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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云南在文学、美术、舞蹈、歌曲、
电影等领域人才辈出、百花齐放，《云南映象》、

《丽水金沙》、《孔雀》、《吴哥的微笑》、《龙狮》
等歌舞剧及杂技成功走向全国、全世界，《解放
大西南》、《木府风云》、《我的团长我的团》等影
视剧在全国热播，昭通作家群、民族文学作家群、
边防文学作家群成为云南文学的独特品牌，描绘
云南风光的美术和摄影作品也日益吸引眼球。

然而，云南文学艺术界离打造全国一流、世
界知名的文艺滇军，在中国文坛占有更重要席位
的目标还存在一定差距。文艺界人士应清醒地认
识到，云南的自然风光，历史文化固然是文艺创
作的富矿，但若缺乏精加工技艺，单凭出售简单
的“原材料”，很难成就精品。即使在文艺舞台
上经久不衰的“原生态”歌舞，也要注重优秀民
族文化与现代舞美的嫁接，并且要大胆走出去，
若只在边疆本地循环将难以崭露头角。在当下社

会，民众的文艺欣赏习惯呈现多元化，对文化产
品更加挑剔，对文艺滇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
脱颖而出实现跨越发展，不仅需进一步增强文化
自信，立足悠久的历史、生动的现实、多样的文
化，还应扩大开放和对外交流，不断解放思想拓
展艺术思维，形成既有文化个性又与时代发展同
步的云南风格。

打造文艺滇军，快出人才快出精品，离不开
政府和社会对文艺的大力扶持，包括对文艺人才
的重视，对报刊及广播电视中文艺阵地的重视。
要将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作必要的区分，防止唯
市场论和泛娱乐化。要积极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
文化交流活动，营造建设文化大省的良好氛围。
文艺滇军更当积极地融入云南改革开放大格局
中，参与历史文化的传承和保护，汲取艺术营
养，面向未来、推陈出新，为繁荣云南文化贡献
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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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
一个国家和地区不断发展进步的精

神动能。近年来，云南以建设民族文化强
省为目标，推进文化体制改革、文化产业发

展，在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传统村落与古
城保护、民族文化传承与发展等方面不断取得新
进展。云南区域性的文艺创作日渐繁荣，文艺
滇军蔚为大观，各种类型的文化传承人形成

了能够接力发展的梯队形态，文化云南
涌现出许多新亮点，成为云南的新

名片。

目前云南共有 8590 项非物质文化遗产
进入保护名录，其中国家级90项，省级197
项。这些具多样性、本真性、唯一性和不
可替代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现了各族
人民杰出的创造才能、人文风俗和价值准
则，是云南民族文化的宝贵财富。

近年来，包括传统手工艺、民俗风物
等种类在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之所以得到
越来越多的重视、传承、保护，正是因为
其具有不可替代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
艺术价值，同时也基于云南文化工作者对
传统文化的尊重与开掘。

但也应看到，一些传统文化走到今天，
光有敬畏与传承是不够的。时代在发展，人
们的生活方式和审美习惯正发生改变。在此
过程中，一些原有的生产方式受到冲击，失
去了生存的土壤。正如印染技术的进步和工

业化生产，使大理白族扎染生产出现了不可
持续的现象，又或商业化过度进入传统文化
领域，导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重物质生
产、轻文化内涵”。当然，现代文明带来的科
技进步与文明意识，也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带来了希望与光明。

回顾非遗保护的历程，可以看到传统
文化与现代文明的融合之路。在古今的文
化对话中，我们说保护，保护的应该是非
遗的活态与多样性；我们说传承，传承的
应该是一种精神价值、历史记忆。非物质
文化遗产是活的，保护要尊重传统，也要
尊重文化自身发展的规律。懂得如何将开
发与保护，市场与文化有机结合起来，有
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才
能在前进中回望传统，用我们的智慧在历
史文化的承接中找寻未来。

自 2012 年云南传统村落调查工作启动以
来，传统村落登记上报 1371 个，其中 294 个
被列入国家级传统村落名录，占全国国家级
传统村落总数的20%，数量位居全国之首。

全国第一的桂冠，不应该是沾沾自喜的
理由，而应成为埋头苦干的起点。经过前期的
努力，我们基本摸清了家底，走在全国前列，但
依旧有查缺补漏的空间，而监管、保护以及合
理的开发利用都是必须持之以恒的工作。

文化遗存保护与开发的矛盾，是一个世
界性难题。通常认为，传统建筑是传统村落
的主要标志物，云南的传统村落建筑形态样
式不仅多而且保存度非常好，有保护价值的
占到 70%甚至 80%。但如今，城镇化推进加
速，农民的生活水平提高极快，农村拆旧建

新的速度也在加快，许多颇有特色、具有保
护价值的建筑很可能毁于旦夕之间。这些问
题的解决，除了编制规划、制定法律法规强
制保护之外，最主要的还是要加强宣传教
育，增强文化意识，激发农民群众对乡村文
化、居住文化的自信，从而形成保护传统村
落的文化自觉。

城有城史，村有村史。历史所积淀的不仅
是故事，还有厚重的文化。在保护与开发上，应
该尊重历史，切忌在城镇化快速推进过程中急
功近利，避免采取照搬城市开发模式、乱套特
色符号元素等割裂历史文脉的做法。只有坚持
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建设“山、水、田、园、
居”交相辉映的美丽乡村，才能让我们留得
住乡愁、寻得到回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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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未来 文艺滇军路还长面向未来 文艺滇军路还长

本报北京电（记者胡洪江） 云南
省临沧市沧源佤族自治县是我国最大
的佤族聚居县，距今 3500 多年的古
崖画、云南最大天坑群、佤族原始古
村落翁丁村等众多独特自然与文化资
源汇集沧源。日前，临沧市委、市政
府在北京宣布，沧源国际旅游度假区
创建工作正式启动。

沧源国际旅游度假区位于云南省
西南部，与缅甸交界，邻近泰国和老
挝，地处中国大陆旅游圈与东南亚国

际旅游圈的交叉边缘地带，既有云南
通往东南亚的口岸通道优势，又有开
展边境旅游的地缘优势。

临沧市委书记李小平说，临沧将
以沧源国际旅游度假区创建启动为契
机，不断完善基础配套，强化精品景
区建设，丰富度假旅游产品，抓好旅
游品牌塑造，推动临沧经济转型升
级。

图为沧源县勐来峡谷美景。
（资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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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作为植物王国，是中药材主
产地之一。虽然拥有丰富的中药材资
源，但云南的中药材行业一直存在着
小、散、差问题，亟待整装升级。

2013 年 11 月，云南省唯一一家
取得政府颁发的合法经营许可证的中
药材批发市场——中豪·螺蛳湾中药
材市场开业。昆明市中药材行业商会
与中豪强强联手，为构建和完善一个
面向全国，辐射东南亚、南亚地区的
中药材交易中心，让中药材走向世界
而努力。

中豪·螺蛳湾国际商贸城三期市
场部运营部副经理陈立昆表示，目前，
中药材市场实际经营面积达8万平方
米，共计700余户商家入驻经营，入驻
率高达100%；市场经营的中药材品类
达 3000多种，其中，贵细药材占 70%，
是全国一流的贵细药材主营市场。

中药材的特殊性决定了它在品质
上马虎不得。中豪·螺蛳湾中药材市
场十分重视品质建设，吸纳了像德顺
堂、向辉药业这样有着多年经营历
史，以诚信经营而赢得美誉的品牌商
家入驻。因为以品质和品牌著称，这
里也成为业内公认的做贵细药材做得
最好的市场之一，吸引着众多消费
者。“我们常会遇到坐几个小时的公
交只为来中豪·螺蛳湾中药材市场买
放心又实惠的药材的消费者。”陈立
昆一边讲述一边微笑，脸露欣喜。

据陈立昆介绍，中豪未来将继续
完善配套设施，提升人性化服务，携
手众多药材经营商，将云南打造成为
中药材种植、生产、加工、流通大
省，实现云南中药材走向全国，走向
全世界，传承古文明的同时，弘扬中
药材行业发展的新精神。（马铱潞）

云南市场让中药走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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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卫云岭高原的安 宁
马铱潞 周秋田

德宏公安边防支队

民众的“安全卫士”

7 月 21 日 6 时 10 分，受台风“威马逊”持
续影响，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芒海镇
吕尹村委会发生特大泥石流灾害。灾情发生
后，德宏公安边防支队立即启动自然灾害紧急
救援预案。在灾害发生不到10分钟，芒海边境
检查站组织45名官兵火速赶往事故现场开展救
援。

由于连降暴雨，芒海镇与外界相连的 3 条
公路全部中断。除路基坍塌外，两座主要桥梁
被冲毁，救援人员和物资送不进去，伤员无法
运出救治。官兵们同村民们齐心协力，到山上
砍竹子，找来铁钉和铁丝，通过官兵村民一起
努力，搭起了一座供人通行的“生命之桥”。

在持续开展搜救的
同时，支队迅速组织一
支医疗服务队，为灾区
群众开展就诊服务。这
支医疗服务队由 5 名医
务官兵组成，其中大部

分人员曾参与过汶川地震、盈江地震等救灾任
务。

一切为了受灾群众，搬运物资、抢修道路，哪
里有需要，哪里就有边防官兵的身影。德宏公安
边防支队百名官兵始终战斗在救灾一线，绿色
的迷彩衣在泥流中燃起希望，传递温暖。

武警普洱边防支队

戍边“反恐精英”

7月20日7时许，武警普洱边防支队澜沧边
境检查站站长刘云平带着 3 名执勤官兵在思澜
公路某段开展双向查缉时。一辆乘坐着4男1女
的轿车从普洱驶往澜沧方向进入查缉点。执勤
的公安边防官兵在对该车进行盘查过程中，坐
在后排座位的一名男子突然掏出匕首架在其身
旁的女子脖子上，胁迫执勤官兵放行。同时，
驾车的另一男子加大油门强行冲卡后将车驶往
澜沧方向。澜沧距离孟连不足 100 公里，犯罪
嫌疑人一旦出境，人质安全无法保障，抓捕也
将面临极大困难。武警普洱边防支队立即调集
中缅方向 15 个查缉组 230 名警力，在辖区 8 个
重点交通要道开展布控，严密查缉。勐马边防
派出所的18名官兵在勐马至勐阿口岸公路上设
置了路障，对过往车辆一一排查。

突然一辆银灰色大众车车速不减，企图强
行冲关。一声巨响过后，大众车撞在一旁阻截
的卡车上，掉转车头又撞向守卡警车。此时，
嫌疑车辆被迫停了下来。车外是数百名公安干
警和边防官兵，犯罪嫌疑人见无路可逃，不得

不接受谈判。经过 7 个小时的周旋谈判，嫌疑
人同意交换人质，要求提供一辆皮卡车。根据
解救方案部署，孟连县公安局民警将临时调配
的皮卡车开至嫌疑人乘坐的越野车前，人质坐
在皮卡车后排座位。当主犯准备登上皮卡车
时，现场指挥长、普洱市公安局副局长杨亚林
一声令下，处置民警立即投掷 3 枚爆震弹，埋
伏在周边的公安、边防、武警官兵迅速冲上，
将 3 名犯罪嫌疑人抓获。见此情景，主犯慌忙
向境外方向逃跑，枪声响起，主犯被击毙。边
防官兵成功解救出被绑架劫持的人质，用实际
行动保护了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

德宏木康边检站

边境“缉毒先锋”

木康边检站位于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
治州，这里邻近世界三大毒源地之一的“金三
角”。国际贩毒组织想方设法想通过木康边检站
将毒品偷运夹带入境，再贩运到中国各地，甚
至贩卖到国际市场。木康边检站的官兵们不仅
担负着对出入边境地区人员、车辆的验证检查
任务，更是阻断毒品入境的“缉毒先锋”。

在木康站，这里的官兵平均每天弯腰 1000
次，搬运货物、对于出入境的车辆进行全方位
的检查，甚至手都要伸到油箱中去摸索。自
2001年获得“缉毒先锋站”荣誉称号以来，木
康站共查获各类贩毒案件7545起，抓获犯罪嫌
疑人 5236 名，缴获各类毒品 4483.05 千克、各
类易制毒配剂306吨，查获各类枪支8支、子弹
170发。

图 为 德 宏
公安边防官兵
紧急出发前往
事发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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抢运伤员。 龚建新摄

凸显亮点 乡情不只记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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