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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 记者 李玲

随着火把节临近，大理的街巷市
集正被节日的热情点燃。在下关最
大的火把市集黑龙桥旁，绵延数百米
的火把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各式
火把整齐排列，等待为即将到来的节
日盛宴添一把火。

大麦地村村民毕周明一家销售火
把已经 20多年，他说：“火把都是自家
手工制作，今年备了一千多把火把，两

万斤松香，批发和零售都在做，到火把
节基本能售完。”

摊位一角，毕周明的母亲将剪好
的彩色棉纸小心翼翼张贴在升斗上，
手指翻飞间，一个三层升斗渐渐成型，
顶端的彩色风车在微风中轻旋。火把
市集上，与火把同样抢手的，便是这寓
意“步步高升”的五彩升斗。

“升斗寓意高升、平安。大家基本
是一把火把一个升斗搭配购买。升斗
使用也有讲究，虽说是凭喜好购买，但

是一般就是小火把配两层升斗，大火
把则配三层升斗，寓意‘连升三级’。
除了传统升斗，我们还做了小风车
款，小孩特别喜欢。”毕周明的母亲笑
着说。

来自四川的谢女士和同伴正举着
火把在摊位前拍照留念。“我们来大理
感受旅居生活，刚好赶上火把节，听说
是云南最盛大的节日，我们也想好好
感受一下，所以今天特意到火把市集
来买火把。刚才摊主还教我们怎么正

确使用松香，向我们推荐大理适合过
火把节的地方，真是太期待了。”谢女士
兴奋地说。

据了解，从 7 月初，大理各地市集
陆续开始有商贩销售火把，但临近火
把节前的3天，才是火把销售的高峰期。

浓浓的节日氛围弥漫在整座城市
街头巷尾，传递着大理人民对火把节
的热情与期待，那即将熊熊燃起的火
把，也承载着大理人民对丰收的祈愿、
对平安的寄托。

期待你来体验火热激情之夜

大理市：街巷市集火把热销 点燃全城期待

本报讯（通讯员 杨雨 杨文艳）
今晚，充满激情的大理火把节狂欢将
在大理市全民健身中心广场开启。

据了解，活动将于晚 7 时开始，
晚 8 时 18 分 将 举 行 大 火 把 点 火 仪
式。期间，还有热情洋溢的“打跳”、

歌舞表演轮番上演。此外，现场还设
有打铁花区域，当“铁水流星”绽放夜
空，带来“火树银花不夜天”的极致浪

漫，让您尽情感受火把节的热烈。
现场还将设置小吃摊位，乳扇沙

琪玛、饵块等特色美食等你来尝。

今晚 火把节狂欢将在大理全民健身中心举行

手持升斗的市民在巍山县城街头与民间非遗传承人合影。（摄于7月17日）
火把节即将来临，巍山古城大街小巷的节日氛围日渐浓郁，商家纷纷提前准

备各种物资，市民走上街头购买火把、松香、彩旗、水果等节日用品，火把节的节
日氛围已提前点燃。 ［通讯员 陆向荣 摄］

游客在巍山县蒙阳公园盛开的火把花下拍照打卡。（摄于7月17日）
火把节即将到来，巍山古城各处的火把花也开启了迎客模式，火把花竞相

绽放，开得红红火火，吸引不少居民和游客拍照打卡、休闲观赏。
［通讯员 饶国生 摄］

□ 通讯员 郑增纲 钱任之

冰粉凉虾在碗里泛着清甜光泽，
刚出锅的豆米小糕蒸腾着白雾，烤得
焦香的肉串和鱿鱼在滋滋冒油……

随着火把节的临近，7 月 16 日，
“品味巍山·寻根南诏名特小吃展”上，
巍山古城常态化小吃街和南诏文化广
场新增的各地名特小吃摊点烟火味渐
浓，千年南诏的“火文化”与舌尖上的

“食滋味”在这里碰撞交融，吸引着大
批慕名而来的游客驻足体验。

下午时分，陆续有徜徉在古街小
吃摊点上的游客，点上一份心仪的小
吃慢慢品尝，或悠然漫步古街，体会
巍山古城的这份宁静。

来自巍宝山乡的字秀珍，是南诏

文化广场参展摊位里最积极的商户。
平日在互联网上售卖巍山特色农产
品的她，这一次主要售卖冰粉凉虾、
柠檬水、卷粉米线等。“我们去年参加
过小吃节活动，受到了很大启发，游
客对巍山特色产品和小吃都比较认
可。”她一边向笔者展示香水柠檬，一
边笑着说，想让更多游客知道巍山的
特色农产品，在增加收益的同时，把产
品宣传出去。

除了巍山县本地的商户，还有不
少其他地方的商户带着特色小吃来展
销，来自昭通的李萍就是其中一位，这
是她第二次带着家乡的昭通小肉串来
参加巍山小吃展销会了。“上一次来展销
最多的一天销售了 3000 多串，看到这
次活动信息就赶紧报名了。”李萍说。

巍山作为茶马古道和南方丝绸之
路的交汇点、多民族聚居地，民族相
融、文化相通、历史相承，为饮食文化
的交融、荟萃提供了相应的氛围。巍山
具有丰富的饮食文化资源，传统工艺、
名特小吃品种丰富，门类齐全，价廉物
美，有名特小吃 24 个系列 350 多个品
种，各类小吃荤素相宜、营养益寿，深
受各地食客青睐。

笔者看到，小吃展销现场不仅有
传统小吃，也有不少“俄罗斯零食”“钵
钵鸡”等年轻人感兴趣的新奇美味。
从传统到创新，从县内到州内外，小吃
展上的每一份味道都藏着各地的味蕾
故事，吸引游客在这里大快朵颐。

据活动承办方巍山县彝族打歌
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杨银通

介绍，本次“品味巍山·寻根南诏名特
小吃展”时间为7月15日至19日，其中
常态化小吃街有商户 47 户，文化广场
新增摊位 60 户，目前各商户已经就
位，秩序井然进行销售。

据了解，除了展出丰富多样的小
吃，本次火把节文化旅游活动周，巍山
县还将同步开展文化体验、彝族打歌
展演及篝火晚会、“融入现代生活——
非遗正青春”等系列活动，并在苍鹭谷、
东莲花分会场举行特色活动，打造

“食、游、购、娱”一体化的消费新场景，
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民族文化。全县
将通过举办丰富多彩、形式多样的火
把节活动，着力提升巍山县节庆品牌影
响力，进一步促进文旅产业快速发展，
助推巍山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巍山县：火把节里的味蕾盛宴

□ 通讯员 王丽 李娅雪

7月16日，大理州市场监督管理局
与南涧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检验检测机
构联动，在南涧县综合集贸市场启动

“你点我检 服务惠民生”火把节食品安
全专项活动，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热情向过往
群众介绍“你点我检”民意征集系统，
邀请大家现场“点单”，选出最关心的
食品种类、检测项目及场所进行检
测。同时，为市民免费提供蔬菜、水果、
肉类、米线等食品的快速检测服务。

“这个活动给我们消费者的健康加

了道保险。不仅让我了解更多食品安
全知识，吃水果蔬菜也更放心了，希望
以后多办这样的活动。”市民魏红娟说。

通过发放宣传手册、现场答疑等
方式，工作人员还普及了食品安全知
识与检验检测常识，帮助群众直观了
解检测流程，有效提升了公众的食品

安全意识。
据悉，本次活动共抽检样品143批

次，涵盖水果蔬菜 126 批次、粮食加工
品 4 批次、畜肉 9 批次、食用油 1 批次、
淀粉制品 2 批次、肉制品 1 批次，以切
实行动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助力
大家度过一个欢乐祥和的火把节。

南涧县：州县联动开展火把节食品安全专项活动

□ 通讯员 施雁莎

农历六月二十四，一年一度的火把
节将如期而至，祥云县祥城镇城西菜市
场内人山人海、热闹非凡，此起彼伏的
叫卖声，透出了节日才有的烟火气。

市场东南角，专门划定的火把售
卖区格外引人注目。一排排火把整齐

排列，既有粗壮高大的“巨无霸”，也有
小巧精致的“迷你”款，以满足不同的
消费者需求。商贩郭满正整理着摊位
上的火把，他说：“我卖火把已经十多
年了，今年菜市场规范管理之后，统一
规划了这片区域让我们摆摊，买卖方
便多了，生意也比以前好做多了。”

不远处便是羊肉摊位，新鲜的羊

肉色泽红润、纹理清晰，摊主动作熟练
地忙碌着，切肉、宰骨、称重、装袋一气
呵成。前来购买羊肉的顾客络绎不
绝，叫卖声、讨价声交织一片。

居民陈一铭说：“火把节烧火把、
吃羊肉是习俗，希望来年日子能红红
火火。”

时鲜蔬果区人头攒动，各种新鲜

的蔬菜、水果琳琅满目，碧绿的薄荷、
通红的番茄、翠棱般的姜柄瓜……让
人应接不暇。

年年岁岁节相似，红红火火景不
同。在火把节这一具有深厚民族文化底
蕴的节日里，传统习俗与现代消费相得
益彰，展现出了节日经济的蓬勃生机，
勾勒出了一幅生动鲜活的市井画卷。

祥云县：火把节里的市井烟火气

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全力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全力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 通讯员 李继明 杨伟松
杨廷钧 文／图

“这是已经发酵了三年的火腿，它
为什么能够生吃，是因为经过反反复复
的发酵，经过时间和岁月的沉淀，才能
达到生吃的级别。火腿生吃，需要切成
薄薄的片。”云龙县白石镇顺荡火腿厂
负责人赵学儒在介绍火腿的一种特殊
吃法。

“不是整只火腿都能生吃，只有猪后
腿部的特定部位才可以，而且必须是发
酵三年以上的。”赵学儒说。对于生吃火
腿片，在发酵时间、部位选择、切割时的
刀功等方面都有着严格的要求，吃的时
候可以配以水果，也可以配上红酒，有着
别样的味道。

据了解，云龙县白石镇顺荡火腿厂
位于海拔2400米的高山河谷中，拥有优
越的地理和气候环境，四周植被茂密，生
态良好，妥妥的“天然氧吧里的美食工
坊”，加上特殊的腌制技艺，这里产出的
火腿在品质上、口感上都有独特味道，深
受消费者青睐。

除了优越的地理、气候环境，特殊的
腌制技艺也是顺荡火腿厂火腿保品质、
保口感的重要因素。“用我们顺荡的井盐

去腌制，是我们的优势，顺荡井盐富含钾，
还有一些微量矿物质元素。”赵学儒说。

顺荡火腿厂建成于 2017年，占地面
积 15 亩。2019 年，顺荡火腿厂牵头成
立云秀种植合作社，吸纳社员 10 户，形
成了“企业+合作社+农户”的发展模
式，联农带农作用不断增强。

成立以来，顺荡火腿厂始终坚持科
技赋能，培树精品，稳步推进适度规模
化发展。目前是上海同济大学重点帮
扶企业、云龙县就业帮扶车间，昆明理
工大学在火腿厂设立了专家工作站。
在巩固拓展线下销售的同时，火腿厂
开始探索线上销售，通过网络直播带
货等方式，进一步拓宽销售渠道，产品
的 知 名 度 、美 誉 度 也 在 不 断 提 升 。
2024 年销售火腿 3500 多只，销售额 400
万元，主要集中在省内市场，2024 年注
册“云诺臻品”商标。

“目前，顺荡火腿厂火腿存量在
9000只左右。下一步，我们将着力在延
链拓链上下功夫，通过科技赋能，精品
制作，拓宽销售渠道；传承好制作技
艺，保品质、保口感；积极培树品牌，努
力打造具有地域特色的高原特色食
品品牌，让顺荡火腿走得更远更高。”
赵学儒说。

云龙顺荡火腿 时光酝酿的美味

□ 通讯员 李庆芳 洪恺 张玲

七月，骄阳似火。位于鹤庆县金墩
乡的大理小棕熊农业种植有限公司鹤庆
基地内，首批黑莓迎来采摘季，一场关
于甜蜜与清凉的盛宴悄然开启。

黑莓，富含花青素、鞣花酸、生育酚
等多酚类物质，浆果风味独特，有很高
的营养和保健价值，还具有很高的药用
价值，被誉为“生命之果”“黑钻石”

“水果之王”。
工人穿梭在黑莓树间，动作轻柔熟

练。她们拨开枝杈，细心挑选，轻轻摘
下成熟的果子，进行初次分拣，随后轻
轻放入随身携带的小桶中。据了解，基
地内的采摘工人此前曾到红河接受了
45天的相关培训。

基地经理王智斌介绍，鹤庆基地一
期种植蓝莓 100亩、黑莓 40亩，黑莓从 7
月份首次采摘，采摘期3个多月，将一直

持续到 10 月底，亩产约 1.5 吨，每公斤
100 元—300 元不等。黑莓经工人采摘
后，经过分拣、称重、装盒等环节转运到冷
库。首批采摘的黑莓单果重量在8克—12
克，糖度达10度—13度。基地所产果子
主要依托“怡颗梅”品牌的影响力外销，
将运往北上广等城市的大型商超进行
销售。

2024年，金墩乡引进大理小棕熊农
业种植有限公司，同年 7 月开始建设基
地大棚，今年4月底进行黑莓移苗栽种，
采用水肥一体化种植技术，依托进口生
物制剂，引入生物防治手段，有效防止
了有害天敌的侵害，减少了化学农药的
使用，让黑莓更加安全、有机。

夏日炎炎，一颗颗“黑钻石”色泽鲜
艳、酸甜多汁、口感细嫩。给消费者带
来舌尖上的甜蜜与惊喜的同时，更是把
这份甜蜜与清凉送到了群众的心窝窝
上，变身为村民的“致富果”。

被誉为“生命之果”“黑钻石”“水果之王”——

鹤庆县首批黑莓采摘上市

本报讯（记者 杨铁军 田野） 7 月
18 日下午，州政协召开党组会议，传达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
指示批示精神，全国及省、州重要会议及
文件精神，研究《州政协党组学习教育问
题清单》动态调整工作，审议《州政协机
关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
教育工作自检自查报告》。

州政协党组书记、主席程鹏主持
会议。

会议要求，要学习贯彻好习近平
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
神，结合大理资源禀赋与产业现状，组织
政协委员开展专题调研；要发挥政协桥
梁纽带作用，引导政协委员关注大理青
年成长发展；要深入推进党的自我革命，

推动州政协机关各级党组织全面进步、
全面过硬；要立足大理多民族聚居实际，
充分发挥政协大团结大联合优势，组织
委员开展调研视察和协商活动。

会议强调，州政协党组和党组班子
成员要认真做好学习教育“回头看”，要
把学习成效切实转化为改进作风的实际
行动，持续深化政协系统作风建设。要
时刻绷紧纪律规矩之弦，坚决反对形式
主义、官僚主义，厉行勤俭节约、力戒奢
靡之风，以优良作风保障调研视察务实、
协商议政精准，让群众真切感受到政协
工作的新风正气。

州政协党组成员参加会议。不是党组
成员的州政协副主席，各委室主任、专职
副秘书长、办公室副主任列席会议。

州政协召开党组会议

大理州“扫黄打非”举报电话：0872-2313058
大理州“扫黄打非”举报邮箱：dlzshdfbgs@163.com

大理州“扫黄打非”问题线索举报方式

▼ 顺荡火腿厂负责人赵学儒介绍顺荡火腿独特味道的秘密。（摄于7月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