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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报作废
●李寅刚遗失残疾人证一件，号码：53290119740124033244。
●大理市鲁更叶麻辣烫小吃店遗失金税盘一件，号码：661927925710。
●蒋雄华遗失云LA1690车道路运输证一件，号码：532901039726。
●祥云县云南驿镇龙洞村委会遗失2024年1月2日开具的云南省农村集体

经济专用收款收据第二联（收据联）二份，号码：01468566，金额 36.00元；号码：
01468504，金额：36.00元。

●祥云县云南驿镇龙洞村委会遗失2024年2月1日开具的云南省农村集体
经济专用收款收据第二联（收据联）一份，号码：01468690，金额12240.00元。

●大 理 市 易 昇 科 技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遗 失 营 业 执 照 正 本 一 件 ，号 码 ：
91532901MA7MW9CR66,发证日期：2022年3月31日，法定代表人：刘金。

●胡应琼遗失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一件，号码：532901017705。
●只开锐遗失林权证一件，号码：巍林证字（2007）第2705003433。

死者：满江无名氏，救助编号：20240299，男性，年龄约 60岁左右，该死者于
2024年 7月 9日由大理市满江派出所送入大理市救助管理站，入站时昏迷嗜睡
无法唤醒，且无法查实其身份信息，送入医院救治，于2024年7月15日医治无效
死亡。请家属或知情人与大理市救助管理站联系，速到大理市殡仪馆进行尸体
辨认，公告30日内前来认领尸体，逾期将按规定处置。

电话：0872-2225775
地址：大理市文献村文献箐

大理市救助管理站
2024年7月18日

公 告

大理州政协委员访谈录

□ 记者 杨磊 尹亚萍

何丽斌，政协大理州第十四届委员
会委员、洱源县图书馆职工。

7月 11日，何丽斌做客由政协大理
州委员会和大理州融媒体中心联合推
出的全媒体直播节目《大理州政协委员
访谈录》，就对群众文艺创作、公共文化
服务、开展全民阅读活动、推进“书香政
协”建设等话题进行对话交流。

书香赋能 提升履职能力
主持人：作为一名政协委员、基层

文化工作者，你对“书香政协”工作有些
什么样的思考？

何丽斌：开展委员读书活动、建设
“书香政协”，能够促进我们把读书活动
同履职实践相结合，努力把读书的收获
转化为过硬本领，转化为履职尽责的工
作成果，更好地担负起新时代新使命。

我从小喜爱中国传统文化，长期在
文化单位工作，努力发挥优势，用作品
传递正能量、用书画公益培训服务群
众，并积极参与“书香政协”“书香社会”
建设。我的作品曾参加省政协举办的

“庆祝人民政协成立 75周年”书画展活
动，多次参加州政协和县政协举办的书
画展。多年来，我积极参与社会公益活
动，组织授课 10期美术公益培训，还应
邀到老年大学教授书画课。

主持人：“书香政协”建设中，你认
为政协委员要如何做？

何丽斌：我认为，政协委员要以身
作则，积极参与到“书香政协”建设中
来，多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起到示范
带动作用。同时，要充分发挥联系广泛
的特点，积极倡导和带动各行各业、各
个界别参与读书。特别是代表性强、影
响力大的委员，要通过他们自带的“流
量”，带动、辐射广大群众共同读书，扩

大读书活动影响力。
书香致远，开卷有益。政协委员只

有通过读书学习来提高能力、凝聚共
识，才能做好新形势下的履职工作。

打造精品 助力基层文化建设
主持人：你先后在县文化馆、县文

联、县图书馆工作，能介绍一下在基层
文化推广方面所做的工作吗？

何丽斌：在县文化馆工作期间，根
据洱源地方白族文化的特点，我们主要
抓好白剧小戏创作，同时洱源白族唢呐
乐、霸王鞭舞等文艺节目创作也取得丰
硕成果。持续组织开展公益培训、书画
展览、送文化下乡等一些文化活动；在
县文联工作期间，广泛联系文艺工作
者，组织主题文艺活动、文艺志愿服务
及系列采风活动，通过举办活动促进文
艺创作。其间，新成立了洱源县民间文
艺家协会、洱源县演讲朗诵协会；在县
图书馆工作期间，我积极组织开展多种
形式的全民阅读活动，策划开展了“寻
美洱海源——读书分享会”“迎国庆，
讲个洱源英烈故事给你听”等活动。结
合公共图书馆服务宣传周，邀请了洱源
县作家协会主席作《读书与生活》主题
讲座。邀请 6位著名作家，撰写与读书
有关的文学作品，分享读书经历，鼓励
人们多阅读。

主持人：在县文化馆工作期间，你
曾带领团队在创作艺术精品上作了一
些努力并获佳绩，能介绍一下吗？

何丽斌：洱源地处洱海源头，形成
以白族文化为主，多元文化共生的独特
地域文化。白剧小戏是洱源文化中极
具代表性的一门艺术。原洱源县文工
队曾演出过一批优秀白剧小戏，获过各
种奖项，并在省州都有一定的影响。我
走访了县里的几位老师，听取他们的一
些意见建议，经过思考，决定以白剧小

戏为文化馆文艺创作的一个主要突破
点，突出特点、抓好优势。在征集到一
些好的剧本后，挑选出一个反映洱源
环保工作的剧本，开始组建主创团队，
挑选演员，筹备排练。这个白剧小戏
最后定名为《路遇》，主创人员和演员
都以文化馆的老师为主。2017年，《路
遇》在“‘三月街’民族节全州文艺会演”
中荣获银奖。经过提升后，在大理州
建州 61周年文艺调演中荣获小戏小品
类金奖，还获作曲金奖和编剧金奖，两位
演员分别获表演金奖和铜奖。2018年，

《路遇》进入全省群众文化最高奖——
云南省第三届彩云奖决赛，作为大理
州作品到红河参加比赛。后来，我们
还编创了一批优秀的白剧小戏：2018
年《扶贫路上》，荣获大理“三月街”民
族节全州文艺演出银奖；2019年《梅园
情》，参加全州文艺惠民演出，荣获小
戏小品类银奖。参加大理州第三届文
艺调演，荣获小戏小品类综合银奖；
2020 年，以民族团结为主题的白剧小
戏《和谐家园》，参加大理白族自治州
建州六十四周年暨第三个民族团结进
步日全州第四届文艺调演，荣获戏剧
曲艺类综合奖金奖、作曲奖金奖、表演
奖金奖。

在突出抓白剧小戏创作演出外，
洱源白族唢呐乐、霸王鞭舞等文艺节目
创作也取得丰硕成果，这些节目，既深
受群众喜爱，又在各级比赛和活动中
频频获奖与亮相。如 2017年编创的唢
呐演奏节目《哑子哭娘》，当时我提出
了对传统演奏方式进行改编，加入了
一些变化，虽然这对民间艺人来说有
一定难度，但节目成型后，效果较好，
有感染力，后获大理州歌舞乐展演银
奖，编剧、导演、演员均获得不同奖项；
2020年，洱源县文化馆选送的舞蹈《锄
耕》和书法、美术、摄影共 6件作品进入

云南省第四届彩云奖决赛；舞蹈《喜来
巧梳妆》获第大理州第四届文艺调演声
乐舞蹈类节目编导奖铜奖、作曲奖铜
奖、表演奖铜奖等。这些只是部分奖
项，但这些收获，使洱源文化对外影响
逐步扩大。

从书中汲取能量 不负使命
主持人：下一步，你如何更好地发

挥委员作用，带动广大群众共同读书？
何丽斌：我在以后的工作中要做好

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是更要勤学多思。
多方面汲取各类知识，不断开阔视野，
把读书当成一种生活态度、一种工作责
任、一种精神追求，勤读书多读书，读出
委员的责任担当、读出做好工作的方法
要义，做到学以立德、学以增智、学以成
事；二是学用贯通。坚持学用贯通、知
行合一，自觉把读书活动同实际结合，
向履职聚焦，努力把读书的收获转化为
当好政协委员的本领，转化为履职尽责
的工作成果，更好地担负起新时代的职
责使命。

主持人：作为一名政协委员，您是
怎样履职尽责的？

何丽斌：我是一名政协委员，我一
直为此感到自豪和骄傲。我曾经就“加
大对文艺创作扶持力度”“深挖红色资
源，打好红色品牌”“在乡村振兴工作中
加强文化指导，切实做好地域特色保
护”等方面内容提出提案建议，得到了
相关部门的重视，一些建议被纳入部门
的工作中。

今后，我要不断增强履职本领、提
高建言资政能力，发挥自己特长，为地
区文化发展尽一份力。同时，当好“观
察员”，主动掌握社情民意；当好“调研
员”，积极反映群众诉求；当好“监督
员”，正确行使监督职责，做一名合格的
政协委员。

政协大理州第十四届委员会委员何丽斌——

从书香里汲取力量 提升履职能力

本报讯（通讯员 陆向荣 李焕） 7月
10 日至 12 日，巍山县文化和旅游局
联合县教体局、县公安局等相关部门
组成检查组，开展巍山县 2024 年文化
艺术类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安全
生产联合检查暨 2023 年度实地年检
工作。

此次检查旨在进一步落实国家“双
减”政策，强化对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
的联合监管，形成威慑作用不断增强校
外培训机构安全意识，落实主体责任。

检查组对持有《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
《法人登记证书》《营业执照》且满足年检
要求的全县 23 家文化艺术类非学科类
校外培训机构开展年度检查。

检查中，各执法部门工作人员认真
审查，及时指出培训机构存在的问题，并
现场提出整改意见及下发《整改通知
书》，要求限期完成整改。同时，检查组
对有反映可能涉及的无证机构进行实地
走访，对不符合办学的机构要求立即停
止办学。

巍山县多部门联合检查校外培训机构

菌商在漾濞县瓦厂乡蛇马村路边收购新鲜野生菌。（摄于7月8日）
进入雨季，瓦厂乡群众依托资源优势，利用闲暇时间采摘野生菌，获得丰收。

［通讯员 赵献芳 张雄伟 摄影报道］

弥渡县寅街镇永丰村村组干部深入辖区餐饮店开展预防野生菌中毒知识宣
传。（摄于7月10日）

近日，弥渡县多形式开展预防野生菌中毒知识宣传，通过发放宣传折页、粘贴海
报、现场讲解和入户宣传等形式，向广大群众普及食用野生菌安全知识。

［通讯员 赖晓娴 摄］

□ 记者 杨磊

7月 9日，洱源县右所镇松曲村海
菜花种植基地迎来了一群特殊的采摘

“工人”——上海交通大学农业与生物
学院社会实践团团员，他们穿着农户
的防水作业服在水里与农户一起采摘
鲜嫩的海菜花。

上海交通大学农业与生物学院社
会实践团由上海交通大学食品科学与
工程系副研究员、陆伯勋食品安全研
究中心主任岳进带队，2名博士后老师
和 6名学生参与。7月 4日至 10日，实
践团到洱源县开展海菜花产业调研，
聚焦海菜花产业现状、存在的问题和
发展前景，深入了解当地海菜花种植、
采收、包装和加工等方面的情况，分析
产业前景，探索海菜花产业农业现代

化发展道路。
在上海蔬菜集团洱源海菜花种植

基地，带着淡淡清香的当天采摘下的
海菜花经过“三洗”清洁、沥干、称重等
工序后，利用上海交通大学针对海菜
花保鲜研发的气调包装技术打包，最
后经过冷链空运到北京、上海等大城
市销售。上海交通大学农业与生物学
院社会实践团向企业负责人详细了解
了当前海菜花的品种来源、种植情况、
种植技术、销售情况等。

“看到科研成果被实际应用于生
产，帮助了当地农民增收，心里无比兴
奋，很有成就感。”海菜花保鲜技术项
目主要研究人员、硕士研究生龙洋洋
心情激动地说。

调研期间，实践团还向洱源县有
关部门详细了解了当前海菜花产业发

展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并走访农贸市
场了解海菜花的销量及价格情况。此
次调研成果和数据，将助力深入推进
海菜花产业发展策略的研究。

“你们搞的保鲜技术，使我们的海
菜花打开了省外市场。”“用了你们的
保鲜技术，我们的海菜花销量提升了
不少。”当知晓实践团来自上海交通大
学，工作人员、企业负责人、农户都纷
纷给予赞誉。

深耕乡村沃野，静待春华秋实。
通过走访调研，上海交通大学农

业与生物学院社会实践团团员们也获
益颇丰。

龙洋洋告诉记者：“这次在洱源，
更深刻认识到了海菜花对当地农户增
收和乡村振兴的重要性，更明确了今后
的研究方向。通过走访，我发现保鲜技

术还需进一步完善，回去后我们要努力
解决实际问题，让保鲜技术更符合生产
实际，降低企业、农户的生产成本。”

博士研究生成传香也曾参与了海
菜花保鲜技术的研究，这次是他第二
次来到洱源。他说：“行万里路，知中
国情。做研究不能闭门造车，要到基
层了解情况、发现问题，然后通过研究
帮助群众解决问题。我们的研究成果
转化为实践，帮助群众解决了问题，这
比发表文章更让人激动。”

实践团团员马小云说：“用掌握的
知识帮助当地解决发展困难，是我们
此次暑期实践的重点，也体现了我们
作为农科学子‘爱农、重农、兴农’的

‘三农’情怀。因此，我们要沉下心来、
扎根基层，努力让科研成果转化为实
践，助力当地经济发展、百姓增收。”

深耕乡村沃野深耕乡村沃野 静待春华秋实静待春华秋实
上海交大社会实践团调研洱源海菜花产业上海交大社会实践团调研洱源海菜花产业

7月9日，上海交通大学农业与生物学院社会实践团团员在洱源县右所镇松曲村海菜花种植基地，与农户一起采摘鲜嫩的海菜花。
（图片由上海交通大学农业与生物学院社会实践团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