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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通讯社出版

　　新华社昆明 8 月 13 日电（记者吉哲鹏、严
勇、王明玉）《快乐拉祜》《实在舍不得》……动人
的曲调让人对古老而现代的拉祜山乡心生向
往，独具特色的民族表演尽显一村一乐队、歌舞
山水间的魅力；多才多艺的“领头雁”，在乡村振
兴大舞台上大展风采，让山乡更美、让村民生活
更上一层楼……
  文化遗产“活起来”，乡村旅游“热起来”。一
系列稳增长、惠民生政策措施落地见效，以农文
旅融合助力乡村振兴的“协奏曲”在云南村村寨
寨奏响。

“唱”出幸福路，“舞”出好日子

　　“拉祜拉祜拉祜哟，快乐的拉祜人，幸福吉
祥、吉祥幸福……”
　　篝火映红人们的脸庞，来自江苏无锡的少
年乐队队员被村民的歌声打动。“原生态的民族
音乐真有生命力！”13 岁的鼓手刘双元说。

　　这是老达保村的日常一幕。云南省普洱
市澜沧拉祜族自治县是全国唯一的拉祜族自
治县，老达保村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拉
祜族口传史诗《牡帕密帕》保护传承基地之
一，也是远近闻名的小康村。
　　“田埂上、茶林里、小溪边、篝火广场，都
是我们的舞台。”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拉祜
族芦笙舞传承人、59 岁的村民李石开说。
　　老达保村民小组党支部书记彭娜儿告诉
记者，全村 114 户 475 人中，就有 9 位非遗
传承人，其中国家级非遗传承人 3 位，“我们
有原创拉祜民歌 300 多首，吉他 200 多把，
一个村子就是一支乐队！”
　　“我们把插秧、播种、采茶的场景融入舞
蹈，编排了 100 多套舞蹈动作。”39 岁的致
富带头人、拉祜族村民李娜倮说，《快乐拉祜》
就是她创作的。
　　把文化“唱出去”，让游客“走进来”。老
达保村村民组建的“达保兄弟”等演出组
合，先后参加多场民歌大赛、旅游文化节等
一系列活动，并受邀到北京、上海、广东等
地以及日本、希腊等国家演出，慕名而来的
游客越来越多，去年全村人均可支配收入

达 14595 元。
　　以老达保村为示范，澜沧县立足丰富的
民族文化资源，以少数民族非遗项目传承保
护为抓手，在全县 161 个村委会（社区）都组
建了文艺队，打造了一批民族文化创作基地，
推出《摆出一个春天》《牡帕密帕》等原生态歌
舞，以特色文化吸引游客，助力乡村振兴。
　　澜沧县东回镇班利村是有名的“拉祜族
摆舞之乡”，如今有了自己的演艺公司，4 支表
演队、130 名群众已演出上百场，其摆舞节目

《摆出一个春天》还登上了央视春晚舞台。
　　“唱”出幸福路，“舞”出好日子——— 2021
年，澜沧县脱贫人口人均纯收入 12852.3 元，
同比增长 10.57%。云南各地数以千计的国家
级、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靠“独门绝活”，以

“文化+旅游”“文化+农业”等方式建设家乡。

创新赋能量，融合农文旅

　　“达保村寨好风光，有千万种蔬菜让你
馋，这里的青山最青，绿水更绿……”今年
4 月 22 日，老达保园艺作物博览园开园。
开园仪式上，李娜倮为游客演唱自己创作

的新歌《幸福的时代》。一边欣赏拉祜族特
色歌舞，一边感受百花芬芳、瓜果飘香的园
艺作物，各地游客被老达保园艺作物博览
园吸引。
　　博览园占地 70 多亩，有 14 类 500 多个
品种的蔬菜、水果，是政府支持建设的农业观
光旅游项目，带动了 22 户、100 余名群众务
工，每人每月可增收一两千元。
　　在蔬菜采收结束后，村民又把菜地改为
水田，正在打造彩色稻田景观。彭娜儿领着群
众一边干农活儿，一边排练节目。她告诉记
者，初步统计，开园以来，到访博览园的游客
就有近 2 万人次，加上演出、茶业等产业，村
民今年的收入将超过去年。
　　“在党委政府带领下，村民们将冬闲地打
造成园艺作物博览园、彩色稻田，开发‘省内
游’‘周边游’产品，探索农文旅融合新业态。”
澜沧县委书记刘继宏说。
　　近年来，云南注重挖掘、传承提升乡
村优秀传统文化，依托农耕文化、民俗文
化、节庆文化、古村落古建筑文化等，打造
乡村旅游产品和线路，推动农文旅融合发
展———         （下转 4 版）

彩云之南：奏响农文旅融合“协奏曲”
　　“妈妈您放心出发吧。
我可以请假回来照顾爸
爸，在家也能学习，肯定不
会耽误功课。等爸爸康复，
我们一起去西藏看您。”刘
斯援藏出发前夕，在外地
读书的儿子王维发来微信
安慰母亲道。
　　 2016 年，福建省选
拔第八批援藏干部进藏工
作，时任厦门信息学校信
息部教学部长、52 岁的刘
斯毫不犹豫地提交了报名
申请，“援藏一直都是我的
心愿。”
　　进藏时间日益临近，
刘斯做好了准备工作，意
外却发生了：爱人王刚突
发心脏病住院。这让她一
时乱了心绪。
　　刘斯一边照顾卧病在
床的丈夫，一边做着是否
还要去西藏的心理斗争。
细心的丈夫看出她的犹
豫，安慰道：“我知道援藏
是你的心愿，你就放心去
吧。我在慢慢康复，一定能
照顾好自己。”
　　对口援藏实施近 30
年来，一批批援藏干部接
续奔赴高原，建设西藏。离
家千里，过去援藏干部对
亲人的浓浓思念只能寄托
于信笺，而如今随着通讯
不断发展，电话、微信、视
频通话等极大方便了沟
通，成为了新的“家书”传
递工具。时移世易，但亲情
的牵挂一直都没有变。
　　一人援藏，全家援藏。

“她工作忙，一年回家的时
间有限，孩子也在上大学，
我们一家三口在 3 个地
方，基本靠发微信联系，都
快成网友了。”王刚告诉记
者，“我和孩子的心也跟着
她一起去了西藏。”
　　刘斯先后参加福建省
第八批、第九批援藏，帮助西藏昌都市左贡县
成立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引入援藏力量建
立起教师发展培训中心；自掏腰包近 10 万元
资助来自贫困家庭的扎西江村、向巴曲珍兄妹
完成学业，成为当地民族团结佳话；全身心投
入教学一线，被昌都市卡若区第二初级中学学
生称为“刘妈妈”。
　　 2021 年，刘斯被评为“全国脱贫攻坚先进
个人”。“这些年，没有家人的全力支持，我不可
能全身心投入到援藏工作中，他们也付出了巨
大心血。”刘斯说。
　　“对家人的思念依托于一部手机，我在这
头，他们在那头。”援藏 3 年，来自安徽的援藏
干部裴含龙每天和家人通电话的习惯雷打
不动。
　　“他工作很忙，常常顾不上看微信，我们基
本都是打电话联系。”裴含龙的妻子陈邦玉说。
　　“在外工作，最想接听的是来自亲人的电
话，最害怕的也是亲人的电话，生怕家里会出
事。”2020 年 12 月，当得知外婆去世的消息，
裴含龙悲痛万分，但他选择了坚守在西藏山南
市错那县的工作岗位。
　　坐落在喜马拉雅山脉东段的山南市错那
县勒布沟，气候温润，种茶历史悠久。但由于技
术落后，茶产业发展缓慢。
　　 2019 年，安徽省第七批援藏工作队到来
后，对百亩老茶园进行了机械耕除、增施有机
肥、缺株补植等一系列老茶树复壮措施，使茶
园焕发生机。同时举办茶叶技工培训班，帮助
茶叶合作社改进工艺、改善品质、创设品牌，为
群众增收开辟了新渠道。
　　“在茶园打工每天收入 200 元，年底还能
分红，在家门口就业挺好！”28 岁的次仁旺姆大
学毕业后回到了家乡勒布沟。
　　取得这些成绩，离不开裴含龙等援藏干部
们的辛勤付出。援藏期间，裴含龙主抓错那县
农业农村工作，田间地头搞调研、四处奔走联
络资源、不厌其烦地做群众思想工作，成为大
家眼中的“拼命三郎”。
　　去年 2 月，裴含龙 71 岁的父亲突发重病
住院。得知消息，担心不已的他急忙奔赴父亲
身旁照料，而短短 20 天后他又回到援藏工作
岗位。相隔千里，他只能通过打电话询问父亲
的病情。
　　“你安心工作，踏踏实实做一些事情造福
一方百姓。”父亲在电话里反复叮嘱道。裴含龙
感慨：“我不是一个人奋战在雪域高原，还有家
人对我的殷殷期盼。”
　　舍小家为大家，扎根雪域奉献芳华，这是
广大援藏干部的真实写照。
         (记者王泽昊、黄耀漫)
　　      新华社拉萨 8 月 13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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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月 13 日，村民在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
族自治州岑巩县平庄镇包东村晾晒辣椒。
         新华社发（胡攀学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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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记者近期
在江苏、福建、江西、
浙江、吉林、广东多地
采访看到，文明城市
创建正不断提升各地
城市品质，一些地区
用绣花功夫“绣”出城
市新容，改善了百姓
生活。

人居环境更宜人

　　炎炎夏日，走进
江苏省张家港经开区

（杨舍镇）花园浜社
区，街边的新市河小
游园里绿树成荫。傍
晚，人们在小游园的
伞状凉亭下纳凉、活
动，这样一个“口袋公
园”让居民有了聚会
休憩的地方。“从乱停
乱占的空地变成社区
的‘客厅’，这里现在
好不热闹。”花园浜社
区居民周振中说。
　 　 细 数 周 边 环 境
的变化，住在江西省
萍 乡 市 萍 水 河 畔 的
居 民 李 冬 梅 同 样 有
发言权。“以前，河里

到处漂着垃圾，河水又黑又臭。”2017 年，萍乡
市湘东区境内的萍水河段进行改造提升：文化
会议中心、龙舟公园、滨河新区主干道、滨河东
路等工程相继完成。如今傍晚时，李冬梅常和
她的“老姐妹”们结伴沿着滨河路散步。“过去，
我们很少来河边玩，现在这里风景美、环境好，
来玩的人可多了。”李冬梅说。
　　今年 4 月起，福建省厦门市同安区开展城
中村违建整治，希望借此提升相关片区居民的
居住环境。民之所盼，政之所向，同安区祥和街
道西湖社区干部挨家挨户做工作，打消群众顾
虑。社区下辖的 3 个自然村全部按时完成拆违
整治工作，腾出宝贵空间，用于建设公共服务设
施，造福群众。酷暑下的西湖社区纳凉点逐渐多
了起来，居民们也能享受到新环境的清凉、
惬意。

公共服务更优质

　　炎热的夏季，每天早上五点半，嘉兴市“禾
城驿·温暖嘉”大桥驿站就开始忙碌，专为环卫
工人熬制绿豆汤。“每天能来这里歇歇脚、避避
暑，也就不觉得累了。”常来这里的环卫工人陈
根法说。
　　在浙江嘉兴，一个个“禾城驿”让人暖心。几
年来，嘉兴全市在完成 239 座公共厕所改造的
基础上，将其中的 113 座建成现代化的“驿
站”：免费饮水、图书借阅、医疗急救、爱心义诊，
让奔走忙碌的城市居民享受到更多公共服务。
　　随着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的开展，一个
个公共服务圈渐趋完善。在吉林省吉林市图书
馆，新的智能化系统让借阅多本图书实现“一键
操作”。近年来，吉林市依托市、区、县三级图书
馆、博物馆、群众艺术馆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
系，开展文化讲堂、文化沙龙等活动，公共图书
馆年访问人数已经突破 80 万人次，博物馆年
参观量近 120 万人次。   （下转 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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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评论员

　　“挟洋谋独”没有出路，“以台制华”注定
失败。《台湾问题与新时代中国统一事业》白
皮书站在秉持民族大义、维护国际公理正义
的制高点上，深刻揭批“台独”分裂势力和外
部势力卑劣的政治本质和险恶用心，对其发
出当头棒喝。
　　在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发展进程中，追求
统一、反对分裂始终是全民族的主流价值观，
这一价值观早已深深融入整个中华民族的精
神血脉。台湾自古是中国的神圣领土。所谓“台
湾独立”，是企图把台湾从中国分割出去，是分
裂国家的严重罪行，损害两岸同胞共同利益和
中华民族根本利益，是走不通的绝路。
　　民进党当局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勾连
外部势力不断进行谋“独”挑衅；拒不接受一
个中国原则，公然抛出“新两国论”；在岛内推
行“去中国化”“渐进台独”，纵容“急独”势力
鼓噪推动“修宪修法”，欺骗台湾民众，煽动仇
视大陆；加紧“以武谋独”“以武拒统”；勾结外
部势力，在国际上竭力制造“两个中国”“一中
一台”。民进党当局的谋“独”行径导致两岸关
系紧张，危害台海和平稳定，破坏和平统一前
景、挤压和平统一空间，是争取和平统一进程
中必须清除的障碍。
　　台湾是包括 2300 万台湾同胞在内的全
体中国人民的台湾。搞“台独”分裂只会将台
湾推入灾难深渊，给台湾同胞带来深重祸害，

损害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两岸同胞切身利
益，中国人民绝不会答应。中国人民捍卫国家
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
决心不可动摇、意志坚如磐石，这是挫败一切

“台独”分裂图谋的根本力量。现在的中国，跃
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政治、经济、文化、科
技、军事等实力大幅增强。搞“台独”分裂抗拒
统一，根本过不了中华民族的历史和文化这
一关，也根本过不了 14 亿多中国人民的决心
和意志这一关，是绝对不可能得逞的。凡是数
典忘祖、背叛祖国、分裂国家的人，从来没有
好下场，必将遭到人民的唾弃和历史的审判！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
分的历史事实和法理事实不容置疑。《联合国
宪章》规定的尊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干
涉别国内政等重要原则，是现代国际法和国际
关系的基石。中国人的事要由中国人来决定。
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事关中国核心利益
和中国人民民族感情，不容任何外来干涉。维
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是每个主权国家的
神圣权利，中国政府理所当然可以采取一切
必要手段解决台湾问题、实现国家统一。
　　外部势力干涉是推进中国统一进程的突
出障碍。美国一些势力出于霸权心态和冷战
思维，将中国视为最主要战略对手和最严峻
的长期挑战，竭力进行围堵打压，变本加厉推
行“以台制华”。外部势力打“台湾牌”，是把台
湾当作遏制中国发展进步、阻挠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棋子，牺牲的是台湾同胞的利益福

祉和光明前途，绝不是为了台湾同胞好。他们
纵容鼓动“台独”分裂势力滋事挑衅，加剧两
岸对抗和台海形势紧张，破坏亚太地区和平
稳定，既违逆求和平、促发展、谋共赢的时代
潮流，也违背国际社会期待和世界人民意愿。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外部势力在台湾问题上
挑衅滋事，践踏国际公理正义，注定不得人
心，必将碰得头破血流。
　　中国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同时决
不会在任何外来干涉的压力面前退缩，决不
会容忍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受到任何损
害。我们愿继续以最大诚意、尽最大努力争取
和平统一。我们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保留采
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选项，针对的是外部势力
干涉和极少数“台独”分裂分子及其分裂活
动，绝非针对台湾同胞，非和平方式将是不得
已情况下做出的最后选择。任何人都不要低
估中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强
决心、坚定意志、强大能力。
　　民意不可违，大势不可逆。祖国统一的历
史车轮滚滚向前，任何人任何势力都无法阻
挡。面对国家统一的民族大义，中国人有不信
邪、不怕鬼的骨气，有吓不倒、压不垮的志气，
有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决心，更有坚决捍卫
国家主权、民族尊严的能力。包括两岸同胞在
内的所有中华儿女同心同德、团结奋斗，就一
定能够粉碎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和外来干
涉图谋，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完
成祖国统一大业。 新华社北京 8 月 13 日电

“ 挟 洋 谋 独 ”没 有 出 路
“ 以 台 制 华 ”注 定 失 败

——— 写在《台湾问题与新时代中国统一事业》白皮书发表之际④

  眼下，湖南省常宁市的中稻进入收割期。
当地农民抢抓晴好天气忙收获，确保颗粒归仓。
        新华社发（周秀鱼春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