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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主任：生活越来越有奔头

格茸此里是佛山乡纳古村的前任村委会主
任，在小院里刚坐下，他的老伴就笑眯眯地端出
橘子、核桃、蜂蜜和自酿的葡萄酒。

两层小楼宽敞明亮，家具电器一应俱全，圈里
养着牲畜，家里还种了二亩葡萄，格茸此里高兴地
拉着笔者四处看。“这都是党和政府的恩情啊，帮我
们修了路、接了水、通了电，让我们有活干，有钱赚，
这么好的政策，生活越来越有奔头。”

生活好起来，格茸此里觉得电力功不可没。
2009 年以前，纳古村没有硬化道路，没有自来
水，村边小电站每晚仅8时—10时供电，由于电压
不稳，电饭煲连饭也煮不熟，村民买的电器要么
被烧坏，要么被闲置。村里 83岁的老人此里都吉
说，他大半辈子只做两件事，要么听鸡叫上山砍
柴，天黑了才回来；要么下地种青稞，忙忙碌碌
却只能勉强解决全家温饱。他说，全村的青壮劳
力要么外出打工，要么留在村里过苦日子。当地
有用柴做饭取暖的传统习惯，多年下来，山秃
了，塌方滑坡时有发生。

时任村委会主任的格茸此里对此很无奈，让
他没想到的是，2009 年开始的第二轮农村电网升
级改造解了这个困局。村里立起新电杆，电线拉
进每家每户，电力又足又稳定，村民纷纷买回了
各种电器。格茸此里到县城买回了电饭煲、电磁
炉，又快又香地做好了饭菜，转身就把砍柴刀扔
到门后了，从此不再上山砍柴。

那时候，佛山乡开始大力发展农产业，格茸
此里和村民种起了葡萄，特殊的气候、土壤条件
让这里的葡萄产量大、品质优，村民的收入开始
增加。有了稳定的电力供应，村民买来粉碎机、
电磨打饲料，用现代方式饲养牛、羊、猪、鸡，
既轻松又稳定，摆脱了对自然资源的依赖，进一
步增收。而当地特殊的补贴政策让电费仅 0.3 元/
千瓦时，纳古村村民的家里电器扎堆，连最传统
的打酥油茶的舂桶也换成了专门的酥油机。每家
的电费大概每月100多元，只相当于在当地打工一

天的收入。用电没给村民带来经济负担，却提供
了极大的便利。

“现在每户年收入大概都在 3万元以上，做得
好的能到 5万元，村民真正富起来了。”格茸此里
说，他的两个儿子在省城上大学，除去学费、生
活费以及家里开支后，每年都有结余。尤其让他
高兴的是，以电代柴的便捷性让村民不再砍柴，
山慢慢又绿了回来，“现在砍树多，以后花 100倍
的钱也未必补得回来。”格茸此里说，保护环境这
笔功劳要记给电力。

供电人：对百姓要像亲人一样

1月13日，清晨，气温零下2℃，在前往江坡
村的陡坡碎石路上，3 名佛山供电所员工匆匆前
行，不时避让从山顶滚落的石块。

入冬以来，一项消灭线路设备隐患的特巡工
作在云南电网全面开展，以确保电力可靠供应，
让百姓“温暖过冬”。

当天的任务是对 10 千伏江坡线进行特巡。所
长格茸此里心里盘算着，离春节还有3周，剩4条
10 千伏线，抓紧点可以完成。所员扎西七林和斯
那此里背着工具包沿线路检查隐患，不时搓着冻
僵的手。

佛山供电所的管辖区域有 1280 平方公里，相

当于两个新加坡的面积，只有6名员工，除去一名
女姓“驻家”办理业务及收电费，其余5人整天忙
于检查线路、抢修，完全没有周末之说。

“知道今天星期几吗？”笔者问，格茸此里想
了想，没回答出来，但他能快速说出佛山乡的供
电数据：68个自然村、155个台变、224.69千米10
千伏线路、375.05千米0.4千伏线路。

地盘太大，供电所员工忙起来没日没夜。所
里的抢修车每月行驶里程至少 3000 公里，相当于
每天100公里，而这只是公路里程，所员外出抢修
或巡查，到了车辆无法前行时，往往还要徒步1小
时以上才能去到位于高山峡谷里的村民家，这些
路途是无法统计的。

“佛山乡冬冷夏热，地广人稀，常遇大风、暴雨，
工作起来确实辛苦，但你要让我离开这里，我真舍
不得。”扎西七林的家在200公里外的香格里拉，一
年却只能回去一次。说起供电服务的故事，他滔滔
不绝，如怎样一天就抢通被暴雨袭击的梅里雪山雨
崩村电力、怎么更换被狂风吹断的山顶电杆、怎么
给受伤的登山客提供救援等，而笔者跟随他们巡线
时，路遇村民都会与他们打招呼、拉他们去家里吃
饭，而他们也能叫出每个村民的名字。

“其实，只要你像对亲人一样对百姓，把供电
服务做好了，他们自然就会对你好。”说这话时，
格茸此里憨厚一笑。他说，近几年看着佛山乡的
发展越来越好，他们承担的供电服务得到百姓的
认可，大家都为身为一名供电人员感到自豪。“通
过这次巡查，对线路、设备的安全隐患作了消
缺，我们对电力安全稳定供应有信心，村民一定
能过一个暖冬。”说这话时，他信心满满。

电力对佛山乡经济发展的支撑促进作用，笔
者在佛山乡人大主席此里尼玛处得到了印证：“有
了强劲、稳定的电力，佛山乡的经济发展才快起
来，你看看现在的佛山乡，连酒店都开了 20 多
个，说明经济发展，来的人越来越多了。”据了
解，在稳定的电力支撑下，佛山乡的虫草、松
茸、贝母、葡萄等采集、种植、加工业蓬勃兴
起，2015年，当地人均纯收入5517元，而2010年
时，仅不足2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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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供应稳不稳，服务到不到位，百
姓怎样温暖过冬？隆冬时节，笔者带着这
样的问题，走进云南迪庆高原，探访德钦
县佛山乡澜沧江畔小山乡藏族百姓。

本报电 2015 年云南省边民互市货运量 471.1 万吨，
货值人民币 105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28.1%和 32.9%。互
市贸易额首次突破100亿元，成为云南外贸新的增长点。
其中勐腊、孟定、天保、金水河、河口、瑞丽口岸互市
贸易额达10亿元以上，主要的进口商品为水果、干果等
农产品和海鲜，主要出口商品为纸箱、水泥、瓷砖等建
材和玩具等。

发展边民互市贸易是国家富民、兴边、睦邻的重要
政策，对于云南发展具有特殊意义。昆明海关加强调查
研究，主动作为，与省商务厅联合制发 《云南边民互市
贸易常见进口商品目录》，完善边民互市场所建设，开发
运用“边民互市贸易管理系统”，在口岸试点推进边民互
市贸易通关无纸化改革，实施边民备案、进出境运输工
具监管、进出口货物通关作业、风险布控、统计分析等
全程信息化管理，大大提高了通关效率。同时，加大边
民互市渠道打击走私违法力度，维护良好的边民互市贸
易秩序。

下一步，昆明海关将继续深化改革，不断提升管理
质量和效率，推进边民互市贸易规范有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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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中边境步行集市在木姐开市
新华社仰光电（记者庄北宁） 缅甸和中国边境地区一座步行集

市19日在缅甸北部边境城市木姐正式开市，这将为两国边境贸易提
供更多便利。

木姐位于缅甸掸邦北部，瑞丽江沿岸，是连接缅甸与中国云南
省的重要边境口岸。新开市的敏格拉木姐步行市场是一座具有国际
标准的步行市场，属于掸邦政府与私营的新星光建筑公司合作开发
的木姐中央经济区项目的一期工程。

敏格拉木姐步行集市 19日开始举行为期 3天的开市活动，各种
缅甸和中国出产的货物在市场上展示和交易。

每年，缅甸和中国轮流在木姐和中国边境口岸城市瑞丽举行边
境经济贸易交易会。最近一次边交会于去年 12月 15日在瑞丽开幕。
中缅边交会自2001年启动，已经举办15届，成为两国间规模最大的
经贸交流会议。

由中共文山州委宣传部、州文产办监制，文山州文广体局、州民族文化工
作团创作演出的大型原创民族舞剧《老山颂》日前在昆明首演，为春城观众献上
一台充满正能量的爱国主义大戏。图为演出现场。 （云南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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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剧《老山颂》昆明首演

文化艺术走向世界
奇山异水孕育了云南丰富绚烂的民

族文化：民族歌舞婀娜多姿，民族民间
工艺品琳琅满目，民族服饰美轮美奂，
民族饮食绝无仅有，民族节庆豪迈奔
放。这些独特的文化资源，在民族文化
强省建设中得到了应有的保护和发展，
政府主导、多元发展、扎根云南、走向
世界的格局初步显现。

2015年 5月 1日，意大利米兰世博会
开幕，《哈尼古歌》作为2015年中国馆唯
一驻场演出节目，登上了璀璨的国际舞
台，共演出1000余场，吸引了100多万人
次观看，其中包括意大利前总理贝卢斯
科尼、芬兰前总理埃斯科·阿霍、爱尔兰
总统麦克·希金斯等多位外国政要，成为
本届世博会最受关注、最具特色、观看
人数最多的节目之一。《哈尼古歌》 完成
了从濒临失传到走向世界的完美蝶变。

南涧彝族自治县是世界上独一无二

的“民间跳菜艺术之乡”。2015年10月21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出席
伦敦兰卡斯特宫举办的中英创意产业展
时，受环球音乐邀请，云南南涧跳菜艺
术团4名演员为艺术家萨顶顶助阵，在中
英创意产业展上献艺，这是南涧跳菜在
欧洲的首次亮相。

文化产业谱写新篇
过去一年，云南以创意为先导，以

市场为引领，坚持内容为主、特色立
足，进一步完善机制实施项目，通过锻
造品牌和转型升级，有力地推动了全省
的文化产业发展。

有一种美妙的音乐，从彩云之南走
向大江南北、国际音乐艺术殿堂，这就
是源自云南梁河、被誉为“东方萨克
斯”的葫芦丝。小小葫芦丝，成就了一
方产业：云南生产葫芦丝的企业达400多
家，年生产葫芦丝 200万支，产值近 2亿
元，带动相关从业人员数万人。经过多

年的传承与发展，云南葫芦丝已形成了
规模化种植、集约型加工、新产品研
发、新作品创作、专业化培训、品牌化
推广销售和文化交流演艺一条龙产业体
系，呈现“井喷”式发展。

通过数代人的“守艺和创艺”，云南民
族民间工艺品形成了有充分文脉传承的
金、木、土、石、布“五韵盛景”。2015年南博
会上，汇集了68家云南刺绣企业和村寨刺
绣精品的“刺绣布艺专馆”，精美绚烂，人
流不绝，体现了云南刺绣的特殊魅力；以

“金木土石布”为主的特色文化产业熠熠
生辉，精美的“云绣”品牌、典雅的“云陶”
品牌，日益响亮。

以昆明憨夯工艺品公司、云南花猫
民秀经贸公司、云南三彝扎染公司、红
河金易文化产业有限公司为代表的一批
云南企业生产的民族手工刺绣、扎染、
民族娃娃、布艺包、斑锡、斑铜、乌铜
走银等特色工艺品，已经在海外市场崭
露头角，成为文化产品出口创汇的主力。

文化惠民深入人心
民族文化的丰富内涵，成为云南文

化惠民、文化育民的坚实基础。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

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云
南省文化厅广泛开展“深入生活、扎根
人民”及“结对子，种文化”活动。省
花灯剧院围绕茶马古道题材，以 《小河
淌水》 为题，组织 29 名艺术创作人员深
入滇西茶马古道，体验生活，为 2015 年
新剧目的创作收集素材；省京剧院围绕
边屯文化题材，为纪念抗日战争和世界
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创作以抗日
战争为大背景的作品。

2015年以来，省级院团共组织实施了
45个创作计划及选题。云南省文化厅所属
艺术院团分别与县级及县以下街道社区
和乡镇文化站、文艺演出队等开展“一对
一”、“一对多”、“多对一”、跨地区等不同
形式的结对帮扶活动。

多彩民族文化惊艳四海多彩民族文化惊艳四海
李成生

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1月考察云南时强调：“云南少数民族文
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瑰宝，要积极加以支持和发展”，“要使各民
族文化繁荣发展的过程成为各民族相知、相亲、相惜的过程，成
为民族团结的润滑剂、催化剂、粘合剂”。

一年来，云南着力打造好民族文化这张云南的亮丽名片，把
民族文化的“多元”体现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体”之中。

据新华社昆明电（记者侯文坤）
围绕 2020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总体
目标，云南省计划通过3年努力，完成
易地扶贫搬迁 30 万户、100 万人，同
时让搬迁群众实现“搬得出、留得住、
能致富”。

为帮助贫困地区群众挪穷窝、摘
穷帽、拔穷根，云南省 2015 年制定了

《云南省易地扶贫搬迁三年行动计
划》，明确 2016－2018年，先用 3年时
间，投入600亿元，完成易地扶贫搬迁
100万人。目前，部分搬迁村寨示范点
建设工作已经铺开。到 2015 年底，云
南省 16 个州（市）已启动了 304 个搬
迁村寨示范点的建设，覆盖 2.6 万户
10万人，规划投资61.2亿元。

为保障易地扶贫搬迁项目实施，
云南组建了省级融资平台公司和120
个县（市、区）承贷公司，截至 2015 年
11月底，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云南省分
行已审批易地扶贫搬迁项目贷款
736.94亿元，投放贷款218.55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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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宁残疾人

秧佬鼓“嗨起来”
本报电（王勇、杨滟） 近日，昆明市晋宁县

组织残疾人秧佬鼓艺术团在昆明世博园举办了以
“嗨起来”为主题的残疾人专场文艺演出，将
“全民健身挑战日，健康昆明动起来”活动推向高
潮。特殊演员们用饱满的热情为现场300多名观众
奉上了一场精彩的演出，展现出残疾人追求理
想、奋发向上、顽强拼搏、与时俱进的崭新精神
面貌。

秧佬鼓在晋宁县有着悠久的历史，具有鲜明
的民族个性和民族特征，是彝族文化的主要表现
形式和重要载体。秧佬鼓，又称花鼓，发源于晋
宁县与玉溪市交界的彝族聚居山区，彝语叫“哲
波比”，意为敲着空心木跳的舞蹈。

海关关员检查进口水果。 宋 凌摄

乡村文艺演出丰富群众文化生活乡村文艺演出丰富群众文化生活。。 张张 彤彤摄摄

云南电网养护人员雪中巡视输电线路云南电网养护人员雪中巡视输电线路。。陈陈 波波摄摄

为方便老百姓交电费，云南德钦供电所现场
收费。 周志旺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