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通讯员 吴洪彪 郭年富

为进一步加快农村文体化阵地建
设，真正达到充实、丰富基层农村文化活
动，提升农民文化内涵的目的和作用，满
足农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
宾川县从2012年起，将每年安排1500万
元专项资金，建设 100 个农村基层党组
织和文化活动场所（其中新建 60个、打
造示范点10个，改造提升30个），按照示

范点补助40万元，新建非示范点补助15
万元，改造提升补助10万元的补助标准
进行建设。

该县在建设中将充分整合基层党
建、新农村建设、扶贫开发、村容村貌整
治、老年活动室、文化中心、群众体育等
项目资金，集中投入，共建共用，真正把
农村基层党组织和文化活动场所建设成
为推动发展、服务群众、凝聚人心的主要
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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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化

⇧ 苍洱漫谈 ⇨张宏宏 专栏

山龙

学习贯彻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
推动我州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近年来，云龙县以满足广大人民群
众精神文化需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以
改革创新为动力，大力实施文化兴县战
略，加强民族文化的传承和保护，深入
挖掘传统民族民间文化的深厚内涵，在
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坚持继承和
创新相统一，以丰富和提高广大农村群
众文化生活为突破口，打造文化品牌，
加快推进民族文化发展步伐。

加强民族民间文化的保护传承，弘扬
传统优秀文化。为了加强对全县各类文
物的有效保护和管理，云龙县成立了文物
管理委员会，维修了“诺邓玉皇阁及通金
桥、彩凤桥、滕桥”等一批州级文物保护单
位。完成了文物建档工作，完成功果桥老
桥头、新功果桥、小铁桥、望江楼四件县级
文物的搬迁工作。

申报公布了一批国家、省州县文物
保护单位。现在全县的文物保护单位有
县级32项，州级3项，省级2项，全县文物
保护单位共有37项。认真做好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工作，对传统文化保护区，非
物质文化保护传承人、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项目、民居传统文化传承人等作全
面摸底调查，分别立项保护。完成第七
批国保单位《诺邓白族乡土建筑群》、《沘
江古桥梁群》、《顺荡火葬墓群》三项申报
工作，并通过国家文物局专家评审。完
成虎山道教建筑群、董泽故居、吹吹腔古
戏台建筑群、云龙古盐井遗址群、石门摩
崖石刻群、段氏土司祠堂为第七批重点
省文保单位的申报工作。

创新群众文化活动载体，全县文化
事业繁荣发展。精心创作展演了《诺邓
谣》、《山乡处处谱新篇》、《力格高》、《寇
紫美》、《云龙礼仪接待歌曲》等一批群
众喜闻乐见的原生态精品节目。每逢
节日期间倡导各地群众送戏进城，云龙
山地白族生态歌舞“耳子歌”、“春牛

舞”、“田家乐”等节目为广大群众营造
了喜庆祥和的节日气氛。云龙县还以

“农村流动图书室”，周末县城广场电影
放映，“国产新片进农村”公益放映活动
为载体，不断丰富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
生活。搭建文化传播新平台。《遥远的
诺邓》完成前期拍摄，大型儿童电影故
事片《福源》已完成拍摄。完成《云龙风
物志》出版工作。云龙县还组织拍摄了

《云龙县白族吹吹腔》专题片，并在大理
电视台黄金时段播出。目前，还启动了

“新视角·魅力云龙”摄影大赛，进一步
提升云龙的知名度和美誉度。为进一
步培养文艺人才，云龙县文广旅局与大
理学院艺术学院签订合作协议，整合资
源，为双方人才培养共建新基地。公共
图书馆事业发展迅速。目前，云龙县图
书馆建筑面积 810 平方米，藏书总量
41000册，每年外借达28000册次。

不断丰富和提高基层广大群众的
文化生活。云龙县全面加强基层文化
基础设施建设，已建成4个乡镇文化站，

还有4个乡镇文化站正在建设中。在77
个行政村建成农家书屋，藏书达 115500
多册，广大农民群众不仅在农家书屋中
学到了农业科技知识，还丰富了业余文
化生活。目前，云龙县还倡导全县各中
小学校开展“优秀文化进校园”活动，弘
扬优秀民族民间文化，推动校园文化健
康发展。每逢节日期间，云龙县文广旅
部门组织吹吹腔艺术团跋山涉水深入
全县各地为广大农村群众进行巡回演
出，送戏到边远山村，同时全县共有 160
多个民族民间演出队活跃在山乡，极大
地丰富了广大农村群众的文化生活。
认真组织实施农村电影放映"2131"工
程，建立了农村数字电影放映员队伍，
确保每个行政村每个月放映一场电
影。全力做好20668套村村通直播卫星
接收设施的维修服务和用户信息管理
工作，确保山区群众能较好地收听收看
广播电视节目。

打造文化品牌，加快文化产业发
展。打造好中国历史文化名村，中国景

观村落诺邓，天然太极图，古桥梁文化，
吹吹腔文化，耳子歌文化等文化品牌，
促进文化产业发展。借助功果桥电站、
苗尾电站建设，开辟澜沧江高峡平湖农
耕文化旅游区，以旅游开发促进文化产
业的发展。以漕涧阿昌族文化抢救挖
掘和文化保护为切入点，结合温泉地热
资源开发，打造独特文化品牌和休闲疗
养康体健身基地。目前，云龙县正在组
织专业人员对全县的旅游景点、旅游线
路、特色小吃等方面资料进行收集，将
在新浪网旅游频道、滇西旅游网、中国
云龙网等网络媒体上发布并宣传旅游
信息资源。云龙县还着力加强旅游从
业人员的培训，有1000多名旅游从业人
员接受了云龙历史文化知识和旅游知
识的培训，目前已有54名学员取得了国
家认证的旅游服务技能资格证书。云
龙县还通过积极招商引资，引进成立了
云龙县比苏文化传媒有限责任公司，注
册资金 200万元，成为云龙县文化事业
走向文化产业的新支撑。

打造文化品牌 加强传承保护

云龙县加快推动民族文化发展步伐
□ 通讯员 尹文云

1847年，香港马礼逊学堂美籍校
长布朗博士因病回国调养，随行携广
东学生容闳、黄胜、黄宽前往美国留
学，开中国近代留学教育之先河。此
后，中国人自费留学异国的人数逐年增
多。1872年，在容闳的建议下，唐绍仪、
詹天佑等30人于1872年到达美国，开
中国近代官费留学之先河。1895年甲
午战败后，鉴于日本明治维新所取得
的巨大成功，中国人纷纷开始留学日
本，欲学习日本，振兴中华。1898年，清
政府拟定了留日官费生章程，留学日
本遂成为一项国策。自此之后，为了
改变中国积贫积弱、任人宰割的局面，
中国留学生西赴欧美、东渡扶桑，负笈
求学，矢志不渝地为推动中国近代化、
推动中国向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
的方向前进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大理女性在这股近代留学的热潮

中，毅然冲破种种封建的藩篱，留学异
国，不再受家长、父兄乃至家族的压迫
和束缚，一改家庭中的附属地位，追求
经济独立、婚姻自主，在教育、科技、文
学艺术乃至政治领域做出了各自的努
力，为实现自身的解放，乃至社会制度
的变革矢志不渝、奋斗终身。

据相关史料记载，清朝末期和民
国时期，大理地区留学异国的有近百
人，其中当有少数为女性，如 1905年，
取得官费资格留日的女性中就有13个
云南人，这其中可能就有大理女性。
当时，留日的中国女性多就读于下田
歌子创办的东京实践女子学校，她们
怀揣着爱国、雪耻、强国、富民的梦想，
敞开胸怀拥抱日本的大千世界，主要
学习医疗医药以及文学美术方面的知
识，从事社科专业的以主修教育者居
多，寻求着救亡图存、争取女权的道

路。这些留日女学生归国后，以鲜活
的形象出现在历史舞台上，她们积极
创办杂志传播、宣扬新思想，大力提倡
女学，谱写着女性解放的历史新篇章，
她们对于近代中国社会产生的影响以
及在中国女性地位的转变中所起的作
用是积极的、进步的。

大理女性之所以能够在20世纪初
取得官费资格留日，在很大程度上与
大理女学的兴起有关。清末民初，在
急剧的社会变革中，大理女性扶着古
老帝国的残墙颓壁，慢慢地寻找着新
的出路，女学的兴起为她们打开了一
扇窗户，她们就此迈入了学校教育的
门槛，就读于女子师范学校、女子中学
等女学，不仅接受到传统的儒学教育，
而且还接受到新式的西方教育。这为
大理女性进一步的启蒙和觉醒打下了
基础，为她们走出国门，留学东瀛做好

了准备。
【注】下田歌子原名平尾鉐，1854

年生于美浓国惠那郡岩村，1873 年出
仕皇宫，由于擅长和歌，被昭宪皇后赐
以“歌子”之名。1882年，在伊藤博文
等政府高官的援助下，下田歌子开设
桃夭女塾，专门从事上流社会女子的
教育事业。1899 年，下田歌子创办东
京实践女子学校并出任校长，积极投
身于日本各阶层女子的教育之中。

1901年，东京实践女子学校接收了
胡彬夏、陈彦安、钱丰保、方君笄、曹汝
锦、王莲、华桂等最初的7名女留学生，
1902年特设清国女子部，1905年增设
清国女子师范工艺速成科，修业一年，
分三个学期，师范科开设教育、心理、地
理、历史、算术、体操、唱歌、日语、汉文
等科目，工艺科开设教育、理科、算术、
体操、唱歌、日语、汉文等科目。

新中国建国前留学异国的大理女性

□ 特约记者 陈应国

祥云县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
六中全会精神，在开展深化文化产业改
革和加强体育事业建设中，以争创建全
省文化先进县和小康体育特色县为龙
头，不断加大资金投入力度，着力加强
硬件建设，积极改善文体活动环境，有
力地推进了文体产业和体育事业发展
进程。

为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六中
全会提出的深化文化产业改革、推动社
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指示精神，祥
云县紧紧围绕推动城乡文化体育建设
发展的工作目标，整体联动，加大投入，

打牢基础，稳步推进，抓住上级补助加
强基层文化站建设的机遇，在中央和省
开展文化站建设项目进行补助的前提
下，在上级对每个文化站补助建设资
金 26 万元的基础上，筹措相应的配套
经费，完成了云南驿镇和下庄镇两个
综合文化站建设和其他文化建设。在
加强村级文化室建设中，由县政府对
达标的每个村文化室补助建设资金
5000 元，全县完成了 40 个村级文化室
的达标建设；认真组织实施 21 个行政
村的农民体育健身工程，验收达标后
对每个村补助了建设资金 1.6万元，共
补助资金33.6万元；由县文化体育广播
电视部门出资，向 29 个村级老年活动

中心赠送乒乓球桌 29张。为改善和更
新县城影剧院的内部设施，增强其服务
功能，祥云积极向上级争取维修资金45
万元，对影剧院进行维修改造，使其服
务功能更多，更加利于传承健康向上的
群众文化。

为不断改善文化体育活动环境，祥
云县在开展文化场、馆建设的同时，还
借助城镇规划建设和新农村建设，切实
做好城乡体育场地的配套建设，科学规
划，稳步推进，加强县级业余训练场馆
项目建设，投资新建祥云县体育综合训
练馆，并从多方努力，使文化体育活动
环境得到不断改善，促使全县文体产业
和体育事业不断迈出崭新步伐。

祥云县着力提升城乡文化活动环境
□ 通讯员 李武华

近年来，弥渡县立足弥渡深厚的文
化底蕴、广泛的文化基础、丰富的文化资
源、响亮的文化品牌四大优势，以争创全
国文化先进县为目标，着力推进花灯民
歌大观园、小河淌水风情园建设，抓好文
化遗产保护与传承、民族文化精品打造、
群众文化活动、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文化
旅游产业发展和文化人才队伍建设六项
工作，文化建设取得丰硕成果。

文化基础设施明显改善。积极争取
项目资金，实施了南诏铁柱三防、古建筑
维修和环境绿化美化工程，实施了 6个
乡镇文化站业务用房标准化建设，完成
了行政村活动场所建设，完成77个行政
村（社区）“农家书屋”建设，实施文化信
息资源共享工程，基本实现了文化信息
资源共享县、乡、村三级全覆盖。

文化遗产保护卓有成效。弥渡花灯
和弥渡民歌成功申报为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成为拥有两个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的极少数县份之一。弥渡县被命
名为第二轮“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

《小河淌水》荣膺云南省纪念改革开放
30 周年最具魅力十大文化品牌榜首。
全面实施“花灯民歌进校园”工程，普及
传承花灯民歌文化。命名表彰了县级花

灯文化名乡 1个、历史文化名村 4个、花
灯文化名村 14 个，民俗文化联系点 23
个，命名了100户“花灯世家”，为保护传
承文化遗产打牢了基础。深度挖掘弥渡
文化资源，积极申报了一批州级、省级、
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文化精品打造成果丰硕。该县创作
了《正月十五闹花灯》、《山村医生》等一
大批文化精品，弥渡文化在国家级、省
级、州级舞台上大放异彩，在全省、全州
举办的各式各样的赛事中，都取得了较
好的成绩。

群众文化活动异彩纷呈。2011年，
为了更好地调动群众参与文化活动的积
极性，该县聘请省州专家及大中专教师
对群文骨干进行专题培训；群众文化工
作者经常深入社区、坝区、山区辅导培训
群众，多层次培养文艺人才。通过广场
文化活动，扩大群众积极参与，今年县乡
共举办各种广场文化活动33场，参演单
位达 178个，演出节目 362个，观众达 10
万余人次，群众文化活动覆盖率达 80％
以上。倾力打造百支民间花灯队，夯实
群众文化活动基础，该县的 200 多支业
余花灯队常年活动在城区、坝区、山区，
为节日增添喜庆气氛。坚持实施送戏下
乡活动，县花灯剧团今年演出 44场，到
农村放映电影1052场。

弥渡县城乡文化建设取得丰硕成果

□ 通讯员 施剑羽

近年来，大理监狱始终把活跃和丰
富警察职工文化体育生活，全力营造积
极健康向上、充满活力和朝气的工作氛
围，并以此为突破口，努力提升警察职
工的文化体育生活和精神文化素养，以
此来促进警察职工队伍更好地做好新
时期监狱工作。

大理监狱党委坚持从监狱自身实
际和监狱工作特点出发，始终将切实搞
好监狱文化建设当作是提升新时期监
狱警察职工队伍凝聚力、战斗力和向心
力的一项重要举措来抓。在定期或不
定期地对监狱文化体育建设工作作出
安排和部署的同时，从财力和物力上尽
可能地保证监狱文化体育事业健康发
展的需要。监狱政治处、工会、团委等
相关部门也始终坚持把活跃和丰富警
察职工的文化体育生活当作是自己义
不容辞的职责，适时组织警察职工在狱
内开展丰富多彩的体育文化活动，同时
有重点地参加省监狱管理局、大理州和
大理市组织开展的相关活动，不仅有效
地丰富了监狱警察职工的文化体育生
活，而且更重要的是进一步激发了警察
职工队伍全力搞好新时期监狱工作的
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

在组织开展一系列的文化体育活
动中，大理监狱坚持从监狱工作的特点
和监狱警察职工的实际出发，坚持平时
以监（管）区为主，政治处、团委、工会分

别组织为辅，重大法定节日活动以全狱
性和多部门联合组织为主的原则开展
相关活动。同时，积极参加由云南监狱
系统或大理州（市）相关部门组织开展
的各项文化活动和体育赛事，以此来促
进警察职工文化体育活动的深入广泛
开展。仅2011年以来，监狱就已经相继
参加了云南监狱系统优秀廉政小品展
演，共青团大理州委纪念“五·四”运动、
喜迎建党 90周年“高唱红歌跟党走”文
艺晚会等活动。

通过因地制宜地在警察职工中开
展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文化体育活动，不
仅增强了全狱警察职工队伍的凝聚力
和向心力，进一步提升了新时期监狱警
察职工队伍的精神文化素养，而且更为
可喜的是还由此有力地推动了监狱精
神文明创建活动的深入开展，从而为监
狱2011年3月顺利通过市级“文明单位”
验收、2011年9月荣获大理市市级“文明
单位”称号创造了有利条件。与此同
时，由监狱警察职工组成的相关代表
队，还在参加大理州、市有关部门以及
省监狱管理局组织开展的相关文体活
动中也先后分别多次获奖，其中，在大
理州政法系统首届“政法杯”体育运动
会上，取得了总团体奖1个（以总分33分
名列第三）、团体奖5个、个人奖9个的好
成绩。这些成绩的相继取得，既较好地
展示出了新时期监狱警察职工的时代
风采，又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监狱的知
名度和对内对外的良好形象。

立足监狱实际 活跃警营生活
——大理监狱开展警察职工文化体育活动侧记

□ 通讯员 陆向荣

近年来，巍山县
文学协会积极开展
组织“三下乡”、采风
和笔会，培养出了了
一支梯队整齐的作
家队伍，文学创作呈
现出健康向上、蓬勃
发展的良好态势，产
生了广泛深远的社
会影响，加快了该县
文化立县步伐。

培养了梯队整
齐 的 文 学 创 作 队
伍。在加快文化立
县进程中，巍山县积
极繁荣文学事业发
展，充分认识文艺队
伍建设、人才培养的
重要性，注重本土人
才的培养，着眼于

“出作品出人才”，优
化文学人才队伍年
龄、知识结构，加强
文 学 创 作 队 伍 建
设。一群老年作者
植根本土，讴歌家
乡，埋头著书立说，
成为晚霞中的精神
跋涉者，张秉祥、苏
嘉林、宗师纪等老
同志笔耕不辍，撰
写了大量反映南诏
文化的随笔并在各
级报刊发表，成为
大批潜心创作、不
事张扬、风格迥异、
个性突出的本土作
家。中青年作者比
学赶超，势头不凡，
诗歌、散文分别在

《人民文学》和《人民
日报》发表，涌现出
了毕增富、郑丽伟等
大批年轻作者，并相继加入省州县作
协。截至目前，在全县业余创作的人
员中，已有省级作家协会会员2人，州
级作家协会会员13人，县级文学协会
会员120多人。

创作了琳琅满目的文学作品。
为了给广大文艺爱好者提供发表作
品、展示才华的园地，巍山县委、政
府逐年增加投入，为作家提供创作
平台。该县相关部门在出版《南诏
古都巍山》、《巍山旅游》等书刊时，
也特别邀请县文学协会成员为创作
骨干，真正建构起一个联系创作、繁
荣创作、打造精品的平台。目前，范
建伟创作的文化散文集《巍山探宝》
已正式出版，刘绍良创作的散文集

《山地的事》、刘绍良苏佳琴合著的
《小吃天堂》、只廉清创作的散文集
《腊罗吉地》、陆向荣创作的散文集
《寻幽巍宝山》目前已由云南民族出
版社正式出版发行。据初步统计，
仅去年一年，该县共有 160多件（次）
有质量的散文、随笔、小说等文学作
品相继在《人民日报》、《云南日报》、

《大理日报》、《大理文化》等报刊杂
志发表。

产生了广泛深远的社会影响。
在文学创作过程中，巍山县采取请
进来和走出去的方式，邀请知名作
家到巍山采风创作，鲁迅文学院西
南作家班作家诗人巍山采风，知名
作家黄尧、海男等到巍山采风，创作
出了大批优秀作品。随着网络的发
展，该县许多文学作者纷纷在网上
开通了自己的特色博客，向外界推
介家乡，不仅为巍山的文学青年施
展个人文学才华提供了一个平台，
也给当地政府提供了一张全新的外
宣“名片”。该县文学协会还紧紧围
绕县委县政府的中心工作，与县内
各职能部门、企业联合开展各种采
风活动，先后组织了巍宝山笔会、东
莲花笔会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文
学采风活动，创作出了近 6万多字的
文学作品在各级媒体发表，部分作
品还在各种征文活动中获奖并入编
各种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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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讯员 施新弟

洱源县坚持“以生态文明为本，以
文化历史为魂”，把旅游宣传与建设文
化强县相结合，大力推动文化融入旅游
产业发展的各个层面，促进了旅游与文
化共生共荣、和谐发展。

该县在开展具体工作中，一是加强
和改进洱源民族文化的对外宣传工作，
充分挖掘、研究、提升洱源民族民间文
化，重视文化精品生产，积极开展对外
文化交流与传播；二是利用会展活动，
积极宣传和推介洱源梅果、邓川牛奶和
乳扇、凤羽砚台等绿色生态旅游产品，

做强做大旅游商品品牌，提高洱源的知
名度。

一年来，该县共在中央、省州主流媒
体上刊播的外宣稿件达1206条，洱源新
闻信息网站点击总量达40多万人次，各
种形式的对外宣传工作为促进洱源县经
济社会又快又好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洱源县外宣工作围绕旅游文化有声有色

鹤庆县中窝村的群众
在该村“万村书库”选读图
书。近年来，鹤庆县积极
争取各级支持，不断加大
投入，推进全县文化基础
设施建设，同时，充分发挥

“万村书库”“农村书屋”等
文化惠农工程的作用和功
能，丰富农村群众的精神
文化生活，着力推进文化
的繁荣发展。

（通讯员 洪 峰 摄）

宾川投入1500万元建设农村文化活动场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