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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玉溪市以链式思维为牵引，
培育特色林下经济产业，打造专精特新
林下经济企业，探索林下产业融合路径，
促进林下经济高质高效发展，发挥林下
经济联农带农优势，进一步推动地区经
济发展，助力乡村振兴。

炎炎夏日，在澄江市龙街街道养白
牛社区的“森林抚仙湖”低质低效林改造
项目西梅种植基地，山坡上一棵棵西梅
苗茁壮生长，树下种的贝贝瓜已经开始
收获。项目负责人杨辉介绍，这些西梅树
苗从新疆引进，3年后开始挂果，5年后
进入盛果期。

“通过复合经营和长短结合的模式，
可以让企业持续取得收益，为项目注入
发展动力。”澄江市林草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澄江市通过盘活约2234.85亩低质低
效林发展优质西梅种植，建设以西梅种
植为核心的生态产业集群，形成复合产
业经营模式。目前已栽种西梅16.5万株，
面积达 1882.5亩，带动周边 500多居民
就业，人均年增收3万元。

澄江市针对“森林抚仙湖”项目区盘

活可利用林地资源，明确各区块林地发
展模式和可发展产业，引进社会资本，推
动澄江林草产业绿色转型升级。记者在
龙街街道广龙社区的林木和小浆果复合
经营模式（试点）项目看到，一棵棵蓝莓
树苗整齐摆放在树林间。澄江市林草局
相关负责人介绍，该项目建设坚持生态
优先，与营造林措施紧密结合，林木管护
贯穿复合经营全过程，不会导致森林生
态功能降低。

松露保育促繁和林下羊肚菌种植
基地位于梁王山深处，澄江市依托云
南省野生菌保护发展协会科学技术资
源，支持企业利用林下空地在此建成
松露保育促繁、林下羊肚菌种植基地
1500亩。基地负责人赵丽粉介绍，2024
年，该基地种植林下羊肚菌 50亩，总产
值达 300万元，实现订单式生产；黑松
露保育促繁 800 亩，松乳菇保育促繁

200 亩，总产值为 240 万元。基地还带
动周边群众就业 3000余人次，增收 33
万元。

为了实现国有林场可持续发展，澄
江市通过白蚁鸡枞保育促繁项目积极探
索“兴绿”路径。2024年，该项目租用花
山梁子集体林地约 600亩，实施白蚁鸡
枞保育促繁项目，布下白蚁苗种约 2000
窝，目前已初见成效。2025年，澄江市继
续租用抚仙湖国有林场林地3858亩，开
展白蚁鸡枞菌保育促繁和 5869亩干巴
菌保育促繁。

“与传统的林下种植管护不同，林下
鸡枞菌只需极少的精力和少量水资源就
能实现大面积管护增收，不仅能带来经
济效益，还能叠加婚飞白蚁的药用价值
和野生菌采摘的旅游研学价值。”项目负
责人孙皓介绍，其团队已在秧田冲建立
了白蚁鸡枞菌种培育基地，作为林下野

生菌保育促繁的技术推广、样品展示、科
普宣教及科研培训基地。

“从全省范围来看，玉溪市的林地资
源没有数量优势。我们就在‘高质高效’
上下功夫。”玉溪市森林和草原局副局长
李盛林介绍，玉溪市按照“一县一业”“一
业一链”“一链一品”“一品一库”的模式，
大力推动林下经济发展。2024年，玉溪
市有林下经济利用林地 387.86万亩，林
下经济总产值达68.78亿元，并且发展出
了多样化的林下种植模式和养殖模式，
林下采集加工模式优势凸显，形成了以
哀牢山、磨盘山国家森林公园为核心的
森林旅游休闲体系。

近年来，玉溪市林业和草原局厘清
发展空间、统计方式、发展项目、发展规
划，让林下经济发展有了准确可靠的依
据。玉溪市林业和草原科学研究院院长
杜剑波介绍，玉溪市正在探索更深层次
的林下经济发展模式，通过坚持所有权、
稳定承包权、放活经营权，更好地发挥林
地经济效益。

本报记者 王剑钊

记者：今年5月20日起《民营经济促进法》正式实施，曲
靖市如何宣传贯彻，民营经济发展取得了哪些成效，在推动
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方面有什么考虑？

李先祥：制定出台《民营经济促进法》，对于全社会稳定
预期、提振信心、凝聚力量，进一步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
激发民营经济发展动能，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
大而深远的意义。

曲靖市重点从以下方面抓好贯彻落实：
一是抓学习宣传。《民营经济促进法》出台后，市委、市

政府结合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营经济发展的
重要论述，市委常委会、市政府党组会专题学习了《民营经
济促进法》，深入开展“学习宣传贯彻民营经济促进法曲靖
在行动”系列活动，将《民营经济促进法》纳入干部培训课
程，举办“法润珠源·护航民企”专题讲座，广泛开展“法律六
进”活动，不断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动民营经济
发展的能力。

二是抓服务提升。坚定不移落实“两个毫不动摇”，聚焦
建设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深入实施“1个
工程、2个计划、9个助企活动”，深化落实“高效办成一件
事”，扎实开展“局长坐诊接诉”服务活动，严格执行政商交
往“正面、负面、倡导”清单，连续三年荣获中国投资热点城
市称号。

三是抓民营经济发展。把民营企业作为产业转型升级的
生力军，大力实施传统产业改造提升、新兴产业集群发展、未
来产业前瞻布局“三大工程”，把惠企政策落实到企业、落实
到项目，依法保护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合法权益，今年以
来，兑现招商承诺3881.6万元，化解拖欠企业账款1239.95万
元，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通过努力，曲靖市民营经济发展取得明显成效。主要呈
现三个特点：一是占比高。2024年，全市民营经济实现增加
值 2117亿元，占GDP的比重达 57.6%，高于全国 6.9个百分
点、高于全省4.3个百分点。二是贡献大。全市民营经济贡献
了 25%的税收、50%以上的地区生产总值、60%左右的产业
投资额、70%左右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就业岗
位、90%以上的经营主体数量。三是活力强。全市有“四上”
企业 2730户、专精特新企业 267户、高新技术企业 234户、
科技型中小企业 841户，2户民营企业入围“中国制造业民
营企业 500强”，18户民营企业上榜“2024云南省非公企业
100强”。

下一步工作中，曲靖市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论述和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持续
学习宣传贯彻《民营经济促进法》，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
展。深化“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强化协同联动，优化审批流
程，提升服务便利度。落实“1+2+9”助企工程，常态化开展“走
流程”“局长坐诊接诉”等活动，“一企一策”精准帮扶，务求实
效。严格执行政商交往“三张清单”，构建亲清政商关系，让企
业安心投资、放心发展。规范涉企执法，着力解决拖欠账款问
题，依法保护民营企业家权益和企业产权。聚焦传统产业升
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未来产业布局，全力支持民营企业做
强做优做大，将曲靖打造成民营经济茁壮成长的沃土、创新
创业的摇篮。

本报记者 张雯

玉溪市培育特色林下经济产业——

坚持链式发展 探索融合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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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诺皮雕文化艺术馆坐落于香格
里拉市独克宗古城，工作台前，展馆主
理人之一赵文倞手握刻刀，在坚韧的
牛皮上游走，藏式纹样与唐卡神韵随
之浮现。

作为茶马古道核心区之一，香格
里拉的皮革技艺曾随马帮远传各地。
马帮汉子的羊皮褂、负重的皮马具、
驮茶的皮箱子，在雪山与峡谷间踏
出了一条技艺之路。藏式皮艺吸纳汉
族、纳西族等民族的工艺，融合印度、
尼泊尔等地的风情，甚至还融入了英
式工艺。时光流转，这些融汇古今中外
的古老皮具，仍散发着独有的魅力。

“爷爷的针线是我最早的课本。”
展馆主理人之一张燕翔是当地皮匠世
家的第三代传人，自幼随祖父学制皮。
后来，他和赵文倞师从著名皮革雕刻
匠人赵玉彬，学习传统皮雕唐草技艺，
又向皮具设计师白宇东学习了皮革塑
形技巧。

为了在牛皮上生动呈现藏地色
彩，他们多次奔赴上海钻研染色技艺，
最终以矿物质为媒，将雪山的白、草甸

的绿、服饰的红定格成独特的染色配
方。“现在我们掌握了 10余种染色方
法。矿物质皮雕染料更是我们自己创
新的染色方法。”赵文倞说。

2016年，赵文倞和张燕翔从银行
离职，搭伙成立工作室。他们与阿若康
巴民宿、香格里拉大酒店和悦榕庄等

品牌合作，提供雕刻类皮具、皮具手工
伴手礼及皮雕画等作品。“虽然当时
工作室规模小、产量低，但每件作品
都注入了我们的热情。”赵文倞说。市
场的认可带来了扩张的需求，业内人
士甚至提议他们前往成都、北京等地
发展。

“眼看着香格里拉日新月异，我
们坚信高原天高地广，在这里发展
文化事业大有可为。”2019年初，以
皮雕文化为主题的布诺皮雕艺术馆
在独克宗古城核心区落成。展馆内，唐
卡的庄严与皮雕的肌理碰撞，油画的
光影与皮革的质感交融，几十件作品
各显风华，以传统纹样为底，取雪山轮
廓为形，尽显创意。

目前，布诺皮雕团队专注于探索
皮雕工艺创作技艺，以高度的专业性
与鲜明的辨识度，不断拓展技艺边界。

“下一步，布诺皮雕艺术馆将持续融
合传统皮革制作工艺与雕刻技艺，深
耕藏文化内核，打造兼具民族特色与
艺术价值的手工皮革雕刻精品。”张燕
翔说。 本报记者 贡秋次仁 文/图

清晨，阳光透过榕树树梢，洒在巍
山彝族回族自治县马鞍山乡青云小学
的校园里。巍山彝族打歌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郭建荣挥舞着
大刀，指导孩子们练习青云打歌，额头
上满是细密的汗珠。他一边示范动作，
一边大声叮嘱：“打歌不仅要靠技巧，
还是门体力活，大家要把劲儿使足！”

巍山彝族打歌历史悠久，相传起
初是部落之争的震慑手段，后来常用
作庆祝狩猎、丰收、节日等，逐渐演变
为人们劳作之余、自娱自乐的文化活
动。2008年，巍山彝族打歌被列为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马鞍山乡青云村地处澜沧江峡
谷，至今保留着传统民族民间歌、舞、
乐，彝族打歌是村民生活中不可或缺
的一部分。逢年过节、婚丧嫁娶，村民
们都会跳起彝族打歌。郭建荣的爷爷、
父亲均为当地有名的芦笙手和“歌
头”，郭建荣耳濡目染，从小便爱上了
彝族打歌。

“小时候父母常跟我说，早在 50

年代，青云的彝族打歌在北京演出过。
我那时就有一个愿望，以后也要到北
京表演，看看外面的世界。”郭建荣说。
为了这个愿望，他努力学习彝族打歌
舞步，练习大刀和葫芦笙。后来，郭建
荣拜师民间艺人左伟增，开始系统学
习彝族打歌表演。在师傅精心指导和
自己的勤学苦练下，他逐渐成长为远
近闻名的打歌能手。此后，他博采众
长，熟练掌握了东山打歌、五印打歌、
青华打歌等多种打歌技艺和芦笙、笛
子吹奏技巧。他在传承传统技巧的基
础上，积极改良青云打歌刀法，使其更
加流畅、有规律、具观赏性。

辛勤付出终有回报。2002年5月，
郭建荣被认定为巍山彝族打歌省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2006
年，郭建荣带队赴京参加“CCTV中国
民族民间歌舞盛典”，青云彝族打歌在
舞台上绽放光彩。郭建荣激动地说：

“那一刻，我多年的梦想终于实现了，
感觉一切都值了。”

为更好地传承彝族打歌，郭建荣

在村里成立了巍山县民族民间歌舞传
承示范点，先后收徒 20多人，他还将
课堂延伸至校园，在当地小学、幼儿园
教学打歌，至今已教授师生1000余人
次。此外，郭建荣还在周边村落选拔出
30多名打歌爱好者，组建成青云打歌
艺术团，带领村民们参加村里客事表
演及外地演出，既传承了民族文化，又
为村民增加了收入。

如今，郭建荣的传承事业已枝繁叶
茂，各项荣誉接踵而至。他曾荣获“群文
之星”称号，参与编导的彝族打歌节目
《阿克力》也获群星奖，他还被聘请为
云南艺术学院国家艺术基金“民族舞
蹈教育人才培养”项目授课专家、巍山
县首届“兴巍优秀人才”、大理大学民
族艺术馆民间艺术指导教师等。今年3
月，郭建荣被认定为巍山彝族打歌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

“彝族打歌不仅是一种艺术形式，更是
我一生的坚守。我会用自己的努力将
这门古老的艺术传承下去。”他说。

本报记者 李丽 通讯员 陆向荣

本报讯（记者 张雪飞）近日，云南
青年作家段爱松诗集《江水谣与贮贝器》
新书发布暨诗歌研讨会在北京举行。众
多诗人、评论家聚集一堂，就《江水谣与
贮贝器》及段爱松诗歌创作展开研讨。

与会专家认为，从结构上看，《江水
谣与贮贝器》前面“江水谣”部分是短
诗，后面“贮贝器”部分是长诗，是一种
长篇短制融合的交响曲。该诗集具有鲜
明的地域特色，“江水谣”朴素和壮美相
互映衬，以极简的笔法凸显了对于自
然伟力的赞颂；“贮贝器”兼具文化人
类学意义和诗性考古学意义，描绘出
了当代生活中蓬勃绚丽的地方风情与
民俗画卷。

活动由诗刊社、云南教育出版社、云
南省作家协会主办。中国作家协会党组
成员、书记处书记、副主席邱华栋向研讨
会发来贺信。

云南作家段爱松《江水谣
与贮贝器》新书发布暨
诗歌研讨会在北京举行

文体新闻

本报讯（记者 黄立康） 7月 17日，
2025年澜湄武术训练营开营仪式在昆
明海埂大自然风情园举办。来自中国、柬
埔寨、老挝、缅甸、泰国、越南的100余名
嘉宾和运动员参加了开营仪式。

仪式上，中外学员、教员代表和云南
省武术队队员为现场观众带来太极扇、
华龙刀法、八卦掌、形意拳等精彩表演。
开营仪式结束后，为期 8天的 2025年澜
湄武术训练营正式开启。7月 16日至 23
日，训练营将开展以传统拳、太极拳为主
的武术培训。

本次活动由国家体育总局武术中
心、中国武术协会主办，云南省武术协会
承办。

2025年澜湄武术
训练营在昆举办

本报讯（记者 和茜）近日，第二届
泸沽湖诗歌季在宁蒗彝族自治县开幕。
来自全国各地的诗人、评论家及诗歌爱
好者齐聚宁蒗，在探寻小凉山诗歌意蕴
的同时，共赏泸沽湖的旖旎风光。

活动期间，系列特色活动接连开展。
诗人们先后来到泥鳅沟红米基地、瓦拉
壁摩梭村采风，感受高原农业产业的蓬
勃发展，探寻摩梭文化的独特魅力；在小
凉山诗歌研讨会上，与会者围绕诗歌艺
术的创新路径展开深入交流探讨；篝火
打跳活动中，诗人们与当地群众手拉手
共舞，沉浸式体验民族文化的活力；诗歌
季朗诵活动上，特邀嘉宾与宁蒗本地朗
诵爱好者乘坐独具民族特色的猪槽船，
在里格半岛湖面深情朗诵，让灵动的诗
句与秀美的自然风光交相辉映。

泸沽湖诗歌季举行

巍山彝族打歌传人郭建荣：

田原山麓 踏歌起舞

香格里拉布诺皮雕：

古道刀锋 雪域匠心

郭建荣在巍山青云小学教孩子们彝族打歌郭建荣在巍山青云小学教孩子们彝族打歌。。 本报通讯员本报通讯员 陆向荣陆向荣 摄摄

布诺皮雕文化艺术馆布诺皮雕文化艺术馆。。

乡村行 看振兴

随着人参果进入丰收采摘季，镇
沅彝族哈尼族拉祜族自治县九甲镇
果吉村 31户村民迎来了期盼已久的
2024年人参果种植分红。种植收益与
土地流转的双重红利，由合作社汇入
村民银行卡。看着一个个果子转化为
实实在在的收入，分红会议现场的村
民们喜笑颜开。

人参果产业是果吉村的重要产
业。依托得天独厚的气候条件和水
土资源优势，2023年 9月，为了发展
壮大村级集体经济、促进农民增收
的同时弥补当地水果产业的空白，
果吉村干部和驻村工作队积极与镇
沅盈诚农业合作社对接达成合作，
积极调整产业结构，让人参果在此

“落地生根”。在种植过程中，种植户

曾面临缺乏种植管理技术和采摘
分拣流程不够规范等问题，在合作
社专家和技术人员对种植户进行指
导与培训后，果吉村人参果的产值
和产量得到了显著提升。2024年，果
吉村人参果种植面积达 128亩，亩产
量 6吨多，总产值达 500万元。人参
果为种植户带来了可观收益的同
时，也为当地村民提供了宝贵的就
业机会，带动了村内 300余名村民就
近就业。

据统计，今年九甲镇共有果吉、
文岗、甸坑、勐真 4个村种植人参果
260余亩，总产值达 900余万元，人参
果成了助农增收的“金果子”。

本报记者 高玥 胡梅君
通讯员 游雯敏

7月以来，开远市3万余亩鹰嘴蜜
桃进入采收期。小龙潭镇绿差冲村的
蜜桃园里一片忙碌，村民挑着果篮穿
梭林间，摘下一颗颗带着晨露的饱满
果实，空气中弥漫着清甜的果香。“客
户都比较喜欢我家的蜜桃，今天我接
到 50多个省外订单。”手捧水灵灵的
鹰嘴蜜桃，村民普义勇笑着说，“近期
天气好转，蜜桃口感变好了不少，销量
也提升了。”

绿差冲村地处小龙潭镇山区，独
特的土壤和昼夜温差造就了当地鹰嘴
蜜桃甜脆芳香的特点。从2018年的几

户人家种植到现在全村人种植，种植
面积近 3000亩，年产值达 1000多万
元，每年采摘季都会吸引不少省内外
客户订购。

开远鹰嘴蜜桃种植区域主要分布
在乐白道街道、小龙潭镇、中和营镇、
大庄乡等乡镇（街道）的坝区、山区和
半山区，每到成熟季，一箱箱蜜桃通过
电商物流发往全国各地。目前，开远市
鹰嘴蜜桃种植面积达3.2万亩，产量近
5万吨，实现产值 4亿元，已成为带动
农户增收致富、助力乡村振兴的重要
产业。 本报记者 饶勇 通讯员 张兴

镇沅：人参果富民兴村

开远：鹰嘴桃产销两旺

开远市绿差冲村村民分拣鹰嘴蜜桃。 本报通讯员 张兴 摄

本报讯（记者 娄莹）近日，记者从
“2025向山而行·丽江”山地自行车赛组
委会获悉，本次比赛将于 8月底至 10月
中旬分别在程海、泸沽湖、玉龙雪山举
行，目前赛事报名工作已经启动。

赛事以“程海－泸沽湖－玉龙雪山”
黄金三角骑行为轴心，程海站赛事将于
8月 31日举办，50公里赛道将串联湿地
与白族古村；泸沽站赛事于 9月 28日开
赛，20公里赛道途经大落水村、情人滩、
格姆女神山；玉龙雪山站赛事于10月18
日至19日举办，参赛者将在超过3000米
的高海拔越野赛道上完成挑战。

去年举办的首届“向山而行·丽江”
山地自行车赛吸引了500余名骑手，还被
评为野途风云榜“年度新锐赛事品牌”。

“向山而行·丽江”
山地自行车赛报名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