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9 Y L X F   2022·01

先锋策划

活动进行专项治理，并引导村民把

更多的钱投入到发展生产中。与此

同时，曼拉村民小组还将移风易俗

写入村规民约，规定无论是传统节

日、嫁娶还是建新房，只允许摆一

天酒宴，且必须集中在便于监督的

村寨活动中心举办。“村规民约实

施以来，村民自我管理能力增强不

少。”岩温龙说。

此外，云南省还不断挖掘、整

理红色文化资源，传承和发展红色

文化，充分发挥红色文化在乡村振

兴中的积极作用；倡导“传承好家

风、建设好家风”，引领广大农村

形成争做好家庭、涵养好家教、培

育好家风的新风尚。

1935年，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

面军沿着山间小路从四川来到有着

五百多年历史的威信县水田镇的湾

子苗寨，进入云南。中共中央在威

信水田寨花房子、大河滩庄子上、

扎西镇江西会馆连续召开政治局常

委会议、政治局会议和政治局扩大

会议（史称“扎西会议”），确定

了中央红军新的战略方针等事宜。

如今，扎西会议纪念馆、花

房子会议旧址、庄子上会议旧址、

湾子苗寨等红色遗址，以及传承下

来的红色文化，已成为威信县重要

的资源，在促进红色旅游发展的同

时，也激励着全省各族人民在乡村

振兴中奋勇前行。

“乡风文明是乡村振兴的灵魂

和保障，红色文化是乡风文明形成

和发展的文化之源、精神之基。传

承与弘扬红色文化，倡导好家风的

传承与建设，在乡村振兴战略中有

积极意义。”云南乡村振兴局相关

负责人表示。

弘扬民族文化促团结和谐

手工造纸、手工制陶、漆器制

作、藤篾编织……在漫长的历史长

河中，耿马县的世居民族创造了绚

丽多姿的手工艺文化。如何让乡土

文化回归，以文旅融合发展促进乡

村振兴？耿马县探索出自己的做法。

在勐撒镇鼓凳编织厂厂长俸绍

春家的院子里，一排排褐色鼓凳引

人注目。1998年，俸绍春拜师学艺

后回到村里建厂，从事藤篾鼓凳这

一勐撒镇传统手工艺制作。随着规

模逐渐扩大，俸绍春还成立了翁达

藤篾鼓凳编织专业合作社，不断壮

大这一特色产业。如今，他们的产

品已远销上海、广东等地。

以非遗与传统手工艺推动全域

文化和旅游的发展，成为耿马县推

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

兴有效衔接的重要抓手。

孟定镇遮哈村芒团自然村有着

“中华傣家造纸第一村”的美誉，

家家户户都掌握造纸技术，造纸技

艺能人不断涌现。为充分发挥这一

优势，当地建起乡村民俗文化旅游

专线、造纸文化广场和手工造纸传

习馆和展示室等，同时不断完善民

宿客栈、餐饮农家乐等配套设施，

大力发展乡村旅游。

“我做了50多年，没想到土陶

现在越来越受大家喜爱。”在勐永

镇勐永村，年近古稀的傣族老人奉

秀兰通过售卖土陶产品，每年收入

达2万余元。当地的土陶系列产品，

除“爆款”土锅以外，还有火锅、

药罐、茶壶、甑子、花瓶等16个

种类。

近年来，云南省还注重提升民

族文化软实力，保护、传承和发展

优秀民族文化，推进民族文化创造

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成为民族团

结的润滑剂、催化剂、黏合剂，构

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筑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

普洱市澜沧县酒井乡勐根村老

达保村民小组拉祜族群众将能歌善

舞的特长发挥到极致，在很好地传

承、保护、发扬拉祜族芦笙舞这项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同时，还

带来了较好的经济效益。

几年前，老达保村民小组是典

型的拉祜族贫困村，村民人均年收

入仅1715元。后来，在相关部门的

支持下，村里成立了老达保快乐拉

祜演艺有限公司。在公司带动下，

当地村民养成了农忙到田地里干

活，农闲背上吉他唱歌、跳舞的习惯，

全组村民每年人均分红超过4600元。

老达保村民小组是云南传承、

保护、发展民族文化瑰宝，促进民

族团结进步的缩影。在漫长的历史

进程中，云南各民族创造了丰富多

彩、极具魅力的民族文化，成为民

族生命力、凝聚力、创造力和云南

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源泉，成为促

进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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