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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着力完善
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
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
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
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为让旅游业
更好服务美好生活，围绕省委
“3815”战略发展目标，2024年10
月，省文旅厅、省民族宗教委、省民
政厅等部门联合印发了《加快推进
旅居云南建设三年行动》（以下简称
“《三年行动》”），其中边境幸福旅居
是重要的组成部分。与之相随的是，
我省积极推进边境旅游示范村建
设，不仅促进了旅居业态快速发展，
还增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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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7月17日电 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
组织编写的《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学习读本》蒙
古文、藏文、维吾尔文、哈萨克文、朝鲜文等5种民族文字版，已由中国民族语文
翻译局翻译，民族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发行。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
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学习读本》

5种民族文字版出版发行

国家民委举办大学生主题演讲比赛
有形有感有效推进“铸牢”教育

本报讯 7月15日，由国家民委主
办，教育部和共青团中央协办，中央民
族大学承办的“学好概论金教材 青春
托举中国梦”大学生主题演讲比赛决
赛在北京成功举办。来自30所本科院
校和 15所专科院校的 45名学生围绕
学习《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教材畅谈
心得体会，分享身边的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故事。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及
编好用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教
材、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
学校思政课的一个重点等重要指示精
神，国家民委、教育部于2024年7月联
合印发通知，对学好用好《中华民族共
同体概论》教材做出具体安排。一年
来，广大教师认真备课授课，青年学生
积极学习实践，课程建设取得初步成
效。举办大学生主题演讲比赛，旨在进
一步激发学习积极性主动性，有形有
感有效深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教育，引导青年学生树牢正确的中华

民族历史观，自觉投身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
设的生动实践，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贡献青春力量。

本次比赛设本科院校组和专科
院校组，分初赛和决赛两个环节。初
赛环节以视频评审方式进行，共有来
自 26个省（区）274所高校的 274名学
生参加，经专家评审，最终有 30名本
科院校学生和 15名专科院校学生进
入决赛。

国家民委教育司、教育部民族教
育司、共青团中央统战部、中央民族大
学负责同志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勉励
师生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
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牢牢把
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学
好用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教材，
深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
自觉做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宣传者、捍
卫者、建设者。中央民族大学师生代表
参加活动。

（来源：国家民委）

本报讯（通讯员 杨晓龙）日前，
云南民族大学与昆明市民族宗教事务
委员会、玉溪市民族宗教事务局、保山
市民族宗教事务局、西双版纳傣族自
治州民族宗教事务局、德宏傣族景颇
族自治州民族宗教事务局、迪庆藏族
自治州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分别签订
《联合开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合作框架协议》。
云南省民族宗教委、云南民族大学、6
州（市）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局）相关
负责人出席签约仪式。

省民族宗教委相关负责人充分
肯定了云南民族大学为推动云南民
族团结进步事业发展作出的贡献。指
出，此次与云南民族大学签订合作框
架协议，是 6个州（市）民族宗教工作

的新起点、新机遇。相关州（市）民族
宗教工作部门要高度重视，切实做好
协议落实工作。

云南民族大学相关负责人指出，
此次合作协议的签订对于加强学校
中华民族共同体学学科研究，提升学
校服务国家战略和地方经济社会发
展能力具有重要意义。学校将当好

“实干家”“服务员”“创新者”，积极探
索校地协同发展路径，打造合作典
范，实现双向赋能、同频共振。

随后，云南民族大学分别与6个州
（市）的民族宗教工作部门负责人签署
协议。6个州（市）民族宗教工作部门负
责人分别介绍了各自州（市）在民族宗
教工作方面的做法与经验，并就深化
合作、共同发展提出意见建议。

探索校地协同发展促团结新路径
云南民族大学与6州（市）民族宗教工作部门签订合作框架协议

楚雄传承弘扬民族中医药惠民生

近年来，楚雄彝族自治州持续推
进中（彝）医药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
展，围绕弘扬民族中医药文化，突出文
化传承，强化人才培养，让彝医彝药惠
及民生健康。

在深入挖掘整理彝族医药古籍
《齐苏书》基础上，楚雄州先后编著出
版《彝药志》《中国彝族医学基础理论》
和《彝医基础理论》等彝族医药专著；
公布39个彝医治疗技术、20项彝医护
理技术，并与北京中医药大学建立战
略合作关系，在云南中医药大学开设
彝医药微专业，启动彝医药本科教材
编写；建立全国首家中国彝医药研发
中心和中国彝医药博览馆。

2024年楚雄州成功入选国家中
医药传承创新发展试验区，中（彝）医

药服务覆盖全州所有县市、乡镇（街
道）、村（社区），基层中（彝）医药服务
占比达到55%。7批次703人通过彝医
医师资格认定，2批次 22人通过彝医
医术确有专长考核；2024年首次针对
符合条件乡村医生开展乡村专项彝医
医术确有专长资格考核，通过355人，
彝医医师队伍达1080人，全州乡镇卫
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中（彝）医类
别医师占总医师的比例分别达 29%、
39%。同时，全州还建设了 17个名老
中医药专家和 10个彝医药大师工作
室开展后备人才培养，并通过实施中
（彝）医药服务能力提升“1155”人才培
养工程推进中（彝）医药普惠群众、惠
及民生健康取得显著成效。

（云南日报记者 杨峥）

本报讯（民族时报全媒体记者
高燕） 7月17日，“有一种叫云南的生
活・旅居云南”曲靖专场新闻发布会
在曲靖市麒麟水乡召开。发布会上，
聚焦“19.7℃的夏天·曲靖清凉好生
活”主题，主办方介绍了“旅居曲靖”
总体情况，并向世界各地游客发出来
曲靖旅游、旅居的盛情邀请。

近年来，曲靖麒麟区依托“避暑
旅游目的地”“云南省全域旅游示范
区”等金字招牌，深度挖掘当地气候、
生态等资源优势，全方位升级旅居

“候鸟服务”体系，围绕“吃住行、游购
娱”全链条，精心打造“候鸟食堂”“候
鸟公园”“候鸟之家”“候鸟驿站”，为
避暑游客倾心打造宾至如归的旅居
环境，成为夏日里备受游客青睐的避
暑旅居地。

麒麟区年平均气温 14.5℃，夏季
平均气温19.7℃，凭借宜人气候，麒麟
区10次入选中国“十佳宜居城市”，并
获评“中国避暑养生休闲旅游最佳目
的地”。

独特的气候条件催生了“候鸟
式”旅居热潮。每年 6至 8月，四川、上
海等地的游客会提前预订房间，在这
里住上一两个月。目前，全区有星级
饭店和高档酒店 20余家，宾馆酒店
698家，满足不同需求的房源 1.35万

幢 7.25万间，配套“候鸟食堂”“幸福
食堂”等服务设施，让游客住得安心、
吃得放心。

作为曲靖市政治、经济、文化中
心，麒麟区是滇中城市群的重要节
点，交通网络四通八达。麒麟区以文
化旅游节为主线，全年策划数十项主
题活动，形成“月月有赛事、街街有主
题”的文旅生态。

为提升游客黏性，麒麟区创新
推出“候鸟归麒”工程，构建“吃住行
游购娱”全链条服务体系。服务平台
精准化，在火车站、客运站设立“候
鸟服务站”，绘制“美食图”“住宿
图”，提供房源信息、交通路线等一
站式指南；消费场景多元化，打造南
市夜街、河北商业街等夜经济示范
区，推出“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开放
社区食堂，为游客提供平价餐饮；治
理融合创新化，建立“候鸟”临时党
支部和人才库，引导避暑游客参与
基层治理，通过志愿服务、文化交流
促进在地融合。

2025年，麒麟区依托气候、区位
与文旅的“三重引擎”，正以“清凉”为
媒、以文化为魂、以创新为翼，持续释
放生态红利，吸引更多游客“留下来、
住下来、慢下来”，让清凉经济持续

“升温”。

“清凉好生活” 曲靖邀您度盛夏

云南打造边境幸福旅居新业态

来自外省的旅居客在墨江县曼海村安享旅居生活来自外省的旅居客在墨江县曼海村安享旅居生活 郝亚鑫郝亚鑫//摄摄

出台政策促旅居发展

据省文化和旅游厅旅居工作专班有
关负责人介绍，旅居能让边境旅游从走
马观花转向深度体验。旅居者不仅能感
受当地自然风光，还能深度体验少数民
族风情、边疆历史，通过融入当地文化和
日常生活，建立新的社会关系。推进边境
幸福旅居，不仅可以拉动长期住房租赁、
日常消费、本地服务业，创造本地就业机
会，还可以改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促
进非遗保护传承和创造性转化，增强社
会活力，巩固强边固防的社会基础。为
此，我省专门出台政策，以促进边境幸福
旅居的健康发展。

《三年行动》明确了边境幸福旅居的
目标：以边境374个行政村（社区）、3824
个自然村为依托，2024年先行试点建设
30个边境旅游示范村。到 2027年，全省
边境旅游示范村产品类型丰富多样，市
场主体活跃壮大，建成一批有特色、有品
牌的边境旅游示范村。

在《三年行动》中，旅居产业被赋予
更大的使命——要把旅居云南培育成
云南旅游的升级版、乡村旅游的新空
间、乡村建设的新方向、文化传播的新
通道和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好方式，以
加快推动云南旅游业转型升级高质量
发展。在“边境幸福旅居”板块，旅居更
是被寄予厚望，政策明确提出要推动边

境旅游观光向边境幸福旅居转变。
2025年 6月，省政府办公厅发布了

《云南省旅居发展正负面清单》，提出在
发展旅居中要支持建立完善联农带农机
制，吸纳当地劳动力就地就近就业，支持
非遗、文创产业等。同时，禁止违反国土
空间规划，禁止大拆大建、过度商业化，
禁止突破环境容量等，对边境幸福旅居
村的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建设边境村寨旅游带

《三年行动》提出，结合中越、中缅、
中老边境乡村与特色村寨发展的政策
以及社会经济文化发展需求，力求“一
寨一景”，形成边境村寨旅游带；把交通
便捷化、便利化作为示范村建设的前
提，围绕边关风景游、红色文化游、民族
文化游、养生休闲游、农耕体验游等类
型，建好 30个边境旅游示范村，并逐步
向有条件的村寨推广实施，使边境一线
成为“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的亮点、

“旅居云南”的热点。
在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腊县勐伴

镇河边村，瑶族群众世居于此。近年来，
当地发展以“瑶族妈妈客房”为核心的民
族风情旅居产业，引入中国农业大学李
小云团队进行规划设计，将村民传统的
热带干栏式木楼改造为独具特色的“瑶
族妈妈客房”。在这里，游客不仅可以欣
赏原生态热带雨林风光，还可以住进民

族特色鲜明、现代化设施齐全的瑶族民
居中。2024年，河边村接待游客 5000余
人次，带动群众增收 100余万元。其中，

“瑶族妈妈客房”订单1000多单，创收80
余万元。

普洱市西盟县勐卡镇马散村推出
了“记忆老城区—民族团结盟誓塔—永
俄湖—永俄寨”自驾游和团队游线路，
打造集观景、采摘、垂钓等于一体的复
合型旅居目的地。同时，当地群众自发
组建“雨窝”文艺演出队，吸引了许多旅
居客前往。

临沧市镇康县南伞镇刺树丫口村
距边境线仅 50米。近年来，该村大力发
展边关风景旅居，将全村 55户村民纳
入农旅专业合作社，盘活 100亩闲置土
地建设农业观光园。同时，要求来村里
投资的企业优先聘用本地村民。如今，
村里三分之一的村民从事旅游业。2024
年，当地接待游客 25 万人次、旅居客
1240人，村集体增收 30余万元，旅游综
合收入超200万元。

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推进边境幸福旅居，促进了各民族
交往交流交融。

西安市民梁卫国因患有严重哮喘，
每年 11月中旬，就如候鸟一样迁居南
方。“暖和的地方，哮喘不易发作。前些
年，我去过广东、海南、广西等地，差不

多一年换一个地方。”梁卫国说，从2021
年开始，他连续 4年选择在西双版纳州
过冬。在勐腊县，他爱上了普洱茶。茶汤
入口，他就能分辨出茶叶的产区。同时，
他积极参与节庆活动和体育赛事。为了
参加泼水节，他延期 1个多月返家；为
了参加山地自行车挑战赛，他花 8000
多元买了专业的赛车；他还专门跑去看
热带雨林汽摩越野挑战赛和泼水节龙
舟赛……旅居西双版纳州的几年时间，
梁卫国结交了许多当地好友。

近年来，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
立足边疆民族地区优势，通过体育精
神引领、体育文化赋能、体育赛事驱
动，以地域特色为依托、以文化认同为
内核、以群众参与为根基，有效推动城
乡之间、区域之间各民族交往交流交
融。绿春“哈尼族十月年”射弩、陀螺和
摔跤比赛，金平傣族泼水节的龙舟赛，
屏边苗族花山节爬花杆、打毽、芦笙比
赛，河口瑶族盘王节踩高跷……民族
节庆和体育赛事，受到越来越多旅居
客的喜爱。

据省民族宗教委有关负责人介绍，近
3年来，全省建成363个民族团结进步示
范社区，组织2.9万名各族青少年跨区域
交流，推出162条旅游线路，省外来滇旅居
人数达400万人，各族群众在“有一种叫云
南的生活”中手足相亲、守望相助。

（来源：云岭先锋）

石榴红艳处 巾帼绽芳华
——云南巾帼力量谱写民族团结进步时代华章

民族时报全媒体记者 冯琴

一根根彩线穿梭于织机，一件
件绣品走出深山，一位位女性创业
者助力乡村振兴……在云岭大地，
各族妇女正用心用力用情编织着民
族团结的幸福图景，为“中华民族一
家亲”的壮美画卷添砖加瓦。

心手相连 架起民族团结连心桥

在怒江大峡谷深处，1300余名“爱
心妈妈”组成三支队伍，通过“一对一”

“一对多”的方式为 1900余名留守儿童
撑起爱的晴空。这支由留守妇女、妇联干
部和挂联单位组成的队伍，成为云南各
族妇女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实践。

德钦县澜沧江畔的巴东村曾因劳动
力外流被称为“空心村”，如今在藏族妇
女春花创立的桑卓民族服饰公司带动下
焕发新生。近70名各族姐妹共同穿针引
线，让传统服饰焕发现代魅力。“在家门
口就能赚钱，还能照顾老人孩子！”藏族
妇女泽仁曲宗的感慨道出大家的共同心
声，曾经的“打工村”已蝶变为“服饰村”。

玉溪市红塔区的 1600多名妇联执
委每人联系至少 3户家庭，将民族政策
宣讲与解决实际困难相结合。在雷凤华
家庭养殖场，哈尼族夫妻李龙居和李荷
芯不仅获得就业机会，更与汉族雇主建
立了亲人般的情谊。两个民族的家庭同
吃一锅饭、共耕一片地，唱响中华民族一
家亲的和谐乐章。

薪火相传 织就共同富裕金纽带

西盟佤族自治县的李宪兰轻抚“全
国巾帼巧手致富示范基地”牌匾，目光坚

定：“佤族织锦是民族的根，守护它是我
们的使命。”2015年，她成立西盟印象民
族文化有限公司，免费培训留守妇女、残
疾妇女掌握织锦技艺。佤族妇女娜红靠
此手艺月入 3000元：“从前一年收入不
如现在一个月！”

千年非遗在青年手中绽放新彩。李
宪兰的儿媳廖静文将佤族纹样与现代设
计融合，其设计的佤族织锦化妆镜入选
云南省“非遗伴手礼”优秀作品，更与星
巴克达成合作，年销售额突破 80万元。
目前西盟县已培训织锦技艺人员 5380
余人次，全县从业者达 3600余人。佤族
织锦远销泰国、缅甸等国家，成为连接中
国与世界的文化金纽带。

漾濞彝族自治县的刺绣大赛上，各
族绣娘同台竞技的场景令人感叹。县级
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谢建美飞针走线间，
百年家传技艺在布帛上绽放荷花：“老祖
宗的手艺要在保护中传承，更要在创新
中焕新！”评委依据针法、配色认真评审，

最终绣娘黎菊花摘得桂冠。这场赛事不
仅是技艺比拼，更是各民族互学互鉴、情
感交融的盛会。

振兴乡村 “她力量”绽放时代芳华

在维西傈僳族自治县塔城镇启别村，
和艳群将自家老宅改造为“慢来悦”精品民
宿的故事传为佳话。这位曾经的建档立卡
贫困户，为照顾重病母亲返乡创业，如今年
收入超50万元，更带动周边农特产品年销
售额突破100万元。2024年，她荣膺“云南
创新创业之星”，被纳入乡村振兴人才库。

今年 7月，大理古生村科技小院挂
牌成立妇女联合创业基地，为基层妇女
搭建发展平台。创业代表杨金鱼感慨：

“有了这个平台，我们能将家乡的味道和
手艺带给更多人！”该基地依托中国农业
大学等高校资源，开展妇女技能培训，为
村里的妇女提供就业机会，更将白族霸
王鞭舞蹈融入现代生活，增强文化认同
和自豪感。

沪滇协作 “巾帼云品”架金桥

日前，上海松江区上演了一场民族风
情盛宴。百余名云南女企业家身着盛装，
携彝族刺绣、傣族织锦、独龙毯等“巾帼云
品”亮相“滇韵沪传巾帼优品”推介会。七
大主题展区内，普洱茶、小粒咖啡、鲜花等
高原特产吸引上海市民沉浸式体验。

“这场走秀让‘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在上海绽放！”云南省女企业家协会副会
长应莹莹介绍，活动精准对接上海供应链
企业与电商平台，推动云品进入长三角市
场。滇沪两地妇联连续举办多期“巾帼头
雁培训班”，通过“理论+实操+孵化”模式，
培育女性创业带头人、非遗传承人和乡村
振兴骨干。上海市女性人才乡村振兴促进
会会长顾慧华期待：“沪滇‘她力量’的合
作，将推动两地优势互补、协作升级！”

组织创新 激活巾帼新动能

昆明螺蛳湾国际商贸城内，新成立的
商圈妇联覆盖3.3万户商户，服务15万从
业人员，成为云南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三
新领域妇联全覆盖”要求的标杆。云南省
妇联制定深化党建带妇建工作意见，全省
上下“一盘棋”，通过“三访四察五送”精准
摸排需求，2024年重点在女性社会组织、
商圈、重点行业灵活建组织。普洱互创国
际中心妇联为32家女性创业企业提供精
准服务；曲靖女性社会组织妇联招募366
名“爱心妈妈”结对关爱留守儿童。

从佤山织机的彩线翻飞，到洱海畔
民宿的炊烟袅袅；从“爱心妈妈”的温暖
怀抱，到沪滇商洽的握手瞬间——云南
各族妇女正以柔情与坚韧，让民族团结
的根脉深扎云岭大地。当非遗纹样绣进
现代生活，当深山特产摆上都市餐桌，跨
越山河的巾帼之力，终将汇成中华民族
共同体建设的时代强音。

开展创新宣讲开展创新宣讲 供图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