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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洱海清、大理兴”，洱海是大理人民

的“母亲湖”，是大理人民赖以生存和发

展的根基，也是大理核心竞争力和魅力

所在。近年来，我市各族干部群众牢固

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发展理

念，于 2019 年启动实施洱海生态廊道建

设工程，在努力把生态廊道打造成为大

理最靓丽名片的同时，也为子孙后代留

下宝贵的绿色“遗产”。

为进一步加强洱海保护治理，我市积

极开展洱海生态环境保护“三线”划定工

作，启动实施环洱海流域湖滨缓冲带生

态修复与湿地建设工程 PPP 项目（简称洱

海生态廊道）。在太和街道阳南溪至大

理镇才村码头之间，一道主线总长为 129
公里绿意盎然的洱海生态廊道正在“孕

育”。

2017 年 12 月，国家发改委批复了《洱

海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与可持续发展规

划》，明确了洱海保护水环境治理目标和

可持续发展目标。依托保护洱海这条主

线，我市建立了洱海截污治污五大体系，

环湖生态缓冲体系即生态廊道建设是洱

海 保 护 体 系 的 最 后 一 道 污 染 物 拦 截 防

线，同时也是洱海最重要的一道生态安

全屏障。

大理市环洱海流域湖滨缓冲带生态

修复与湿地建设工程 PPP 项目主要建设

内容包括生态修复及湿地工程建设、生

态搬迁、生态监测廊道、管网完善、带有

湿地修复科研功能的试验地建设五大工

程。生态廊道建设工程总长为 156.08 公

里，主线长为 129 公里，工程总占地面积

898.34 公顷，其中生态基底良好部分实施

自然恢复，面积为 233.02 公顷；人为干扰

频繁、基底条件相对较差的部分，开展生

态修复及湿地工程建设、生态搬迁工程、

生态监测廊道工程、管网完善工程及带

有湿地修复科研功能的试验地建设等工

程，面积为 665.32 公顷。湿地试验地将建

设 5 个带有湿地修复科研功能的洱海流

域生态环境研究试验地、洱海湖泊水生

态系统综合研究试验地、洱海入湖河口

湿地可持续发展研究试验地、洱海土著

水生动物繁育恢复试验场、洱海水生植

物苗圃试验地。

生态廊道项目设计过程中遵循“生态

优先、生态安全、整体规划、系统治理”设

计原则，紧紧围绕“净化入湖污染、提升

洱海水质、确保水源安全、改善洱海生

态”目标，遵从自然演替规律，采取“人退

湖进”，划定环洱海圈层保护系统，构建

环洱海生态安全格局。按照生态廊道的

总体规划和要求，工程通过将绿线以内

的居民等人为干扰源永久迁出，修复和

完善已受损的湖滨缓冲带，恢复自然生

态功能；通过入湖口及沟渠湿地建设去

除污染物，兼具生态及景观功能，形成环

洱海连续污染拦截带 ，构建生态屏障 。

同时通过建设生态监测廊道，发挥监测

管理作用，打造环湖慢行绿道系统。

洱海生态廊道建成后，能够有效削减

入湖污染负荷和改善洱海水质，构建健

康湖泊生态系统，提高洱海生物多样性

和洱海水生态系统的稳定性。据估测，

项目可使绿地率达 75%以上，湖滨缓冲带

修复面积达 763 公顷，恢复村庄段岸线长

度 32.4 公里，恢复原有房屋侵占的湖区面

积 17 公顷，扩大湖区面积 10 公顷。

记者 徐建伟 杨振飞

洱海生态廊道：打造生态安全“绿色长廊”

坚决打赢洱海保护治理攻坚战坚决打赢洱海保护治理攻坚战

9 月 14 日，我市召开双廊旅游市

场整治现场会暨旅游从业人员培训

会，具体分析一段时间以来的旅游

投诉事件，并就加强双廊旅游从业

人员的服务意识，提升双廊整体旅

游服务质量进行培训学习。

会议指出，近年来，双廊旅游景

区以优美的自然风光、浓郁的民族

风情吸引了国内外大量游客，素有

“ 大 理 风 光 在 苍 洱 ，苍 洱 风 光 在 双

廊”之盛誉。双廊能拥有现在的旅

游热度，一方面得益于大理市历届

党委、政府对双廊的基础设施投入

和旅游扶持，一方面也得益于双廊

村民的勤劳和智慧。要把双廊这块

旅游蛋糕做大，需要全体旅游从业

人员不懈努力、持续发展。

会议要求，处置旅游投诉的部门

要客观冷静，执法过程中要全程使

用执法记录仪，全面掌握了解情况，

有效安抚游客情绪，要抱着解决问

题 的 态 度 ，放 低 姿 态 ，妥 善 处 理 。

旅游从业人员要有大局观，双廊是

大 理 的 ，也 是 云 南 的 ，同 时 也 是 世

界 的 。 旅 游 从 业 人 员 要 本 着 友 好

的 态 度 接 待 游 客 ，要 做 到 以 礼 相

待 ，对 自 己 不 能 解 决 的 问 题 ，要 主

动与政府部门或当地的餐饮协会、

客栈协会联系，共同维护好双廊的

旅游形象。

市文旅局、市市场监管局双廊分

局、双廊派出所等部门及双廊镇餐

饮协会、客栈协会等 100 多人参加培

训会。 记者 彭黎明 杨尔华

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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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推进爱国卫生“7 个专

项行动”过程中，大理市城市

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建立三

级责任体系，构建网格化管

理工作格局，扎实落实裸露

垃圾全消除、公厕全达标等

管理重点工作任务，开展“风

暴式大扫除”，有效推进国家

卫生城市创建工作。

为加强城市卫生网格化

管理，我市制定《大理市城市

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网格化

管理实施方案》，在全国城市

基层党建示范市建设 101 条

“街（路）巷长”工作制的基

础上，按照领导统筹、科室和

部门负责、全员纳入网格管

理的原则，建立责任领导包

网格责任区、机关科室和部

门包片、网格管理员包路段

的三级责任体系，形成一级

抓一级、层层抓落实、定人定

岗定责的网格化管理工作格

局。运用“街（路）巷长”管

理系统、园林绿化环卫作业

一 体 化 考 核 第 三 方 监 管 系

统、城管信息系统等信息化

手段，将辖区范围划分为 6个

大网格，建立“6+1+1+N+2”的

巡 查 机 制 和“ 日 巡 查 、周 通

报、年评价”的管理机制，高

标准推进创建国家卫生城市

和爱国卫生“7 个专项行动”

工作，有效提升城市精细精

准网格化管理水平，保障城

市管理各项工作逐级落实，

全面提高城市品质。

管理过程中，巡查员在

巡查时若发现垃圾桶满桶，

通 过 手 机 监 管 平 台 拍 照 上

传，网格管理员会根据情况

通知清运部门去现场对满桶

垃圾桶进行处理，整个过程

不 超 过 30 分 钟 就 能 完 成 。

如今，街上很难看到垃圾桶

垃圾爆满的现象，垃圾处理

由原来的“日产日清”变成现

在的“时产时清”，城市形象

大大提升。

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

法局督察检查科科长苏跃明

介绍，市城管局结合创卫工

作安排部署，结合爱国卫生

“7 个专项行动”工作，把所

有街面上的各种管理工作定

在网格。在管理过程中，网

格员发现的问题及时上传到

处理平台，并由相关的网格

责任人迅速处置，包括执法

队员、环卫工人，处置以后让

街面出现的问题得到及时有

效的解决，让创卫各项工作

有序进行。

实施网格化管理工作以

来，截至目前，通过网格化管

理监管平台反馈市容环境卫

生管理事件 1328 件，已完成

整改 905 件，其余 423 件正在

整改；向乡镇、办事处和各部

门交办问题 24 件，已完成整

改 20 件，其余 4 件正在整改。

记者 徐建伟 郭鹏昌

我市加强城市卫生网格化管理
垃圾实现“时产时清”

开展爱国卫生专项行动 争创国家卫生城市

自全市开展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以来，海东镇积极开展各项工

作。辖区 160多家餐饮单位积极响应“净餐馆”活动，按照餐饮服务环境

卫生全改善“7个达标”加强整改，全力打造安全卫生的就餐环境，促进国

家卫生城市创建。图为海东镇政府和市市场监管局海东分局工作人员深

入餐饮单位开展宣传工作。 记者 彭黎明 杨尔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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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光云影、碧波荡漾、清风徐来、花香扑鼻……这

就是双廊。秋风过后，古朴典雅的大理市绣缘白族刺

绣专业合作社平添了几分秋高气爽的渔村意境。采

风团进门的第一瞬间，便将目光锁定在刺绣作品上，

边欣赏边拍照，嘴里不停地蹦出赞美之词。

在合作社，色彩纷呈的刺绣作品一一陈列，琳琅

满目的刺绣作品让人应接不暇，团口鞋、尖尖鞋、传

统绣服、荷包、房间装饰挂画等作品精美绝伦，一股

浓郁的传统文化气息扑鼻而来。

初见合作社掌门人赵天鹅，一身白族服饰穿在

身上光彩夺目，满脸的笑容让人陶醉。每一个女子

在刺绣的那一刻都是极其温柔的。

白族刺绣是传统而古朴的艺术，2009 年 10 月，白

族刺绣技艺被云南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第二批省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成为大理民族文化

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了寻得几分宁静，赵天鹅端起刺绣所需物品，

带领采风团去双廊知名的古戏台和魁星阁拍摄。走

在双廊的石板路上，赵天鹅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引

得无数游客驻足围观，除了精致的白族服饰外，更多

吸引眼球的是手工刺绣的物品。

在闪光灯的聚焦下, 赵天鹅自带超模般的主角气

场逐渐弥散开来，周围的陌生游客也要拿出手机拍上

几张照片当作留念，人们的崇拜和敬意油然而生。

不难窥见，双廊的白族刺绣这一本土文化遗产

已经足以让人刮目相看，其社会价值、文化价值和经

济价值将势不可挡。

作为土生土长的双廊人，淳朴的白族妇女在从

事传统生产之余，拿起手中的针线做手工，赵天鹅和

两个妹妹也耳濡目染，对传统白族刺绣具有浓厚的

兴趣，从小就跟着母亲学习刺绣，成了村里的刺绣能

手。

17 岁 那 年 ，赵 天 鹅 绣 出 了 荷 花 ，看 似 简 单 ，但

却需要静下心来慢慢绣制 ，尤其对于喜欢刺绣的

人而言，能绣出一个相对成熟的作品至关重要，从

那时起 ，赵天鹅便开启了自己真正意义上的刺绣

旅程。

今年 46 岁的赵天鹅，在刺绣艺术中潜心笃志 30
年。30 年，或漫长、或如梭。时间是看不见的东西，

又是看得见的东西，它让赵天鹅的脸上多了些皱纹，

让她的手指上留下了戴顶针的印记，但却没有带走

她脸上常挂的笑容。

起初连穿针引线对赵天鹅来说都很困难，稍不注

意就被绣针戳到甚至流血，但这些都阻挡不了她对刺

绣的热情，天天都想绣。赵天鹅说：“一天不动针，就

感觉生活少了点东西。”经过日积月累，如今刺绣对

赵天鹅来说早已是信手拈来，哪怕只是绣一些佩戴

腰间的挂饰，在她的手中却多了几分潮流的韵味。

2017 年对于赵天鹅来说，是不平凡的一年。偶

然的机会，得知大理市举办首届“金花绣娘”手工刺

绣大赛，刚好当时双廊镇有参赛名额，赵天鹅毅然决

定报名参赛。

因为时间临近，赵天鹅抓紧准备参赛服装，当天

骑着电动车就去参赛。经过激烈角逐，赵天鹅获得

了一等奖，被评为“金花绣娘”，也算是不负她的辛劳

付出。从此，沉甸甸的奖杯改变了她的人生轨迹。

除了刺绣，赵天鹅还有一份稳定的事业。结婚

后，她在刘家营村开了一家超市，从最初的 30 多平

方米发展到后来的 200 多平方米，年收入在 30 万元

左右，这已经足以让她过上相对安稳的生活。

但是人生总会出现转折。被评为“金花绣娘”

后，有人建议赵天鹅成立一家刺绣合作社。有着稳

定收入的她起初并不想去操那份心，可当时被 80 多

岁高龄的老母亲的一席话点醒。

“我母亲都在担心白族刺绣无法传承下去，她说

要是失传就可惜了”，赵天鹅回忆说，作为首届“金花

绣娘”，自己有责任和义务让白族刺绣文化代代相

传，哪怕再苦再难。

于是，赵天鹅在 2018 年 1 月注册成立了大理市

绣缘白族刺绣专业合作社，4 月在双廊正式开业。

合作社组织当地近 60 名绣娘开展刺绣培训、作品

创作和展销，其中有近 10 名绣娘是建档立卡贫困

户。作为大理市第一家刺绣专业合作社 ，赵天鹅

为白族绣娘和刺绣爱好者搭建了一个学习、交流、

创作的好平台。

同时，合作社也是大理市首个白族刺绣巾帼创

新业示范基地。通过把双廊传统刺绣与当前的旅

游商品相结合 ，带动了广大农村妇女的剩余劳动

力，增加了她们的业余收入，尤其是带动了建档立

卡贫困户妇女居家创业，塑造了双廊镇农村妇女奋

发自强的新形象，开创了双廊镇妇女巧手致富的新

天地。

时任大理市妇联党组书记、主席的李建梅鼓励

当地“金花绣娘”们要坚定信心，在传承白族刺绣优

良技艺的同时，要及时关注消费者需求和市场动态，

通过技术创新将时尚元素注入白族刺绣，让白族刺

绣具有更强大的生命力，让白族妇女拥有更广阔的

发展天地。

为顺应市场需求，促进传承与创新，赵天鹅带领

绣娘外出学习，引进新的理念和思维，对绣娘进行提

升培训，提高产品质量和市场竞争力，提高特色手工

产品的品质与生产效益。

在合作社，赵天鹅每天都会拿起手中的绣针精

心绣制自己的作品。一针一线，都能看出匠人般的

心意，能听见她用针穿过丝帛的轻微声音，能看见她

眼中的认真和温柔。随着针线在绣片纹路上上下翻

飞，不一会儿工夫，布料上的图案渐渐浮现出来。

除了自己亲自绣，赵天鹅还负责培训合作社的

绣娘，对每个针法的运用、色彩的搭配、用力的大小

等都要进行详细讲解，绣娘们绣制作品时，赵天鹅也

会不停地对她们进行帮助指导。在她的带领下，绣

娘们一起将白族刺绣在合作社里继承和发扬光大。

十指春风，妙手偶得。经过一段时间的绣制，世

间的自然万物，仿佛一切就跃然布料上，生动如许。

赵天鹅表示，刺绣作品的美，不仅在于它的精致、雅

韵，更是因为渗入了绣娘们的情感。

在白族刺绣的图案中，运用最多、最为普及和

常见的是各种花形纹饰，运针细密均匀、融叠自然，

图案紧凑大方、生动形象，色泽鲜明流畅、大气优

美。

而白族刺绣图案的寓意，大多是通过口口相传

的方式流传至今。要弄明白其中的奥秘，赵天鹅就

得去多跟村里的老人们接触，不停地去请教。看到

好的图案，就会用手机拍照后用手工画出来，如果有

借得到的图案，就借回家进行描摹，“图案是刺绣的

基础，目前自己也在整理着一本关于图案的册子”，

赵天鹅说，不想让每一幅好的图案流失。

为了更好地传承，除了去外面学习培训，赵天鹅

还会在网上搜索一些关于刺绣的内容，不断引进学

习，因为同一种图案设计，不同色彩的绣线搭配，不

一样的刺绣针法，都会呈现出不一样的绣品。

2019 年，赵天鹅在大理市第二届“金花绣娘”手

工刺绣大赛中担任评委，让她增长了许多见识，也欣

赏到了参赛绣娘们的精美作品，对大理各地的刺绣

文化有了更多的了解。同年，绣缘合作社参加了在

北京举办的为期一周的深山集市，绣品得到了广大

群众的喜爱和认可。

2019 年 10 月，大理的 6 名“金花绣娘”走出国门，

在英国伦敦举行的世界华商大会上，展示大理白族

绣娘的风采。“原来有那么多的国际友人喜爱我们的

民族文化，民族元素与时尚潮流相辅相成，设计出来

的服装令人惊艳。”赵天鹅信心满满。

双廊镇被评为“艺术小镇”后，为展示白族刺绣

魅力、让更多人认识和了解白族刺绣文化提供了机

会。赵天鹅说：“白族有很多精美的传统图案，如果

把传统图案进行时尚化，又不改变图案的精神寓意，

销售对象定位年轻化，发展前景将十分可观。”

“白族刺绣要更多地与双廊旅游业相结合，我们

想要做的是让白族刺绣的体验感更深入，让游客不

仅可以游览当地的自然风光 ，还能体验到民族文

化。白族刺绣的体验感就是一个最好的方式，欢迎

更多的人到绣缘合作社参观体验。”这是赵天鹅对白

族刺绣的未来所做的思考。

下一步，赵天鹅还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大力推

广“白族刺绣”品牌，不断提高大理刺绣艺术的知名

度和影响力，打造大理“白族刺绣”这张非遗文化旅

游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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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针一线绣出世间万物
○普 焘 赵 旭 文/图

春风绕指，绣美大理。千万条彩线轻盈穿梭，便绣出大理独有的绚烂。

心灵手巧的白族“金花”，运用自己的智慧和一双巧手，绣出了一幅幅美丽的

苍洱画卷。人们说，来到大理，除了赏风花雪月外，遇见白族刺绣也是另一种风

情。

独具魅力的白族刺绣,与古色淡雅、风情浓郁的双廊交相辉映,颇受人们关注。这

里有着一群绣娘在默默坚守，将双廊的白族刺绣推向新的高峰。

其中，大理市首届“金花绣娘”手工刺绣大赛一等奖获得者、大理市级非遗传承

人、大理市绣缘白族刺绣专业合作社掌门人赵天鹅千针万线幻化出的刺绣作品，惊艳

着大理的每一寸时光。

美了千年的白族刺绣

吸 睛 的 白 族 刺 绣

三 十 年 刺 绣 情 结

绣 娘 们 的“ 大 家 庭 ”

妙 手 绣 出 新 天 地

刺 绣 的 体 验 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