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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化

⇧ 苍洱漫谈 ⇨吴棠 专栏

包袱·疏散袋

新观察

南涧县坚持文化的“二为”和“双
百”方针，按照“在务实上着力，在重点
上突破，在特色上出彩，在改革中推
进，在创新中发展”的工作思路，以发
展和繁荣为中心，以改革和创新为动
力，进一步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积极实
施“文化保护工程”、“文化精品工程”，
加强文化体育基础设施建设，继续培
养文化艺术人才，推进文化事业大发
展大繁荣。

扎实推进农村文化体育阵地建
设。该县本着以乡镇为龙头，村委
会为重点，自然村为基础的方针，加

强农村体育场地建设，广泛实施农
民健身工程和农村文化阵地建设。
建成球场 60余块，完成配送篮球架 68
副、篮球板 6 副、乒乓球桌 41 副，在碧
溪、公郎、无量山乡镇政府所在地安
装全民健身路径各 1 条，建成无量山
镇古德村委会等一批文化体育活动
中心、农村文化室。碧溪乡、拥翠乡
综合文化站即将完工，无量、宝华综
合文化站即将启动，完成南涧县老
年人活动中心建设。

群众文化活动异彩纷呈。全县共
组建了320多支农民文艺队，依托传统
节日和重大节庆日，大力发展农村文
化、企业文化、校园文化、廉政文化，丰
富一县一品、一镇一品、一村一品文化
内涵，极大的满足了人民群众日益增
长的文化需求。“跳菜”演出10余场次，
接待人数 660人次，并先后对老体协、
地税局等单位进行文艺培训 50场次，
参训人员达 452人，辅导文艺队 97支，
参加辅导人数3500多人。组织编创了

《五星红旗》、《绣荷包》、《和谐中国》、
《大红枣》等一批群众性优秀文艺作
品。《跳菜》、《彝族健身操》等优秀传统
歌舞节目在机关、校园、村寨广泛普
及，极大地丰富了广大城乡群众的精
神文化生活。在县城灯光球场、四十
米大街、科技广场等地组织大型文艺
演出 15 场次，观众多达 6 万多人。积
极开展“文化、科技下乡”专场演出 15
场次，内容充分反映党的各项惠农政
策，将两免一补、家电下乡等政策用文
艺作品的形式宣传到千家万户。

全民健身活动和群众性体育活动
蓬勃开展。该县积极开展形式多样的
群众性体育活动，让“每天锻炼一小
时，健康生活一辈子”的理念深入人
心，落到实处。组织开展了元旦穿城
赛、“园丁杯”女子篮球运动会，假期还
组织少年儿童培训篮球、乒乓球、健身
操等。

加大文化市场管理和“扫黄打非”
查处力度。办理《文化经营许可证》5

户，审核文化经营许可证 35户。联合
县公安局、工商局等部门对全县的文
化市场进行专项整治，共查缴盗版音
像制品 360盘，查处违规文化经营户 8
户，共销毁 1956件侵权盗版制品及非
法出版物，依法取缔黑网吧等，净化了
文化市场，为健康发展文化事业奠定
了坚实的基础。

提高图书馆服务水平，抓好农村
电影“2131”工程。完善图书馆服务
功能，完成在示范小学的分馆建设；
完成弛达汽修、无量山水泥厂的图书
流通网点建设；全面对馆舍内部进行
装修，并对图书馆进行改造，打造良
好环境，提升服务质量。该县本着

“365 天天天开门服务”的承诺，接待
读者 4.3 万人次，共流通图书 6.1 万
册。建成县图书馆、南涧镇、乐秋
乡、公郎镇、碧溪乡文化资源信息共
享工程，安装电脑 51 台，建成 5 个电
子阅览室，一个多媒体报告厅。切
实抓好农村电影“2131”工程和电影

下乡进社区工作，13 支放映队积极
深入全县 80 个村委会，免费放映了
抗旱救灾、护林防火、烤烟技术、肉
牛养殖、农村食物中毒预防、文物科
普知识等相关影片 500 多场 (次),观
众人数达 10 多万人（次），从根本上
解决了农村看电影难的实际问题。

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结合文物
普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保护工
作，梳理、展示传统历史文化精髓，
挖 掘 县 域 特 色 文 化 底 蕴 和 人 文 资
源。以第三次文物普查为中心做好
文物各项工作，完成“十二五”文物
编制规划工作；完成非物质文化遗产
申报工作；完成南涧境内茶马古道线
路初考。对南涧民间文化艺术人才
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进行摸底
调查，并指导各类民间艺人以传班接
代的方式做好传承工作，以便有效的
传承和保护传统文化。为传承和发
扬民族民间文化，该县文体局和职中
还联合举办了跳菜艺术班。

以发展和繁荣为中心 以改革和创新为动力

南涧县文化事业蓬勃发展
□ 本报通讯员 余 霞

现今的年轻人已不知“包袱”为
何物？查《现代汉语词典》“包袱”条
目解释有：①包衣服等东西用的布。
②用布包起来的包儿。③比喻思想
上的负担。④指相声、快书等曲艺中
的笑料。把笑料说出来叫抖包袱。
前两种解释不形象，难理解。第③项
的解释明确、婉转。凡是从上世纪 50
年代的过来人，不管你是干部还是学
生，在各项政治运动中，听和用得最
多的就是“丢掉（放下）包袱，轻装前
进，”近似于成语的口号。这个“包
袱”无形，但很“沉重”；本文说的是实
物，较为轻松的话题。

“包袱”什么样？京剧、滇戏里秀
才上京赶考，平民出远门，肩膀上挎着
的布包就是包袱，一种中国人从古代
用到现代，没有“阶级性”的日常生活
用品。它的功能和如今用的旅游箱包
相同，装上几件换洗衣服，夹带点银两
称为“盘缠”（旅途上的费用）。其实包

袱的用途还有多种多样，解放前乡县
小学生用的书包就是包袱。

1930年代笔者在下关读玉龙小学
（现今的下关二小），书包就是一块等
边正方形的生白棉布，毛边用针线缝
起，再用一条短布带或绳子拴上一枚
通洞铜钱，把一头缝在包袱的一个角
上。再准备一块有16开书本大小的木
板，一面漆成红色，一面是黑色，用来
写墨笔和粉笔。这块小木板起到保护
书本不变形的作用。放学时把书和作
业本放在木板上，再把包袱折叠起来，
铜钱绳拴紧。这种书包只能夹在腋下
不能背，不像现在小学生用的双肩书
包可以背。好在那时的教科书和作业
本不多，重量轻；现在小学生的课本、
作业本太多，书包装不下，甚至有用拉
杆箱来“拖”的，成了家长的沉重负担。

这种包袱式的书包，大学教授也
常用。1947年念大一时，国学大师钱
穆先生给我们上课，他的“书包”就是

一块方整黑布裹着一册讲义。行走时
也得夹在腋下，上讲台才从容地把包
袱打开。

虽说现在的包箱已“进化”到琳琅
满目，种类数不胜数的地步，“包袱”在
我们大理并未消失。请看在农贸市场
或大街小巷遇到的者摩人妇女，大红
大绿的民族服装艳丽、养眼之外，每个
人都带着一块包袱。他们买粮食、蔬
菜、日用品用包袱，连背婴孩也用包
袱。用时抖开、折叠；打结之快，装东
西，背娃娃动作之利索，简直比得上

“春晚”魔术师刘谦的“手彩”。平时不
装东西时，她们就把包袱系在腰上。
蓝黑色的包袱与大红大绿服饰相配，
对比强烈但不刺眼，下关者摩大妈大
姐的包袱，真是具有地方民族特色的

“亮丽风景。”
再说“疏散袋”的名称和来由：抗

日战争时期滇缅公路开通后，日本飞
机经常来炸这条中国军用物资运输的

“生命线”。下关是滇西重镇，成为日
军的轰炸目标，也确实来炸过几次。
老百姓为了躲避轰炸，几乎每天都要
离开市区到郊外“躲警报”，官方语言
称“疏散”。人们外出不可能把家中的
用物和财产带走，此时从昆明内地流
传来一种“疏散袋”，用布料做成的手
袋，轻巧、方便，很快就受到人们的喜
爱。躲警报时，富人用来装金银首饰、

“半开”（银币）；穷人做个饭团当“晌
午”干粮，因为要等待警报解除才能回
家。那时我读小学，跑警报时母亲的
疏散袋里无钱物可装，只是一些针线
活的材料，利用空闲时间缝补衣服。

疏散袋的形状没有什么奇特，就
像我们现在去超市购物用的手提袋一
样，不同之处是袋口穿一根布条，可以
把袋子口收紧或放松。现时常讲“低
碳生活从我做起”，包袱、布袋都是无
污染的用品，既简单，又“环保”，更价
廉，可以反复使用，值得推广使用。

中国共产党诞生之
后，无论在革命还是建设
时期都把改进文风、端正
学风和作风建设作为党的
建设的重要内容并始终不
渝地坚持和倡导。以胡锦
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面对
新的形势和任务，把改进
文风上升到建设学习型党
组织、学习型机关、学习型
干部队伍的高度来研究和
部署，同时号召全党要将
改进文风付诸于实践、付
诸于行动。近年来，有关
改进文风的文章屡屡见诸
于报端，从不同角度和层
面各抒己见、积极探索和
推进。然而，笔者认为：对
于文风的改进问题，只有
用系统论的观点加以思
考，不能孤立地就文风而
讲文风、就文风而抓文风，
要与学风和作风的改进有
机结合、并行并进，才能收
到应有的效果。

文风、学风和作风是
一个相互依存、相互联系、
相互作用的辩证统一体，
学风是作风的基础，文风
是学风和作风的外在反映
和表现形式，以及通过语
言文字对其成果的透视。
而学风是否端正，文风是
否优良，作风对两者又起
着决定性的作用。如果没
有踏实、过硬的作风作保
障，哪有好的学风和文风
的出现。之所以三者之间
存在着内容决定形式，形
式反映内容的关系，因此无庸讳言，改进文
风和学风的关键在于作风建设，根本在于
要有求实务实的作风。

其一、坚持以实为本。要把一切从实际
出发，实事求是的这一马克思主义文风的核
心思想贯穿和运用于写作和讲话之中。客
观、真实的反映客观事物的面目，力求使中
心内容不偏离时代脉搏，充分体现时代要
求，立意要高、观点须明，言之有物、论之有
据，切忌无病呻吟、哗众取宠，这既是实的表
现也是文章和讲话的生命力所在。

其二、坚持以新为“脉”，在以清晰的
脉络和新意连贯主导思想的基础上，没有
新鲜的血液作补充，脉管就要硬化；没有
新材料、新语言的进入，文章、讲话就枯燥
乏味。要善于准确判断和全面把握不断
变化的新情况、新事物的特点、趋势和实
质，提得出研究新情况，形成新认识，确立
新观点，解决新问题的路径和方法。以科
学的精神总结出新经验，提出新见解、概
括出新思想、得出新结论，并以新的内容、
新的语言体现和提炼文章和讲话的创新
价值，从而用鲜明生动、富有个性化和创
造性的语言增强文章吸引力和感召力，做
到活泼新颖，不落俗套，从而，激励读者的
斗志，唤起听众的共鸣。

其三、坚持以精为“魂”。要有愿经
一番彻骨寒，迎来梅花扑鼻香的吃苦耐
劳精神和“力求一字稳，耐得半霄寒”的
严谨治学态度，善于抓住事物的主要矛
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针对不同层面、不
同群体、不同对象，以严谨缜密的构思，
通俗易懂的表述，写出言简意赅，短小精
悍，而不是重复累赘的文稿，发表感人肺
腑，掷地有声，而不是枯燥乏味、冗长堆
砌、隔靴搔痒的讲话，这样才与分秒必争
的快节奏时代要求。

总而言之，文风的整顿和改进是要
经历一个非常艰辛和痛苦的过程，不可
能立竿见影，毕其功于一役。然而，只要
认识统一，作风扎实，学风端正，毛泽东
生前倡导的“要使革命精神获得发展，必
须抛弃党八股，采取生动活泼、新鲜有力
的马列主义学风”终将会成为人们，尤其
是各级各类干部的自觉行动，优良作风
也终究蔚然成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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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讯员 王亚林

今年来，弥渡县立足于创建全国先
进文化县目标，千方百计争取项目支持，
加快“三馆一站”建设步伐，不断完善文
化服务硬件设施和功能，提升文化基础
设施等级标准。

弥渡县文化底蕴深厚、文化资源丰
富、文化基础广泛、文化品牌响亮，拥
有“云南省先进文化县”桂冠，但没有
县博物馆，县图书馆、县文化馆条件
差，与文化先进县极不配套。该县通过
招商引资，引进昆明市政房屋建设开发
有限责任公司投资 1.2 亿元，盘活青螺
公园国有资产，整合资源，开发建设弥
渡青螺古坊商业文化旅游街区，将县文
化馆、县博物馆纳入“青螺古坊”建设
规划，县建设领导组正加快推进各项筹
备工作，力争将“三馆”建设成为县城
地标性建筑精品。同时，针对弥渡花
灯、弥渡民歌先后入选国家非物质文化
遗产名录，该县正在积极筹备规划，争
取项目支持，建设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
展示中心，全面展示各类非物质文化遗
产成果，更好地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

弥渡县有 8 个基层文化工作站，但

仅有 4 个达标三级，4 个未达最低等级
标准，农村文化硬件设施极其滞后。针
对实际状况，该县出台了进一步加强文
化建设的实施意见，从 2009 年起，县财
政每年投入文化建设专项资金 100 万
元，争取 154 万元项目资金，先后完成
红岩、寅街、牛街 3 个综合文化站和 13
个农家书屋、13 个农民体育健身工
程。今年，启动了苴力、弥城 2 个综合
文化站建设项目，年内建设完成。同
时，争取省州文化部门支持，先后为弥
城、密祉、德苴、寅街、新街 5 个乡镇文
化站免费配送了音响器材、摄像照相、
电脑电视及图书等一批文化站配套设
备。开展“送书下乡”活动，为文化站、
农村文化室配送价值 7.2 万元的图书
4000多册。

据弥渡县文体局局长徐逵介绍，全县
“十二五”规划文化体育基础设施投资
5544万元，实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40
万元年度保护经费等一系列基础设施建
设项目，至2012年建成7个乡镇综合文化
站、45个村文化室、75个农家书屋和10个
农民文化大院，使“三馆一站”文化前沿阵
地作用得到充分发挥，初步构建起具有地
方浓郁特色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弥渡县强化城乡文化设施建设

州交警支队大保大队二中队民警在进行羽毛球比赛。
近日，为活跃警营文体生活，进一步促进精神文明建设，全面提高队伍战斗力，

州交警支队大保大队二中队举行了羽毛球、乒乓球、卡拉OK、家庭趣味运动、拔河
等项比赛。通过活动的开展，进一步增强了民警的集体荣誉感和凝聚力，展现了高
速公路交警良好的形象。 （通讯员 魏 鸿 摄）

□ 通讯员 罗 辉

近日，省文化厅和省财政厅对全省
“文化大篷车·千乡万里送戏行”活动中
表现突出的单位、个人及对这项活动给
予积极支持配合的基层单位进行通报表
彰，我州弥渡县文体局、弥渡县密址乡党
委政府、弥渡县苴力乡党委政府、宾川县
文体局、宾川县平川镇党委政府、剑川县

象图乡党委政府、祥云县文体局、巍山县
文体局荣获“2009—2010年度云南省文
化大篷车·千乡万里送戏行先进基层单
位”称号。

云南省文化厅、云南省财政厅自2009
年7月初共同组织了“文化大篷车·千乡万
里送戏行”活动。一年来，各演出分团分
赴云南省 41 个县、295 个乡镇，共演出
430场，惠及基层干部群众近40万人。

我省表彰“文化大篷车·千乡万里送戏行”先进

大理州八个单位榜上有名

□ 通讯员 张银奎

日前，鹤庆县民间文艺家章虹宇
先生荣获世界教科文组织民间文艺
（文学）杰出功勋人物“金像奖”殊荣。

现年70岁的章虹宇先生，几十年

如一日，潜心研究民俗文化、民间文学，
奋力笔耕，先后撰写发表并出版了民俗
学、民俗文化的论文集《精神家园》、《文
化血脉》、《红色记忆》等三部有价值的
民俗学文集。鉴于章虹宇先生在世界
民间文艺领域所取得的杰出成就，在文

艺创作中表现的崇高艺术境界和高尚
的艺术品质，最近，世界教科文组织“金
像奖”评审委员会，授予章虹宇“首位世
界民间文艺杰出功勋人物‘金像奖’终生
荣誉”称号奖杯，还授予“世界教科文组
织‘金像奖’”奖牌等殊荣。

章虹宇荣获世界教科文组织民间文艺人物金像奖

□ 记者 辛向东

近日，由我州学者杨锐明撰写的
题为《民族谱牒文献保障体系建设研
究》的论文，获中国图书馆学会学术
论文“一等奖”。

7 月 25 日至 29 日，由中国图书
馆学会 2010年学术研讨会在吉林省
长春召开。会上，我州学者杨锐明
副研究馆员，受邀请在中图学会第
八分会场作题为“民族文献保障体
系建设研究”的专题报告。同时，杨

锐明撰写的题为《民族谱牒文献保
障体系建设研究》的论文，经过专家
认真评审，获中国图书馆学会学术
论文“一等奖”，该篇论文脉络清晰
具体，针对性强，引人深思，获得与
会代表的好评。

杨锐明论文获中国图书馆学会学术论文一等奖
□ 通讯员 马永欢

大理州鹤庆县青年作家何永飞著、云
南省著名诗人晓雪题写书名的诗集《四叶
草》，近日已由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

何永飞，白族，生于1982年，系云南
省作家协会会员，云南省传统蒙学研究
会员，是一位“80 后”的年轻作家，他在
打工生涯中已在全国200多家报刊发表
了800多篇（首）文学作品，让人惊叹！

《四叶草》诗集包括四个部分：一是

由著名诗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云南省
传统蒙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云南昆明
佛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兼副秘书长郑千山
写的序《面向自然，为梦欢唱》；二是何永
飞的心灵诗歌，四大章即乡土情结，心灵
原色，相思河岸，弦上颤音；三是附录即
6 位读者的读后感；四是何永飞写的后
记《在路上》。《四叶草》以美的文化艺术
形式深刻揭示了打工者的生命有酸有
甜，打工者的人生有曲有直的人生哲理，
值得一读。

何永飞诗集《四叶草》出版

剑川中老年白曲歌手们利用节假日，云集剑川景风公园，向来游览金华古城的游客们弹三弦唱白曲，增加游兴。
剑川县是全国白族人口比例最高的县份，以“白曲聚宝盆”之美誉闻名各地。该县善弹三弦唱白曲的许多

著名白曲歌手多次受到文化部、省政府、省文化厅的表彰。被列入国际民歌歌目的白曲，深受中国艺术研究院
及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等部门专家的赞扬，他们认为：“剑川的民族民间音乐历史悠久，风格独具，不
少白曲在其它白族地区早已失传，现仅在剑川保存独有，堪称中国古代音乐的活化石。”（通讯员 康东福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