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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习近平

49、创卫对室内、工作公共场所的界
定是什么？

（1）室内公共场所：除指全面封闭的
场所外，还包括有顶部的遮蔽或者有一
处或多处墙壁或侧面环绕的场所。（2）室
内工作场所：指工作人员在其就业或工

作期间使用的任何场所。包括：办公室、
会议室、实验室等；还包括工作期间使用
附属或关联场所，如走廊、升降梯、楼梯
间、大厅、联合设施、咖啡厅、洗手间、休
息室、餐厅、车辆等。以上区域严禁吸
烟。 （待续）

大理市创建国家卫生城市知识百问百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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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季常吃 6 种豆
平安过“苦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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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季吃绿豆清热解毒
夏季外感风热、咳嗽心烦时，也可以熬

制绿豆百合粥，用绿豆、鲜百合各 50 克，大
米 60 克，根据个人情况，可酌加白糖适量。

绿豆、大米煮粥，豆米煮至开花时，加入
百合煮熟，加白糖调味即可。每日 1 剂，分 2
次食用，具有清热解毒、润肺止咳、宁心去烦
等功效。

夏季吃毛豆补钾缓解疲乏
毛豆就是新鲜带荚的黄豆，换句话说，

毛豆就是黄豆的“青春期”。新鲜毛豆颜色
鲜绿，口感很嫩，但随着水分逐渐减少，颜色
由绿变黄，身材也变得浑圆，完全晒干后就
成为我们常吃的黄豆。

虽然毛豆和黄豆是同一种植物，但营养却
有差异。毛豆的蛋白质含量高达 40.3 克/100
克，与黄豆中的蛋白质含量相当，但毛豆因
尚未完全成熟且未曾在太阳下暴晒过，其中
维生素 C 含量丰富，约为黄豆芽的 2 倍，而
黄豆维生素 C 含量非常低。

毛豆虽然叫豆，但它属于蔬菜，不是淀
粉豆类，营养也有独特优势，譬如 B 族维生
素含量很丰富，是一般蔬菜难以比拟的，尤
其是维生素 B1。由于精白米饭中的维生素
B1 非常少，因此，对于主要以精白米面做主
食的人来说，可能会缺乏维生素 B1，吃嫩毛
豆等鲜豆类是非常好的“食补”方法。

毛豆营养丰富且均衡，富含膳食纤维，
钾含量在蔬菜中也是名列前茅，夏天快到
了，出汗增多，适当吃点毛豆还可以补充钾，
缓解疲乏无力和食欲下降。另外，毛豆本身
带荚，较少有药害和虫害，是相对比较安全

的“绿色食品”。
夏季吃豌豆护眼最佳

豌豆是应季蔬菜，颗粒圆润
鲜绿，十分好看。豌豆可不是只
以外貌取胜，它含有丰富的维生
素 A，有护眼的食疗功效；另外，
其维生素 C 含量比较高，好吃又
有助于提高免疫力。

整天对着电脑的上班族可以
来个护眼大餐，将豌豆、胡萝卜
和玉米一起炒着吃，不仅色鲜味
美，而且营养丰富，能有效缓解
眼睛干涩不适。小孩和老人也
可以吃，营养丰富，也很好消化。

夏季吃蚕豆健脾又利湿
蚕豆性平味甘，不温不燥，老少皆宜，春

末夏初吃些，不仅可以获得丰富的营养，且能
益气健脾，利湿消肿，养肝明目，补肾强筋。

蚕豆的吃法很多，较简单的要数蚕豆米
鸡蛋汤。先将 1 斤蚕豆剥壳，取出一颗颗蚕
豆，再将蚕豆米一分为二，两个鸡蛋打散。
锅中放油，将大蒜放进锅中炒一下，加清水
烧开后放入蚕豆米，煮开后继续煮 1 至 2 分
钟，将火力调到最小后慢慢倒入鸡蛋液，煮
沸后撒盐调味即可食用。

需要注意的是，蚕豆不可生吃，脾胃虚弱
者不宜多食，过敏体质慎用，“蚕豆黄”忌食。

夏季吃扁豆消暑化湿
拿扁豆来说，健脾和中、养胃下气，具有

消暑化湿的功效。这对于眼下气温高、湿气
重的气候来说，正好“对症”。

而且，每 100 克扁豆可食用部分的膳食

纤维含量为 4.4 克，足足比我们常挂在嘴边
的、富含膳食纤维的芹菜多了 3 倍还要多。
平时精米白面吃得多，体内纤维素含量不
足 ，导 致 便 秘 上 火 的 人 ，赶 紧 多 吃 点 扁 豆
吧。但如果是平时辣椒、咖啡等刺激性食物
吃多了导致的便秘，就不能靠摄取膳食纤维
而缓解了，反而有可能越吃膳食纤维含量高
的食物便秘越严重。

另外还要注意，很多人都知道扁豆如果
不煮熟煮透很容易食物中毒，但每年各地还
是会出现扁豆中毒事件，所以，在饮食安全
问题上不要心存侥幸，做扁豆菜时，一定要
保证做熟。如果在外面一些餐馆吃饭，觉得
对卫生不放心，就干脆不要点豆角类的菜。

夏季吃红豆补钾消肿
研究表明，红豆富含膳食纤维、钾、镁、

磷、B 族维生素等多种营养物质，特别能补
充夏季流汗丢失的钾，心肾功能不好的人尤
其适合吃红豆。

中医认为，红豆可清热解毒、健脾益胃、
利尿消肿、通气除烦的功效，有利于夏季消
水肿。

而红豆的亲戚——赤小豆，利水消肿、
解毒排脓作用更强。

一般来说，红豆煮汤、熬粥均可，也可以
和绿豆一起熬煮。红豆还可以与大米一起
煮红豆饭，能增加粗粮的摄入量。夏季的中
期气温逐渐上升，以健脾为主，适宜多吃红
豆、红腰豆。

很多老年高血压患者想运动，又担
心身体承受不了。其实，运动是高血压
最基础的治疗方法，和药物并驾齐驱。
一般推荐给患者的运动包括：步行、健
身跑、骑自行车、游泳、太极拳等。

步行可在早晨、黄昏或睡前进行。
开始速度 70~90 步/每分钟，持续 10 分
钟后逐渐提速。每次锻炼 30~50 分钟，
每日 1~2 次，根据个人状况调整。

跑步推荐可达的最高心率是：40 岁
以内不超 140 次/分钟，50 岁以内不超
130 次/分钟，60 岁以上控制在 120 次/分
钟内。时间以每次 30~60 分钟为宜，每
周 3~4 次，或隔日一次。

自 行 车 或 游 泳 的 强 度 与 跑 步 类
似。游泳对肥胖患者较适宜，可减少关
节损伤。

太极拳动作柔和，肌肉放松，活动
幅度大，且要求思绪宁静，对降低血压
有帮助。

无论选择何种运动，都应从轻量开
始，循序渐进。锻炼前做好准备活动，
避免过分用力，运动结束后做放松活
动。尤其是动脉硬化严重或年龄较大
的患者，应尽量避免造成血压骤然升高
的动作，如：头朝下、快速前倾、低头弯
腰等。

如 果 您 安 静 状 态 下 的 血 压 高 于
220/110 毫米汞柱，请暂时不要参加锻
炼。运动过程中血压如果高于 250/115
毫米汞柱，需停止锻炼。本身服用 β 阻
滞剂（比索洛尔或美托洛尔等）药物时
运动心率会有所下降，不用强求心率达
标。应用利尿剂降压的老年患者，运动
时可能出汗较多，注意补充电解质，避
免低血压。

治疗高血压，
运动和药物并驾齐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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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以来，我州以生态宜居为目

标，着力加强村庄规划编制与管理、农村生活

垃圾治理、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农村厕所革

命、村容村貌提升等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

着力提升乡村人居环境，助力乡村振兴。

加强村庄规划编制与管理。严格乡村建

设规划许可管理，积极开展县（市）域实用性

乡村建设规划编制，目前已完成大理市、宾川

县、巍山县县（市）域乡村建设规划编制工作

并通过省州审查，洱源县、大理市洱海流域和

其余 10 个县重点区域、主要交通沿线的村庄

全面完成了规划提升完善工作。

全面推进农村生活垃圾治理。进一步加

大工作力度，持续高位推进“清洁家园、清洁

水源、清洁田园”环境卫生整治和农村生活垃

圾治理设施建设力度。截至目前，全州 82 个

乡 镇 实 现 垃 圾 处 理 设 施 覆 盖 ，覆 盖 率 达

83.67%；农村生活垃圾有效治理率为 56.03%。

扎实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根据不同

区位条件、村庄人口聚集程度、污水产生规

模，因地制宜采用污染治理与资源利用相结

合、工程措施与生态措施相结合、集中与分散

相结合的建设模式和处理工艺，对农村生活

污水进行收集处理。截至目前，全州 98 个乡

镇（城关镇除外）共有 46 个乡镇实现生活污

水处理设施覆盖，覆盖率达 44.9%。

大力推进农村厕所革命。把厕所革命与

脱贫攻坚有机结合起来，按照“人畜分离、厨

卫入户”的要求，在拆除重建的农村危房、易

地扶贫搬迁新建住房配套建设无害化卫生户

厕，展现贫困村、贫困农户文明新貌。截至目

前，全州累计改造新建无害化卫生户厕 1.9 万

座。

着力整治提升村容村貌。大力整治村庄

公共环境，及时清理私搭乱建、乱堆乱放、乱

贴 乱 画 ，拆 除 残 垣 断 壁 ，消 除 农 村“ 牛 皮

癣”。进一步加强乡村建筑风貌引导，以特色

小镇、古镇名村等为重点，对村庄原有房屋屋

顶、外立面等整体外观和门、窗、梁柱外部节

点等进行风貌整治，保护和开发好历史文化

村落。同时，健全农村人居环境管护长效机

制。进一步建立健全县、乡村有制度、有标

准、有队伍、有经费、有督查的村庄人居环境

长效管护机制，促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逐步

实现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

周应良

我
州
着
力
提
升
乡
村
人
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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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

7 月 17 日，市人民政府市长杜淑

敢主持召开大理市第九届人民政府

第三十九次常务会议。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

会议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中央生

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规定》，传达学习

全国烟农增收工作现场会议精神。

会议研究审定了《大理市关于进

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开展十大行动实

施方案》，为深入贯彻 2019 年“基层减

负年”精神，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

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特结合我市实

际，研究制定该《方案》。会议同意

《大理市关于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开

展十大行动实施方案》。会议要求，

各牵头单位、责任单位要高度重视，

切实履行自身职责，明确责任分工，

结合工作职责，明确目标任务、工作

内容、具体措施，细化制定本单位落

实 工 作 方 案 ，确 保 各 项 政 策 落 到 实

处；要将营商环境结果评价与干部考

核考察任免挂钩，市考评办要将本实

施方案落实情况纳入年度综合考核，

市政务局和市发改局要做好评估工

作，强化考核评价结果运用；市纪委

监委、市委组织部要加强对损害营商

环境违法行为违规违纪的查处，对查

处的问题“零容忍”，依法严肃查处

“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问题。

会议研究审定了《大理市“厕所革

命 ”三 年 行 动 实 施 方 案（2018- 2020
年）》，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坚持不懈推进厕所革命，努力补齐影

响群众生活品质的短板”重要指示精

神，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推进美丽

云南建设、厕所革命的战略部署，切

实解决城乡公厕数量不足、布局不合

理、设施不齐全、管理水平低、农村达

标卫生厕所覆盖率低等问题，加快推

进大理市乡村振兴、全域旅游发展战

略的实施，特制定该《方案》。会议原

则同意《大理市“厕所革命”三年行动

实施方案（2018-2020 年）》。会议要

求，各乡镇人民政府、市级有关部门

要根据职责分工做好建设、管理、指

导和监督工作，压实责任确保目标任

务如期完成；市城管局、住建局、文旅

局和卫健局要会同相关部门，制定厕

所建设技术指南等技术规范，加大技

术指导工作力度，督促施工人员严格

按标准施工，确保工程质量和安全。

会议研究审定了《关于请求同意

大理市洱海保护专项债券额度的请

示》和《关于进一步加强公共资源交易

工作的指导意见》。会议还对当前重

点工作进行了安排。 记者 王淑云

杜淑敢主持召开市政府九届三十九次常务会议

夯实绿色产业基础 推动乡村振兴发展

为努力营造安全、文明、卫生、有

序、和谐的历史文化街区，助推全国文

明城市和国家卫生城市创建工作，7 月

11 日至 12 日，喜洲镇对喜洲古镇核心

区市场“脏、乱、差”进行集中整治。

喜洲古镇综合管理中心、喜洲镇综

合执法队、喜洲镇市场监督管理所、喜

洲派出所、喜洲村委会、寺里村委会、

沙村村委会等多部门和单位参加集中

整治专项工作，主要整治未按规定、妨

碍道路交通、经营秩序混乱、影响群众

生活、群众反映强烈的古镇核心区街道

店铺乱堆乱放超面积经营，违建雨棚、

遮阳伞占道经营，流动摊点占道、随意

设置广告牌、店铺匾额等经营行为。整

治范围包括正义门广场、市上街、四方

街、清真路、市坪街、镇东路、镇南路、

大界巷、染衣巷、菜市场周边、市户街、

富春里、彩云街及古镇内所有大街小

巷。此次集中整治专项工作共规范店

铺经营 425 户，清理摊位经营 350 个，拆

除遮阳伞 85 个、遮阳棚 18 个、雨棚 32
个，整治工作成效显著。

近年来，喜洲镇党委、政府着眼打

造“中华白族第一镇”名片，对标“秩序

规范、干净整洁、特色突出”的古镇建

设要求，集中力量重点对古镇主要街巷

占道经营、摆摊设点进行整治，提升古

镇街区风貌；开展交通整治行动，严厉

惩处违章停车行为，缓解古镇交通拥

堵；成立马车协会，规范马车停放、运

营秩序；以环卫市场化运作为抓手美化

古镇环境。通过采取多项措施，不断提

升喜洲古镇“颜值”，受到广大游客的

好评。 杨本耀

喜洲镇开展市场环境集中整治专项工作

1、不乱扔垃圾；

2、不随地吐痰；

3、不硬闯红灯；

4、不乱穿马路；

5、不抢道行车；

6、不大声喧哗；

7、不到处遛狗；

8、不随意吸烟；

9、不乱停车辆；

10、不插队抢座；

11、不乱涂乱画；

12、不摘花踏草；

13、不占道经营；

14、不赌博酗酒；

15、不讲粗脏话。

大 理 市 市 民

基 本 文 明 行 为 15 条

◀7 月 15 日，凤
仪镇开展以“创建国
家卫生城市，共建共
享健康大理”为主题
的宣传活动，凤仪镇
各相关部门工作人员
走上街头，通过悬挂
宣传横幅、设立咨询
台、发放宣传资料及
讲 解 创 卫 知 识 等 方
式，倡导广大居民成
为创建卫生城市的参
与者和监督员，共建
健康美好家园。此次
宣传活动共发放宣传
资料 10000 余份、环
保 购 物 袋 2000 余
个，进一步提高了广
大居民对创卫工作的
知晓率。

赵思兰 摄



近日，云南省政府同意撤销大理市下关镇的消息传出之后，

下关镇变街道的消息在手机微信刷屏，成为下关人热议的话题。

虽然行政区划变更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大势所趋，但在优越

的区位和深厚的历史文化面前，下关这响亮的名字一定会让人们

记住，因为它凝聚起许多人的家乡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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哀牢点苍两脉，扼险拒势，有关之称，自古

皆锁钥之地。滇西重镇下关，承载过迤西千年

商埠之重，荣耀过茶马古道之繁华。然而，古

道上的绎铃余音掩盖不住现代高速的滚滚车

流，旧城换新颜，褪色的繁华将更加璀璨。

下关是云南最早建市的三个城市（昆明

市、下关市、个旧市）之一及云贵川渝最早建

市的十个城市（昆明市、成都市、重庆市、贵阳

市、自贡市、遵义市、下关市、个旧市、泸州市、

内江市）之一，是一座具有近 1270 年建城史的

历史文化名城，是近现代滇西第一重镇及滇

西经济中心和云南重要的交通枢纽中心。

下关作为一个地名，它是城（下关城；龙

尾城）、是市（下关市，1951 年设）、是镇（民国

设下关镇，1997 年复设下关镇）、是区（下关特

别区，1950 年 1 月设），是一个斜阳峰麓、天生

桥东、息龙山西、蛇骨塔南、者摩山北泛称下

的人文乡愁，下关人（老下关人、新下关人）、

下关话（下关的汉语方言、下关的白族话）、下

关庙（将军庙等）、下关河（西洱河）、下关桥

（天生桥、黑龙桥、新桥等）、下关楼（龙尾关

楼、玉龙关楼等）、下关茶（古老的下关苍山

茶；百年经典的下关沱茶）、下关乐（下关洞经

古乐等）等等，共同演绎和见证了千年下关的

沧桑与繁华……

下关，古名龙尾城，又称淮城（也写作槐

城），别名风城。从唐天宝年间到明洪武时近

650 年里，这里是西南第一险关。古代的下关

由天生关、龙尾关南城墙、龙尾关北城墙、西

洱河、点苍斜阳峰五道人工和自然地利构成

的军事屏障。其最早的筑城史，可上溯到汉

代。 公元 748 年南诏王阁罗凤即位，为了巩

固王都太和城南的防御，在原石桥诏城的基

础上修建了规模宏大的龙尾关城。整座城以

东西据险、南控洱水的龙尾关和两山千仞、中

虚一峡的天生关为核心，由南北两座东西向

城墙、双烽火台、狭长状的屯兵和居住的关塞

城区组成。其东临数公里宽的洱海，西靠斜

阳峰下天生桥“一线天”天险，南有西洱河与

绵延数里的坚固城墙和南关楼及四座碉楼，

北有龙尾关北城墙、北关楼与太和、羊苴咩等

十三道重重城防相依。

龙尾城，西有天生关，中有龙尾关，东有

锁水阁，据守点苍龙尾斜阳峰和洱海出水口

西洱河，全长约 4 公里，前期以夯土石垒，后

期以城砖砌成，十步一垛，百步一堡，城北高

南低呈坡状，以西洱河为障，以所筑高城为

屏，以地势的险峻来御敌。今天斜阳峰麓还

有城墙、双峰火台、哨所、古碉堡等遗址。

自元明起至清初，子河以北区域从南诏

大理国时期的重要军事城池地位的龙尾城时

代逐渐演变成普通的交通军事驿站和乡村。

那时，子河以南狭义下关的广大区域还是一

片人口分散、以农业为主的小村落群，但从 19
世纪中叶起至 20 世纪 40 年代的近 100 年里，

这里实现了从普通村镇集市到近代区域中心

商业城市的跨越发展。

下关是以白族和汉族移民为主体的近代

城镇，其近代的发展进程模式是从传统型、农

村型的商业集镇向近代商业化、工业化、金融

化为一体的区域中心城市转化，其具体表现

在下关的商业贸易城市化、近代金融产业化、

城镇公共及服务建设近代化等领域。

清末至民国迤西的汉族、白族等各族商

业集团主要集中在大理的下关，并形成了四

川、临安（建水）、鹤庆、腾冲、喜洲等五大商

帮。近代的下关逐渐形成关内、关外连为一

体的滇西重镇，成为了滇西的贸易、交通和金

融中心，是连通印度、缅甸与昆明、成都、重

庆、武汉、上海、香港等的物流中枢、商业贸易

中心及滇西抗战和入缅作战的大后方基地，

整个洱海地区的国际陆港作用已从南诏大理

国时期的羊苴咩城区域（明清以大理府城为

中心）转移到民国时期的下关。

下关的商业化始于 19 世纪初至 1855 年，

以近代早期白族商号裕和号与同兴德等为代

表。1821 年太和县白族商人赵泰在下关创办

裕和号，之后经过数十年的大发展，成为了 19
世纪四五十年代滇西的大商号之一，主要经

营茶叶、棉纱、棉花、食盐等，年获利平均最高

达数万两白银。1855 年以后，下关的大小商

号增加到光绪初年的七八十家。代表有杨玉

科的云丰泰，鹤庆商帮的兴盛和、福庆号，腾

冲商帮的洪兴福（洪盛祥前身）、春延记等。

1886 年至 1911 年，下关的大小商号增至 300
多家，以腾冲商帮白族后裔的洪盛祥、鹤庆商

帮的福春恒、喜洲白族商帮的义盛源、临安商

帮的天顺祥、四川商帮的正发店和泰来店等

为代表。当时，下关几乎成了鹤庆商帮、喜洲

商帮的起家之地。如鹤庆商帮的兴盛和，以

下关为中心，在成都、重庆、丽江、拉萨、昆明、

保山、缅甸曼德拉等地设分号，从事土杂百

货、洋纱、洋布、黄丝、药材、玉石、金银等贸易

和投资，至清宣统年间拥有资本达四五十万

两白银。民国元年至 1937 年，下关的大商号

发 展 到 300 多 家、小 商 号 700 多 家 。 临 安 商

帮、四川商帮等逐渐退出下关市场，以腾冲商

帮、喜洲商帮、鹤庆商帮等为主体的滇西本土

资本集团占主导地位。1938 年至 1949 年，下

关的大小商号、店铺等近 3000 多家，其商业经

济在 1938 年至 1946 年间发展到了鼎盛。当时

下关的城市工商业化率已达百分之八九十以

上，工商户及其受雇人员户数已占城镇人口

的三分之二及以上。19 世纪中叶下关仅有以

子河为中心的商业集市和商铺不多、走商为

主的贸易市场，清末民初其商业城镇的面貌

有所呈现，兴建了西大街、文献街、启文街等，

20 世纪 20 年代起又兴建了振兴街、南华街、

鸳浦街等，并开发了“新市场”，兴建了民国版

的经济开发区仁民街等，当时的下关已从 18
世纪的农村集市、19 世纪中叶的商业集镇、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辐射滇西和汇通缅印的商业

重镇，发展为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泛滇西区域

中心商业城市，成为了云南第二大商业、贸易

和金融中心。

元明清时期的赵州与太和县，以下关子

河为界，子河以北为关内称关迤属太和县，子

河以南为关外属赵州。

1958 年，在下关建城市服务公社，1962 年

设下关街道，1983 年设立下关办事处（1992 年

改 下 关 街 道）、市 郊 区（1987 年 改 市 郊 乡）。

1998 年 6 月，撤销下关街道、市郊乡，合并设

立下关镇。当前，下关镇辖关迤、正阳、西大

街、鸳浦、河畔、龙溪、百乐、幸福、宁和、福文、

万花、榆华、龙祥、兴国、关平、兴盛、吉苍、南

环、泰安、花园 20 个社区居委会，龙泉、玉龙、

大关邑、荷花、温泉、福星、金星、文献、吊草、

大麦地、洱滨、太和、刘官厂、大庄 14 个行政

村。

据了解，整建制撤销后的下关镇，将设立

下关街道、太和街道。其中下关街道辖区面

积 89.9 平方公里，建成区面积 8.76 平方公里，

建成区占辖区面积的 9.74%，辖金星、福星、玉

龙、文献、吊草、大麦地 6 个行政村，正阳、龙

溪、幸福、鸳浦、西大街、关平、兴盛、泰安、河

畔、南环、吉苍、宁和、福文、百乐、花园 15 个

社区，户籍人口 11.63 万人（其中：城镇人口

11.34 万人，乡村人口 0.29 万人），外来常住人

口 2.98 万人，城镇化率 97.52%。太和街道辖

区面积 84 平方公里，建成区面积 9.57 平方公

里，建成区占辖区面积的 11.39%，辖大关邑、

龙泉、荷花、温泉、洱滨、太和、刘官厂、大庄 8
个行政村，关迤、兴国、榆华、龙祥、万花 5 个

社区，户籍人口 7.87 万人（其中：城镇人口 6.44
万人，乡村人口 1.43 万人），外来常住人口 4.32
万人，城镇化率 81.84%。

优越的区位优势和顺畅的交通为下关经

济腾飞插上了翅膀。下关地处滇西咽喉，是

南方丝绸之路上的古老城镇，东连昆楚、西通

保腾、南接临洱、北达川藏，位于祖国西南面

对东南亚、南亚出口的黄金通道上。国际经

贸大通道 320 国道和 214 国道，广大铁路、大

丽铁路和建设中的大瑞铁路贯穿全境，形成

密集如织、四通八达、辐射周边地区的交通网

络，成为名副其实的交通枢纽。

随着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的推进，下

关以其独有的优势条件，成为国内外投资者

青睐的投资热土。下关也在滇西中心城市建

设升级这一难得的历史机遇面前，大力积聚

产业，突出经济结构调整，转变发展方式，形

成“商业优先，全镇同兴”的发展格局。在这

一理念的指导下，下关形成了以非公有制经

济为主导，以商贸物流业、现代服务业、居住

产业和交通运输业为主体，以无公害绿色农

产品、经济林果、园艺花卉、乡村生态旅游休

闲为趋动的镇域经济发展格局进一步巩固和

夯实，下关繁荣的商业经济初见端倪。

在下关，穿城而过的西洱河碧水接空，让

生活在这里的 20 多万居民有了滋养之源。

曾经，客店与马帮组接了下关变动不息

的基因链。千年之前，唐天宝将军李宓忠魂

沉于此河，他做梦也想象不到，这一蛮荒之地

能在现代化的建设中续写繁华。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已有数座造型各异的桥梁飞架洱河

之上，把一水之隔的两区连为一体。

巍峨的龙关楼堞碧瓦朱楹，檐牙挂月，这

座有着上千年历史的边关名城，如同一幅灵

性的画，一段凝固的音乐，一首古韵十足的

诗，在人们的心塬上凸现着无穷的魅力。凭

栏远瞩，依山而建的古街古巷整齐有序，每一

条青石板上都回荡着文人墨客的足音，从这

里走出云南，走向全国；鳞次栉比的民居院

落，呈现着历史的沧桑，世居在这自然天成环

境中的各族民众声教所暨、涵酝醒志。

经过连年的投资，历史文化名村、名街保

护得到有效加强。功能合理，布局完善，充满

活力的现代城市雏形初显。坐落于 320 与 214
两国道十字路口上的重镇下关，已鳞楼高耸、

物阜恬然，以地域的优势辐射滇西乃至东南

亚，释放出巨大的潜能。

下 关 ，一 个 您 来 了 就 不 想 离 开 的 地 方 。

作为一个镇的概念，逐渐模糊，作为一个商业

经济发展的新兴城市，城的轮廓正渐清晰。

让我们生活在下关的人们记住下关、了解下

关，不要把下关简单地定格在一个街区。

（文中部分史料转自杨周伟著作《中华白族通史》）

从村镇集市到近代区域中心商业城市

下关当前区划与社会经济

古道雄风依旧在 明日下关更美好锁钥滇西 沧桑与繁华见证乡愁

下 关 记 忆
○记者 郭鹏昌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