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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讯员 李志刚 杨振东

十八大以来，祥云县认真落实
各项文化惠民政策，不断加大项目
争取和资金投入工作力度，促使文
化惠民工作取得新进展，公共文化
服务体系日益健全，基层群众文化
活动蓬勃开展，不断加快文化事业
繁荣发展步伐，城乡群众享受到更
多的精神食粮和文化大餐。

居住在县城的李发祥现在一
有时间就去离家不远的文化室里
活动，和朋友一起下下棋，或者是
看看书，他的业余文化生活很精
彩。李发祥说，“通过参加这些文
化活动，丰富了我们的业余文化生
活，也增进了朋友之间的感情。”

不仅县城的居民能够较为便
利的参与文化活动，祥城镇乡村的
群众也能享受到丰富多彩的文化
生活。十八大以来，祥城镇共投入
300多万元，修建了 31个村级图书

室，13个文化活动场所。
五年来，为进一步繁荣文化

事业，深入推进文化惠民工程，
祥云县坚持把文化工作的重点放
在基层，加强和完善农村文化服
务体系建设，大力实施乡镇文化
站、农家书屋、村级文化服务点和
村村通等工程项目，使基层文化扮
靓了乡村，并成为农村的一道靓丽
风景线。自2012年以来，争取到中
央和省文化部门每年给予农村文
化建设专项补助资金。到目前为
止，全县有文化部授予的二级文化
馆1个、三级图书馆1个、国家级二
级文化站1个、三级文化站5个，全
县 10个乡镇文化站均通过省级达
标，达标率为 100%。同时，建成达
标文化室 81 个、农家书屋 136 家，
建成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县级
支中心 1 个、乡镇服务网点 10 个、
村级服务点 103个，组建县级艺术
团1个、文化惠民示范村2个。祥云

县在实施文化惠民工程中，稳步推
进“两馆一站”免费开放，在“十二
五”期间，开展文化惠民演出319场
次。全县共有 1000多支文艺演出
队活跃在广大农村。与此同时，我
县的体育基础设施建设也取得了
长足发展，获得了广大群众的认
可。县城居民伍春芬说，“各个角
落都能够看到很多体育设施建
设，就是适合所有的老百姓的健
身设施，各种设施都有，大家都能
够在这个祥和的环境里面做适合
自己的运动，各个团体、跳舞的都
有，希望大家能够珍惜这个好的
环境。”

仅在 2016年，总投资 2.4亿元
的祥云县全民健身中心投入使用，
可以开展篮球、羽毛球、乒乓球、网
球等项目的比赛和训练，还能够满
足全民健身、休闲娱乐、训练教学
等配套功能需求，是一个集竞赛、
观演、教学、训练、健身、商展等为

一体的大型综合性体育场馆。仅
在2016年，我县向上级争取到网球
馆项目建设资金200万元以及近百
万元的健身器材26套，成功申报州
体彩公益金项目76个，争取到州补
资金 395万元，申报七彩云南全民
健身基础设施项目69个，争取省补
资金1020万元，全县文化体育公共
服务基础设施建设取得明显成
果。祥云县文化体育局体育股股
长薛映猛介绍说，“祥云县的体育
事业，最近几年取得了长足的发
展，主要是体育基础设施建设方
面，我们新建了全民健身中心，在
各乡镇新建乡镇体育基础设施，乡
镇灯光球场，在各个行政村、组，我
们新建水泥篮球场，我们在有这些
基础设施条件下，举办了祥云县全
民运动会，每年的8月8日，举办全
民健身运动，全民健身日系列活
动。为大家参加全民健身，打造一
个良好的环境。”

祥云：文化事业蓬勃发展 群众共享健康生活
热点扫描

□ 通讯员 赵春祺

“我学了一门好技术，农闲时
节、干完家务活就做刺绣，每个月
收入 1000多元，既增加了收入，又
照顾着老人小孩”。剑川县金华镇
新仁村杨寿花一脸高兴，这是她第
三次参加镇党委举办的布扎刺绣
艺术培训了。剑川木雕、石雕、土
陶、刺绣等能工巧匠众多，该县积
极探索农村实用技术人才培养新
模式，重在选育管、传帮带上下功
夫，千方百计调动农村实用技术人
才在脱贫攻坚中的引领作用，取得
了显著成效。

牵头抓总，强堡垒、聚人才。
成立剑川县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制
定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安排专项
资金扶持人才，统领人才工作。成
立县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社会组
织党工委、县工业园区党工委，建
立木雕文化园区 1个、石雕文化园
区 1 个，正在建设木雕旅游小镇 1

个，组建专业合作社，成立木雕、
石雕、土陶、布扎、刺绣生产加工销
售公司22个，在这些社会组织和非
公经济组织建立了党组织。对各
级组织、机构下的各类人才，由所
在组织进行分类造册，集中统一
管理。

校地联建，引外力、创品牌。
与中央美术学院、云南艺术学院、
云南农业大学、云南技师学院等院
校开展“县校合作”和支部联建，选
送工匠定期不定期到专业院校学
习，不断提升产品设计能力。由院
校党支部挂钩木雕文化村、合作
社、企业的党支部，开展联创联建，
以支部引领提升质量，打造剑川工
艺品牌。云南技师学院各党支部
分别与剑川县工业园区党工委、狮
河木雕协会党支部联姻，开展人才
培训、支部共建等活动。目前，全
县有 21个党支部与各院校的支部
开展共建联建活动。

“名匠”帮带，双培双带、互促

互赢。实施“剑川名匠”选拔工
程。去年，评出木雕、石雕、布扎、
刺绣和土陶 5 种类别共 10 名“剑
川名匠”，每人奖励 1 万元。强化

“双培双带”，注重在生产一线把
特色人才培育成党员，近两年来，
先后把在一线从事木雕、石雕、刺
绣的 17 名技术骨干发展成为党
员。在剑川兴艺古典木雕家具
厂、狮河木雕协会、剑川狮河金达
木器木雕公司等成立名师工作
室，重点选派党员进行培养，把一
批党员培养成了“名匠”。强化名
匠的传帮带，整合各类资源，由名
匠带头负责，分领域、分片区，送
艺到村社，送技到田间地头，使一
大批群众学会了各种技能，并熟
练运用。针对传统工匠不具备现
行招投标体制的资质要求和大批
项目需要传统工匠的矛盾，还积
极探索传统工匠“资质认证”工
作，构建层级分明、技艺高超、德
才兼备的传统工匠人才队伍，目

前，已组建完成木雕木工类传统
工匠合作社，着手开展“资质认
证”工作。

五年来，全县共开展各类农村
实用技术人才培训 184个班次，培
训人才2万余人。剑川县兴艺古典
木雕家具厂结合人才资源优势，开
办了 8期残疾人木雕技能培训班，
使一大批残疾人有一技之长走上
了脱贫致富之路。剑川县狮河木
雕协会与云南技师学院合作，在全
县8个乡镇的贫困村开展木雕技能
人才培训 20 余期，培训木雕人才
3000 余名。兴艺古典木雕家具厂
与云南技师学院合作，组织 1名国
家级工艺美术大师和5名省州木雕
技艺传承人，完成了怒江州独龙族
剑川木雕人才培训班、维西县木雕
人才培训班等班次，共培训5000多
名县外木雕人才，辐射滇西北地
区。现在，剑川木雕、石雕、布扎、
刺绣、黑陶从业人员超过2万人，产
业总值逾3.5亿元。

剑川：白乡大地技艺之花处处绽放

为在广大老同志中深入开展以“展示阳光心态、体验美好生活、畅谈发展
变化”为主要内容的为党和人民事业增添正能量活动，喜迎党的十九大胜利
召开，9月27日，大理州老干部大学（活动中心）举行庆国庆中秋器乐演奏会。

该次活动喜庆热烈，有8个班级的180多名老同志学员踊跃报名参加演
奏会。演奏会结束后，参加演出的老同志们纷纷表示，党的十九大即将胜利
召开，回顾讴歌党的光辉历程和丰功伟绩，展现今天的幸福生活，让大家信
心百倍。“我们将不忘初心，坚定不移跟党走！” ［记者 勾六零 摄］

监督·议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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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老干大学举办喜迎党的十九大器乐演奏会

本报讯（通讯员 杨宋） 九州
欢腾迎盛会，丹心向党谱华章。近
日，中共弥渡县委宣传部、中共弥
渡县委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弥渡
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主办“党
在我心中”书画展，迎接党的十九
大胜利召开。

此次书画展以献礼十九大为
主题，抒发对党的热爱之情，共展
出书画佳品70余件，激励和鼓舞全
县广大干部群众在党的领导下团
结奋斗，积极投身脱贫攻坚战，实
现弥渡跨越发展，以优异的成绩迎
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其中，展
出书法《振兴中华》、油画《守望》等

多幅作品具有较高的思想性和艺
术性，得到观众的一致好评。

又讯（通讯员 杨宋） 近日，
弥渡县举办“颂歌献给十九大”诗
词朗诵会，为喜迎党的十九大胜利
召开献上一份特殊的礼物。

弥渡县 62 名离退休老干部参
加诗词朗诵会，老干部们精心创
作、朗诵的100多首诗词，弘扬主旋
律、凝聚正能量，反映了党的十八
大以来，弥渡县各行各业取得了巨
大成就，家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人民群众快步奔向小康社会，
抒发了对党的热爱之情，表达了喜
迎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的心声。

弥渡县举办“党在我心中”书画展和
“颂歌献给十九大”主题诗会

本报讯（特约记者 张银奎）9月
28 日，由大理州文联、大理州图书
馆、大理州美术家协会联合组织举
办的“喜迎十九大——盛开远中国
画作品展”在大理州图书馆展出。

本次展出的近 60 件中国画作
品，是盛开远先生近年来主要以大

理苍山为对象的山水画以及部分花
鸟画作品。盛开远以苍山为对象创
作的作品构图丰满大气，笔墨酣畅，
画面灵动；色彩艳丽而不俗，墨韵生
动而不僵。无论是山石林木飞瀑流
云，还是春风牡丹夏荷秋果无不给
人带来美的享受和心灵的撼动。

“喜迎十九大——盛开远中国画作品展”
在大理州图书馆展出

大理市少艺校四年级舞蹈班的同学在表演白族歌舞《麻雀调、螃蟹调》。
近日，大理市少年艺术学校分别在全民健身中心和明珠广场组织“创建

文明城市暨喜迎十九大共筑中国梦”专场文艺演出。演出节目有《舞起幸福
鼓》《走在山水间》等。 ［记者 杨艳玲 摄］

宾川县金牛镇仁和村的老年人正在专注地演奏乐曲，沉浸在美妙的音乐之中。近年来，宾川县加大农村文化活动场所建设力度，引导广大群众开展
健康文明、积极向上的文化娱乐活动，提升群众的文化生活品位，不断促进乡风文明。 ［通讯员 安建雄 摄］

本报讯（通讯员 李丽琴）近日，
云南省第七届非物质文化遗产联
展在剑川县阿鹏文化广场举行。
来自昆明、玉溪、红河、楚雄、大理、
丽江、德宏、保山、临沧、迪庆、昭通、
曲靖等 13个州（市）的 42个传统美
术和传统技艺类优秀非遗项目参
加展出，其中有34个国家级省级非
遗项目及传承人。

本届非遗联展以“传承民族
绝艺、弘扬传统文化”“汇集云南
特色、展示魅力剑川”为主题，以
形式多样的展览和展销活动为载
体，为我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搭建一
个集“展示、交流、保护、发展”为一
体的综合性平台，充分展示云南非
物质文化遗产丰厚的人文蕴涵和
绚丽多姿的独特魅力，推动非遗保
护。通过广泛宣传非物质文化遗
产的方针政策，普及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知识，营造全民共同参与保
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良好氛围，

进一步推动我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工作深入开展，丰富人民群
众的文化生活，推动云南文化产
业发展。

三天非遗联展不仅丰富群众
精神文化生活，营造了全民公共参
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良好氛
围，也促进了剑川对外友好交流和
开放合作。联展期间，42个非遗项
目代表性传承人展示了白族甲马
纸、傣族织锦、剑川布扎、纳西族纺
织等制作技艺，并现场为群众教授
讲解非遗项目的制作和使用方法，
来自全省相关州市的歌舞乐非遗
传承人每天两场为观众展演了怒
族民歌《哦得得》、彝族歌舞《海菜
腔烟盒舞》、纳西族民歌《时授么哒
姿》、傣族民歌《赶摆归来》、白族霸
王鞭《桑悠呷》、剑川白曲《东山放
羊调》等歌舞乐类非遗项目，让广
大人民群众进一步认识“非遗”，了
解“非遗”，传承“非遗”。

本报讯（通讯员 杨训波 适志宏）
“郎要出门赶马去，留妹在家中……”
一曲来自弥渡县周美润老师 的

《赶 马调》和南涧县非遗工作者
的《山歌》组合对唱让台下观众激
情四溢。

近日，来自大理州十二县市的
200余名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
承人走进南涧欢聚一堂，以民族服
饰走秀、非遗项目表演等形式，展
示本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绝活，
喜迎十九大。

“哪里好玩哪里去，哪里好在
在哪里，茶是甜来情是深……”晚
会在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南涧
跳菜》中拉开序幕。《弥渡民歌》、
南涧的《山歌》、祥云的《阿达骆吔》，
南涧的《狂弦无量》、鹤庆《小妹小
妹小心肝》、南涧的《器乐合奏》，漾濞
的巴乌合奏《是你给我爱》，南涧传
统服饰展《多彩无量》，巍山县《龙

踪调》，云龙县的《云龙民歌》，轮番
上阵展演。最后，晚会在南涧彝族

《三道弯》表演中结束，整场演出中
现场观众好评如潮，掌声不断。

近年来，为使非物质文化遗产
得以保护传承，南涧县铆足了劲：
创新保护机制；设立完善保护机
构；组织相关人员开展“非遗”项目
调查；建立“非遗”数据库，实行网
格化管理；利用“文化和自然遗产
日”，展演南涧跳菜、三道弯、哑神、
打歌等优秀节目，吸引观众热情参
与；开展“非遗”项目申报，加强“非
遗”项目成果保护。

截至目前，南涧县共有非物质
文化遗产项目31项。其中，国家级
1 项、省级 3 项、州级 5 项、县级 22
项；有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
传承人国家级 1人、省级 7人、州级
10人、县级 42人；有州级民间艺术
大师9人。

本报讯（通讯员 李维丽）
9月 27日至 28日，云龙县宝丰古
镇文化保护与旅游开发协会举
行山地白族“力格高”民俗文化
活动，开展祭孔、小吃一条街、山
歌表演、茶艺表演、力格高表演
等活动。

小吃一条街上，古镇小碗蒸
糕、凉米线、卷粉、“牛打滚”（汤
圆）、茴香粑粑、豆豉、古镇月饼、
凉虾、玉米粑粑、泡萝卜、荞粑粑
等特色美食备受欢迎。孔庙里
人山人海、桂花飘香，祭祀师们
身着礼服各司其位，学生们齐诵

《论语》。在高亢的锣鼓声中，祭
孔仪式拉开序幕，祭孔释奠大典
依古礼进行，分迎神仪式、初献

礼、亚献礼、终献礼、撤馔礼、送
神、望燎等步骤，整个仪式集乐、
歌、舞、礼为一体，庄严、肃穆、虔
诚，充分展现出当地群众对圣人
的崇敬之情。宝丰古戏台上山
歌表演，董泽大院里茶艺表演，
文化广场上力格高表演等活动
民族风情浓郁。

近年来，云龙县在充分挖掘
和利用旅游文化资源上做文章，
以全面提升吃、住、行、游、购、娱
等综合服务水平为目标，切实完
善旅游设施、提升旅游服务水
平，促进了全县旅游产业发展。
今年上半年共接待国内外游客
43万多人次，收入 1.728亿元，同
比增长40.8%。

云龙县宝丰古镇举行
山地白族“力格高”民俗文化活动

云南省第七届非遗联展在剑川举行

南涧县举办非遗展演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