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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电 （张锐） 春茶生产季刚刚结束，
来自云南省农业厅的茶叶春季报显示：在春
茶价格上涨的拉动下，云南省春茶生产呈现
茶叶面积稳定，春茶产量、产值、价格、茶
农收入“四增长”的喜人局面。

尽管遭受春旱影响，但由于今年云南茶
区降雨及时，为春茶生产创造了良好条件，
云南省春茶采摘面积扩大，春茶产量增长。
据云南省茶办对临沧、普洱、西双版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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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茶叶主产州市的统计，截至春茶季结
束，全省茶园面积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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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亩，采摘面积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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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亩，较去年同期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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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亩，
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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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茶总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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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吨，同比增
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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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吨，增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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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主产州市
看，西双版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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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州市减产，临沧、普洱
等

,

个州市增产。
今年春茶价格普遍上扬、产销两旺，据

统计，云南省春毛茶平均单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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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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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斤，较去年同期平均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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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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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斤，涨
幅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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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品茶价格上涨明显，平均
单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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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斤，同比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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斤，涨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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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企普遍重视茶叶质量，
加强对原料基地的管控，加大高优原料的收
购量、提高收购价格，茶叶品质整体提高，
春茶产值大幅上升，茶农收入增长明显。今
年春茶工农业总产值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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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较去年
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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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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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农业产
值同比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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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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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
产值同比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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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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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
茶、名优绿茶产值增幅大，较去年同期分别
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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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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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茶茶农总收入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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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纯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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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较去年同期增
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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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增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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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农人均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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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此外，小区域名优茶价格飙升，古
茶树产品受到更多青睐。

本报电 记者日前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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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昆明泛亚石博览会新
闻发布会上获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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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国昆明泛亚石博览会”
（简称“石博会”）将于今年

,

月
!"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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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在昆明国际
会展中心举行，同时在云南宠物奇石城、昆明太平大西部
建材产业城分别设立观赏石分会场和石材分会场。

据介绍，本届石博会展会面积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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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平方米，展
会国际色彩浓厚，泛亚品牌逐渐显见，其中台湾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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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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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国外参展国家包括斯里兰卡、缅甸、阿
富汗、韩国、越南、老挝等。展会期间将有石博览交易、
石博会新浪官方微博上线周年庆典、精品石展示及评鉴、
石博会“云南优秀玉雕作品”评选、金玉满堂全民鉴宝等
系列活动。届时，预计将有来自国内外知名产业专家、专
业买家、石友、经营企业及观众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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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人次参观。

昆明市官渡区全力推进“村村通”建设，截至目前，已

有农村公路 449公里，其中区道 57公里，乡道 165公里，

村道187公里。全区行政村已硬化道路114公里，硬化率达

75%；自然村已硬化道路 71公里，硬化率达 38%，极大地

方便了周边群众出行。 李秋明摄

本报电 云南省人居环境提升暨城乡建设会议
,

月
,

日
在蒙自召开。会议提出，云南省实现人居环境提升要一年起
步、三年见效、五年变样，努力建设生态宜居幸福家园，为
云南争当全国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奠定坚实基础。

云南省将对纳入规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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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特色小镇按照规划进行建
设，未来每年将抓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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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省级重点村建设，
#

年内对
(#"

个乡镇进行整乡推进以及生态文明村建设。

艺术是传递美的使者，艺术的对话让
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联系在一起。云南艺术
学院发挥优势，通过广泛的艺术交流，搭
起了一座云南通向世界的艺术桥梁。

塞纳河畔的云南艺术之家

法国巴黎，世界艺术与时尚中心。很
多人不知道，在这座城市，云南艺术家有
一座温暖的“艺术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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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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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云南艺术学院巴黎国际
艺术城工作室正式启用，该工作室由云南
艺术学院负责管理，对云南艺术家开放。
巴黎国际艺术城成立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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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是法国
政府支持的文化艺术交流机构，在法国乃
至全世界都有较高的地位和影响。艺术城
位于巴黎历史与艺术的中心，紧靠塞纳河
畔，自

!')#

年开放以来已经接收了世界
各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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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多位艺术家。
云南艺术学院外事办公室主任迟燕

琼介绍说，作为云南在欧洲国家惟一一个
艺术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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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已有
("

多位云南
艺术家入驻该工作室，他们中有版画家、
雕塑家、舞蹈家、歌唱家等，大部分是云南
艺术界的佼佼者及艺术教师。这是一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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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平方米的工作室，艺术家以个人身份申
请，在这间小小的工作室生活、起居、创
作，时间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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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月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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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不等。这间工作
室，带给艺术家的不只是一个创作的场
合，艺术城内有大量的艺术家在集中进行
创作，形成了一个难得的艺术汇集、交流
平台。艺术家在艺术城开音乐会、办展览，
引起了各国艺术家对云南独特少数民族
艺术文化的向往，而云南艺术家在这里所
获得的技艺与灵感也进一步推动了云南

艺术的发展。
“艺术城是培养艺术家的神圣殿堂，

每年近千人再次聚集深造。聚沙成塔，聚
艺成海，很多艺术家通过它打开视野，建
立跳板，而跨步走向了广大的世界。”曾赴
艺术城学习的云南艺术家蔡毅回忆说。

目前，工作室的报名人数已经排到几
年以后，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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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起，该工作室开始向云
南艺术学院研究生全面开放。越来越多的

艺术学生、学者有机会成为巴黎这座文化
之城的一员，通过这间工作室走向世界，
更把云南文化介绍给了越来越多全球艺
术家。

交流推进艺术教育国际化

“艺术是相通的。”云南艺术学院舞蹈
学院副院长农布七林说。

近年来，云南艺术学院邀请了来自美
国、英国等多个国家及香港、台湾、澳门地
区的许多知名艺术家到学校进行专业教
学、专题会谈或专场演出。内容涉及音乐、
舞蹈、视觉艺术、多媒体互动传媒、艺术品
收藏等多个领域，与云南艺术学院专业教
师及云南省艺术家进行深入的交流，大大
促进了云南艺术界与国际同行的相互了
解与交流。

此外，云南艺术学院还先后组织舞蹈
学院、音乐学院师生参加了中越建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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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年暨中越友谊年大学生文艺汇演。舞
蹈学院先后受台湾豫剧团邀请赴台湾，
在台南不同地点连续举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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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巡回专
场艺术演出，应邀赴港参加“七彩云南
魅力香港行”系列活动，承担此次活动
的歌舞演出任务。除此之外，云南艺术
学院还选派美术学院、设计学院、文华
学院师生作品参加韩国、泰国、瑞士等
国的专题展览，内容涵盖绘画、设计、
装置艺术、摄影、多媒体等多个领域。
影视学院师生也受邀参加台湾台南艺术
大学纪录片交流展。

*"!*

年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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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云南艺术学院还
连续两年应泰国中央中文电视台邀请，赴
泰国参加了泰国中央中文电视台“泰国
春节联欢晚会”的录制，承担整场晚会
的舞蹈演出。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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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晚会是中国
第一次跨国春节联欢晚会。农布七林介
绍说，

(

个小时的晚会，云南艺术学院的
师生带去了《月光》、东南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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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舞蹈集
萃等极富特色的节目，受到了泰国观众
的广泛好评。最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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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云南艺术
学院在海外演出的机会不断增加，云南
艺术不断走上国际舞台。

2003年7月2日，中国云南省西北部的“三
江并流”自然景观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世
界遗产名录》。时间过去了 10年，当人们回过头
来审视“三江并流”自然遗产地时，惊异于它的
巨变和不变。

10年，从历史的角度看仅是短短的一瞬，但
对于三江并流世遗地来说，却是极不平凡的一段
岁月。

魅力如何展示———

让景区旅游迸发超常活力

助力如何体现———

世居民族成保护者

合力如何产生———

改变居民生产方式

云南“三江并流”遗产地，由
!"

个风景名胜区和
#

个自然保护区两
种国家级保护区域组成，被分为

$

大展示片区，跨越
(

个州市、
$

个县
的行政辖区。在保护第一、服从规划
的前提下，云南省世界遗产管理委
员会牢固树立了“规划是前提，保护
是核心，管理是关键”的指导思想。
在遗产保护过程中带动开发旅游业
及其他产业，“三江并流”景区旅游
激发出了超常的活力。

被誉为一首流淌在“三江并流”
腹地田园诗的德钦县云岭乡雨崩

村，位于梅里雪山神女峰脚下，全村
*"

多户人家。近年来，旅游业逐步代
替了这个藏族小山村的传统农牧
业，村民们纷纷从事住宿、餐饮、租
（牵）马等经营活动。

现在，迪庆藏族自治州先后建立
了

!

个国家级和
(

个省级自然保护
区，保护区总面积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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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多公顷。普
达措国家森林公园已建成，梅里雪山
国家森林公园在建，目前仍继续系统
建设国家、省、州、县级等多层次的森
林生态系统，高原峡谷、高原湖泊、湿
地自然保护区、自然遗迹、野生动物

类型和野生植物类型自然保护区。
丽江市则通过实施“一中心四景

区”即老君山丽江游客服务中心，黎
明、九十九龙潭、格拉丹、石鼓景区项
目建设，促进老君山景区形成完备的
丽江西部精品旅游产品和优质线路，
年接待游客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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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人次，老君山
正在成为丽江旅游新的增长点。同
时，黎明景区开发建设已累计投资近
(

亿元，先后完成黎明景区主干线中
兴到黎明公路、九十九龙潭景区龙源
公路等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黎明景区
游客服务中心、停车场、收费站、旅游
公厕、标志牌、警示牌等管理设施建
设；黎光、芦笙村游路，千龟山、安七
尼步行栈道，飞拉达攀岩、格拉丹帐
篷营地等游览设施建设，使景区接待
管理能力得到了极大提升。

云南省“三江并流”自然遗产地
区域内贫困人口较多，生存迫使当地
居民加大开垦坡耕地、扩大牲畜养殖
数，为维持生计而砍伐林木、猎杀野
生动物。只有改变当地居民的生产方
式和提高生活水平，才能谈保护。

曾经当过村干部的贡山独龙族
怒族县普拉底乡其达村傈僳族村民余
学明，如今已是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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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亩草果的
种植大户了。“我们贡山的草果品质
好，供不应求。有这样的效益，得益于
州、县对产业发展的重视，得益于相关
部门的培训和指导。”余学明说，每年
草果收获季节，是他最开心的时刻。

位于“三江并流”自然遗产地贡
山片区的贡山县，重点以发展草果、
黄连等中药材为主。“目前，全乡草
果种植面积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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亩，农民人均种
植面积达

,

亩以上，全乡农民人均纯
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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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仅草果产业每年可人
均增加收入

)""

元至
$""

元。”说起

草果产业给当地农民生活带来的变
化，贡山县普拉底乡党委书记和晓宝
如数家珍。

丽江老君山片区的玉龙县黎明
乡黎明、黎光村委会则重点扶持社区
建设，累计投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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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实施扶
贫挂钩点整村推进项目，黎明世外桃
源旅游特色村建设，示范栽培种植丽
江雪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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亩、
#

万株优质核桃，开
展生态养蜂、土鸡养殖等项目。进行
普通话、厨师、酒店服务技能培训，已
有几十名社区青年在景区就业。

通过多措并举，增强景区内社区
资源保护和社会经济发展能力，景区
内区域经济不断发展。玉龙县石头乡
利咀村，不少彝族、普米族和傈僳族
群众，通过实施扶贫安居工程，有计
划地从核心区搬迁到冲江河边的缓
坡地带定居，实现了保护生态和脱贫
致富双赢。

在“三江并流”区域，居住着大约
$"

余万藏、傈僳、怒、独龙、白、普米和
纳西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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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个少数民族，其中核心
区域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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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人，在世界自然遗产保
护区域内，这是一个很高的人口数字。
人多没关系，关键看他们在做什么。为
此，遗产地管理者们开始探索保护区
全民参与保护的管理模式。

在丽江老君山，有这样一群人，
他们以守山人的角色生活在山里，默
默地守护着这片人类共同的精神家
园。玉龙纳西族自治县石头乡位于老
君山腹地，长期以来，石头乡党委、
乡政府和当地群众，以守山人的角色
积极参与到保护遗产地的行列中来。
石头乡群众把山看成自己的家园，改
变沿袭了千百年刀耕火种的传统，从
砍树人变为护林员，从猎人成为动物
保护者。

在香格里拉县普达措国家森林公
园，为了让草甸不再受到马匹过度的
踩踏，公园管理方与村民达成协议，
村民退出在景区内的烧烤、摆摊、骑
马等经营活动，公园管理局给景区内
居住的农户发放补贴，并优先安排其
中有文化的村民进行培训后，参与到
公园的管理和服务工作，游客全部改
乘环保观光车。

而在德钦县梅里雪山景区雨崩
村，为保护这片桃源仙境，村里不但制
定了生态旅游管理办法，而且还制定
了更详细的《乡规民约》。的确，在进出
雨崩村的山路上，每隔一段距离就会
看到一个垃圾筐，上面还写着编号和
姓名。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方便游客
扔垃圾，另一方面也是责任路段的标
识。村里每户人家承包一段山路，他们
替游客牵马上下山时，都会随手把自
己管理责任片区的垃圾捡进筐中，再
由专人收走，以保持山上的清洁。（本文图片均来自百度网）

三江并流“入遗”十载

自然遗产地的
杨旻昊 李秀春

云
南
春
茶
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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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图为云南春茶加工现场。 杨 峥摄

泛亚石博会明日开幕

图为云南艺术学院师生在泰国春节联欢晚会上演出舞蹈。云南艺术学院供图

云南整乡推进生态文明村建设

昆明官渡区“村村通”便民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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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多彩艺术

走向世界
张若谷 罗蓉婵

“三江并流”景区风景

!

“三江并流”是指金沙江、

澜沧江和怒江这三条发源于青藏

高原的大江在云南省境内自北向

南并行奔流 170多公里，江水并

流而不交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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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江并流”是中国境内

面积最大的世界遗产地。

!

“三江并流”地区被誉为

“世界生物基因库”，是世界上生

物物种最丰富的地区之一。景区

内高山雪峰横亘，海拔变化呈垂

直分布，在这里，“一天有四季，

十里不同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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