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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导读

漾濞县桑不老村全力解决用水难题

凝聚改革共识 激发奋进力量

上海瑞金医院定点帮扶——
我州核医学科建设取得进一步发展

苍洱毓秀载乡愁
——解码古城大理的文化自信样本 本报讯（通讯员 李兆笏）为进一步

整顿规范全州医疗秩序，净化医疗行业
环境，防止非法行医、非法医疗美容和违
法违规诊疗行为侵害群众健康权益，保
障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今年 4 月
以来，我州卫生健康系统组织开展了严
厉打击非法行医和严肃查处违法违规诊
疗专项行动，取得了良好成效。

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已向全州 2007
家医疗机构下发依法执业专项自查任
务，其中 1975 家医疗机构完成专项自
查，自查完成率达 98.4％。同时，全州
卫生监督机构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
上”理念，把严厉打击非法行医和严肃
查处违法违规诊疗工作作为医疗卫生
监督的核心内容，各县（市）卫生监督机
构积极联合市场监管、医保等部门，对
辖区内的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相关
场所开展专项检查；卫生监督协管站针
对无行医资格的“游医”和隐匿于城中
村、城乡接合部、偏远乡村的“黑诊所”

进行重点摸排，第一时间上报问题线
索，卫生监督执法人员对相关涉医违法
行为进行查处，依法取缔违法场所、没
收相关医疗器械和药品，共查处医疗
卫生案件 36 件（其中无证行医类案件
21 件）。州级相关部门和县（市）相关
部门联合开展行动，对非法医疗美容、
违规诊疗等问题线索进行联合执法；
对 12 县（市）开展层级稽查，将打击非
法行医和查处违法违规诊疗行为列为
稽查重点，对生活美容、养生保健、养
老服务等机构存在的非法行医行为进
行监督检查，坚决打击非法行医、严肃
查处违法违规诊疗行为。

据悉，下一步工作中，我州将持续
推进严厉打击非法行医和严肃查处违
法违规诊疗专项行动，严肃查处非法医
疗美容案件、“代孕”案件，对“黑诊所”

“游医”等非法行医行为保持高压打击
态势，坚决依法取缔，全力保障群众健
康安全。

我州持续净化医疗行业环境——

全力保障群众健康安全

本报讯（通讯员 张金顺 白燕）今年
以来，祥云县从关键环节、审批流程入
手，通过推行减环节、减时间、减材料、减
收费“四减”服务，进一步创新审批模式、
提高审批效能、优化营商环境。

减环节，压缩流程。为加快审批进
度，将服务前置，主动将所需材料、程序
告知群众，减少群众咨询次数。群众申
请办理业务时，相关股（室）同时到现场
进行勘查，将初审、复审合二为一，需要
整改的地方当场指出，确保群众跑一次
就能办完审批。

减时间，提升效率。全面梳理业务
流程，压缩业务办理时限，对“设置大型
户外广告及在城市建筑物、设施上悬挂、
张贴宣传品”“临时性建筑物搭建、堆放
物料、占道施工”审批事项的办理时间由
5 到 7 个工作日压缩至 1 到 3 个工作日；
对“关闭、闲置、拆除城市环境卫生设施
许可”“拆除环境卫生设施许可”“从事城

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清扫、收集、运输、处
理服务”“城市建筑垃圾处置核准”“特殊
车辆在城市道路上行驶”审批事项的办
理时间由法定 20个工作日压缩至 5到 7
个工作日。

减材料，精准便民。对涉及挖掘城
市道路申办事项填写的所有表单、表格
进行整合优化。联合县住建局和供水、
供电部门形成“一张表单”填报，精简整
合要件，去除重复材料，群众只需要准
备一套材料就可以办结，极大地方便了
群众。

减收费，减轻负担。结合设定依
据，对行政许可收费项目进行清理，凡
是没有法律、行政法规依据的一律取
消，严格按照相关文件要求，将城市道
路占用挖掘费收费标准统一降低 30%、
免征经批准占道经营的城市道路占
用费。据统计，今年上半年，共为群众
减少支出2.074万元。

减环节 减时间 减材料 减收费

祥云县不断优化营商环境

□ 通讯员 陆向荣 柴光学

“今天早上摘了 120 多公斤苹果，
收入 600 多元。”8 月 23 日，刚在街场卖
完苹果回家的郑富旺擦了擦额头的汗
珠，又开始在硕果累累的果园里忙碌
起来。

现年 42 岁的郑富旺原来是巍山县
牛街乡爱国村委会王佐村村民，由于
小湾电站建设涉及移民搬迁，他和部分
村民于 2014 年搬迁到了爱民村委会
杉松哨小湾库区移民安置点。“前些年
我在宾川松坪哨苹果园打工，感觉那里
的气候和老家差不多，就在 4 年前回到
村里先试种了两亩。”郑富旺说，外出打

工不仅增加了收入，同时还学到了技术。
“现在正是果树成长期，产量、效益

每年能比上年翻一番。”郑富旺介绍说，
杉松哨村海拔较高、光照充足、雨量适
中，非常适合苹果生长。走进苹果园，
一棵棵果树上红苹果缀满枝头，空气中
都充满了香甜的味道。“这些苹果没有
打过农药，生态环保，可现摘现吃。”
郑富旺摘下一个苹果递给笔者。

“目前只是在街场上卖就已供不应
求了，昨天还有客商问产量有没有 10
吨，可上门收购。”郑富旺说，由于之前
只是抱着试一试的想法，所以种植面积
不大，两亩多苹果产量在3吨左右，目前
以每公斤 5 元的价格出售，总收入可达

1.5万元左右。
“下一步除了自己扩大种植面积

外，还想发动其他村民也一起种，我可
以提供种苗和技术。只有种植面积大
了、产量高了，才能形成一个更大更好
的市场。”郑富旺说，他曾是村里的建档
立卡贫困户，受过政府的扶持和乡邻的
帮助，如今自己脱了贫、找到了致富的
新路子，也想带着大家“抱团发展”、共
同致富。

近年来，牛街乡立足资源优势，紧
紧抓住移民后期扶持政策带来的发展
机遇，通过向上争取扶持项目及资金，
采取集约化、规模化的方式推进产业
发展，移民新村面貌焕然一新。2019

年以来，牛街乡共争取到移民后期扶
持项目 12 个、专项资金 2984.67 万元，
除了按移民政策帮助群众抓好水、电、
路、房屋等基础设施建设外，还结合实
际鼓励群众发展特色产业增收致富，
使全乡 727 户共 2267 名移民群众实现
了“搬得出、稳得住、逐步能致富、环境
得到保护”的目标。

高山苹果红，移民日子甜。“过去老
家村里只有一条尘土飞扬、雨后泥泞不
堪的土路，现在移民村全变成了宽敞平
坦的水泥路，各种条件都比过去好多
了，大家的日子过得就像苹果一样香
甜。”郑富旺顺手摘过一个苹果咬了一
口，话语里透出了直抵心底的幸福。

巍山县牛街乡：高山苹果红 移民日子甜
施工人员在弥渡县城西片区实施道路强弱电入地工程。（摄于9月1日）
近年来，弥渡县不断补齐市政基础短板，加强绿化美化工作，营造干净、整

洁、绿美、宜居的城市环境，县城面貌焕然一新，增强了广大群众的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 ［通讯员 杨宋 摄］

乡愁大理。（资料图片） ［记者 赵子忠 摄］

□ 新华社记者 李 银 庞明广
丁怡全

洱波三万顷，轻舟泛长风。
2015年 1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云南

大理考察时，仔细察看生态保护湿地，
听取洱海保护情况介绍。总书记强调，
一定要把洱海保护好，让“苍山不墨千
秋画，洱海无弦万古琴”的自然美景永
驻人间。

弦歌不辍的传统文化、开放包容的
城市气质、秀丽如画的苍山洱海……让
世人向往不已的大理，牢记总书记的殷
殷嘱托，赓续千年文脉，守护绵绵乡愁。

千年古城续文脉
一面照壁传家风

苍山之下，洱海之滨。熹微的晨光
洒在大理古城的白墙青瓦上，将这座千
年古城映照得更加古朴动人。

作为国家首批 24 个历史文化名城
之一，大理古城的前身为羊苴咩城，是
南诏国、大理国的国都，从唐代大历至
元代至元年间，数百年历史岁月里，这
里一直是云南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
中心。明洪武十五年（公元 1382 年），
大理卫指挥使周能按中原建城规制，
在古都羊苴咩城内人口较集中的地方
重筑大理府城。

明代才子杨慎对大理不吝赞美之
词：“城郭奠山海之间，楼阁出烟云之
上。香风满道，芳气袭人。”

如今的大理古城，仍保留着明清时
期“九街十八巷”的棋盘式格局。一砖一
瓦、一街一巷，无声地诉说着古城的历史。

青石板铺就的街巷纵横，连接千家
万户；从苍山流下的溪水穿城而过，汇
入洱海；文献楼、南城门楼、五华楼、北
城门楼，沿着古城南北轴线依次排开。
古城南门外，文献楼楼额高悬的“文献
名邦”匾额令人瞩目，寓意着大理古城
典籍厚藏、人才辈出。

“这是一座‘活着’的古城。”大理市
名城文化遗产保护协会文化艺术顾问
杨斌说。至今，古城内仍有约 3万名本
地居民，他们遵循着传统的生活方式居
住于此，“户户种花、街街流水”的街景
娟秀如故。

千年古城内，文脉不辍、风韵清远；白

族村落里，传统民居古色古香、满载乡情。
“家风家教是一个家庭最宝贵的财

富，是留给子孙后代最好的遗产。”习近平
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注重家庭、家教和家
风。大理人家的照壁题字，生动诠释了
中华民族重家庭、讲家教、守家风的优
良传统。

“三坊一照壁”“四合五天井”是白族
民居建筑中常见的格局，古朴的建筑风
格延续至今。“耕读传家”“琴鹤家声”

“清白世家”……素白的石灰照壁上，水
墨画映衬之下，照壁题字更显刚正有
力，彰显着大理人对良好家风的恪守、
对传统文化的独特理解。

“大理人家的照壁题字很有讲究。”
国家级非遗项目白族民居彩绘州级
代表性传承人李艳峰说，有的援引历史
典故，有的记录家族先人的光辉事迹，

“大理人宁肯房子建得朴素一点，也要
把照壁装饰得雅致，因为它代表着家风
的传承和文化的根”。

前不久，同村的一个村民邀请李艳峰
给他家新房的照壁题字。这名村民年
轻时曾是守卫边疆的解放军战士，立下
过军功。李艳峰和他商量后，在照壁上
题下“功著南疆”四个大字，勉励后人要
向先辈学习，为国奉献、建功立业。

字字刚劲有力，家风之韵，世代相承。

古道丝路交汇处
四海游子梦里乡

“我可能哪一世做过大理人，今生
对大理总有一种亲切之情。”武侠小说
泰斗、大理市“荣誉市民”金庸一生对大理
情有独钟，《天龙八部》等作品中的许多
情节都围绕着大理展开。

自古以来，大理留下多少文人墨客
的眷恋：明代地理学家王士性笔下感叹

“余行海内遍矣，唯醉于是”；大旅行家
徐霞客在大理停留8个月，仍留下“苍山
洱海未了之兴”的遗憾……

时至今日，大理依然是世人向往之
地。“在大理，我是老乡，不是老外。”瑞典
人帕特里克 6年前来到这里，如今早已
融入当地生活。“像家一样”“归属感”是
他和许多“新大理人”描述大理时的真
实感受。2023 年，大理累计接待游客
9530 余万人次；近年来，国内外到大理
定居的“新大理人”有近10万人。

和羹之美，在于合异。大理的“亲
切感”“归属感”，根植于这片土地上延
续千年的文化交流与融合。位于茶马
古道与南方丝绸之路交汇处的大理，有

“亚洲文化十字路口的古都”之美誉。
从大理许多“国宝级”文物中，可以

窥见昔日文化交流交融的盛况。在位
于大理州剑川县的石钟山石窟，石壁
上深目高鼻的波斯人雕刻得栩栩如
生；宋代名画《张胜温画卷》记录了大理
国时期周边十六国国主前往大理礼佛
的盛况……

“千百年来，大理吸纳着随古道丝
路传播而来的多元文化，养成了开放包
容的城市气质。不同的文化在这里碰
撞、交融、共生，成为中华文明包容特性
的生动案例。”大理州博物馆副研究馆
员华春湧说。

岁月流转，茶马古道上清脆的马铃
声早已远去，而文化交融至今仍在大理
不断上演。

“千年赶一街，一街赶千年。”有
1300多年历史的三月街，曾是茶马古道
上规模最大的贸易集市之一。如今，三
月街仍吸引着来自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
以及全国各地的客商、游人前来“赶
街”，每年的人流量达上百万人次。漫
步三月街，能品尝蒸糕、炒糍粑等地方
特色美食，还能观赏体验扎染、编绳、黑
陶瓦猫等大理非遗……

2008年，大理三月街列入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里也成为来自
五湖四海的游客体验大理开放包容文
化的重要窗口。

在苍山脚下的古村落中和村，每个
节气，村民们都会和住在村里的30多位
艺术家一起举办“篝火诗歌会”。在繁
星点点的夜空下，大家围坐在篝火旁，
分享各自喜爱的诗歌。

“天上有无数的星辰，世上只有一个
大理。”居住在中和村的词曲作家陈越说，
大理已经从地理名词变成一种文化现象，
寄托世人对诗意生活的向往。大理也以
兼收并蓄的宽广胸怀，让每一个远道而来
的人，在这片土地上找到归属感。

代代守护苍洱美
绿水青山乡愁浓

“经济要发展，但不能以破坏生态

环境为代价。生态环境保护是一个长
期任务，要久久为功。”2015 年，习近平
总书记在大理考察时强调。

洱海是大理人的“母亲湖”。生于
斯、长于斯，保护苍山洱海的生态理念，
深深刻在大理人的文化基因里。

在大理古城西云书院旧址内，矗立
一座种松碑。这块石碑是大理人为纪
念清代嘉庆年间购买松子、带领百姓在
苍山种树的官员宋湘而立的。“何时再
买三千石，遍种云中十九峰。”宋湘的

《种松诗》镌刻在石碑上，见证着大理人
对苍山洱海的世代守护。

如今，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为大理
持之以恒做好苍山洱海保护治理工作指
明了方向，守护的力量也越来越磅礴。

“我们一直牢记总书记的要求，把
洱海保护治理作为头等大事抓好抓
实。”年近六旬的大理市大理镇生态环
境综合服务中心主任张社能，三十多年
如一日奋战在保护洱海一线，他带头退
塘还湖、打捞蓝藻、疏浚河道，被称为

“最美洱海卫士”。
今年盛夏，洱海的海菜花如期盛

开。望着连片盛开的海菜花，张社能颇
感欣慰：“花开了，说明洱海水质越来越
好了。”

2022年2月，一座科技小院在洱海之
畔的古生村挂牌成立。中国工程院
院士、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张福锁作为
首席科学家，带领团队扎根在洱海边，寻
找治理洱海流域农业面源污染的良方。
古生村科技小院创制的绿色智能肥料
产品，能够实现粮食增产 30%、减排
50%、节水40%，这让习惯了“大水大肥”
种地的村民何利成喜出望外，“既保护了
洱海，又守住了种粮传统，一举两得”。

在世人的悉心呵护下，洱海正不断
从“一湖之治”向“流域之治”和“生态之
治”转变：洱海流域内建成 20座污水处
理厂，全流域生活污水收集处理体系初
步建成；实施沿湖 15 米内 1806 户居民
生态搬迁，腾退土地建成 129 公里环湖
生态廊道；27条主要入湖河流水质优良
率达100%……

青山为证，绿水为凭。在蓝天苍洱
的映衬之下，古城大理浸润在优美的生
态环境和厚重的历史文化里，正载着浓
浓的乡愁，焕发出新的光彩。

［新华社昆明9月3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