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稗子洛，傈僳语，意为稗子丛生的荒芜之地。
说起这个以“稗子洛”命名的傈僳族小村子，人们都
会竖起大拇指赞扬带头致富、带领致富的共产党
员、小组长汉胜全。赞扬声里，一个将“稗子洛”演
绎成“稗子乐”的共产党员形象鲜活地呈现在我们
面前。

“就在4年前，稗子洛村还是一个靠种植玉米、洋
芋，售卖柴和猪食槽为生的贫困山村。”兰永村党总支
负责人胡志莹说：“打响精准扶贫攻坚战以来，在党组
织的坚强领导下，在汉胜全的带动下，稗子洛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

从卖柴卖猪食槽到卖菜卖药材。保和镇兰永
村稗子洛村民小组离维西县城核心区不到9公里，
但这段距离就像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把稗子洛
阻隔在现代文明之外。过去，这里的群众以种植
玉米、洋芋为生，家里的花销钱靠卖柴、卖猪食
槽。年复一年辛苦劳作，日子却依然过得捉襟见
肘。“感谢党委、政府，这几年，我们村扶贫产业发
展起来了，卖柴、卖猪食槽的苦日子一去不复返
了。”每当听到赞扬自己的话时，汉胜全总是把成
绩归功于党委、政府，“我只是做了一名共产党员
该做的事情。”

汉胜全是如何把好事实事做到群众心坎上
的呢？这还得从2013年说起，那年春天，汉胜全创
办了“满满种养殖专业合作社”，流转10亩土地，在
政府的支持下建起了11个蔬菜大棚，用“支部+合
作社+农户”的生产经营方式发展村集体经济，村
里的劳动力就近实现转移就业，每个工日能够得
到100元的经济收入。去年，汉胜全创办的专业合
作社用工量达到420个工日，覆盖稗子洛所有建档

立卡户，合作社获
得利润 4 万元。按
照 股 份 制 合 作 协
议，从 2013 年开始，
合作社每年上交给
村党总支集体经济
5000 元。此外，在

“满满专业合作社”
的带动下，稗子洛
村实现每户平均种

植1亩以上中药材的目标。“我们家从卖柴、卖猪食
槽到卖菜卖药材靠的是满满专业合作社的带领。
现在跟过去相比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建档
立卡户老余高兴地说。

从木楞房到大瓦房。三年前，稗子洛村以木
楞房为主，只有条件稍好的三户人家住进了瓦屋
面土坯墙楼房。如今，这个傈僳族小村子家家户
户住进了瓦房，庭院硬化了，人畜分开了，自来水
淌进家家户户。“我们村现在正抓紧开展庭院整
洁、客厅整洁、厨房整洁、卧室整洁、个人整洁‘五
整洁’行动，争取年底实现‘五整洁’目标。”汉胜
全说：“我们村成立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的‘五整洁
’小组，党员带头，党员包户，一家一户地做工作，
教育群众改变陈规陋习，养成良好的生活、卫生
好习惯。”

从泥巴路到水泥路。早晨，汉胜全驾驶着自
己的小型货车奔向维西县城农贸市场，交货、收
钱、返回只需要一个多小时。汉胜全说：“如今交
通方便，买卖难的问题也解决了，中药材、蔬菜都
卖上好价钱。”诚如斯言，从维西县城到稗子洛的
通组公路建成后，横亘在两者之间的鸿沟消除
了。汉胜全带头落实保和镇党委出台的“雪龙山
先锋”基层党建“七个一”工程，定期打扫进村公路
卫生，清理路障，把“一名党员一段示范路”的要求
落到实处。

“稗子洛”变成了“稗子乐”，但汉胜全并没有
停下脚步，他说：“虽然生活越来越好，离脱贫摘
帽的目标越来越近，但我们不能有丝毫的自满思
想，因为我们离小康目标还有很大差距，仍需继
续艰苦奋斗。”

本报讯（记者 和建芸） 5月29日上午，我州召
开“迎康巴艺术节·旅游从业人员三诚三有四个一”
主题实践活动动员会，标志着全州旅游行业迎康巴
艺术节主题实践活动正式启动。

州人民政府副州长杨正义出席会议。
会议强调，开展“三诚三有四个一”（即诚心、诚

实、诚信；有立场、有文化、有形象；一张笑脸迎客
人，一句问候暖人心，一次服务筑品质，一段旅途显
真情）主题实践活动是提升和守护香格里拉品牌的

必然要求，是迪庆旅游转型升级的客观要求，是迪
庆旅游市场秩序综合整治的现实要求，各级各部门
要压实责任，切实保证“三诚三有四个一”主题实践
活动取得成效。

会议要求，要加强领导，切实强化“三诚三有
四个一”主题实践活动的组织保障。各县市、各涉
旅企业要成立相应的领导小组，切实推动活动深
入开展；新闻宣传部门、各涉旅企业要加大宣传力
度，营造浓厚氛围；活动办要根据开展情况做好收

集、汇总、通报工作，将成果作为下一步推优评先、
资金项目支持倾斜的依据；对服务不热情或者在
服务过程中达不到“三诚三有四个一”标准的旅游
从业人员，采取“红黄绿灯”制度进行管理；对两次
进入“黄灯”预警的人员，要纳入“红灯”名单进行
重点监管；影响恶劣的，要根据“一部手机游云南”
下线要求，将其下线。

会上，虎跳峡景区及古城商会代表作表态发
言。

旅游行业迎康巴艺术节主题实践活动启动
杨正义出席

本报讯（通讯员 孙玥筑 杨
慧芸）5月24日至27日，省气象
局党组成员、纪检组长罗刚带领
纪检调研组到迪庆气象部门调研
基层党建和精神文明创建工作。

纪检调研组深入全州三县
市气象局及香格里拉区域大气
本底站等基层台站调研指导，
了解全面从严治党和精神文明
创建工作，看望基层干部职工。

纪检调研组充分肯定各
基层台站在党建、精神文明创
建、气象业务等方面取得的成
绩，并帮助分析存在的问题，
希望迪庆气象部门层层压实

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强化
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发挥党员
先锋模范作用；创新机制体
制，依法依规大力开展气象科
技服务，全力以赴做好汛期气
象服务；加强科学管理，按照
省气象局统一安排部署，规划
好迪庆气象事业发展。德钦
县气象局要抓实抓好争创全
国文明单位相关工作，香格里
拉区域大气本底站要充分利
用区位优势，加强科研合作和
资料共享，发挥本底站品牌效
应，进一步提高应对气候变化
能力，服务生态文明建设。

省气象局纪检调研组到迪庆指导工作
罗刚带队

本报讯 （通讯员 王选莉 李国忠） 根
据 公 安 部 交 管 局 相 关 通 知 要 求 ，5 月 25 日
晚，香格里拉市公安局交警大队集中开展酒
驾醉驾毒驾周末夜查统一行动，严查各类交
通违法行为。

香格里拉市交警大队结合辖区实际情
况，重点在城乡结合部、餐饮娱乐场所周边
道路设立执勤站点，城乡统筹、高地联动、警
队联勤，织严织密整治网络，做到城市、乡镇

同开展、全覆盖、无盲区。重点查处酒驾、醉
驾、毒驾、超速，货车不按规定车道行驶等违
法行为。

为 提 高 执 法 震 慑 和 惩 戒 力 度 ，交 警 大
队对查处的酒驾醉驾毒驾违法犯罪行为，
通 过 互 联 网 交 通 安 全 综 合 服 务 管 理 平 台
公 开 公 示 ，并 推 送“ 信 用 中 国 ”网 ，实 施 联
合惩戒。对党员、国家工作人员酒驾醉驾
毒驾违法犯罪行为，通报纪检监察部门。

香格里拉交警夜查酒驾醉驾

本报讯 （实习记者 何维龙 通讯员 刘
虎） 近日，德钦路政大队以“规范执法 护路为
民”为主题，在县城大转盘开展2018年“路政宣
传月”活动。

宣 传 活 动 现 场 ，路 政 执 法 人 员 结 合 辖
区公路特点，深入浅出宣传《公路法》《公路
安全保护条例》等路政管理法律法规和规

章，以实际案例解说乱搭乱建、违法侵占公
路等行为的危害及后果。活动共发放宣传
材料 100 余份，接受群众咨询 30 人次。

据悉，下一步，德钦路政大队将以本次
“路政宣传月”活动为契机，建立健全路政管
理长效宣传机制，营造浓厚的爱路、护路氛
围。

德钦开展“路政宣传月”活动

把“稗子洛”变成“稗子乐”的傈家汉子
——记“双带型”共产党员汉胜全

满满专业合作社即将上市的无公害蔬菜。

“六一”儿童节即将到来，香格里拉普达措国家公园面向全州
所有学校学生，开展主题为“关爱大自然，从我做起”的科普教育
活动。引导同学们从对大自然的认识逐步过渡到培养环保意识、
落实环保行动。图为5月26日，香格里拉红旗小学四年级的师生
及其家长参加科普教育活动。

本报讯 （通讯员 和艳）
近日，迪庆州、香格里拉市绿化
委对全州 2018 年春季义务栽
植的柳树进行检查时发现，各
单位栽植的柳树已基本发芽，
长势喜人，部分单位还将党建
工作与义务植树有机结合，既
丰富党员活动日内容，又确保
造林成活率，效果显著。

据悉，州人大以支部为单位，
无论是领导干部还是普通党员，把
所种植的柳树包干到人，明确浇
水、抹芽等后期管护责任。州公安
局按支部划分责任区，负责造林地

块内的后期管护。每逢周二、周
五，州林业局派洒水车到河水干
枯地段义务送水，并以支部为单
位，抽调人员配合洒水车浇水工
作。“党建+植树”管护措施提高了
广大党员干部植树造林和保护生
态环境的意识，增强了党员干部
的凝聚力和团队精神，巩固了造
林 成
果 ，有
力助推
了生态
迪庆建
设。

“党建+植树”助力生态迪庆建设◆ 杨洪程

我省25个少数民族都有了本民族作家，近百人荣获“骏马奖”——

民族文学之花竞放云岭
改革开放 40 年来，一些少数民族，

从过去的结绳记事、口耳相传到现在成
长为书面作家、诗人，产生了第一个普米
族诗人、第一个佤族诗人……现在，我省
25 个少数民族都有了自己本民族的作
家、诗人。

近日，来自普米族、怒族、布朗族、
基诺族、独龙族、德昂族、阿昌族、景颇
族 8 个云南独有的人口较少民族的 25
名中青年作家，和来自彝族、傣族、哈尼
族、回族、藏族、白族、纳西族、佤族、拉
祜族9个民族的26名作家，齐聚高原美
丽之城——丽江，参加云南省首届人口
较少民族文学创作培训班和《民族文
学》改稿班。在迎接改革开放40周年的
日子，这既是一次别开生面的文学培
训，又是各民族兄弟姐妹作家相逢交流
的聚会。

这次培训，是我省从民族团结、民族
进步、民族文化强省建设的高度出发，为
繁荣云南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培养少数
民族作家新型队伍所做的又一次努力和
尝试。

在全国 28 个总人口在 30 万人以下
的人口较少民族中，云南占了近三分之
一，其中大部分居住在边境一线的高山
峡谷中，是直接从原始社会末期过渡到
社会主义社会的“直过”民族。对于人口
较少民族作家的培养，是千里边疆文化
长廊建设、文化戍边、文化扶贫紧密结合
的一项举措。

2005年之前，德昂族女青年艾傈木
诺在业余时间写诗，然后发到网上与人
分享，被《边疆文学》杂志邀请参加笔会
之前，她只是把写诗当成个人爱好而
已。之后她自费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诗
集《以我命名》，2008年，诗集获第九届骏
马奖，此时，她才知道自己成为德昂族用
汉语言文字写作的第一个诗人。《以我命
名》成为德昂族第一部个人创作的文学
作品。

2009年，艾傈木诺和我省的少数民
族作家共 16 人一起成为鲁迅文学院第
12届高研班学员，她和来自全国的55位
少数民族作家一起见证了一个全新的历
史，中国55个少数民族都拥有了书面写
作的作家，且都有了获得过“骏马奖”的
作家。

随后，艾傈木诺参加了 2012 年 6 月
我省 8 位少数民族作家在北京的“倾听
红土地的声音·云南少数民族文学研
讨会”，这是云南少数民族作家在全国
文坛的又一次集体亮相和专题研讨，
他们的写作渐渐以一种更加开阔的视
野和胸怀进入中国文坛，以一种更强
烈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扎根于本土
文化的丰厚土壤中，深入到民族的历
史和血液里。

云南是我国少数民族聚居的民族大
省，少数民族文学事业历来是我省文学事
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一道靓丽的
风景。多年来，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和潜心
培养，云南少数民族文学得以持续发展繁
荣。据统计，从1976年中国作家协会与
国家民委共同举办全国少数民族文学“骏
马奖”开始至今的11届评比中，云南少数
民族作家先后有近百人获此殊荣。而最
近几届骏马奖获奖人数中，云南省连续拔
得头筹。云南25个少数民族都有了自己
本民族的书面文学作家，其中白族、彝族、
纳西族、哈尼族还形成了本民族的作家群
体；云南的15个特有少数民族都有自己
本民族的作家，有自己本民族的中国作协
会员。

近年来，云南少数民族作家数量增
长迅速，目前省作协近一半会员来自少
数民族。一些少数民族作家坚持编辑发
行少数民族语言文学期刊30余年，还有
一些坚持母语创作和少数民族语言与汉
语之间的互译、出版，多年不辍。他们的
长期努力，使云南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在
全国乃至周边国家产生了很大影响，文

学与国家语境、世界视野和人类情怀紧
密相连，为边疆稳定、维护各民族团结和
谐作出了积极贡献。

佤族女作家伊蒙红木 2016 年 8 月
以报告文学《最后的秘境——佤族山寨
的文化生存报告》获第十一届全国少数
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从“鲁院高研
班”学习归来后，伊蒙红木开始深入走
访佤山，了解佤族半个多世纪以来的社
会发展史，在传奇、民俗、历史、文化与
现实的观照之间，以大量的一手田野调
查资料和强大的人类学方面的信息，创
作了报告文学《最后的秘境》。她说，包
括“鲁院”3个多月学习以及一次又一次
的培训班、发稿会，带给她的强烈冲击
都直接体现在创作的动力中，这些学习
开阔了视野、坚定了信心，同时也激发
了为本民族书写历史和现实的使命
感。从最初融入的欣喜感到加入文学
大家庭的温暖和充实感，再到最后不满
足于仅仅浅表地书写和记忆民族的历
史与现状，而是主动把自己的创作置于
当代中国文学的语境之下，发现和寻找
与当下发生链接与碰撞的现代性书写
方式，这是近年来我省少数民族文学创
作中令人惊喜的变化。

正如一位哈尼族学员在畅谈参加培
训的感受时所说，有人说作家不是培训出
来的，但对于少数民族作家来说，每参加
一次文学培训，就像有人在火塘里添了一
把柴火。如果没有来自各级作协和文学
大家们的帮助和鼓励，少数民族作家的创
作之路是不可能走得这样长远的。

（云南日报记者 王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