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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讯员 赵利梅

“笃笃笃、嗤、嗤……”在剑川县
甸南镇天马村天艺园木雕馆内，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剑川木雕
的传承人施顺华正手持刻刀，精心雕琢
着《鲤鱼跃龙门》。木屑纷飞间，木雕作
品栩栩如生地展现在眼前。

“施师傅，去年的传承人补助到账
顺利吗？”近日，剑川县纪委监委监督检
查组来到天艺园木雕馆，向施顺华了解
情况。施顺华放下刻刀，看着馆内正
在“沉浸式”体验木雕手作的游客，高
兴地说：“非常顺利。镇纪委的同志也
经常来走访，有问题随时能反映。现在
政策扶持给力，县里的发展环境越来越
好，每天都有不少外地游客来体验木雕
手作，剑川木雕借着旅游产业的发展成
功‘出圈’啦。”

“雕得金龙腾空舞，镂出金鸡报五
更，刻成百鸟枝头唱，雕花引蜜蜂。”这句
民间谚语正是剑川木雕精湛技艺的真实
写照。为守护好这一珍贵的非物质文化
遗产，剑川县纪委监委主动扛起文化遗
产保护监督政治责任，创新运用“室组
地”联动监督机制，对木雕产业发展全链
条进行全流程监督与活化利用，为剑川
木雕保护传承工作注入强劲动能。

剑川木雕保护传承工作涉及领域
广、专业性强，重点部门和关键岗位人
员的履职情况直接影响保护成效。剑川
县纪委监委立足“监督的再监督”职责，
通过调研座谈、实地走访、联合督查等
方式，对各职能部门政策落实、履职尽
责、项目审批、经费使用等情况开展全

方位监督检查，以强有力的监督执纪，
压实部门主体责任，并充分发挥“监督
保障执行、促进完善发展”作用，推动构
建“党支部+协会+公司+基地+个体户”
五位一体经营模式，规范市场秩序，推
动木雕产业规模化、标准化发展。同
时，建立动态跟踪问效机制，定期回访
从业者和企业，督促相关部门优化帮扶
举措。

剑川县纪委监委还将监督触角延
伸到文旅融合发展一线，督促文旅、发
改等部门深挖木雕文化内涵，创新“木
雕+”产业形态。当前，剑川县集创作展
示、研学体验、文化消费于一体的木雕
馆纷纷涌现，“木雕文化节”“非遗研学
游”等活动精彩纷呈，木雕元素深度融
入民宿、餐饮、文创产品中，实现了非遗
项目活态传承展示，拓展了文旅融合新
空间。全县从事木雕产业的人员超过
2.5万人，木雕产业年产值超5.5亿元，占
全县工业总产值的 10%以上，剑川木雕
从传统手工艺成为县域经济发展的重
要引擎。

“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事关文脉传
承，责任重大。”剑川县纪委监委相关负
责人表示，“下一步，我们将积极探索

‘监督+服务’模式，主动倾听木雕从业
者和企业心声，及时协调解决发展难
题，以高质量监督执纪推动剑川木雕焕
发新的生机与活力。”

剑川县以监督赋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

当好木雕“守艺人”

以旅居为笔 绘就乡村振兴新画卷

本报讯（记者 蔡亮） 进入暑期，
大理的旅居热再度升温，位于巍山县
大仓镇的苍鹭谷，以集水上运动、田园
旅居、非遗体验于一体的全新模式，成
为游客旅居新选择。

苍鹭谷位于巍山县福庆水库旁，
群山环抱、植被繁茂，山、林、湖、草、
田等多样地貌相映成趣。优质的水
域为摩托艇、皮划艇、冲浪板等水上
运动创造了绝佳条件，周边连绵的
群 山 则 是 徒 步 、骑 行 爱 好 者 的 天
堂。苍鹭谷所在的幸福村委会通过

“党支部+合作社+运营主体+农户”
的创新模式，打造了水上运动中心、
森林教室等特色场景。在这里，摩托
艇的刺激、冲浪的畅快、皮划艇的悠
然、徒步的惬意，以及独特的非遗体
验项目，让越来越多国内外旅居者慕
名而来。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
是每个人心中的诗意梦想。在苍鹭
谷，人与小动物、花草树木和谐共生，
一切都美好得不可思议。”来自北京
的唐敬宇如此感慨。来自日本的旅
居者雨婷也赞不绝口：“这里的环境
真的非常好，宜人的气候、舒缓的生
活节奏，让人仿佛回归了大自然，我特
别喜欢。”

依托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苍鹭谷
全力打造“旅居+多业态”模式。除了
户外运动项目，游客还能清晨出湖捕
鱼，体验渔家之乐；午后草地骑马，尽
享驰骋快意；傍晚围着篝火载歌载舞，
感受当地民族风情的魅力。整个暑
期，苍鹭谷预计接待游客 1万人以上，
其中旅居游客近1000人。

面对未来发展，巍山自在文化旅
游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罗谆透露：“我

们希望在苍鹭谷能开创一种全新的旅
居生活方式。在这里，人们可以尽情
拥抱户外，畅享田园生活，享受一种健

康、运动的生活方式，充满朝气与活
力，让每个人都能在这里找到向往的
生活状态。”

山水作伴 运动为趣

巍山县苍鹭谷成为旅居热门地

短评

开启家门口的“诗与远方”
□ 蔡亮 李虹

苍鹭谷的实践证明，发展乡村旅
居不是简单的资源变现，而是生态、
文化、生活的共生共荣。“山水田园+
运动旅居”的模式，既保护了当地生态
环境，也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新的活
力。乡村旅居的健康持续发展，不仅
让乡村“富起来”，更让城乡“融起来”。

在山水田园间，推动乡村旅居产
业高质量发展，需构建“政府引导+企
业运营+村民参与”的协同机制，通过
多元业态融合、完善联农带农机制，
将沉睡的山水资源唤醒，全力拓宽绿
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路径，共同
书写好乡村振兴的时代答卷。

□ 记者 李丽合 高正达

大理市海东镇上登村委会的石头村，
由于交通不便、地域狭窄，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村民们陆续外迁，石头村成
了典型的“空心村”。但是，村里的民
居建筑仍保留着传统风貌。

2019年，来自北京的雕塑家梁永利
在采风途中邂逅了石头村，瞬间被村
内古朴原始的建筑和静谧优美的自然
环境所吸引，他当即租下一座老院子，
开启了诗意栖居的新生活。梁永利回
忆：“这里的一切都未被现代文明过多

侵扰，清晨到夜晚的蝉鸣鸟叫，在城市
里早已难觅踪迹。”

在梁永利之后，陆陆续续有 30余
位艺术家被石头村吸引，在这里安家
落户并成立“石头艺术村”，这个曾因
村民大量外迁而留下的“空心村”，在
艺术的滋养下，重新焕发出生机。

2023年 3月，在朋友的介绍下，油
画家王寿彭与朋友来石头村写生，被
村里原汁原味的传统风貌深深吸
引。他回忆：“当时，我在这里作画 10
天，感觉还有画不完的素材，记录这
些美好特别有意义。大理宜人的气

候与石头村浓厚的创作氛围，让我毫
不犹豫地租下一间院落，耗时一年改
造修缮。如今，我把自己的工作室也
搬到了这里。”

石头村现存传统民居院落 125
座，其中的 98 座院落已经对外出租。
如今，走进石头村，各种各样的艺术工
作室在这里落地，油画家、歌唱家、陶
艺家等不同领域的 34 位艺术家在此
扎根，石头村正在成为越来越多艺术
家的“第二故乡”。

石头村的旅居者李红认为自己是
石头村的一分子，保护古村落是每位

“新村民”的责任。她说：“旅居在这里
的人们都达成了一个保护村子的协
议，我们秉持‘以旧为旧，修复如旧’的
理念来改造院落，既保护好古村落，又
为村子融入现代艺术气息。”

“艺术家们的入驻，不仅为村庄的
发展做了进一步规划改造，更吸引了
大量游客，让村子焕发出新的生机与
活力。”大理市海东镇上登村委会党总支
副书记杨正军表示，未来村委会将进
一步完善水电路等基础设施，与“新村
民”们携手，将石头村打造成更具魅力
的艺术家园。

大理市海东镇石头村——

艺术赋能 唤醒“空心村”

□ 通讯员 孟云

作为鸡足山南麓一个民族风情浓
郁的白族村落，宾川县鸡足山镇寺前村
以党建为引领，不断深挖优势资源，以

“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
独特魅力，构建起“民宿集群+民房旅
居”双轮驱动的产业格局，为乡村振兴
注入新动能。

为加速旅居产业发展，鸡足山镇
围绕寺前村白族传统村落文化，精心
谋划村庄发展，积极争取发展项目 60
余个，累计整合资金 2800 余万元，先
后实施了白族民居改造、墙体彩绘、古
树木保护等项目。随着基础设施日益
改善，寺前村游客数量不断增多，各类

民宿、饭店、农家乐如雨后春笋般涌
现。寺前村先后获得“中国少数民族
特色村寨”“省级文明村”“云南特色文
化产业示范村”等，“党建引领、政府搭
台、企业唱戏、群众参与”的旅居产业
发展模式初具雏形。目前，全村 41户
人 家 经 营 民 宿 ，占 全 村 总 户 数 的
56.94%，拥有特色客房200余间。

在寺前村，旅居者每月只需花
1000元左右的租金，就能享受轻松惬
意的旅居体验；追求“慢生活”的旅居
者，则可选择一年支付 3万元租金，租
下一间民房，深度融入当地生活；更有
部分旅居者租下民房，精心装修改造
后进行民宿运营，为寺前村民宿旅居
业发展提供了新思路。目前，寺前村

各类旅居者超过 70位，多元旅居模式
正悄然成型。

随着旅居业不断发展，村民们将
空闲老房屋出租给游客，唤醒沉睡资
产；200余名村民通过经营民宿、售卖
土特产品、景区务工等实现“家门口”
就业，人均年务工收入达 2 万元。村
集体通过发展相关产业，每年集体经

济收入达 20 万元。通过举办篝火晚
会、民族节庆等活动，寺前村进一步放
大文旅融合效应，带动特色农产品销
售额增长30%。

立足资源禀赋，以旅居为抓手，
寺前村着力推动旅居产业特色化、个
性化、品质化发展，为乡村振兴注入了
新的活力。

宾川县鸡足山镇寺前村——

多元旅居 白族村落迎蝶变

弥渡县弥城镇高芹村改造好
的旅居小院。（摄于6月19日）

今年，弥渡县整合资金超过
3700万元，实施了6个乡村旅居产
业发展项目，通过盘活闲置农房、
校舍、土地等资源，探索“旅居+温
泉”“旅居+运动”“嵌入式旅居”等
模式，重点打造以白崖城、高芹、
高孟营、三合、文盛街为代表的旅
居弥渡样板。

［通讯员 罗兴武 摄］

本报讯（通讯员 王倩） 近年来，
永平县针对基层党组织发展不平衡、后
进党支部提升难等问题，创新探索实施
一对一或一对多的“1+X”党组织结对共
建机制，通过“以强带弱、中间互促”的
模式，推动组织联建、资源联用、发展联
动，有效提升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
斗力。

分析研判打基础，找好共建搭子。
依托党支部分类定级工作，永平县通过
分级评定、深入调研、科学匹配“三步
走”，明定位、摸需求、“结良缘”，确保结
对精准有效。严格按照“支部自评—党委
审核—上级审批”程序，科学确定先进、
中间、后进党支部；通过走访座谈、征求
意见等方式，全面掌握先进党支部的特
色优势、中间党支部的晋位需求、后进
党支部的短板弱项，为精准结对提供依
据；综合考虑行业特点、地域分布、工作
需求等因素，按照“先进带后进、中间互
促进”原则共建结对。2025 年，全县共
结对子 307对，其中，先进带后进 24对、
先进带中间271对、中间互促12对。

分类施策提质效，定好共建调子。
永平县坚持“互利共赢、注重实效、减负

增效”三项原则，有效区分不同类别党
组织共建需求，确保工作方向不偏、力
度不减。共建双方围绕“共建一个坚强
有力的党组织班子、共建一支素质过硬
的党员队伍、共建一个功能实用的活动
阵地、共建一套务实管用的工作制度”
等发展目标进行交流合作，确保共建有
亮点、结对出实效；围绕“开展一次党建
工作研讨、一次实地观摩学习、一次经
验交流、一次主题实践”等制定共建计
划，确保共建活动务实高效。同时，通
过简化考核程序环节、减少考核指标、
落实减负要求，推动结对双方在党组织
建设以及推进中心工作中取得实实在
在的成果。

锚定任务明措施，走好共建路子。
永平县结对党组织通过组织联建、活动
联办、队伍联育“三联”机制，共同研究
解决基层党建重点难点问题，联合开展
主题党日、专题党课等常规活动及特色
活动，强化党支部书记、党务工作人员
常态化沟通交流，进一步规范组织设
置、优化工作机制、提升工作效能，不断
增进共建双方的沟通交流与合作，推动
共建双方能力共同提升。

结对共建 激发活力

永平县全面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

清廉大理建设

在巍山县庙街镇六合村巍山土陶制作技艺县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葛俊超家，游
客在体验制陶。（摄于6月15日）

近年来，巍山县将土陶制作技艺与文化、旅游相结合，让游客在“沉浸式”体验中
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推动非遗技艺传承，带动乡村旅游发展，助力群众增收和乡村
振兴。 ［通讯员 陆向荣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