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林登是最早在大理市喜洲
镇定居的外国人。如今，他时常
背着背篓买菜，还不时用白族
话跟村民讲价；田间地头，也时
常会出现他跟村民一起劳作的
场景，在喜林苑里，还有各国来
宾欢歌笑语的场景。在不忙碌
的时候，他总是穿梭于喜洲大
小商铺和街巷，热情地和当地
人打着招呼，无论身着民族服
装的老太太，卖喜洲粑粑的小
贩，还是蹬三轮车的青年人，都
对他报以笑脸。他是喜洲人调
侃的“林村长”，是村民办红白
事时的座上宾。美国人林登早
已融入了这个有着 1000 多年历
史的古老小镇里。

2004年，林登带着家人，怀着
对中国文化浓厚的兴趣来到中
国。他们在火车上度过了200多个
夜晚，花了4年时间走遍了中国大
多数省份，最后终于在大理喜洲
落脚。他希望能探索一种尊重中
国的文化遗产，更有社会责任的
旅游形式，用自己的影响力让更
多的人加入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和
保护中。

2007年，林登夫妇开始修复
喜洲的杨品相宅，并为其取名为

“喜林苑”。该宅院的原主人杨品
相老先生是喜洲商帮“八中家”
之一，于 1948年建成三进式白族
传统民居，有三坊一照壁、四合
五天井、走马转角楼满。经过一
年的精心修缮，“喜林苑”于 2008
年呈现在世人面前。有 16 间客
房、一家酒吧/咖啡厅、健身中心、
儿童房、会议室和一个图书馆。
登上后院的露台，东边是波光粼
粼的洱海，西边是青翠磅礴的苍

山，田园风光随着季节变化，美
不胜收。

喜林苑投入使用后，林登又
耗时两年修复喜林苑的第二个
项目——杨卓然院，杨卓然院由
喜洲著名的商人、喜洲“八中家”
之一杨卓然先生建于 1947年。林
登把这座宅院改造成为设有 7间
客房、两个教室、餐厅、书房和活
动室、教师起居室和其他设施教
育项目基地。2013 年，林登的修
复项目完成，之后每年都有从世
界各地来的实习生为当地人做
一些教育性的活动，实习生也可
以在喜洲学习当地的人文风情。

2018年，喜林苑的第三个院
子——宝成府重新对外开放。宝
成府始建于 1939年，占地 3600平
方米，原主人为其题名“镜庐”，后
人为了纪念主人严宝成而得名

“宝成府”，是全国重点文物的保
护单位。宝成府分南、北、中三院，
北院和中院是典型的白族民居建
筑。修建后的宝成府拥有大量宽
敞的户外空间，新建了烹饪教室、
艺术工坊、画室等多项文化设施，
让人可以从每个细节之处细细品
味白族民居之美。

林登说：“我创办喜林苑就
是想把中国的传统文化开发挖
掘保护好，让世界更好的了解中
国、了解大理、了解喜洲。如今的
喜林苑在喜洲的‘三朵花’已全
面盛放，不同国家的人们聚在一
起，跳舞，演奏，共进晚餐……当
地的居民和外来的客人共同参
与保护中国古文化。作为一个美
国人，我的‘中国梦’已经在喜洲
实现了！”

本报通讯员 杨霞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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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培养搭上“高校动车”
本报记者博达通讯员 杨宋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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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7月1日，大理白族自治
州正式进入高铁时代，新机遇带来新
发展。这是一条“物理高铁”，在大理
还有一条“人才高铁”，在5年前就已
通轨运行。

2013年以来，教育部作为定点
联系滇西边境山区的国家部委，指
定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定点帮扶
弥渡县、南涧彝族自治县、永平县、
洱源县、云龙县5个县，明确中国传
媒大学、中国海洋大学、北京外国
语大学、中央美术学院和人民教育
出版社分别承担对漾濞彝族自治
县、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鹤庆县、
剑川县、宾川县 5个县的专项帮扶

任务。让大理人才培养乘上了全国
著名高校“动车组”列车。

“大理州紧紧抓住教育部及其
直属 10所高校（社）定点联系帮扶
大理，上海市崇明区、浦东新区对
口帮扶大理的机遇，深化校地合作
和沪滇协作，充分利用帮扶单位人
才资源优势，持续为大理跨越发展

提供智力帮扶。”大理州委组织部
部长赵国良介绍，全州通过教育部
滇西扶贫开发帮扶计划、沪滇扶贫
协作项目开展各级各类干部教育
培训 99 班次、培训干部 25865 人
次；选派全州卫生、教育、农业等各
领域基层人才到各挂钩高校、上海
协作单位学习研修245人次。

“看，这就是通往我们基地
的‘丹参大道’，县里开始铺柏
油路了。我最大的心愿就是开
车时望出窗外，两边的核桃林
下全是绿油油的中药材或蔬
菜。”从漾濞彝族自治县富恒乡
白章村进入石竹村的路上，今
年 49岁的祁学飞一边开车一边
与记者聊天，他说准备 70 岁退
休，目前 10年要打牢基础、带动
父老乡亲过上好日子。

祁学飞是漾濞县富恒种植
业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初中
毕业后就开始“闯市场”，贩卖山
里的野生菌、核桃、中药材，收获
了“第一桶金”。前几年，富恒村
周边的野生资源逐渐匮乏，核桃
价格连年下滑，促使祁学飞从一
个“搬运工”转向标准化种植的

“探索者”。他在海拔 2400米的山
上试种 50亩丹参，村里人骂他是

“疯子”。他历经挫折，从 20多个
品种里选出了合适品种并取得
成功。

“我们必须抱团发展，以商
招商，路子才能越走越宽。”祁学
飞介绍，5年前创办的合作社主
要从事农副产品和地产药材种
植、加工销售服务，以及优质育
苗基地开发、果蔬加工销售、科
学技术种植开发交流推广。成员

以土地入股、林权入股、林产品
入股、森林入股、资金入股，目前
拥有林地 1.3 万多亩，年产值
3000多万元，户均产值达 5万元。

石竹村岩腊左村民小组长茶
继高家住合作社 1200 亩育苗基
地边上，他开办了一家农家乐。他
深有感触地说:“周边群众都带动
发展起来了。”他家有 5口人，过
去收入主要来自卖核桃的 3万多
元。如今在基地打工一年增收六
七万元，农家乐也可增收七八万
元。富恒村村民施建忠一边在合
作社基地薅草，一边照看附近自
家的养蜂箱。他高兴地说：“我家3
口人，依靠种植丹参、卖冬蜂蜜、
核桃、养猪，年收入四五万元，去
年11月正式脱贫了。”

“我们引进了战略合作伙伴
共同发展丹参、黄精等中药材标
准化种植，建起种苗培育基地，
2020 年辐射到周边县、乡镇，以
土地入股或租用农户土地将达
到 3 万亩。”作为大理州政协委
员，祁学飞今年提交的提案就是
《正视问题，补齐短板，促进林下
中药材种植产业的持续健康发
展》。他说，既要种出良心药、放
心药，又要积极促农脱贫、助农
增收。

本报记者 庄俊华 文/图

一个美国人的“中国梦”

核桃林下“掘金”富民

“大家深入讨论，看看我们的
这次学习有什么收获和启示。”4月
10日下午，当记者一行走进弥渡职
教中学TIP英语教师培训班时，TIP
项目总监郑莹正在作学习总结。这
个为期 5天的培训班已进入尾声，
来自全县中小学的 80多名学员正
分组与两位中方专家和3位外方专
家展开热烈讨论，分享自己的学习
心得体会。

“TIP(Total Immersion Program)
是北京大学继续教育学院与美中教
育机构（ESEC）合办，全面倡导以英
语思维模式进行英语学习和英语教
学培训。”郑莹介绍，该项目于2017

年8月在弥渡组织了第一阶段为期
14天的全封闭式培训，取得了显著
的效果，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特别出资，弥渡英语教师继续接受
TIP专家组第二阶段为期两年的跟
踪培训指导。

弥城中学教师赵凤琴兴奋地
说，通过听说、阅读、游戏、电影、演讲
等一系列实践活动，建立了英语思
维，突破口语瓶颈，有效提升了自身
的英语思维、口语交际及教学能力。

“培训以后，我们把外教老师
的教学思维融入到教学中，取得了
很好的效果，学生对英语课的兴趣
更加浓厚，成绩也有了很大的提

高。”来自县一中的杨嘉惠老师激
动地说。

TIP培训班刚刚拉开序幕，而
北大对口帮扶弥渡的另外一场“马
拉松”式的培训更让弥渡党政干部
大开眼界。

2014年10月22日，“北大—弥
渡讲坛”第一期开讲以来，北京大学
常务副校长吴志攀、北京大学国家
发展研究院经济学教授张晓波、北
大国际关系学院外交系主任叶自
成、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荣休教
授王其文等多位知名教授亲临弥
渡，为弥渡的干部带来脱贫攻坚、乡
村治理、依法行政、基层党建、农业

发展、企业管理、机构改革等多个专
题的讲座。每期参训干部都达 400
多人，目前共举办了 19场，全县县
处级干部、乡科级干部、企业主、村
干部和讲座专题涉及单位的干部职
工、优秀专业人才、农村实用乡土人
才、大学生村官、农村致富带头人等
7600多人接受培训。

“通过举办‘北大—弥渡讲
坛’，让弥渡干部开拓了眼界，拓
宽了思维。”弥渡县委组织部部
长董云松表示，北大讲坛让全县
党员干部提升了能力和水平，为
推动弥渡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
强大的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持。

春雨时节，播种希望。
4月 9日上午，复旦大学附属

医院云南永平专家工作站揭牌仪
式在永平县人民医院举行，附属中
山医院心血管病李高平专家工作
站、神经内科邬剑军工作站、儿科
影像乔中伟专家工作站、妇产科吴
志勇专家工作站、重症医学钟志越
专家工作站“集中落户”永平。

5个专家工作站，将让永平县
成为复旦大学附属医院在云南省
内县级医院建立基层专家工作站
最多的县，为永平县医疗事业发展
增添新动力、带来新机遇。

复旦大学自2012年定点结对帮
扶永平县以来，实施了“医院帮扶”

“医生培养”“乡村义诊”“远程医疗”

“设备更新”五大计划，全力助推永
平县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脱贫攻坚
和医疗卫生事业发展。2016年4月，
复旦大学附属金山医院、永平县人
民政府、永平县人民医院签署了《三
级医院对口帮扶贫困县县级医院责
任书》。3年来，复旦大学附属金山医
院共向永平县派出7批、36名援建队
员，向永平县人民医院捐助 64层
CT、MRI等医疗设备，帮助组建甲状
腺乳腺专科、中医骨伤专科、病理
科、创面诊疗工作室、远程会诊中心
等，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医务培训，
帮助医院开展新技术、新项目，建设
特色专科2个，规范医院诊疗理念，
对永平人民实现“大病不出县”的就
医目标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

“借助复旦大学挂钩帮扶永平
的机遇，全力实施人才结对帮扶计
划，在永平县人民医院设立了‘专
家轮流服务岗’，复旦大学附属金
山医院分批次选派专家长期到县
医院坐诊，运用‘互联网+’，开通

‘云诊断’，实现与金山医院先进诊
疗技术共享。”永平县人民医院院
长施超凡认为，在复旦大学的帮扶
下，医院的医疗技术和人才培养方
面都实现了重大突破。他介绍，金
山医院已分 7批选派 36名医疗专
家到永平开展医疗帮扶，推广新技
术新项目23项。在金山医院创面诊
疗中心蔡蕴敏副主任的指导帮助
下，成立了大理州首个专科护理工
作室“永平县人民医院创面诊疗工

作室”，填补了云南西南地区伤口、
造口专业治疗的“空白”。工作室成
立以来，已为永平县培养了 4名具
有国际造口师资质的专业人才，累
计为15923位患者完成清创、换药、
特殊伤口处理31230例次。

“我们的使命任务就是‘传、帮、
带’，尽全力帮扶永平，为永平人民
的健康‘护航’。”金山医院对口帮扶
永平县医院队长陶峰如是说。

“通过手把手、面对面教和
学，我们成长更好、更快。”永平县
人民医院内一科副主任张姗姗通
过向金山医院对口帮扶的老师认
真学习，技术得到进步、理念得到
创新，综合素质和服务质量得到
提高。

北大让弥渡干部“开眼”

清华为南涧振兴“支招”

4月9日上午，“清华大学教育扶
贫远程云南南涧教学站”在南涧县
委党校揭牌，为期3天的南涧县乡村
振兴论坛暨扶贫干部培训班开班，
来自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
授、博士生导师解安即开展了《乡村
振兴战略——自主选择与社会秩序
统一视阈》为主题的第一讲。他从乡
村振兴战略绝非过去套路的延伸、
一张蓝图干到底、乡村振兴战略规
划（2018—2022年）等乡村振兴着力
解决的关键问题进行精彩讲述。

学员陈朝海认为，通过讲座，
自己更加了解到，南涧要结合本地
实际做好自己的《规划》，把一张蓝

图绘到底。学员左登丽激动地说：
“能零距离聆听清华大学教授的讲
座是一种荣幸，我听后受益匪浅。”

清华大学定点帮扶南涧脱贫
攻坚以来，学校全面加大对南涧的
教育帮扶力度，充分发挥教育资源
优势，构建“送上门”“请进来”“走
出去”的立体培训帮扶体系。2013
年以来，共举办了 62期远程培训
班，其中，领导干部培训32期，共培
训 1365人；中小学教师培训班 30
期，共培训2016人。

南涧县是国家扶贫开发重点
县、滇西边境山区少数民族集中连
片特困地区县之一。今年2月，南涧

脱贫攻坚顺利通过省级第三方检
查评估，全县脱贫攻坚站在了新的
起点上。

扶“智”与扶“志”相结合，清华
大学与南涧创新协作，一个“新实
验”已拉开帷幕。2018年 9月开学
之际，在南涧县一中和南涧镇中学
四个“特殊班”——清华大学附属
中学实验班一同进入了开学季。

“高一年级两个班，7年级两个
班，每个班30名同学。”清华大学学
生资助管理中心副主任、南涧县人
民政府副县长金峰介绍，为阻断贫
困代际传递，培养后续发展人才，清
华大学与南涧大胆创新，将开办清

华大学附属中学实验班付诸实践。
“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实验班的任

课老师和同学都到清华大学和清华
大学附属中学熏陶过，特别是我们的
老师接受了全员培训。通过一个学期
实践下来，效果特别明显。”南涧镇中
学校长刘志成介绍，开办实验班的目
的是探索出一条在全县可推广、可复
制的高质量教育经验。“第一个学期
下来，这两个班的语文平均分1班是
97分，2班是98分，远远超过其他班
级的平均分。”南涧镇中学7年级清华
实验班1班班主任周仙老师介绍，通
过实践，清华实验班各科综合成绩明
显高于其他班级。

复旦为永平健康“护航”

＞大美大理

喜洲粑粑 浓浓乡愁
喜洲粑粑，大理人的浓浓乡愁。
清晨，喜洲镇上的“杨顺宝喜

洲粑粑店”。店主杨顺宝发面、生木
炭火，手工把面揉到拉丝起泡再擀
成饼，咸的洒上葱花可加肉加鸡
蛋，甜的加上豆沙和玫瑰酱。

在杨顺宝记忆中，从凭粮票购

买、几分钱、几角钱、一元钱，到现
在的每个 10元或 20元，价格变
了，地道的味道没有变。他说：“在
烘烤时，要用子母火，下面微火、上
面大火。烤出来的粑粑一定要酥黄
嫩脆，正宗传统的喜洲粑粑就算冷
了吃也很柔软好吃。”

“他夫妻俩是我的关门弟子。”
中午路过四方街的赵瑞珍，顺道看
了下“徒弟”杨顺宝做的喜洲粑粑
有没有“变味”。73岁的赵瑞珍介
绍，老祖辈在明清时就有了这门手
艺，一代一代传承下来。自己带出
了十几个徒弟，感到很欣慰。

移去炭火，表皮脆黄、冒着热
气的喜洲粑粑香气四溢，挑逗着过
往游客的味蕾。对本地人来说，喜
洲粑粑是生活中习惯的味道。而
对许多慕名而来的游客而言，品
尝喜洲粑粑，也是感受古镇文化的
一部分。 本报记者黄兴能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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