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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部门联合发文加强疫情常态化防控工作“人物并防”

防范冷链食品新冠病毒污染风险
◀◀◀ 详见2版

稻落弦起歌满村 江畔村落笑开颜
——易门县小街乡普厂村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创建一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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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 协办

文学艺术来源于生活，只有植根
现实生活、紧跟时代潮流，才能创作
出好作品。创作出好作品是每一个文
艺工作者的理想和追求，少数民族作
家也不例外。少数民族作家除了肩负
植根现实生活、紧跟时代潮流、创作
出好作品的职责外，还肩负着深入挖
掘本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用各种文
艺样式来展现优秀传统文化和民族
精神的使命。

在当下，人们越来越渴求优秀
的、经得起时间考验的精神文化产
品，优秀的少数民族作家和少数民族
文学作品越来越显得重要。云南有25
个世居少数民族，少数民族文化资源
丰富，形成了一个云南少数民族作家
群，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云南的
少数民族作家一直在为繁荣文艺、服
务社会做贡献。

不断深入生活、深入挖掘少数民族

优秀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是云南少数
民族作家、少数民族题材作品不断提升
影响力的必要途径。深入生活就是要多
了解和少数民族群众息息相关的生产
生活情况，少数民族作家应该密切关
注，深入基层，采访采风，积极创作。

深入挖掘少数民族优秀民族文
化和民族精神是深入生活的目的，好
的作品除了要能深刻反映人们的生
活，也要彰显人的真善美的高贵品
质，追求真善美是文艺的永恒。少数
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可以为广大文艺
工作者做好文艺创作工作提供丰富
的创作源泉。

“文艺创作不仅要有当代生活的底
蕴，而且要有文化传统的血脉。”只有这
样，才能创作出能反映新时代少数民族
群众新生活新气象的文学作品，这样的
文学作品才更有价值和意义。

（民族时报全媒体记者 李航）

兴边富民工程、改善沿边群
众生产生活条件三年行动计划、
建设边境小康示范村……为推进
边境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一项项
工程扎实推进……

斗转星移。如今，在我省千里
边境线上，处处呈现“组织强、边民富、边
防固、边疆兴、边关美”的生动画卷……

本报即日起开办“兴边富民在云
南”专栏，在一点一滴的记录中，见证我
省边境地区的发展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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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时报全媒体记者 李航

打开白族作家李达伟的新浪博客，
从2012年开始，他每年都会对自己的写
作、己发表的作品进行梳理，有的是反
思，有的是计划。书写乡土物事，记录民
间文化是他写作的主题和追求。

2020年对李达伟来说注定意义深
远，因为他凭借散文《大河》获得了第十
二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

书写乡土物事

李达伟是80后，现在《大理文化》杂
志当编辑。2007年，李达伟读大学二年
级时，与写作结缘。“我们写作课的老
师，把我的一篇习作推荐给了我的恩师
纳张元老师，在办公室里，恩师逐字逐
句地帮我修改，并推荐给我们学院报的
老师，我的习作便在他们的关心下不断
见诸于学报。”李达伟说，“在那之前，我
只是沉迷于阅读。从那时开始，我开始
对写作有了强烈的兴趣，并最终让写作
成为了自己日常生活的一个重要部
分。”

2010年李达伟大学毕业后，以特岗
老师的身份来到了怒江边的一个村子。
谈到写作《大河》的缘起时，李达伟说：

“怒江就在我教书的那个村子前面一直
流淌着。怒江是我见过的第一条真正的
大河。我是在 2014年的时候，从怒江边
回到了大理，2017年的雨季我重新回到
了原来教书的地方，并有意出现在了当
时泥沙俱下滚滚流淌的怒江边。就是在
那样的一种情境下，开始萌发了写作
《大河》的想法。”

《大河》的写作，是一种重返式的写
作，那些在怒江边教书和生活的过往开
始浮现；同时也是一种在场式的写作，
怒江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在写怒江的同
时，李达伟表示他更多是在写人，写人
们与怒江、与生活的世界之间的那种关
系，并进行了一些关于自然、人生、命运
的思索。

记录不屈精神

写作很多时候面向的就是人，李达
伟更多是在仰视他们，仰视他们在当下
纷繁庞杂的社会中，那种不屈，那种在困
境困难面前，所依然坚守着的品质。李达
伟说，“在看到他们用生命制造的那种命
运感时，我看到了自己，看到了自己的亲
人，所以我也不断在写他们。无论在《大
河》《高黎贡》还是现在正在写的《苍山》
中，都有着祖辈的出现，我有种强烈的感
觉，祖辈就是用生命和命运滋养着我的
写作，许多人就像祖辈一样，一直在用他
们的命运滋养着我的写作。”

来自乡土的李达伟一直关注着乡
土、书写着乡土，他现在正在写着一个长
篇散文《苍山》。“在这之前，写了好几个
地域性和民族性不是很强的作品。而《苍
山》，又必然无法避开民族性和地域性，
当然我也想在里面呈现一些如何处理民
族性和地域性的方式。《苍山》已经计划
了好几年，但一直不知道怎么写，直到今
年，我决定先把自己所认识的苍山写出
来。写《苍山》，不只是写山，我想重塑一
种筋骨，重塑一些在这个时代多少显得
有些稀缺的精神，我想重拾那些渐行渐
远的忏悔、善良、爱情、真诚、胆色、平和、
谦卑、敬畏、博爱。苍山是我精神性的山，
它早已包含了一切的山，同时还包含了
一切不是山的东西。”李达伟说。

“作为一个少数民族写作者，我觉
得文学所具有的记录与反思功能，对如
何保存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还是有一
定的作用。”李达伟说。

李达伟：书写乡土物事 记录不屈精神
■访第十二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云南获奖作家系列报道之三

深入挖掘优秀传统文化

民族时报全媒体记者 孙贵升

腾冲市明光镇麻栎社区大园子村民小
组是一个位于中缅边境的傈僳族村寨，有
村民 15户 76人。过去，他们分散居住在半
山上，以打猎和种植为生、生产力低下，曾
经的大园子村居住环境差，基础设施滞后。

随着兴边富民政策的实施和沿边三年
行动计划的深入推进，一轮又一轮，大园子
村以前的那些杈杈房、茅草房被一幢幢漂
亮的四合院取代，每个人在田间地头忙碌
着，享受着劳动带来的快乐，现在整个村子
呈现出一派幸福的全新景象。

统一安置 圆了“安居梦”

记者一行来到大园子村民小组长蔡友
进家，大门进来，正面是砖木结构的三居
室，两侧分别是厨房和卫生间，还有一个几
十平米的庭院花园。记者一进村就留意到，
整个村子的房屋结构和布局都大同小异。
麻栎社区党总支书记苏成玖说：“2015年，
大园子村民被全部纳入建档立卡贫困户，
为彻底改变群众贫穷落后的生产生活状
况，2016年，明光镇由镇村组三级组成‘大
园子联建委员会’进行统规统建，从备料到
施工、从管理到监督，统一步调、保质保量，
建新拆旧，整合土地资源，用短短一年的时

间，投资新建一正一厢住房 14栋，配套完
成道路硬化、灯光亮化、环境美化及村民小
组活动场所系列工程，全村傈僳族群众都
住进了新房。”

蔡友进从地里刚拉玉米秸秆回来，满
脸疲惫，但是心情很好，连忙招呼大家坐
下，了解来意后，蔡友进便开始谈起了村里
的变化。记者从蔡友进口中了解到，整个大
园子村的房子都是统规统建，抓阄选房，这
一过程自己没花一分钱，只是有些人家自
行装修花了点钱。

蔡友进家有 5口人，以前住的是茅草
房，周围用篱笆围起，他经常念叨，“是党和
政府的关怀，才让我过上今天的日子，让我
幸福的日子久久长。”

发展产业 圆了“致富梦”

2020年，为巩固脱贫成效，明光镇多
措并举，投资在大园子新村建成一个占地
近3亩的养殖小区，开展肉牛养殖。同时因
地制宜、因户施策，针对性地开展技能培
训，多元化发展产业，让傈僳族群众能结合
自己的特长和劳动力状况选择产业。

蔡友进种了七八亩烤烟，还养了5头牛。
“养牛是条好路子，近几年来肉牛养殖行情
不错，政府支持力度大，既帮着建养殖场还
对村民进行技能培训，现在一头牛的价格在
两万元左右，农户不需要投入太多，政府帮
忙引进牛犊，还给补贴并打通销售渠道，大
家都乐意跟着政府的决策发展产业。我靠养
殖和烤烟致富，现在的收入是以前的20倍都
不止。”蔡友进难掩内心的激动。

据悉，如今，整个大园子村民小组种植
烤烟 4户，养殖肉牛 13户，中草药种植 10
户，省外务工 6人，乡镇内务工数十人，每
户都有了一种以上的产业支撑；家庭收入
逐步提高。

感恩扶志 圆了“幸福梦”

一进入村口，“吃水不忘挖井人、幸福不
忘感党恩”“劳动致富靠双手、脱贫摘帽自更
生……”等宣传标语格外醒目，这也是大园
子傈僳族村寨人民的心声。 【下转2版】

幸福的日子久久长
——探访腾冲市明光镇“最美村寨”大园子村

本报讯（匡经国 马莎 张聪通）据南方
电网云南电网公司消息，“十三五”以来，南方
电网公司持续推进国家“西电东送”战略，截
至今年9月底，累计组织云南西电东送电量突
破6000亿千瓦时，达6276亿千瓦时，为“十三
五”前（1993-2015年）累计送电量总和的1.4
倍。其中，云南送电量占南方电网西电东送电
量达到63%，全部为清洁能源，相当于为广
东、广西和海南减少标煤燃烧1.7亿吨，减排
二氧化碳4.6亿吨、二氧化硫330万吨。

清洁水电成送电主力军

依托丰富的水电资源，云南成为了国
内西电东送起步最早、发展最快的省份。
1993年8月3日，云南省通过220千伏鲁布
革—天生桥输电线路，开启了云南西电东
送“第一送”，之后，随着云南澜沧江、金沙
江流域水电站的陆续上马，云南西电东送
电量呈逐年大幅提升趋势，并于 2013年、

2019年分别开始向广西、海南送电。
一直以来，云南积极调整和改善全省电

源结构，大力发展低碳、绿色的清洁水电。经
过20多年的发展，云南已建成为南方区域重
要的清洁能源基地，尤其是2016年之后，云南
全省统调装机相继突破了7000万千瓦、8000
万千瓦、9000万千瓦，其中80%以上都是清洁
能源装机。截至2020年9月底，云南全省统调
装机接近1亿千瓦，达9462.8万千瓦，居全国
第6位，其中，水电6807万千瓦、风电895.2万
千瓦、光电354.3万千瓦、其他类型电源装机
162.2万千瓦，以水电为主的清洁能源装机占
比超过85%，达全国领先水平。

随着云南电源结构的显著优化，通过
西电东送促进了云南汛期富余水电的消
纳，云南清洁水电目前已成为南方区域西
电东送主力军，年送电量占西电东送总电
量超过60%。

目前，云南电网已经逐步形成了云电

送粤、云电送桂、云电送琼、云贵互济的送
电格局，云南省清洁能源在更大范围内得
到优化配置和充分消纳。

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

“十三五”以来，云南省相继建成投运
金中、永富、鲁西、新东、禄高肇、昆柳龙等6
回直流通道，目前，云南已经建成“十条直
流、两条交流”共12回大通道向广东、广西、
海南送电，到今年底最大送电能力将达
4215万千瓦，是送电之初的169倍，约为“十
二五”末的2倍，省间送电能力居全国之首。

随着送电能力的不断增强，2016—
2019 年云南西电东送年送电量分别为
1101亿、1242亿、1381亿、1452亿千瓦时，
实现“四连跳”，有力支撑了云南省以电力
为主的能源产业跃升为全省第一大支柱产
业，实现了清洁水电资源优势转化成经济
优势，助力东西部协同发展。

送电量突破6000亿千瓦时
“十三五”云南西电东送电量超此前23年送电量总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