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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一版）全面推进农厕问题整改，推

动人居环境整治重点由村庄向庭院延

伸、由村村干净向家家干净转变。抓好

生态环境保护。要组织好秋冬季秸秆

全域禁烧、综合利用工作，各乡镇街道

要尽快出台相关工作方案。做好畜禽

粪污综合处置及合理利用工作，加快珲

春河相关问题整改进度，对群众多次举

报的问题，及时制定针对性巩固措施，

坚决防止问题反弹，将乡村振兴和生态

环保紧密结合，统筹推进。

会议强调，要发扬绣花精神，塑造

城市环境新面貌。建设宜居特色城

市。坚持城市更新理念，稳步实施雨污

分流和老城区配水管网改造，高质量完

成老旧小区改造任务，大力实施绿化

“增量提升”工程，将珲春打造成极具三

国元素、海洋特色、民俗风情的生态宜

居城市。落实精细化管理措施。以创

建全国文明城市为总抓手，着力整治局

部交通拥堵、车辆乱停乱放等问题，强

力整治不安全、不规范的户外广告牌

匾，坚决拆除存在安全隐患、群众反映

强烈的违法建筑。强化自建房安全整

治，尽快组织鉴定，按时完成加固维修、

封闭拆除等分类处置，严防自建房领域

安全事故发生。

会议要求，要聚力民生事业，提升

为民福祉新成效。优化公共服务水

平。扎实做好校园工程建设收尾，解决

好超标“班额”“校额”问题，持续巩固

“双减”工作成果，规范校外培训行为。

提升健康珲春建设质效，扩大长护险试

点覆盖面，延伸医共体服务范围，解决好

农村群众“看病远、看病难”问题。兜牢社

会基础保障。统筹城乡低保、特困供养、

临时救助等政策衔接，用心解决好老、幼、

孤、残等困难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抓

好防返贫监测预警，坚决守住不返贫底

线。要全力保障就业创业，落实好援企

稳岗、技能提升补贴等扶持政策，助力小

微企业、个体商户稳定发展。保障社会

大局安全稳定。持续推进扫黑除恶常态

化，严厉打击各类违法犯罪活动，提升群

众安全感。要坚决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针对重点领域，全力以赴打好“安全生产

百日攻坚战”。各部门要进一步压实防

汛政治责任，充分做足防大汛、抢大险、抗

大灾的思想和行动准备，确保安全度

汛。要全力做好重点时期、重要节点信

访工作，落实风险防控机制，切实做到底

数清、情况明。

会议强调，要强化作风保障，开创

政府工作新局面。提升办事效率。培

育求真实务的工作作风，提高干部的工

作能力。坚持说实话，出实招，办实事，

求实效，把工作的着力点放到研究解决

群众生活中的紧迫问题上，在工作中不

断提高务实能力。增强服务意识。要

提升对企业的主动服务意识，多关心、

多询问企业是否遇到难题瓶颈，主动帮

助企业解决在项目建设或运营中遇到

的困难，涉及问题需多部门协作解决的

要实行首问负责制，坚决杜绝推诿情况

发生。持续转变作风。培育廉洁自律

作风，提高防变能力，加快构建“亲”

“清”政商关系。强化跟踪问效。督查

部门要开展有针对性的跟踪问效，对于

进度慢、不落实的一律严肃问责，确保

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事事有回音、件

件有落实。

会议要求，要扎实完成每一项工作

任务，积极投身珲春示范区赶超发展的

火热征程，努力把珲春打造成为新发展

格局和“一主六双”高质量发展战略的

重要节点城市，以优异成绩向党的“二

十大”献礼。

珲春市领导王艳辉、刘林波、郑晓

光、王士勇、王国峰、徐强、高英子、杨俊

兴出席会议。

珲春市政府十九届一次全体（扩大）会议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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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一版）珲春市自然资源

局党组成员表示，将率先垂

范，发挥“领头雁”作用，深入

学习自然资源管理相关法规

政策，涵养专业精神，掌握专

业方法，提升专业素养和能

力水平，补短板、强弱项，推

动自然资源领域各项工作取

得新成效。

珲春示范区人社局党员

干部纷纷表示，将以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

引，通过搭建高端人才就业

平台、建立健全常态化服务

机制、加强劳动监察巡视检

查等举措，千方百计满足示

范区企业的用工需求，帮助

求职者实现高质量就业，维

护劳动者合法权益，为珲春

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建设做

出新的贡献。

珲春示范区改革创新局

负责人孙居峰表示，将深入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讲话精神，进一步解放思想、

开拓创新，全力以赴推进招

商引资和项目建设，持续优

化营商环境，推动项目落地

见效，助力企业健康发展。

当前天气变暖，气温逐渐升高，为

加强全市境内江河、湖泊、水库的安全

管理工作，保障国家财产和公民人身

财产安全，通告如下：

一、坚决禁止任何人私自在图们

江、珲春河及其他河流、湖泊、水库库

区等水域野浴、戏水、游泳、划船、捕

鱼、钓鱼等不安全行为。

二、坚决禁止任何组织和个人组

织学生到水库库区下水游泳、水面垂

钓等不安全活动。

三、学校、家长要加强对在校学

生、未成年人的安全教育和监护，严防

未成年人在水库、湖泊、河道游泳，避

免发生溺水等不安全事故。

四、请广大市民朋友务必提高警

惕，增强自我保护意识，注意安全，珍

爱生命。

特此通告。

珲春市水利局
珲春市河（湖）长制办公室

2022年5月30日

关于加强夏季江河湖库水域安全管理的通告

《快乐拉祜》《实在舍不得》……动

人的曲调让人对古老而现代的拉祜山

乡心生向往，独具特色的民族表演尽显

一村一乐队、歌舞山水间的魅力；

多才多艺的“领头雁”，在乡村振兴

大舞台上大展风采，让山乡更美、让村

民生活更上一层楼……

文化遗产“活起来”，乡村旅游“热

起来”。一系列稳增长、惠民生政策措

施落地见效，以农文旅融合助力乡村振

兴的“协奏曲”在云南村村寨寨奏响。

“唱”出幸福路，“舞”出好日子

“拉祜拉祜拉祜哟，快乐的拉祜人，

幸福吉祥、吉祥幸福……”

篝火映红人们的脸庞，来自江苏无

锡的少年乐队队员被村民的歌声打

动。“原生态的民族音乐真有生命力！”

13岁的鼓手刘双元说。

这是老达保村的日常一幕。云南

省普洱市澜沧拉祜族自治县是全国唯

一的拉祜族自治县，老达保村是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拉祜族口传史诗《牡

帕密帕》保护传承基地之一，也是远近

闻名的小康村。

“田埂上、茶林里、小溪边、篝火广

场，都是我们的舞台。”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拉祜族芦笙舞传承人、59岁的村

民李石开说。

老达保村民小组党支部书记彭娜

儿告诉记者，全村114户475人中，就有

9 位非遗传承人，其中国家级非遗传承

人3位，“我们有原创拉祜民歌300多首，

吉他 200 多把，一个村子就是一支乐

队！”

“我们把插秧、播种、采茶的场景融

入舞蹈，编排了100多套舞蹈动作。”39

岁的致富带头人、拉祜族村民李娜倮

说，《快乐拉祜》就是她创作的。

把文化“唱出去”，让游客“走进

来”。老达保村村民组建的“达保兄弟”

等演出组合，先后参加多场民歌大赛、

旅游文化节等一系列活动，并受邀到北

京、上海、广东等地以及日本、希腊等国

家演出，慕名而来的游客越来越多，去

年全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14595元。

以老达保村为示范，澜沧县立足丰

富的民族文化资源，以少数民族非遗项

目传承保护为抓手，在全县161 个村委

会（社区）都组建了文艺队，打造了一批

民族文化创作基地，推出《摆出一个春

天》《牡帕密帕》等原生态歌舞，以特色

文化吸引游客，助力乡村振兴。

澜沧县东回镇班利村是有名的“拉

祜族摆舞之乡”，如今有了自己的演艺

公司，4支表演队、130名群众已演出上

百场，其摆舞节目《摆出一个春天》还登

上了央视春晚舞台。

“唱”出幸福路，“舞”出好日子——

2021 年，澜沧县脱贫人口人均纯收入

12852.3元，同比增长10.57%。云南各地

数以千计的国家级、省级非遗代表性传

承人靠“独门绝活”，以“文化+旅游”“文

化+农业”等方式建设家乡。

创新赋能量，融合农文旅

“达保村寨好风光，有千万种蔬菜让

你馋，这里的青山最青，绿水更绿……”今

年4月22日，老达保园艺作物博览园开

园。开园仪式上，李娜倮为游客演唱自己

创作的新歌《幸福的时代》。一边欣赏拉

祜族特色歌舞，一边感受百花芬芳、瓜果

飘香的园艺作物，各地游客被老达保园

艺作物博览园吸引。

博览园占地70多亩，有14类500多

个品种的蔬菜、水果，是政府支持建设的

农业观光旅游项目，带动了22户、100余

名群众务工，每人每月可增收一两千元。

在蔬菜采收结束后，村民又把菜地

改为水田，正在打造彩色稻田景观。彭

娜儿领着群众一边干农活儿，一边排练

节目。她告诉记者，初步统计，开园以

来，到访博览园的游客就有近2万人次，

加上演出、茶业等产业，村民今年的收

入将超过去年。

“在党委政府带领下，村民们将冬

闲地打造成园艺作物博览园、彩色稻

田，开发‘省内游’‘周边游’产品，探索

农文旅融合新业态。”澜沧县委书记刘

继宏说。

近年来，云南注重挖掘、传承提升

乡村优秀传统文化，依托农耕文化、民

俗文化、节庆文化、古村落古建筑文化

等，打造乡村旅游产品和线路，推动农

文旅融合发展——

大理白族自治州宾川县新庄村创

新文化传承，打造红色旅游基地；红河

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元阳县阿者科村依

托哈尼文化、哈尼梯田，大力发展生态

旅游产业……

据统计，2021年云南省乡村旅游接

待 3.22 亿 人 次 ，乡 村 旅 游 综 合 收 入

1793.98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31.43%、

28.86%。

今年以来，云南出台多条针对文旅

行业的纾困政策措施，成效逐渐显现。

越来越多的游客让拉祜山乡热闹起来，

欢快的歌声、吉他声响彻村寨。

群“雁”齐引领，乡村绘新图

眼下，怒江百花岭傈僳音乐小镇，

当地农民合唱团正带着游客唱传统民

歌；在不久前于昆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

举行的2022中国国际旅游交易会上，一

系列极富云南特色的乡村旅游项目精

彩亮相……

一个个场景，活跃着一个个奔忙、

奋斗的身影。

小小的老达保村，就涌现出全国劳

模、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李娜倮和云南省

优秀党务工作者彭娜儿等诸多先进典

型。这些“领头雁”竞翔云岭大地，推动

乡村振兴。

2013年老达保村成立演艺公司后，

李娜倮任副董事长，村民全部入股，收

入按劳分配，让百姓在“唱歌跳舞”中实

现脱贫致富。

李娜倮多才多艺，创作出许多脍炙

人口的民歌，培养民间艺人500余人，带

头结成 20 多个“党员+群众”的帮带对

子，将党的政策和乡村振兴、民族团结

等内容编进“双语”歌舞里。

“做给群众看，更要带着群众干。”

李娜倮说。她和彭娜儿等党员带领群

众日出而作、日落而演。2020年老达保

村被列入第二批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

2021 年老达保党支部被表彰为全国先

进基层党组织。

乡村振兴，关键在人。24岁的拉祜

族姑娘戈娜四去年大学毕业后，回到家

乡班利村，承包了由沪滇两地投资建设

的咖啡馆。开业至今，从“单兵作战”发

展到5个人的团队。这位年轻的创业带

头人，见证了沪滇帮扶协作给村里带来

的巨变。

“这一年来，上海给村里援建的党

群服务站投入使用，民族文化传承馆、

图书馆、陶艺馆等都开张了，旅游产品

越来越丰富。”戈娜四说。

曾挂职澜沧县副县长的上海市黄

浦区干部张辉接受记者采访说，得益于

国家的各项政策，当地群众深耕民族传

统文化，田野处处是舞台，培育带头人、

开发文旅产品也成为沪滇帮扶协作的

重点内容。

党的十八大以来，云南省委组织部

先后实施乡村人才“归雁”工程、“领头

雁”培养工程，村干部、农村致富带头人

推动乡村产业发展壮大。

彩云之南，展示乡村振兴新画卷。

新华社昆明电

历时40天的2022年暑伏将进入“第

四节”，无雪的季节、持续的高温，并未让

吉林省各大滑雪场停摆。露营、滑草、民

宿、花海、滑翔伞、热气球、办婚礼……“后

冬奥时代”的第一个夏天，吉林省多个冰

雪旅游胜地深挖“反向保

温”潜力，纷纷“变身”预热

雪季。

“说露营，就走起！”吉

林市雪友周瑞放下装备，

简短地回答了此行目的。

虽然东北夏天的室外滑雪

场无雪可滑，但习惯了在

滑雪场度假的他每逢周末

都会约上三五好友，从市

区驱车20多公里到万科松

花湖度假区露营。

燥热的午后，在青山

脚下、花海之间选一个心

仪处搭起帐篷，坐拥荫凉、

聊天打牌。待夕阳和气温

一同降下时，大家一起登山

录短视频、玩彩虹滑道、吃

网红雪糕，然后参加夜场音

乐节……周瑞对这片喧嚣

的露营地再熟悉不过，再过

三个多月，这里将被厚实的

白雪覆盖，为他们带来新

的冰雪嗨玩季，但如今没

雪玩也快乐。

“经过连续5年的夏季

运营，帐篷露营节、山地运

动节、青山之巅越野赛等

我们自有的活动IP已经深

入人心。”万科松花湖度假

区市场部负责人黄钟锐

说，“特别是北京冬奥会结

束以来，更多的人开始向

往冰雪，进而前往各地雪

场，这也为反季经营活动

带来拉动效应。”

吉林省与欧洲阿尔卑

斯山区、北美落基山区同

处北纬 42 度附近“冰雪黄

金纬度带”，但与欧美这两

处平均海拔 2000 米以上、

几乎全年雪资源“不断电”

的滑雪胜地不同，吉林省

的夏季并不具备天然雪资源。近些年，

随着冰雪市场的持续培育和疫情影响

的对冲需求，吉林省多地滑雪场都在尝

试改变“一季养三季”的传统，将经营链

条延伸到与寒冬反差最大的炎夏。

连日来记者走访发现，长春市几大

滑雪场也正探索“反向保温”。近两年

成为东北冰雕雪建“顶流”的长春冰雪

新天地，入夏以来摇身一变成为灯光秀

园区，与其配套经营的天定山滑雪场雪

道附近，21 个露营台呈阶梯式分布，每

层台面都搭好了帐篷，内置桌椅和烧烤

炉具。据工作人员介绍，每逢周末，这

里不仅“一帐难求”，附近的民宿和船屋

也很难订到。

距此 20 公里外的莲

花山，则以观星为主题打

造了“浅山星空露营地”，

可移动式的顶棚让住在

帐篷里的游客可以享受

到 城 里 难 见 的“ 星 空

顶”。“这几年受疫情影

响，人们更青睐和珍惜亲

近自然、更具个性的旅游

方式。莲花山虽然以滑

雪驰名，但我们也在尝试

抓住新的‘风口’。”长春

莲花山生态旅游度假区

管委会主任张海治说。

视线再向东移。地

处长白山区的通化、白

山、延边等地的大型滑

雪度假区也围绕“避暑”

主题推出了相关活动。

除了丛林穿越、越野驾

驶、自行车、射箭等运动

项目外，还搭配了淘气

堡、水上乐园、萌宠乐园

等亲子游设施，提前为

雪季经营“种草”。据了

解，吉林省 54 座滑雪场

中半数以上在暑伏时节

保持着运营。

吉林省文旅厅厅长

杨安娣介绍，入夏以来，

吉林省凭借优质的自然

生 态 和 气 候 资 源 ，以

“22℃的夏天”为清凉主

线，扶持各地企业开展露

营节等活动，并精准投放

文旅消费券。这不仅拉

动了内需，也提振了文旅

企业长期深耕冰雪产业

的信心。

“北京冬奥会的成功

举办，让国内冰雪产业的

未来投资有了更好的预

期。”吉林市北大湖滑雪度假区总经理

曾岩介绍，眼下北大湖除了“变身”露营

地，还在进行升级扩建。预计年底前施

工完成后，该景区雪道将从27条增加到

64 条，雪道面积由 126 公顷增加到 239

公顷，新增3条缆车使总运力达每小时

2.2 万 人 次 ，“ 相 当 于 再 造 一 个 北 大

湖”。

新华社长春8月14日电

⇑这是8月14日在河北省邢台市天河山景区拍摄的云海景观（无人机照片）。

当日，雨后初霁，河北省邢台市西部的太行山云海涌动，宛若一幅壮丽的水墨画卷。

新华社记者 范世辉 摄

新华社巴西利亚8月 13日电（记

者 赵焱 卞卓丹）为庆祝中国和巴西

建交 48 周年，“中国一瞬”文化体验周

活动 13 日在巴西银行文化中心拉开帷

幕。

离活动开始还有一个多小时，当

地民众已排起数条长队，等待参加脸

谱彩绘、京剧服饰、灯笼制作、折纸和

太极拳等中国传统文化体验活动。

活动特邀巴西利亚大学孔子学院

的老师带领民众体验中国文化和传统

民俗。巴西利亚大学孔子学院中方院

长卢晓娟说：“今天看到巴西民众对中

国文化展示出的热情让我们很感动，

特别是很多家长带着孩子参加，孩子

们从小就能够感受中国文化。”

大学老师安热拉·瓦斯康塞洛斯

带着两个孩子来参加活动。瓦斯康塞

洛斯说：“我们体验了画脸谱和制作灯

笼。这样的活动一定会帮助我们巴西

人更好地了解中国文化，文化的分享

能够增进两国人民的了解。”

军人梅洛练习太极拳已经一年

多。他告诉记者：“我通过太极了解了

一些中国文化，今天了解了更加多样

的中国传统文化。我很喜欢京剧脸

谱。希望以后能够亲自到中国看看。”

此次活动由中国驻巴西大使馆与

巴西银行文化中心共同举办。根据活

动安排，在 13 日和 14 日线下体验活动

后，16 日至 28 日将举办中国影视作品

展，当地民众可以免费观看《卧虎藏

龙》《梅兰芳》《海洋天堂》等优秀中国

影片，领略中国电影艺术的魅力。此

外，还将展映多部手游动漫影片，展现

中国流行文化的创意活力。

1974 年 8 月 15 日，中国和巴西正

式建立外交关系。

彩云之南：奏响农文旅融合“协奏曲”
新华社记者 吉哲鹏 严勇 王明玉

水墨太行壮美如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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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一瞬”文化体验周
在巴西利亚拉开帷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