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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春，云南省曲靖市罗平县坝子里

的油菜花已经盛开。登高入目，一片金

黄。“到罗平看油菜花海”的消息悄然传

开。摄影爱好者来了，自驾游客来了，

“罗平”因着油菜花海美景，登上了大大

小小的屏幕。

2002 年，罗平油菜花田被吉尼斯世

界纪录认证为“世界最大的自然天成花

园”。20 多年来，罗平县宽广的坝子里，

播下了百万亩油菜花海，走出一条从种

植优势延伸到文旅融合发展的路。

把山“种”在花海里

少有地方像罗平，2 月底油菜花就

早早进入盛花期。罗平阶梯地势层层

延伸，南上的水汽被北部的白腊山锁在

罗平坝子里。冬春水汽积聚，遇冷凝

雾化雨，裹住罗平，连月不开。“这样的

气候，油菜不仅长得好，开花还早、花期

更长。”罗平县种子站研究员李庆刚说。

“千年的草籽，万年的鱼子。”当地

村民叫油菜“懒庄稼”，春天收完玉米，

不舍得撂荒，随手撒下一把油菜籽。只

要土肥水足，要不了多久，就是一片绿

油油。庄稼人爱油菜，油菜也不苦庄稼

人。种地有时节，油菜一季过后，地里

便换上小黄姜和烤烟，两种作物所需的

土壤肥力，靠油菜的落叶养着。小小的

油菜籽一卖，农户种植大春作物所需的

化肥钱，也有了着落。

油菜纤细，论观赏难免乏味。罗平

的油菜则不然，花开连片大而广，油菜

结成了伴、织成了网，化成风里悠扬摇

摆的旋律。广袤平野，远山层叠，朵朵

油菜花在梯田中盘旋，在溶岩旁尽展婀

娜。“人们都说，别的地方是把花种在地

里，罗平是把山‘种’在花海里。”当地人

李正金的园子里，也是一片黄澄澄。

遇野则广、遇山则转、遇水则柔、遇

石则刚，摄影师毛虹镜头下的油菜花

海，金鸡峰丛群山连绵、螺丝田菜花盘

绕梯田，还有那色峰海、九龙瀑布……

移步换景，千姿百态。

毛虹说，自己刚拍油菜花那会儿，

罗平的油菜种植还远没有如今的规模，

只有扛着长枪短炮的摄影师会往田里

跑。不辞辛劳的拍花者吸引了一批批

赏花人，名气渐渐有了，但当地油菜不

成规模的种植却让不少远途来赏花的

人略有遗憾。

李正金记得，上世纪 90 年代的油

菜花田，单块看着美，连片远观却有些

杂乱，游客体验感不强。初期靠着农户

自发种植油菜，攒下了二三十万亩的底

子，这对一个县域来说已然不小，但离

打造观赏性景观，还有不小差距。

如今，油菜花海达百万亩。随着云

南省农科院等机构的专家的介入，先是

推广使用硼肥，油菜产量、品质有了明

显改善，又推广新品种，花大、籽多、含

油量更高。在不少村子，第一年种苗出

现在种子站的试验田，第二年菜花就开

在了带头人的田间，第三年就全村连片

换成了新品种。“新品种比老品种收益

更高，不用催不用赶，农户自己就会打

听着换。”李庆刚说。年年耕耘年年新，

才有今日罗平。

菜花香里探文旅

块块油胚饼，码进老梨树的树干槽

里，侧面加好木楔，几个人合围住大块

撞杆。喊着口号，协调步调，将撞杆精

准地砸到木楔上。“嗞——”一声闷响，

清亮的油，涓涓细流。

金丰油脂厂里，不仅有现代化榨油

设备，也保留着祖上留下的榨油手艺。

惊喜的是，随着罗平游客量的增长，古

法榨油厂成了打卡点，不少游客特意前

来参观。

油厂成景点，油菜花田成为热门打

卡地，这是罗平庄稼人始料未及的。

1999 年起，罗平县委、县政府开始

组织油菜花节，向外界整体推销罗平油

菜花海。20 多年如一日，擦亮油菜花品

牌，成为罗平干部群众的共识。从摄影

大赛、诗会，再到演唱会、花海马拉松，

罗 平 持 续 为 油 菜 花 海 注 入 更 多 文 化

内涵。

每逢节庆，罗平县内一房难求，这

又吸引更多当地人投身文旅行业。李

正金开起了农家乐。眼瞅着游客一年

多过一年，他的左邻右舍也纷纷投身于

此。不管哪家请教，李正金都会倾囊相

授 。“ 大 家 都 种 ，罗 平 才 是‘ 油 菜 花 天

堂’；大家都开，这里才能热闹。”他爱和

别人分享开农家乐的“秘诀”。他家的

农家乐虽小，却接待过来自泰国、新加

坡等地的游客。“最多的时候，一天摆个

400 桌。啥概念？每桌用餐不超过 22
分钟；流水席得从上午 10 点半吃到下

午两点半。”李正金说，自己生意最火的

那阵，村里基本家家户户都接待游客。

菜花香，腰包鼓，罗平的油菜花文

旅之路，越走越驾轻就熟。

花海之外亦有风景

花海马拉松，吸引超过 1 万名跑者

参赛；花海音乐节，现场人气十足……

抓着一朵花，这个曾经的传统农业县变

着法地吸引各地游客。

螺 丝 田 下 ，刘 建 刚 从 城 里 务 工 回

乡，设计了自己的赏花民宿。房间窗户

很大，帘子拉开，就能看到油菜花；3 楼

还有宽阔的观景平台，久驻罗平的摄影

师可以在这里飞无人机，机器循河而上

几百米，就能拍到层层叠叠的油菜花

梯田。

闲暇之余，刘建刚开着车，载住客

到金鸡峰丛。金鸡峰丛花海内多了观

光小火车，为了延长赏花期，今年金鸡

峰丛不少片区在完成上一季的收割后，

特意间隔了十几天再播种，加上开春持

续低温，罗平油菜赏花期又延长了十几

天，让更多游客能够一饱眼福。

九龙瀑布旁的布依人家也铆着一

股劲。蓝扣是布依族的标志服饰，到了

接待游客的时候，大伙就统统换上。九

龙瀑布下，自然美景成了布依人家售卖

自家农产品和手工艺品最好的招牌。

一 把 青 绿 油 菜 薹 ，一 碗 白 净 萝 卜

块，佐上自家油汪汪的腊肉条……天刚

亮，李正金的厨房就“叮叮当当”响个不

停。摆上了 22 张桌子的农家乐，即将

接待 600 位远道而来的赏花客。

“盛花期不愁客源，主要担心怎么

安排。”提前准备菜单、着手备菜，提前

跟导游沟通，掌控餐标、用餐时间，“媳

妇和妹子煮大锅菜，我主要负责统筹。”

李正金说。长时间的经营，让这位曾经

的庄稼汉摸索出了管理的门道。

但花期太忙，淡季太闲。李正金也

坦言：“如果没有油菜花，只有瀑布，农

家乐不会这么火。”不算盛花期，一年基

本只能接待 1 万人，而游客最多的盛花

期，两天就能达到这个数。

靠花吃花赏花，却不能没有离开花

的能力。结合油菜花，发扬罗平文化，

整 体 挖 掘 与 发 展 旅 游 资 源 ，成 为 新

路径。

二月二、三月三，漂竹筏、长街宴，

鲁布革的布依风，棠梨凹的苗族山寨，

地处滇黔桂三省份交界处的罗平，花海

并非其唯一的名片。

遇到旺季，九龙瀑布附近的村庄组

织村民成立旅游协会，调节接待能力。

谁家客接不上了，介绍附近的村民进行

接待，一来不砸了当地旅游的招牌，二

来也使农家乐主之间互通有无，团结一

心结伴发展。

若是淡季，则家家户户共同组织，

举办特色活动。在没有油菜花的季节

里，靠民俗吸引更多游客住下来。

寻常百姓家，望不尽菜花美、品不

完菜油香、道不完农旅乐事。街畔油香

浮，沿途金浪翻，又是一年花开时，刘建

刚站在自己亲手设计的赏花民宿顶楼

远眺。远处团团稠密的黄花绿叶，正跃

跃欲试，揭开罗平的又一个春天。

图①：罗平金鸡峰丛油菜花景观。

袁国林摄

图②：罗平玉带湖花海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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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 罗 平 看 油 菜 花
海”。早春，云南罗平县油
菜花田成为热门打卡地，
吸引众多摄影爱好者和游
客前来。种花赏花，这个
曾经的传统农业县走出文
旅融合之路，举办摄影大
赛、诗会、花海马拉松，持
续为油菜花海注入文化内
涵。这又吸引更多当地人
投身文旅行业，菜花香，腰
包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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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3月 26日电 （记者张贺）日

前 ，第 十 四 届 全 国 世 界 语 大 会 在 北 京 举

办。会议由中国外文局指导、中华全国世

界语协会主办，以“新时代、新使命、新跨

越”为主题。中国外文局等相关单位的嘉

宾与来自 16 个省区市的 200 余名代表出席

开幕式。国际世界语协会、国际教师世界

语协会、亚洲大洋洲世界语协会等发来贺

词。大会审议通过了第十届理事会工作报

告，表决通过了《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章

程》《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会员管理办法》

《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会费管理办法》，选

举产生了新一届理事会、常务理事会。

本届大会还对 2020—2022 年度在世界

语推广和发展工作中做出重要贡献的先进

集体和个人进行表彰，召开了新一届理事会

第一次会议，举办了各地世界语协会会长秘

书长联席会议，教师、青年、经贸等领域的分

论坛。全国世界语大会每两年举办一次，旨

在通过大会增进世界语者之间的了解、团结

和友谊，交流世界语工作推进的情况和经

验，提高会员语言水平，研讨世界语语言学

术问题，促进中外文化等方面的交流。

第十四届全国世界语大会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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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25 日 至 26 日 ，2022 年 全 国 行

业职业技能竞赛——全国文物行业职

业技能大赛在山西省太原市举办，来

自 27 个 省 区 市 的 219 名 选 手 同 台 竞

技。本次大赛以“保护文化遗产 弘

扬工匠精神”为主题，设置木作文物修

复师、泥瓦作文物修复师、陶瓷文物修

复师、壁画彩塑文物修复师、金属文物

修复师、考古探掘工 6 个竞赛项目。各

项目产生一等奖 10 名、二等奖 22 名、

三等奖 42 名，共有 10 个代表队获得优

秀组织奖。

真实场景，展现高超技艺。“14 个小

时内修复好一件缺口近 1/4 的青花瓷

器，对我的技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在

故宫博物院工作了 8 年的陶瓷文物修

复师项目一等奖获得者杨玉洁说。

“此次大赛突出真实场景，竞技性

强。比如筹备组精心挑选了典型病害

文物用于实操比赛，参赛者必须使用传

统的手工工具等，让更多技艺精湛的高

水平技能人才脱颖而出。”国家文物局

科技教育司司长罗静介绍。

老中青三代同台竞技，尽展大赛活

力。“做了一辈子木匠，这把年纪能在全

国性比赛中获奖，对我是很大的肯定。”

木作文物修复师项目一等奖获得者朱

小林说，“现在很多工序都可以用机器

代替，但是传统的手艺不能丢。”朱小林

今年 60 岁，从业 40 余年，他带了 3 个徒

弟，希望传统技艺能代代传承下去。

本 次 大 赛 参 赛 选 手 中 ，高 学 历 层

次占比较以往更高，本科以上学历达

到 43%。选手平均年龄 41 岁，00 后陶

瓷文物修复师张心远是年龄最小的选

手之一。张心远是北京联合大学 2020
级文物修复与保护专业学生，从高中

开始便系统学习文物修复知识。张心

远说：“我会把大赛当做新起点，不断

提升自己的技能。”

2018 年和 2021 年，国家文物局举

办了两届全国文物职业技能大赛，为文

物行业从业人员搭建了展示技能、切磋

技艺的平台。今年，国家文物局、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中华全国总工会共

同主办大赛。

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

局长李群表示，希望以本次大赛为契

机，促学、促训、促评、促建，提升文物行

业职工技能素质，建立适应新时代文物

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技能人才队伍。

全国文物行业职业技能大赛举办

竞技展风采 匠心代代传
本报记者 付明丽

“线上教师研修，让我们乡村教师

不受时空限制，时时处处能学，受益匪

浅。”前段时间，安徽省利辛县张村学

区中心学校校长江威参加了国家智

慧教育平台的“寒假教师研修”，感触

很深，“海量的学习资源、精心设计的

教学模板、形式丰富的教研活动，帮助

我们打开了眼界，提升了教学水平。”

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是我国教师

培训数字化转型的重要举措。此次

寒假教师研修，共有 1372 万余名教

师参与，约占全国各级各类专任教师

数的 74.4%，累计浏览量 6.94 亿次。

第三方机构的监测评估显示，各级各

类教师对研修的满意度得分达 90.6，

90.5%的参训教师认为此次研修收获

能够直接运用于自身的教学实践。

“这次研修优化了课程设置，同

时结合教育教学的热点、难点问题，

设置针对性课程，帮助教师提升网络

直播教学安全防护能力等。”教育部

教师工作司相关负责人介绍。

“‘教师直播教学安全培训’课很

实用。”浙江商业职业技术学院教师

黄燕说，“课程讲授了在线教学中安

全问题的识别与防范等，对提高教师

的信息素养很有帮助。”

该活动启动以来，各地区与学校

积极响应，依托国家智慧教育平台建

立起“省、市、县、校”四级研修管理员

体系，将国家研修与地方研修相融

通。例如，广东肇庆将国家中小学智

慧教育平台寒假教师研修学分纳入

全市教师年度全员培训体系。

“全 国 范 围 内 的 大 规 模 教 师 研

修，在推进教师学习方式变革、提高

教师数字素养和数字化教学水平等

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教育部教师

工作司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继

续推进精准研修，建设完善分层分类

的课程资源体系，满足教师差异化、

多元化、动态性的专业发展需求。

智慧教育平台助力教师线上研修
本报记者 丁雅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