴——“穿
越时空·邂逅南诏”街舞秀。此外，组
织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连续四年参加
云南省“文化大篷车·千乡万里行”惠
民演出；以巍山彝族刺绣元素拍摄的
短片《嫁衣》获得威尼斯电影节“聚焦
中国”最佳影片奖；彝族打歌节目

《阿克里》荣获全国第十五届“群星
奖”；巍山扎染系列产品在中国国际旅
游交易会上获特色旅游商品金奖；彝
族山歌《二里半》入选第二届全国少数
民族优秀声乐作品展演……一个个亮
眼成绩，让巍山非遗声名远扬。

打好文化人才“培育牌”。制定印
发《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非物质文化遗
产项目保护与管理办法（试行）》及

《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非物质文化遗
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与管理办法

（试行）》，为非遗保护管理提供制度保
障。深挖民族民俗文化，扩充非遗资源
库，认定和收录非遗代表性项目96项，
其中，国家级 1 项、省级 5 项、州级 11
项、县级 79 项；有非遗代表性传承人
150人，其中，国家级2人、省级9人、州级
20人、县级119人。坚持投入非遗保护
经费开展非遗传习所建设，截至目前，
已分批次挂牌成立 21个传习所，涵盖
综合传习展示中心、传承示范点、非遗
工坊等形式，遍布全县10个乡镇，积极
开展非遗培训、展演活动，形成以点带
面辐射式的“传习所+传承人”非遗活
态传承模式。在大仓镇大三家村、南诏
镇自由村等传统村落、少数民族特色村
寨及乡村旅游村寨，举办刺绣、扎染等
非遗技能培训班，促进群众增收和乡村
振兴。有序推进非遗进校园活动，支持
鼓励各类中小学开设非遗课程、组建社
团，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经常性到校指导
教学，增强学生对非遗的传承意识。

舞台上，节目精彩纷呈，演员热情奔放。（摄于6月9日）

巍山县加强非遗保护传承工作——

非遗弦歌不辍 文化薪火相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