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普洱市深挖本地特色产业与节庆相关的文化内涵与价值，并以节日庆典为契机，创
新节庆旅游项目，塑造了全新的消费场景，使其既符合年轻人的口味，也适宜合家欢。大力发展
节庆经济，以节为媒、以节赋能、以节兴农，助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短期来看，不仅能汇聚客源
和人流，拉动即时消费；长远来看，还有利于为城乡居民创造就业和增收的机会，助推节庆文化
品牌的打造和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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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廖智若愚  何有
刚）  8月 16日，市五届人大常委会
召开第 29次党组（扩大）会议，传达
学习市委五届八次全会精神，市人
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王鸿彬主
持会议并讲话。

会议强调，要把认真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央和国家机关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
神、推动机关党建高质量发展作出
的重要指示精神，与学习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关
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结合
起来，一体抓好贯彻落实，牢牢把
握人大“四个机关”定位，以新担当
推动机关党建高质量发展。要认
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外人士
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切实把
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当前
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下半年
经济工作的部署要求上来，结合学
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及省

委十一届六次全会、市委五届八次
全会精神，聚焦市委工作安排，扎
实推进人大立法、监督、代表等各
项工作，以高质量履职助力全年经
济社会发展目标圆满完成。要把
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
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
的重要政治任务，与学习宣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
的重要论述、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
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

省委十一届六次全会及市委五届
八次全会精神结合起来，切实找准
人大在落实改革任务中的着力点
和切入点，全面贯彻落实健全全过
程人民民主、深化法治改革各项任
务，以“人大之干”助推“普洱之
变”。

会上，还开展了防范电信网络
诈骗工作专题讲座。

李鸿、张若雷、马先楚、魏刚、
袁洪波、杨若雨参加会议。

本报讯（通讯员  连锦  赖秀红 
 熊闻伟  文/图）  又到了一年一度
云南吃野生菌的季节，今年的野生
菌已成为互联网餐桌上的“流量密
码”。8 月 16 日，墨江哈尼族自治
县团田镇举办第三届野生菌交易
会暨山歌大赛，开展“菌王”评选、
品尝“菌王宴”等活动，带领游客开
启一场野生菌的狂欢之旅。

在“菌王”评选现场，大红菌、
黄鸡枞、白鸡枞、白牛肝菌、黄牛肝
菌 5个菌种亮相展台，从重量、外观
两个方面进行综合评分，评选出最
美观、最大的五大“菌王”，让现场
观众大饱眼福。

“我今早上山捡到了一朵白鸡
枞拿来评选，就获得了‘白鸡枞菌
王’，非常开心。如今的菌子价格
稳步上升，我们捡菌人的劲头更足
了，有时一天可以赚 1000 元左右。
团田村每户每年捡菌收入都有 2万
元左右。”村民杨正东开心地说。

随后，评选出的五大“菌王”被
制作成“菌王宴”，加入特色长街宴
的菜品中，让游客一品“菌王宴”的
鲜美。“我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多、这

么大的菌子，感觉这个地方真的好
神奇，长街宴也非常美味，让我觉
得这次旅行很值得。”来自广西的
游客竺海兰说。

如今，野生菌交易会暨山歌大
赛已成功举办两届，以节日为载体
发展节庆经济，逐步提高当地野生
菌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激发野生菌
市场活力。

团田镇高达 80% 的森林覆盖
率为野生菌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生
长条件，野生菌种类多达上百种，
可食用的就有几十种，且出菌时间
长达半年以上，为每年的 4月到 11
月，其中 5月至 9月为生长旺盛期，
种类也最多。

近年来，团田镇党委政府积极
探索线上线下销售模式，以举办野
生菌交易会为媒介，助力野生菌

“出圈”。2023年，全镇野生菌实现
总产量 265吨，产值 2030万元。如
今，团田镇野生菌交易会已成为墨
江县地方特色文旅新 IP，为推进乡
村振兴、打造“菌”美乡村注入新动
能。

本 报 讯（通 讯 员  周 洁  尹 玲  
牛雨  娜思  文/图）  8 月 16 日至 17
日，以“菠动心弦 萝享凤山”为主题
的景谷傣族彝族自治县凤山镇第
三届菠萝节在凤山镇举行，旨在丰
富当地产业发展业态和群众文化
生活，以节庆活动壮大凤山菠萝品
牌影响力，以节庆流量持续促农增
收致富。

据悉，凤山镇种植菠萝已有 40
余年的历史，得益于优越的自然条
件，当地产出的菠萝个大质优，深
受消费者的喜爱。目前，全镇菠萝
种植面积达 2100 余亩，年产值 700
余万元。一个小小的菠萝，已成为
群众致富增收的重要产业和凤山
镇对外推介的品牌之一。

走进凤山镇菠萝节的主会场
斗谷田易地搬迁安置点，农特产品
展销集市上人声鼎沸。这里既有
甘甜清润的凤山古树茶，又有醇香
的凤山咖啡，还有平田村的火腿、
海庆村的茶叶、平寨村的菠萝等各
村的生态农产品，激发了众多游客
的购买欲。

与此同时，千名宾客欢聚一
堂，共享了一场以菠萝为主题的美
食狂欢。面对菠萝饭、菠萝凤爪、
菠萝咕噜肉、菠萝醉三鲜等各式以
菠萝为主要食材制作而成的佳肴，
宾客们大快朵颐，拥有了一次全新
的味蕾体验。“这次菠萝宴，我们主

要推出菠萝饭、醉三仙、菠萝鸡脚
等三道美食，都是自主研发的，希
望通过这三道菠萝菜品让更多人
记住凤山。”厨师施天英说。

在品尝了菠萝饭后，游客段生
艳说：“无论是菠萝还是蔬菜等各
种食材都非常新鲜，特别是菠萝

饭，菠萝的清香都渗入到饭里，吃
后唇齿留香，很是惬意。”

在那肖田菠萝园里，凤山镇辖
区内的 12 个村民委员会及 1 个社
区居民委员会各派出 2名选手参加
采摘菠萝竞赛。采摘竞赛时间为 5
分钟，通过计量已成熟或达到采摘
条件的菠萝重量，分别评出一等奖
1 名、二等奖 2 名、三等奖 3 名。最
终，平寨村代表队获一等奖。

在菠萝节期间，各项活动精彩
纷呈，游客还可以参与拳王争霸
赛、陀螺比赛、徒手抓鱼比赛、评选

“菠萝西施”、篝火晚会等多种活
动。

近年来，景谷县凤山镇聚焦
“菠萝经济”，做足“菠萝文章”，成
功举办两届菠萝节，积极探索“菠
萝产业+周末经济”的发展路径。
通过节庆旅游积极引流，以举办菠
萝节扩大凤山镇对外知名度和影
响力，将短期热度转化为长期流
量，持续打造具有凤山镇特色的节
庆经济品牌。

景谷凤山：做足“菠萝文章” 激活节庆流量

夏夜天幕刚刚低垂，四川省凉
山彝族自治州西昌市航天大道上
已是人声鼎沸、游人如织。随着 88
个小火堆、3个大火堆被同时点燃，
木柴燃烧的声音、歌声和欢呼声、
鼓点音乐声交织成一条“欢乐的银
河”，人们手中的火把宛若大大小
小星斗坠落。近日，凉山彝族火把
节在西昌火把狂欢夜活动中迎来
气氛顶点。

彝族火把节已被列入第一批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是彝
族最重要的传统节日之一，流行于
四川、云南、贵州等彝族聚居地区，
其延续彝族先民用火把驱赶害虫、
祈求丰收和祭祀祖先的民间习俗，
至今已传承上千年。

凉山州的火把节规模宏大、参
与人数众多、民俗活动内容丰富、
民族风情浓郁。7月 19日，为期一

个月的 2024 年凉山彝族火把节暨
“五彩凉山·夏季清凉”文旅系列活
动拉开帷幕。依托本地区特色资
源优势，火把狂欢、彝族选美、巡游
表演、传统民俗竞技比赛等一系列
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在凉山各地
错峰、错时举办。

在越西县书古镇新华村，赛
马、斗牛、斗鸡、斗羊等传统民俗竞
技比赛热烈开赛。雨后薄雾笼罩
的大山脚下，青翠稻田中，从四方
而来的村民、游客穿越田垄，到达
田中坝头，将竞技场围得里三层外
三层。因担心交通拥堵，19岁的彝
族小伙沙马克达早上 6点多就冒雨
出发，但会场的火爆程度还是超出
他的想象。“今年是越西县第一次
举办这么大规模的民俗竞技比赛，
真是不虚此行。”沙马克达兴奋地
说。

在布拖县，传统火把节开幕式
上，身穿彝族盛装的姑娘们撑着黄
色油纸伞围成几个大圈，跳起彝族
传统群舞“朵洛荷”，远看如一朵朵
黄花接连绽放。成都游客王女士

表示，自己今年已经在普格县、布
拖县等多地体验火把节。“原本我
以为火把节只有点火把，没想到还
看到了各有特色的原生态习俗活
动。”

古老习俗并未被快节奏的现
代生活抛却，而是在保护传承、活
化利用中成为凉山文旅产业发展
取之不尽的资源宝库。火把狂欢、
彝族选美、摔跤、赛马等民俗活动，
如今都成为游人纷纷“打卡”的热
门文旅活动。

彝族向来有举办选美活动的
传统。7月 27日，在越西县的选美
比赛总决赛中，经过 20个乡镇的层
层选拔，男女优胜者分别被授予

“金鹰”和“金索玛”的荣誉，他们也
同时成为越西县“文旅推荐官”。
获得“铜鹰”荣誉的阿主约布特意
手持佩剑、佩戴特色首饰上台，展
示了一段低沉、悠远的口弦。阿主
约布表示，了解到这项国家级非遗
面临传承困难，自己主动学习了四
年。最受游客青睐的当数围着火
堆跳起的达体舞。在西昌火把狂

欢夜，古老而神秘的“毕摩”（彝族
重要仪式主持者）吟诵祈福后，火
堆在人们的欢呼和倒数中被点燃。
跃动的火光中，领舞的彝族少男少
女一边用彝语大喊“跳”，一边拉起
身边的游客踩起欢快的节拍。据
了解，7 月 28 日、29 日西昌市共接
待游客约 75.7万人次，超 30万人次
参与火把狂欢。

火把节的火热也带动了彝族
传统服饰体验产业的发展。在拥
有 600多年历史的古村落西昌市海
南街道大石板社区，前来体验彝族
特色服饰拍摄的游客络绎不绝。
旅拍店老板高威说：“这几天游客
越来越多，每天最多能接待上百位
客人。”大石板社区居委会副主任
张俊介绍，目前村里有 80余家从事
旅拍行业的商户，带动许多村民返
乡创业。今年西昌火把狂欢夜前
后村里日均客流量可达 3万人次。

新华社记者  周以航  尹恒  李
晨曦

新华社成都 8 月 2 日电

本报讯（记者  范晶晶  付义
媛）  8 月 15 日是第二个全国生态
日，由普洱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主办的普洱市 2024 年全国生态
日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现
场会在思茅区召开。

现场会以促进经济社会发展
全面绿色转型为主题，现场观摩
了思茅区白沙坡美丽星村生态
产品的开发模式，市直部门和县
（区）就推进生态保护治理与生
态产品价值实现进行交流。

会议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
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提高全社会生态文明意识，增强
全民绿色发展的思想自觉和行动
自觉；要以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
转型为引领，加快构建绿色低碳发
展产业体系，倡导形成绿色生活方
式，推动全市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
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工作取得新的
更大突破，积极推进美丽中国建设
云南篇章的普洱实践。

本报讯（记者  吕禾  通讯员  
李 金 凤）  为深化拓展新时代文
明实践建设，提升市民文明素质
和城市文明程度，让群众“一站
式”享受到“家门口”的贴心服
务，8 月 16 日，思茅区新时代文明
实践集市“有一种叫云南的生
活·文明实践助力振兴”主题活
动在思茅区世纪广场开展。

在文明实践“摊”位上，志愿
者们各展所长，为前来的群众提
供全国文明城市知识宣传、健康
义诊、爱心义剪、普法宣传、反假
币宣传、便民利民等多元化服
务，还有精彩的文化文艺表演为

大家增添欢乐，为群众提供更多
“家门口”的便民服务“大餐”，吸
引了众多市民游客驻足购买。

在普洱特色“摊”位上，来自
本地和各地企业的优选臻品整
齐地陈列在货架上，普洱茶、普
洱咖啡、核桃、中药材、蔗糖、坚
果、蜂蜜等土特产品琳琅满目，
供市民游客尽情挑选。

群众在哪里，文明实践就延
伸到哪里，此次活动以市民需求
为导向，将文明实践活动与市民
日常生活紧密结合，让市民在参
与中感受文明、享受文明，进而
成为文明的传播者。

思茅区新时代文明实践集市开集

本 报 讯（记 者  吕 禾  文/图）  
近日，由普洱市应急管理局、市总
工会、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主办的 2024年“创赢普洱”专业救
援队伍职工职业技能竞赛在普洱
市医学紧急救援中心举办。比赛
旨在检验全市应急救援队伍的专
业素养和实战能力，打造一支拉
得出、顶得住、打得赢的应急救援
队伍。

全市的 5支救援队，共 84名队
员汇聚一堂，展开了一场紧张激烈
的技能竞赛。从锯木段、运送救援

物资、迅速灭火的全方位考验，到
孤岛救援模拟极端环境挑战、有限
空间内生死救援，再到医疗急救
中，兼顾心肺复苏与创伤急救，各
设计环节的重重考验，充分展现了
救援人员的专业素养。

经过两天的比赛，来自普洱
市应急救援队的罗朝院、鲁学坤、
龚大兴、朱学文、许红、秦忠才分
获个人一、二、三等奖；普洱市应
急救援队、澜沧竜浪煤矿有限责
任公司、宁洱盛利煤业有限公司
获得团体一、二、三等奖。

普洱以赛促训提升专业救援队伍“战斗力”

普洱市开展2024年全国生态日活动

凉山火把节：火舞狂欢不夜天

市五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29次党组（扩大）会议

以节为媒  打好节庆经济牌

墨江团田：野生菌“密钥” 打开乡村致富大门

他山之石

（上接第 1 版）打造网红打卡点 338
个，免费取景地 63 个。成立影视
协拍联合体，助推“影旅”产业发
展，电影《一点就到家》荣获十九
届华表奖优秀农村电影，舞蹈《摆
出一个春天》登上 2022 年春晚舞
台。《江山如画》系列交响音乐会

“普洱·茶马古道”专场在中央广
播电视总台音乐频道、综艺频道
等中央媒体播出，纪录片《人类的
记忆——中国的世界遗产景迈
山》在央视 3 频道播出。在上海、
北京、郑州等地举办了《世界的普
洱 中国的茶——山海情深景迈山
主题摄影展巡展》。打造“香遇普
洱”周末市民文化节·星空音乐
会、“香遇普洱”周末市民文化节·
市民文化讲座等文化活动品牌，
优化周末文化产品供给，不断提
升群众艺术鉴赏力及文化素养。

产业发展壮大  深化文化交流

影响

用好省级、市级文化产业发
展专项资金，积极培育文化产业
经营主体，不断规范文化市场秩

序，不断深入推进文旅融合发展，
文化及相关产业增加值从 2014年
的 7.01 亿元到 2023 年的 29.43 亿
元，体量增长了 4.19倍。2021年，
全市旅游总收入 254.14 亿元 ；
2022 年，全市旅游总收入 450.84
亿元，同比增长 46.43%；2023 年，
全市旅游总收入 586.14 亿元，同
比增长 30.01%。

挖掘“一市连三国、一江通五
邻”地缘优势，把握中老铁路通车
运营和景迈山申遗成功两大机
遇，用好普洱茶、普洱咖啡、牛油
果等特色产业，启动实施“我们的

‘一带一路’全球国际传播计划”
和“中老铁路行”东盟媒体团采访
活动，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先后
有来自意大利、日本、俄罗斯、泰
国、老挝、马来西亚等 30 余个国
家近 1000 名记者到普洱采风采
访，深度体验“绝版普洱·香遇世
界”的生活。持续举办中国（普
洱）国际咖啡博览会、中国墨江北
回归线国际双胞胎节、中老越三
国丢包狂欢节，深化与南亚东南
亚国家的文化交流，讲活讲好美
丽中国、七彩云南、绝版普洱的故
事。

深 化 文 化 体 制 改 革
让文化惠民利民乐民

普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