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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非遗技艺带富一批人
——记大理州第二届“苍洱霞光”人才杨伍松

巍山——

法院村镇联动调解 化解邻里纠纷

□ 记者 何俊倬

杨伍松，1964 年出生在云龙县
诺邓古村的一个普通家庭，从小师从
爷爷（万春公，18 代诺邓民间火腿传
统技艺腌制艺人）腌制火腿，20 代
诺邓民间火腿传统技艺腌制艺人，现
任云龙县诺邓火腿厂党支部书记、厂
长，大理州工商联执委，云龙县工商
联副会长，云龙县企业家协会会长，
云龙县省级诺邓火腿腌制技艺非遗
传承人。

杨伍松从小就在耳濡目染中掌握
了火腿腌制技艺，并且用他自己的实
际行动助推了诺邓火腿的发展。作为
诺邓火腿制作技艺省级非遗传承人，
他表示有责任、有义务将诺邓火腿制
作技艺传承下去，让诺邓火腿制作技
艺发扬光大，真正实现非遗创造性发
展、创新性转化，助力乡村振兴。

拾起传承 建房设场
近年来，随着旅游业的兴起，诺邓

古村逐渐被外人所知，来诺邓古村旅游
的外地人越来越多，但游客想要买诺邓
火腿时村里却拿不出货来。杨伍松

看到村内诺邓火腿品质虽好但产量少
对外形不成影响力时，决定用从爷爷
那里学到的手艺把诺邓火腿推广出
去。他通过把传统中原地区的火腿
腌制方法与当地白族千年盐文化相
结合，腌制出香味浓郁、色泽红润、含
盐量低、口感好的诺邓火腿。创业
之初，面对着场地、资金等重重困难，
杨伍松没有气馁，而是积极想办法解
决。2002 年，杨伍松通过贷款、找亲
戚朋友借，筹到 50 万元启动资金，在
诺邓村诺邓盐场废址上创建了大理州
云龙县诺邓火腿食品厂，并于 2004 年
注册了商标。

发扬光大 推动发展
办场初期，杨伍松的火腿厂主要

以出售支数为主，产品附加值低，游客
反映携带不方便、清洗不方便、保存不
方便。收集到消费者建议后，杨伍松
及时进行改进，设计并印刷精致包装
盒进行真空包装，并在保留传统制作
技艺的基础上，带领5位县级诺邓火腿
传统技艺腌制传承人和企业技术骨干
加大科研力度，发明了“盐泥火腿”，并
获得2项发明专利和3项外包装专利，

研发出了满足现代健康需求的诺邓
火腿生产工艺和标准，产品得到了市
场认可。2012年 5月，纪录片《舌尖上
的中国》播出后，“诺邓火腿”瞬间名
声大噪，由当地小有名气的产品变成
国内热销的特色品牌，很多游客都慕
名来到诺邓，火腿销量越来越好、价
格不断攀升，这给杨伍松和村民们带
来了巨大商机。此时，杨伍松的火腿
厂也配合诺邓古戏台的恢复重建，从
诺邓古村搬到了县城边上的果郎村，
生产规模逐步扩大，发展成了如今拥
有 4 个腌制车间，年腌制火腿 3 万多
支，长期用工36人，季节性用工250多
人次，间接带动农户 5000 多人增收的
诺邓火腿食品厂。火腿厂生产的诺邓
火腿也先后荣获第十四届中国国际农
产品交易会参展农产品金奖、第十一届
泛亚国际农业博览会优质产品金奖等
数十项殊荣。

党建引领 联农带农
自己的火腿厂发展壮大后，杨伍松

开始思考如何依托火腿厂带动周边群
众脱贫致富的问题，并及时成立非公
经济党支部，组建“云龙火腿开发协

会”，形成“党支部+企业+协会+农户”
的发展模式，在资金上扶持、技术上指
导，使协会人员尽快发展、建档立卡贫
困户尽快脱贫。在他的带动下，有 26
个微型企业和46个会员与176名建档
立卡贫困户建立合作关系。2017年10
月，在诺邓火腿食品厂党支部的领导
下，企业在检槽村投资 120 万元资金，
提供资金支持、技术把关，建成火腿腌
制基地，每年生产约2000支火腿，增加
当地群众收入 200 多万元。2018 年，
企业与21户建档立卡贫困户签订了产
业发展带动帮扶协议。2019 年，企业
与诺邓村综合服务部签订合作发展框
架协议，负责相关技术、经营、服务等
方面的指导，提升贫困户的产业效
益。并与检槽乡老仙场、炼登、清朗、
文兴，白石镇的顺荡村共292户农户签
订了扶贫协议书，建立了9个诺邓黑猪
原生态放养基地，壮大村级集体经济
的同时带动群众脱贫致富。杨伍松充
分发挥诺邓火腿食品厂作为云龙县非
遗扶贫工坊示范点及新型农民培训基
地的作用，把诺邓火腿的腌制技艺传
授给更多愿意学的人，让更多人依靠
诺邓火腿腌制技艺挣更多钱，为巩固
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
接做出应有的贡献。同时，企业还在
白石镇的顺汤村和中和村建立两个火
腿加工基地，培养了 53 个本地农民成
为火腿加工基地技术骨干，每年白石
镇的顺汤村和中和村火腿收入达 397
万元。如今，杨伍松的企业已成为云龙
县农业局新型农民培训基地、云龙县
扶贫车间、省级非遗工坊。

热心公益 回馈社会
“企业的发展壮大离不开政府、

消费者及社会各界人士的支持，我们
在适宜地区建立火腿腌制车间、养
殖基地，带动贫困地区经济发展，助
力脱贫攻坚的同时，力所能及地参与
各种捐资助学活动，认真履行企业的
社会责任。”杨伍松说。10 多年来，
杨伍松一直这样说也这样做，他先
后为灾区、学校及全县防汛抗旱、脱
贫攻坚、疫情防控等重点工作捐赠
10 多万元善款及物资。同时，发挥
云龙县省级诺邓火腿腌制技艺非遗
传承人的作用，先后培养、授徒上百
名，让更多的人通过学习培训后回
家开办火腿厂，为家乡脱贫致富和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作出了积极贡献，
杨伍松也多次荣获中国民营经济最
具影响力人物、全国先进个体工商
户、第五届云南省百名拔尖农村乡土
人才、大理州农村乡土拔尖人才等荣
誉称号。

杨伍松（右一）在火腿厂内指导职工腌制火腿。（资料照片）

本报讯（通讯员 马浩楠）近日，巍山
县人民法院大仓法庭联合永建镇西山村
委会，成功调解一起涉及邻里矛盾纠纷，
实现矛盾纠纷就地化解，切实深化基层
矛盾纠纷源头治理，实质性化解当事人
矛盾，助推基层诉源治理纵深发展。

当事双方本是和谐友好的邻居，
却在相邻通道的通行问题上产生了矛
盾纠纷，双方当事人各执一词：原告坚

决要求被告拆除搭建在其房屋外的铁
皮围墙；被告则认为是在自己的通道
上围的铁皮，且同意拆除铁皮围墙的
前提是原告将自己屋顶上的排水管割
断、并赔偿之前损坏的通道路面。案件
进入诉讼程序后，承办法官立即联系双
方当事人进行现场勘验及调解，但双方
对立情绪极大，第一次现场调解受到极
大阻碍。但办案人员秉持司法为民的

初心，积极启用联动调解模式，邀请西
山村委会工作人员一起再次进行实地
勘查，开展调解。

调解现场，村委会工作人员耐心地
从邻里关系方面给双方做思想工作，引
导双方回想当初和睦互助的友邻关系，
以“旁观者”的角度客观分析现在发生争
议的原因。承办法官则例举“六尺巷”的
典故，劝说双方以“让他三尺又何妨”的

大度各退一步，逐步平复双方心情，使当
事双方关系得到缓和。最终，双方达成
一致意见，被告在签署调解笔录的同时
立马拆除了铁皮围墙，原告也保证在一
个月内将定下的协议履行完毕。

最终，西山村委会辖区内两户的邻
里纠纷在“法院+村委会”联动调解的模
式下，得以顺利化解，取得了法律效果
和社会效果的有效统一。

弥渡县城文笔路上，鲜花盛开，绿树成荫，春意盎然，人们徜徉在绿美街道上，享
受着美景，幸福感满满。（摄于4月11日）

近年来，弥渡县通过规划建绿、破硬植绿、拆围透绿、见缝插绿、立体增绿、庭院
造绿等措施，大力建设绿美县城，不断提升人居环境，县城建成区绿地面积达214.87
万平方米，绿地率达42.13%，绿化覆盖率达46.34%，形成了一街一景观、处处是风景
的绿美城市新格局，提升了市民的幸福感。

［通讯员 杨宋 摄］

漾濞县瓦厂乡黑马小学学生配合公安民警解救、放生校园内被困的国家二级保
护动物猫头鹰。（摄于4月10日）。

近年来，黑马小学不断加强校园生态文明建设，倡导学“生态常识”，做“生态卫
士”，用实际行动保护野生动物，共同营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环境。

［通讯员 李云娜 摄］

居民在鹤庆县文庙公园内休憩。（摄于4月8日）
自2022年起，鹤庆县深入开展绿美城市创建工作，城市园林绿化水平逐年提高，

县城景观品质明显提升，“健康、文化、生态、绿色”的公园特征愈发凸显，周边居民
“300米见绿，500米见园”目标已基本实现。

［通讯员 陈妍霞 宝天俊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