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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意义深刻的文明实践

作为一次意义深刻的主题文明实践活
动，广大干部群众在聆听红色家风故事的同
时，更加深刻地理解了红色文化和家庭文化
的内涵与价值，更加坚定了传承红色基因、弘
扬家国情怀的信念和决心。

四川省仪陇县职业高级中学学生王雪青
参与了本次活动开场舞《传承好家风》的演
出。“能参加此次演出，用舞蹈致敬革命前辈，
传承弘扬红色家风，我感觉很骄傲。”她说，

“从这些红色家风中，我感受到了革命前辈们
为国求学、为国奋斗的精神。我将努力学习，
用实际行动传承红色基因，为家庭和睦、国家
强盛贡献自己的力量。”

本次红色家风故事会还专门邀请了革命

前辈亲属代表，道德模范、身边好人、文明家
庭、最美家庭等先进典型代表共同参与，在礼
遇先进典型的同时，充分发挥先进典型的榜
样示范作用，带动引领广大干部群众赓续红
色血脉，厚植家国情怀

“优良的家风能滋养人心，激励人树立远
大理想，不断奋进。”文明家庭代表、仪陇县新
政镇南门社区党委书记黄天伦说，“我将一如
既往建设好自己的小家，主动传承弘扬红色
家风，把个人梦、家庭梦融入中国梦，尽己所
能做好基层治理和社区服务工作，带动身边
人传播家庭美德，弘扬家庭文明新风尚。”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红色家风如同
涓涓细流，滋养着家国情怀，凝聚起勇毅前行
的精神伟力，激励广大干部群众在新时代新
征程上，以红色家风为灯塔，照亮前行之路，
凝聚起推动四川高质量发展的磅礴精神力
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四川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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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自然求健康

云南户外运动迎来高质量发展

盘活文化资源 下沉为民服务

江苏徐州百姓家门口享受“诗和远方”
◎ 成岗王岩

新闻集装箱

（上接A1版）
28年来，吴志辉义务开展各类培训600

余期，培训林农超2万人次，培育新农人160
余人，每年帮助林农增收6亿元。吴志辉不仅
在线下开展实地培训，还与时俱进地在线上
传播新技术，利用新媒体发布技术信息600
余条。他通过“山核桃种植者”公众号等平台
第一时间传播新知识，总点击量超过25万
次，白天调查、晚上写作是他的工作常态。为
实时解决林农们的生产难题，吴志辉还专门
建立了来自3省12个县的林农服务微信群，
群中林农超过200名，无论是工作日还是周
末节假日，只要大家遇到困难，他在群里总是

“随叫随到”。

与改革同行 守护赤子心

吴志辉说：“我写文章也好，搞培训也好，就
一个目的，就是让更多林农掌握先进技术，更新
理念，再好的技术不推广应用便毫无价值”。

将技术越推越广的吴志辉，清晰地认识到
“产业振兴光靠技术层面是不够的，改革是必
须的”，他认为，改革创新必须真正有利于产业
发展、提高林农收入，必须充分尊重林农的意

愿。“改革的路既要大胆创新，又要小步稳走。”
吴志辉说。为破解“一山多户、一户多山”的山
场碎片化问题，2021年，吴志辉牵头在山核桃
产区率先探索“小山变大山”改革，这场改革也
带动了安徽省及周边“小田变大田”等适应现
代农业发展的改革。由吴志辉主导的《宁国市
探索山核桃林托管经营》《宁国市探索“小山变
大山”改革》先后两次入选全国《林业改革发展
典型案例》。如今，宁国市山核桃种植面积和产
量均居安徽省首位、全国第二位。

主持制定《山核桃有害生物防治技术指
南》国家行业标准、主持制定《地理标志产品
宁国山核桃》等3项安徽省地方标准，参与制
定8项；主持项目获安徽省科技进步三等奖1
项；选育山核桃良种5个；主持省级以上科研
推广项目15项；获省级以上科技成果8项；在
省级以上科技期刊发表论文29篇……在山
核桃相关研究方面，吴志辉付出很大的心血，
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

长久的岁月里，吴志辉把科技论文“写”
在了40万亩山林间，把最美好的青春挥洒在
宁国市山核桃产业的发展之路，以28年的坚
守，守护着一颗“将林农利益摆在第一位”的
赤子之心。

他把科技论文“写”在40万亩山林间

赓续红色血脉 厚植家国情怀

2024中国户外运动产业大会近日在云南的
大理、丽江、迪庆、怒江四地联动举办。这一户外
运动产业盛会为何连续第二次来到云南？云南
何以成为户外运动向往之地？云南近两年户外
运动的高质量发展或能给出答案。

自然禀赋得天独厚

近年来，“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火了，它是对
云南独特生活方式的赞美、向往与展示。如今，“叫
云南的生活”家族又多了新成员——户外运动。

站在虎跳峡的核心景观“虎跳石”边，奔腾磅
礴的金沙江卷起惊涛骇浪，两块自带反差萌的提
示牌“禁止游泳”“禁止垂钓”成了网红打卡点。

“这是个善意的小提醒。”迪庆州香格里拉
虎跳峡旅游经营有限公司总经理和亮说，“我们
希望大家到这后，能感受到大自然的伟力。”

今年以来，虎跳峡景区接待游客数超过242
万人次、总收入超2亿元，均创历史新高，但和亮
觉得变化最大的是徒步人数——45万。“过去外
国人来徒步的多，如今大多是国内的年轻人。”

峡谷徒步只是云南爆火的众多户外运动项
目之一。从溯溪到露营，从骑行到路跑，从攀岩
到漂流……得天独厚的气候与资源禀赋，让云
南的户外运动成为一种新时尚。

“户外运动是一种健康生活新方式，是时尚
消费的新场景、新业态，更是生活化的体育产业
新赛道。云南天生带有沉稳坚韧的品格、敢于冒
险的气质，户外运动就是将云南山水文化融为
一体的最佳诠释。”云南省副省长杨洋说。

翠林间脚步匆匆，绿谷中身影跃跃，与美景
为伴，在户外运动，成为了一种新的“叫云南的生
活”。探险家金飞豹说：“户外运动的流行，是我国
经济社会发展、百姓健康意识提高的结果，它提
供了一种与大自然互动的方式，在探索高山、森
林、峡谷中，人们得以强身健体、挑战自我。”

据统计，2023年云南省体育系统开展赛事
活动 1905 项，直接拉动体育消费约 33亿元，
2024年上半年开展赛事活动1062项，直接拉动
体育消费约13.34亿元。

“当户外运动与文化、旅游深度融合，打造
‘高原训练胜地、户外运动天堂、四季赛事乐园’
成为了云南发展新引擎。”云南省体育局局长杨

中华说。

打造户外运动的“大香格里拉”

20世纪30年代，在英国作家詹姆斯·希尔
顿写的小说《消失的地平线》中，“香格里拉”被
描绘为一个隐藏在喜马拉雅山脉中的神秘山
谷，那里天空明澈、雪山神圣、峡谷幽深、山涧涌
瀑、森林绕湖、文化多元、和谐安宁，是人们心中
的桃花源。

书中意象如何变为现实？在2024中国户外
运动产业大会上，云南发布了将打造一个户外
运动“大香格里拉”的消息。根据规划，云南将依
托户外自然资源禀赋、四季皆可开展赛事的宜
人气候，整合大理、丽江、迪庆、怒江户外运动资
源，拓展体育旅游，打造“大香格里拉”户外运动
集聚区、体验区。

具体来说，大理将着力开展徒步、骑行、桨板、
帆船，构建“山水陆空”全季全域户外运动发展体
系，打造“四季户外运动之城”；丽江重点发展房车
露营、山地越野、皮划艇，打造“高原户外运动之
都”；怒江围绕大山、大江、大峡谷，开展野水漂流、
徒步探险、公路骑行、攀岩体验，打造“峡谷户外运
动天堂”；迪庆大力发展徒步、登山、雪上项目和赛
马、射箭等民族运动，建设“世界徒步圣地”。

“‘大香格里拉’户外运动发展集聚区、体验
区的建设构思，足以显示出云南在大力发展户
外运动产业上的坚定决心，也让我们更深地感
受到云南在开展户外运动方面的极致天赋。”国
家体育总局副局长周进强说。

有了发展方向，云南对户外运动的配套政
策和措施日趋完备。

《云南省户外运动产业发展三年行动计划
（2023—2025年）》《云南省体育和旅游高质量
融合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23—2025年）》为户
外运动健康发展保驾护航；为保证户外运动安
全，云南省依托登山户外运动协会，成立了山地
救援队，参与户外应急救援、人员搜寻、赛事安
全保障等工作；为填补体育产业、户外运动领域
人才培养空白，云南建成了户外运动产业学院，
采取学历教育和技能培训双模式教学；为更好
地服务企业主体，云南成立了体育产业协会，专
门提供政策指导、专家咨询、项目包装、资源对

接、招商推介。
“可以说，当下的云南，已经成为运动达人

的理想之地、产业发展的集聚之地、企业壮大的
优选之地。”云南省省长王予波说。

多方共赢激活产业发展新动能

国家体育总局经济司副司长范文涛认为，
随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金
山银山”理念的深入实践，户外运动产业在拓宽
地方经济发展路径、带动社会就业等方面，正发
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此言不虚，香格里拉市虎跳峡镇永胜村村
民就是受益者。

“20年前，村里人想走出大山、进城打工，今
天，随着来徒步的人越来越多，村里家家户户开
起了客栈，连我的儿女也回来创业了。”中途客
栈老板冯德芳满脸欣喜，他的儿子6月在客栈新
开了咖啡屋，暑假高峰期，每天能卖出500多
杯，收入也随之增长不少。

“偏僻的大山因攀岩、滑雪变成了金山；荒
凉的戈壁因徒步穿越、汽车越野变成了金滩；无
人问津的溪流因皮划艇、漂流变得人声鼎沸；涛
涛的海浪因冲浪、帆船变得炫酷多彩，户外运动
引领起了体育消费新风尚。”范文涛说。

云南已经尝到户外运动发展的“甜头”。
截至目前，云南已建成健身步道超1.12万公

里、户外运动精品营地81个；“一带一路·七彩云
南”等品牌赛事、“一马跑两国”等跨境赛事、罗平
花海马拉松等精品赛事蜚声中外；中体、华体、安
踏等行业龙头在云南持续深耕，红塔、永子、云健
等本土企业蒸蒸日上，2023年体育及相关产业
总规模达645亿元、同比2022年增长41%。

根据规划，云南未来将开发更多户外运动新
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让体育赛事进景区、进街
区、进商圈，推动户外运动产业和旅游、文化、旅
居、康养、研学等融合发展，确保人们从入门人士
到专业选手，都能尽享运动之乐、生活之美。

“我们将让‘无户外、不云南，来云南、必户
外’闻名全国、享誉世界，把户外运动打造成高
原特色体育强省的名片和样板，为体育强国建
设贡献云南力量。”王予波说。

（新华社岳冉冉林德韧高萌）

10月29日，全国行业职业技能竞赛——第三届“永川秀芽杯”全国茶叶加工工职业技能竞赛总决赛在位于重庆市永川区的重庆市经贸中等专业
学校举行，来自全国9个省（直辖市）的49名选手同场竞技，展示加工技能，演绎工匠风采。图为参赛选手进行手工制茶比拼。 陈仕川摄

本报讯（王培哲 曹洋 陈治吏）舞台上
大幕拉开，故事从温馨的家庭对话开始，主
人公的一场梦境把现实世界中的工作风波
和北宋清官包拯的一场断案联系起来，上
演了一场“光明和深渊”“捷径和正途”的选
择。日前，由四川省宜宾市叙州区纪委监委
携手戎州实验小学打造的情景剧《梦审》在
一曼剧场上演，讲述了一个公正廉明的风
气代代延续的故事。

该剧导演朱为介绍，《梦审》通过历史
空间展示，让观众在正反争锋和法理人情
的较量中，获得廉洁文化的启迪。

近年来，叙州区纪委监委创新警示教育与

廉洁文化宣传，打造现代纪检监察职业剧《一
念》，围绕干部成长过程创作《赵一曼》《雾中灯
塔》等红色廉洁剧目，提升廉洁文化的影响力、
渗透力，截至目前已开展巡演120余场。

今年以来，叙州区以民俗为载体，结合
非遗保护传承，扶持建立沙画工作室、糖画
工作坊、剪纸美术室等一批民间创作基地；
重点培育和丰馆、革命烈士纪念馆、郑佑之
故居、刘华故居等廉洁文化基地、点位，构
建廉洁文化教育阵地集群；同时加强对社
区、村落、企业等“廉洁细胞”的指导，推出

“文艺轻骑兵”“廉洁电影进基层”等节目，
让廉洁文化更接地气、更润人心。

本报讯（方力）金秋十月，浙江省杭州市
不少小学另辟蹊径，把秋游安排到了一家儿
童探索馆——位于萧山区的元探索馆。老师
们说，希望通过这种馆校合作模式，为学生
提供跨学科的学习机会，帮助他们在科学与
艺术的交汇处找到自己的声音。

元探索馆的“元”字象征着开始与未
知，为孩子们创造了一个充满探索与发现
的学习环境，8000平方米的展区拥有20
余个互动体验主题区、100多件定制展项。

如果元探索馆被搬到月球上，里面的
展区展具还能像现在一样运作吗？为了搞
定这个“天马行空”的问题，日前，杭州娃哈
哈双语学校全体四年级学生和老师就在元

探索馆开展了一次创新课程实验。
而10月中旬，上外附属杭州学校小学

部一二年级的同学们也在元探索馆展开了
一场科技主题研学之旅。

场馆一楼，孩子们被16米高的巨型室
内攀爬架所吸引，他们戴着安全帽攀登，挑
战自我。在“水的旅程”展览区，模拟的水世
界通过雨帘穹顶连接“千岛湖”和“西湖”的
抽象水域，让孩子们意犹未尽；飞车工厂是
诞生汽车工程师的地方，大家在这里创造
出独一无二的车辆。

截至目前，元探索馆已经接待了50多
个研学团队。而今年6月1日开馆以来，已
有10万人次进行了沉浸式打卡。

本报讯（单建华 贺晟 何秀坤）眼下正
是候鸟迁徙季，湖南省永州市零陵区以林
长制为引领，以“智慧巡林”为依托，通过

“湖南林业巡护系统”APP、无人机巡林、红
外相机及“铁塔哨兵”等科技利器，积极开
拓“天上广角巡、林间日常巡、田间队伍巡”
的智慧巡林模式，区纪委监委加大专项督
查，全力为候鸟迁徙保驾护航。

今年，全区建成3个候鸟保护监测站，配
备无人机机场平台和铁塔监控系统，对重点
候鸟迁飞地实行无人机定期空中作业。在18

个重点山头和4个重点路口，安装25个视频
监控设备和9处语音播报摄像头，实行24小
时不间断监控，对来往人员和车辆发出候鸟
保护语音提醒。在候鸟迁飞路径林间，当地
布设红外相机和230余座铁塔哨兵，24小时
定点拍摄，对野生动物进行非侵入性监测保
护。设立区级林长16名、乡级林长147名、村
级林长637名，并建立了5支区级志愿林长
工作队伍。今年来，零陵402名护林员有效
巡护公里数达39.9万公里，有效巡护时长达
16.9万小时。

四川宜宾市叙州区创新警示教育与廉洁文化宣传
让廉洁文化更接地气

浙江杭州市
把科学课堂搬进探索馆

湖南永州市零陵区
“智慧巡林”撑起候鸟迁徙保护伞

周日晚上到云龙湖听歌，成了江苏省徐州
市民王凡的“保留节目”。从今年入夏开始，来自
当地民间的乐手、歌手定期相聚在徐州音乐厅
门前广场，伴着微微湖风唱响“湖畔音乐会”。虽
然没有高大上的舞台，但是一点不影响演出氛
围。王凡和数百位市民围坐在一起，打开手机灯
光，挥舞着手臂边听边唱，直呼“过瘾”！

文化艺术，就这样走进普通徐州百姓的生
活。10月13日，作为2024紫金文化艺术节优秀
作品展演剧目的大型原创梆子戏《母亲》，再次
精彩演绎，迎来一片叫好。很多观众并不知道，
这部讲述淮海战役故事的“徐州戏”，不仅有在
剧院演出的完整版，还有便于在基层推广、服务
普通百姓的精简版，5年累计上演近200场。“这
样可以减少对舞台和制作的要求，更好地惠及
百姓。我们既要奖项的‘金杯’，更看重大家的口
碑。”江苏梆子剧院院长罗雷说。

徐州积极探索创新文艺服务下沉基层机
制，广泛延伸文化“触角”，优化公共服务体系，
让文艺发展成果为广大人民群众共享。

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徐州开展的“动感
彭城”广场文化活动已坚持了30余年。市级文艺
团队把精彩的节目送到每个县市区，而基层各地
也分别来到徐州城区进行专场演出，形成“双向
奔赴”。今年国庆假期，徐州各地在市展览馆轮番
上演好戏，为火爆的文旅市场再添一把火。

在泉山区倒马井社区，去年年底开馆的徐

州首家市级文化驿站，成为展览展示、文艺演出
和文化体验的好去处。“过去这里是300平方米
的闲置房产，现在融入社区，成为小而精、小而
美的公共文化空间。”徐州文化馆馆长杨孝军
说，他们在每周三固定组织唱大戏，逢年过节还
举办各类主题活动，场场爆满。

有节目、有阵地、有组织，徐州紧盯基层最
末梢，盘活资源送到百姓身边。徐州市文化广电
和旅游局提供了一组数据，展现了该局今年承
担“为民办实事项目”的文化惠民力度：全年开
展戏曲进校园不少于300场，惠民演出和展览
不少于160场，提供文化惠民优惠票和公益免
费观影票29000张，完成文化活动进农村1000
场以上。

“我们以第三方运营，政企融合，建立起‘双
轮驱动’的运营新机制。开馆不到4年，已举办活
动2400多场次，累计接待读者360多万人次。”
云龙区图书馆馆长王珍娥告诉说，他们还创新
搭建“1+9+N”服务体系，打造全域“云图阅读矩
阵”，以图书馆为中心，先后建成9个街道分馆、
6个城市书房、7家有声图书馆、69家邻里图书
馆、86个阅读站点，实现了通借通还、资源共享。

坚持社会参与，徐州在百姓身边多渠道拓
展演艺新形式、新空间。原创歌舞剧《攀登·攀
登》,用艺术手法展现了几代“徐工人”坚守产业
报国、传承工匠精神、建设世界一流企业的故
事。大龙湖“湖畔民谣”“市集民乐”公益音乐会、

模特艺术学校广场舞台演出、徐州之夜街区演
艺等，深入群众，受到热烈追捧。

如今在徐州，已打造出78个“省级最美公共
文化空间”，同时还培育了73支省级优秀文化团
队。他们之中既有文艺演出团体，也有书画和文
学社团，大多来自基层，为百姓送上接地气、贴
民心的“文化大餐”。

作为沛县唢呐“曹家班”的第五代传承人，
37岁的曹嘎在10月代表江苏参加长江经济带
11个省（市）“百团汇演”，用一曲《丰收的田野》
吹奏出农民的喜悦。“从农村的红白喜事演出，
吹到了更广阔的舞台，让更多人了解到传统文
化的魅力。”曹嘎说，前两年他开通线上直播，目
前已拥有170多万名粉丝。

舞台搭到“家门口”，演员就是“咱自己”。徐
州不拘泥形式、不限定场所，推动文艺团队到群
众中去，真正与百姓“打成一片”。贾汪区岐山村
村民张春丽，是村里文艺服务队的第一批队员。
6年时间，他们的队伍已从不到10人壮大到40
多人，并依托全区的“百姓大舞台”等平台，为村
民演出上百场。

激活基层文化的“一池春水”，满足了人民
群众不断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徐州市文化广
电和旅游局局长沙波说，通过开展形式多样、老
百姓喜闻乐见的文化惠民活动，服务群众零距
离，切实让群众参与、让群众喜欢、让群众受益，
在“烟火气”中燃旺城市文明的“文化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