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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弥渡县供销合作社委托，弥渡
县供销合作社文新街31间办公室五年
经营权招租竞拍。

一、竞拍时间：2024年11月6日14时。
二、竞拍地点：云南阔锐工程项目

管理有限公司弥渡县开标厅（中和路
原弥渡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四楼，弥渡
县烟草专卖局对面）。

三、标的展示时间：自公告发布之
日起至2024年11月5日止。

四、标的展示地点：标的物所在地。
五、标的物简介及起拍价：弥渡县

供销合作社文新街31间办公室整体竞
租，起拍价：3.41万元/年，租期5年，面
积以实际为准。

六、报名时间：自公告之日起至
2024年11月5日16时止。

七、报名方式：凭保证金缴纳凭
证和身份证复印件（个人）或单位营业
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
印件、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委托书
到昆明放心来拍拍卖服务有限公司
（大理市北区大关邑兴盛园二楼）进
行报名登记。

八、特别说明：
1.经营限制，本次竞拍标的仅允

许用作办公室、写字楼。承租人经
营范围应征得委托人的同意，不得
从事违法经营活动，不得用于员工
宿舍等。

2.破损修复：竞得者需将标的内
部破损进行沙灰粉刷及漆面修复，卫
生间修复至正常使用。

九、保证金：人民币壹万元整（小
写：10000元整）

开户名称：昆明放心来拍拍卖服

务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昆明滇池路支行
账号：3969018080875002200001
联系人：昆明放心来拍拍卖服务

有限公司
冯先生 13208728188

0872-2366606
苏女士 18608723532

昆明放心来拍拍卖服务有限公司
2024年10月23日

尊敬的泰兴府业主，您购买的【天城·泰兴府】项目1栋、8栋房屋已经具备交
房条件。公司将于 2024 年 10 月 30 日开始在泰兴府营销中心现场办理交房手
续。为了保证交房的有序进行，不耽误您宝贵时间，建议您按时携带相关的资
料前往现场办理交房手续。具体细则详见公司邮寄文件。

一、集中交接房地址：滇西商务中心B1幢泰兴府营销中心
二、集中交房时间：2024年10月30日至2024年11月10日。
联系电话：0872-2186588 0872-2186598

大理天城屋业有限公司
2024年10月23日

交房公告
弥渡县供销合作社文新街31间办公室招租竞拍公告

□ 记者 赵霞 熊志明
实习生 马洋洋 张馨丹 文／图

多年来，大理彝族服饰代表性传承
人瞿标祥坚守乡土，用一个手工绳结连
接起彝族传统文化和国际市场，帮助彝
族群众将手工艺品推向国际舞台，用匠
心与传承守护彝族村寨文化根脉。

初秋的上午，秋意渐凉，大理市
吊草村里一处彝族古宅院里，袅袅炊烟
中彝族调子悠扬清亮。走进大理市结
绣艺术非遗传承基地，“结绣门”三个大
字十分醒目。大清早，瞿标祥就生起火
塘，烧水、泡茶，准备迎接远道而来的朋
友。上午十一点，来自瑞典的旅行团在
瞿标祥带领下，沿着村里的茶马古道徒
步走进古朴的吊草村，来到传习所参观
体验彝族非遗文化。瞿标祥用流利的

英语为外国朋友们介绍彝族的建筑、服
饰、礼仪和婚丧嫁娶的习俗。参观完，
院里彝族群众唱起祝酒歌，婉转动听
的彝族小调、热情奔放的大刀舞，大家
穿上彝族服装，在院子里围成一圈打
歌唱跳，“最炫民族风”洋溢在村寨的
上空。

“走进吊草村，仿佛置身一幅充满
民族风情的画卷之中，村中的老人们穿
着充满民族风情的绣服，一针一线绣出
的图案精美绝伦，让人目不暇接。这里
的刺绣作品美轮美奂，技艺让人惊叹。
这里的人民非常热情，彝族食物的品
种、口感都特别丰富。我非常喜欢中国
的文化、大理的文化，回去后我还要向
更多的朋友们推荐这里。”瑞典游客
海伦·海利可威斯汀在彝族姑娘们的盛
情邀约下也穿上了一身彝族服饰和大

家一起打歌。
吊草村是一个传统的彝族村落，

瞿标祥从小耳濡目染，对彝族刺绣服饰
情有独钟。初中毕业后，他到大理古城
专门从事民族刺绣、服饰、结绳的制作
销售。2003年，瞿标祥夫妻俩在大理古
城遇到一位丹麦珠宝商，受邀担任其公
司的首席设计师和生产教学顾问，之
后他们的彝族手工作品五次成功亮相
北欧时尚展。2008 年至 2014 年，夫妻
俩还带着大理本地的彝族绣娘给几家
国际知名品牌公司生产民族编织首
饰。2014 年，夫妻俩回到吊草村，开始
了漫长的创业之旅。从老宅改造、功
能房搭建、绣品展区到收集老绣片、老
服饰，瞿标祥和妻子倾注了不少精力，
经过打造后的老宅因为彝族的结绳和
刺绣焕发出了新活力。“近十年来，我
们在‘结绣门’接待了近十万的国内外
游客，其中十分之一是外国游客，他们
有的来自瑞典、英国、丹麦、荷兰、印度，
还有东南亚的一些华人、华侨，大家对
我们彝族非遗文化的关注和热爱让我
倍感欣慰，这也是一直支持我继续发
扬彝族非遗文化的强大动力。”瞿标祥
自豪地说。

“现在中国的饮食已经遍及了整
个世界，每个地方都有中餐厅，但是要
真正地了解中国饮食文化，必须要实
地深入中国的乡村，了解这里人们的
生活习俗、饮食习惯甚至乡土的人情
世故，才能从一盘菜中了解生活在这
里的人们所承载的传统文化。我最终
的目的就是想弘扬中国的饮食文化及
其背后的文化渊源，也希望通过一次次
的带队探访，让更多的西方人了解中国
的文化，喜欢中国、爱上中国文化。”
路达维基·沙弗曾是云南师范大学中文
系的一名留学生，他对中国的传统文化
很有兴趣，尤其是对中国饮食文化情有
独钟。毕业后，他在大理古城工作期
间结识了瞿标祥，之后两人保持了近
十年的友谊。目前，路达维基·沙弗

在丹麦销售中国酒。在瞿标祥夫妻
创业期间，路达维基·沙弗帮助他们
在丹麦寻找手工订单，并连续数年间组
织瑞典的旅行团来到云南、来到大理，
感受七彩云南绚丽的少数民族文化
和饮食文化。“这是我第七次带团来
到这里，每一次到大理，大家对这里的
非遗文化和饮食文化都是赞不绝口。”
路达维基·沙弗说。

瞿标祥说，目前“结绣门”有50多名
员工，都是吊草村的居家绣娘，其中 20
多名核心团队成员组成了公司的设计、
质检、试销单生产团队，同时在村内培
训500多名季节性员工，目前，公司开发
手工结绳手链上千款、项链800多款，剪
纸（刺绣底稿）60多款、刺绣样片 500多
款、彝族服饰 100 多套，手工产品远销
北京、上海、深圳、广州等国内发达城
市，同时，村民们还为丹麦、瑞典、英国
等欧洲国家订单生产手工结绳系列首
饰、挂件产品，2018年、2019年出口销售
额均超过 100 万元。2023 年，大理市结
缘首饰有限公司被云南省商务厅评为

“2019—2020年云南省文化出口重点企
业”。目前，瞿标祥所创立的民族服饰
旅拍品牌“云岭最美嫁衣”、手工编织刺
绣原创品牌“结绣门”，乡村旅游品牌

“美丽吊草村”得到了社会广泛关注，慕
名前来体验的海内外游客络绎不绝，
吊草村也从一个不知名的小山村变成
了大理文旅的新地标。

“非遗传承绝非一朝一夕，我们要
把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手工技艺继承下
去，发展创新，并结合市场变成具有商
业价值的手工艺品，向外寻求更多的
订货商。不仅靠手艺养活村民，还要
吸引更多的人来到云南、来到大理、来
到吊草村，品鉴彝族结绳刺绣，感受彝
寨风情，同时，我们也希望把吊草村打
造成一个大理面向世界的窗口，传播
我们优秀的少数民族文化，讲好我们
大理彝族村寨勤劳发家致富的故事。”
瞿标祥在送别游客时说。

诗词蕴清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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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信息

孟郊，字东野，湖州武康（今浙江德清）人，唐代著名
诗人，与贾岛齐名，人称“郊寒岛瘦”。因诗人一生清寒穷
困，故其诗作也多数倾诉个人穷愁孤苦，写世态炎凉、民
间苦难，代表作《游子吟》等诗在后世被广泛传诵。这两
句诗中，诗人以“松”“竹”“月”为喻，表达对纯洁忠贞、耿
直不屈、高洁清廉品格的赞赏与认同。

劈开松柏时仍见其枝干坚韧，裂
开的竹子仍可看到它的纹理是笔直
的。月有残缺时但依旧清白高洁，品
德高尚的人其德操永远纯洁无染。

释 义

瞿标祥：绣出“风花雪月”讲好大理非遗故事

瞿标祥带瑞典游客走进绣房观看绣娘刺绣。（摄于10月12日）

漾濞县苍山西镇初级中学现代舞兴趣班学生在老师指导下练习街舞。（摄于10
月16日）

近年来，苍山西镇初级中学以党建引领，通过丰富多彩的课后服务，提升学校德
育水平。本学期开学后，教师结合自身特长报名，学校统筹安排开展球类、田径、器
乐、绘画、舞蹈、书法、实验、地方史等一系列兴趣班。丰富多彩的课后服务为学生提
供了个性化舞台，真正实现了活动育人的德育目标。

［通讯员 杨木华 摄］

弥渡县牛街乡民族中学党员教师与学生进行帮辅谈话。（摄于10月11日）
近年来，牛街乡全力实施“苍洱阳光幸福工程”，坚持以党建引领，创新守护模

式，建立健全留守儿童帮辅机制，由党员教师结对帮辅留守儿童或特殊学生，定期开
展活动，给予学生心理辅导和帮助，让学生感受到教师对学生的关注和关爱，感受到
来自党组织的关切和温暖。

［通讯员 姚佳伊 摄］

在云龙县团结乡九年制学校，云龙县文化馆的老师在教学生们跳“蹬窝罗”。（摄
于10月10日）

当日，团结乡开展非遗“蹬窝罗”进校园活动，通过教授学生们“蹬窝罗”传统技
艺，让师生近距离感受非遗魅力。

“蹬窝罗”是云龙县独有的阿昌族民间舞蹈形式，歌词积极向上，舞蹈动作干净
优美、轻快舒展，适宜在群众中推广普及。2023年12月，“蹬窝罗”被列入大理州第六
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通讯员 杨莹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