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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至，二十四节气中的第十个节气，一
般在公历的 6月 21日到 6月 22日之间。此
时的太阳正运行到黄经 90°的位置，北斗七
星的斗柄则指向古人宇宙观中“午”的位置。

二十四节气中最早被确定的节气就有
夏至。公元前七世纪，我国古人用土圭测
日影的方法确定了夏至。在《春秋左传》中
已经有了“凡分、至、启、闭、必书云物，已备
故也。”这里的至，就是夏至、冬至，说明凡
是到了这八个节气，一定要记下天色灾变，
为避灾祸早作准备。

夏至是个极不寻常的节气，陈希龄的
《恪遵宪度》中谈到了夏至中三个地理学现
象：“日北至，日长之至，日影短至，故曰夏
至。至者，极也。”第一，“日北至”，意思为
夏至是太阳北行的转折点，夏至过后，太阳
直射点开始从北回归线向南移动；第二，

“日长至”，意思为夏至是北半球一年中白
昼最长的日子，其后白昼渐短；第三，“日影
短至”，意思是在夏至这天，正午时分太阳

呈绝对（接近）直射状，这一天北半球影子
最短，北回归线地区会出现短暂的“立竿无
影”的奇景。此外，从 星 象 来 看 ，夏 至 还 会
出 现 一 个 独 特 的 星 象 ——北斗七星斗柄
指南。人们历来认为北斗有辨别方向、定
季节的作用。这是因为季节的不同，北斗
七星在天空中的位置也不同。“斗柄南指，
天下皆夏”，晴朗的夏至晚上 22点左右，在
黄河流域都可以观测到北斗七星的斗柄指
向正南方向的天象。

太阳的运转规律对农业生产影响巨大，
因此中国人最初的历法就是通过观察太阳
运转规律而制定的太阳历。最早的节气也
是根据观察太阳在地面影子的长度而形成
的节气——夏至和冬至。

夏至阳气达到极盛，阴气最弱。因此，
夏至有“一阴生”的说法，相对应地，冬至有

“一阳生”的说法。冬至到夏至再到冬至，
是阴阳之气在天地之间所进行的一个完整
的轮回。在这个维度看，夏至的意义正如

崔灵恩的《三礼义宗》所释：“至有三义：一
以明阳气之至极，二以明阴气之始至，三以
明日行之北至。故谓之至。”因此，夏至须
以阴性的物质进行祭祀，以增强阴的力量，
改变阳盛阴衰的结构，使之阴阳调和。阳
为天，阴为地，因此，夏至需要祭地。《周礼》
中记载：“夏日至，则礼地于方泽”，夏至日，
古代帝王会在有水的“方泽”举行祭祀仪
式；《周礼·春官·神士》中说：“以夏日至，致
地示物魅”。祭祀的对象是地和“物魅”，

“物魅”就是百物之神。祭祀地是祈求阴阳
调和、风调雨顺、谷物丰收；祭祀“物魅”则
是认为它们可以消除疫疠与饥荒。与此对
应的是，到了冬至，也要祭祀天和人鬼。

此后，汉代也延续了夏至祭地的习俗，
《史记·封禅书》中有记载：“夏至日，祭地，皆
用乐舞。而神乃可得而礼也。”汉代以后，也
多有实行夏至祭地典礼的君主。到了宋朝，
不仅要举行祭祀，而且夏至节百官可以放假
三天；到了明清两朝的夏至日，皇帝要亲自在
地坛举行盛大的祭地仪式。现在北京市东城
区安定门的地坛公园，就是明清时期留下的
祭地遗址，其中的方泽坛就是祭地仪式中的重
要建筑。

由此可知，夏至不仅仅是一个天文气象
学意义上的时间节点，更是在古代社会治
理中，承担了重要的政治意义、社会意义的
国家公共时间。

夏至是一个重要的农事节点。农谚“到
了夏至节，锄头不能歇”就表明了夏至是一
个延续着芒种繁忙的时段，是农家最忙最
累但也最能享受丰收欢悦的时段。有农谚
总结道：“夏至时节天最长，南坡北洼农夫
忙。玉米夏谷快播种，大豆再拖光长秧。”
芒种时播种的夏季作物已经出苗，需要除
去多余的幼苗，留下好苗，如果有缺苗还要
及时补苗，这就是民间常说的间苗、定苗、
补苗。

夏至时候的天气也影响着农作物的生
长。这表现为两点，一是降水，一是温度。
首先看降水。夏至期间我国大部分地区气
温较高，日照充足，作物生长很快，这时的
降水对农业产量影响很大，夏至时天气的
阴晴、降水与否，与农作物的收成有着很大
的关系。有谚谓：“夏至雨点值千金”“夏至
有雨，仓里有米”“夏至东南第一风，不种潮
田命里穷。”意思就是夏至如果是东南风，
主旱，低田反能丰收，高田少水则歉收。

第二是温度的影响。从夏至开始，天气
开始逐渐炎热，但是夏至并不是一年中气
温最高的时候。俗语说“热在三伏”，“三
伏”才是一年里最热的时期。根据《史记·秦
本纪》，可知秦德公二年（公元前 676年）就
创立了伏日的计算方法。《汉书·郊祀志》颜
师古注：“伏者，谓阴气将起，近于残阳，而
未得升，故为藏伏，因名伏日也。”“伏”的确
定，是以夏至为基准的，一般来说，夏至后
第三个天干为“庚”的日子进入初伏，过 10
天后，第四个庚日为中伏，立秋后第一个庚
日为末伏，总体叫做三伏。初伏与末伏固
定是 10天；中伏的时间则不固定，有的年份
是 10天，有的年份是 20天，这主要由夏至
到立秋之间一共有几个庚日来决定：有四
个庚日则中伏到末伏间隔为 10天，有五个
庚日则间隔为 20天。因此，夏至当天的天
气 情 况 ，也 会 影 响 到 未 来 三 伏 时 候 的 温
度。“夏至酉逢三伏热”或“夏至逢辛伏暑
生”都是对这一情况的生动写照。载于明
徐光启《农政全书》中的上海农谚“夏至有
云三伏热，重阳无雨一冬晴。”也对夏至之
于三伏天气温的影响作出了生动而形象的
判断，方便人们从夏至的状态预测伏日温
度的高低，提前做好防暑准备。

夏至，阳气至极，万物至盛，欣欣向荣。
夏至给予人的最重要启示，不正是生命中
那股坚韧、顽强地生发的力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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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档案
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更加全面地记录
和传承大理市的历史文化，充分挖掘档案资
源，展示我市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发
挥档案“存史、资政、育人”作用，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档案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大理
市档案馆现面向全市机关、团体、企事业单
位和社会各界人士广泛征集反映我市历史
记忆的各类照片。现将征集事项公告如下：

一、征集范围
1.反映党和国家领导人到大理市视察

的照片；
2.反映大理市历史建筑、名人故居、老

字号等历史风貌的照片；
3. 反 映 大 理 市 历 史 文 化 街 区 、传 统 村

落、老城镇、市井老巷等历史风貌的照片；
4.反映大理市地形地貌、山川河流、名

胜古迹以及重要桥梁、建筑、历史文化遗迹
等历史风貌和时代变迁的照片；

5.反映大理市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纪实
性照片（包括民风民俗、民间艺术、名优特产等）；

6.反映大理市革命烈士、英雄人物、劳
动模范等的照片；

7.反映大理市各个历史时期重大活动、
重大事件、重点建设工程项目、重大科研成
果、重大典型案例等的照片；

8.反映大理市某一地域前后变化鲜明
的照片（如老办公楼、老街道、老社区、老学
校、老工厂、老民居等）；

9.其他对国家和社会具有一定价值的
照片。

二、征集方式
1.鼓励单位及个人向大理市档案馆无

偿捐赠符合上述征集范围的照片原件；照片
所有者不愿意捐赠照片原件的，可捐赠复制
件。捐赠的照片归国家所有，永久保存于大
理市档案馆，照片捐赠者可对所捐赠照片中
不宜向社会开放的部分提出限制利用意见，

并享有优先利用权。
2.大理市档案馆将组织工作人员对征

集到的照片进行甄别，精选出其中极具历史
文化价值的照片集中保存，与捐赠者办理交
接手续并向其颁发捐赠证书，未入选的照片
返还捐赠者。

三、征集要求
1.照片原则上是在大理市区域内实地

拍摄的原创作品，照片内容真实、影像清晰，
色彩、尺寸不限，作品形式不限（纸质、电子
均可）；

2.照片原则上应注明时间、地点、人物、
背景、拍摄者等要素以及照片捐赠者的姓
名、地址和联系方式；

3.纸质照片可通过邮寄或送达等方式
移交到大理市档案馆，电子照片请发送至邮
箱或现场拷贝移交；

4.征集到的照片作为档案由大理市档
案馆收藏保管，用于展览、画册、出版作品、
媒体报道等宣传工作，照片捐赠者享有署名
权，如涉及著作权、版权、肖像权或名誉权等
纠纷，责任均由捐赠者承担。

四、征集时间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至 2024年 12月 31

日止。
五、联系方式
有捐赠意向的单位和个人可以通过信

函、电话、电子邮件等方式与大理市档案馆
联系，友好协商相关事项。

联 系 人：赵丽姮、朱家榕
联系电话：0872—2125181，13308725014
电子邮箱：dlsdaj@163.com
通讯地址：大理市海东行政办公区大理

市档案馆
邮政编码：671000
特此公告

大理市档案馆
2024年 6月20日

大理市档案馆关于公开征集照片档案的公告

共赴千年一街的盛会
——见第2/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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携手防沙止漠，共护绿水青山。6月 19日，大

理州、市开展 2024年义务植树活动，州、市“四班

子”领导及机关单位干部到海东上和片区天秀路

中段义务植树，以实际行动践行绿色发展理念，为

海东新区增添新绿，建设“绿美大理”。

州委书记杨国宗，州委副书记、州长陈真永，

州政协主席朱建斌，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剑参加活

动。

此次活动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践

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文明理念，认

真落实中央和省委、省政府关于推进大规模国土

绿化行动的部署，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

紧紧围绕州委、州政府打造“绿美大理”，筑牢大理

滇西北生态屏障的目标，持续推进全民义务植树

活动广泛、深入、持久开展，营造全社会爱绿、植

绿、护绿的浓厚氛围。

植树活动现场，州、市领导和机关干部不怕

脏、不拍累，挥锹铲土、扶苗填坑、提水浇苗，大家

齐心协力、相互配合，栽下一棵棵树苗，到处是热

火朝天的劳动景象和干部职工忙碌的身影。经过

大家的辛勤劳动，新栽种的树苗在夏日的朝阳里

亭亭玉立，充满了勃勃生机，为这里增添了一片片

新绿。

植树间隙，杨国宗等领导详细询问树苗的品种、

生长周期、日常管理等情况，强调要科学种植、加强

后续管护，确保种植一片、成活一片、美化一片。

当天，州、市共有 200多名干部职工和当地群

众参加义务植树活动，共栽种滇合欢、苦楝等 3000
棵，绿化面积达 40多亩。 记者 杨 辉 周 华

6月 19日至 21日，2024年

大理 市 、经 开 区 党 务 工 作 业

务 培训班举办，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

重要思想，进一步提升党务工

作者能力素质和业务水平。

党 务 干 部 是 党 的 活 动 和

各项工作的组织者和践行者，

直接关系到党的路线、方针、

政 策 在 基 层 和 人 民 群 众 中 的

贯彻落实 ，关系到市委、市政

府、经开区工作安排的组织实

施，直接影响着基层党组织作

用发挥，是做好全市党建工作

的关键。 近年来，在全市各级

党 组 织 和 广 大 党 务 工 作 者 持

之 以 恒 的 努 力 下 ，通 过 抓 基

层、打基础，抓重点、补短板，

抓制度、严纪律 ，不断推动基

层党建各项重点任务落实，全

市党建基础越来越实、成效越

来越好。

此 次 培 训 时 间 为 期 3 天 ，

对全市、经开区 108 名党务工

作者进行全员培训，采取线上

与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培

训围绕党的基本理论和路线方

针政策及年度基层党建工作、

党务工作基础知识与技能、党

组织建设与管理实务、党

员发展教育与管理、案例

分析与实践操作、党建信

息写作等内容，通过专题

讲授、现场教学、案例教学、体

验教学、分组研讨、培训考试等

方式开展培训，提高党务工作

者的业务能力和综合素质，推

动党组织建设和党务工作发展

提供有力的人才保障。

记者 郭鹏昌 戴向晖

6月 19日，大理市社会组织助力乡村振

兴结对帮扶集体签约仪式举行，贯彻落实

省、州、市相关要求，进一步动员社会组织

积极参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全面推

进乡村振兴，加大对乡村振兴重点帮扶村支

持力度，更好发挥社会组织示范带动作用。

会议强调，各社会组织、行业部门、乡镇

村组要强化协作，促进资源共享，打造合作

共赢的良好态势。要深入洞察乡村的实际

需求，因地制宜制定行之有效的帮扶计划，

扎 实 做 好 劳 动 力 转 移 工 作 ，通 过“以 购 代

捐”“以买代帮”等方式，协助拓宽农副产品

销售渠道，助推群众增收致富。各乡镇、各

村委会要充分发挥主体作用，主动协调、积

极提供服务，切实解决好帮扶单位在参与乡

村振兴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妥善接待和服

务好到当地开展帮扶的社会组织及会员企

业，做好帮扶项目实施过程中的表彰奖励、

典型选树以及案例宣传等工作。帮扶团队

与乡村之间要构筑起长期稳固的合作关系，

建立健全长效工作机制，凝聚合力，共同推

进乡村振兴的进程。

会上，市民政局负责人对社会组织助力

乡村振兴工作作动员讲话，大理市咖啡服务

行业协会负责人作发言，各社会组织分别与

结对帮扶村进行签约。

市级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州企业家协会

有关负责人，相关乡镇分管领导，各村及社

会组织负责人参加签约仪式。

记者 李标钰 周 华

6月 19日，市委、经开区党工委

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 2024年第四次

集体学习暨党纪学习教育第二次

集 中 研 讨 ，认 真 学 习 领 会 习 近 平

总书记关于全面加强党的纪律建

设的重要论述，更加全面地理解和

执行党的纪律，推动党纪学习教育

走深走实。

州委常委、市委书记、大理经开

区党工委书记字德海主持学习并

讲话。

字德海强调，学习党纪不仅仅

是为了遵守规定，更是为了坚定信

仰、增强党性，各级党员领导干部

要站在讲政治的高度，准确理解、

精准把握党纪学习教育的目标要

求和重要意义。通过学习党纪，更

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

意义，始终做到在思想政治上讲政

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

道路，在行动实践上讲维护党中央

权威、执行党的政治路线、严格遵

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以实

际行动体现政治忠诚、政治定力、

政治担当。

字德海要求，各级党组织要持

续加强纪律教育，引导党员干部更

加自觉地遵守、贯彻、维护党章党

规党纪，严格按党内规矩办事，贯

彻落实好党的方针政策，争做严格

遵守党的纪律的老实人。同时，要

在建章立制上下功夫，聚焦全面从

严治党职责使命和高质量发展首

要 任 务 ，持 续 深 化“ 清 廉 大 理 ”建

设，重点加强对干部思想教育、履

职履责、选拔任用等方面的制度建

设，把党纪学习教育与巩固拓展主

题教育成果、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

减负等贯通起来、一体推进，完善

制度机制，确保常态长效，推动党

员干部真正把党纪党规刻印于心、

落实于行，切实把党纪学习教育激

发出的纪律自觉和工作热情转化

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全力把各

项工作抓好抓实抓出成效。

学习中，寸力、张宇、杨文瑾、

王庚明围绕主题作交流发言。

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剑，市委常

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

领导班子成员，市法院、市检察院、

市公安局有关领导，大理经开区、

海开委副处级以上党员领导干部，

市级和经开区有关单位负责同志

参加学习。记者 李标钰 周 华

◀近日，州、市公安
机关联合银行、文旅、税
务等相关部门和单位，
集中开展“守住钱袋子，
护好幸福家”防范非法
集资宣传活动。公安民
警结合近年来发生在群
众身边的真实案例，向
现场群众讲解非法集资
的常见套路和相关防范
知识，同时提醒广大群
众面对手段多样的非法
集资分子，一定要理性
思考和分析，提高警惕，
不要轻信高额利息回
报，不参与非法集资活
动，保障个人财产安全。

鲁丽林 摄

州
市
开
展
2024
年
义
务
植
树
活
动

市委、经开区党工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 2024年
第四次集体学习暨党纪学习教育第二次集中研讨

字德海主持并讲话

党 纪 学 习 教 育

大理市社会组织助力乡村振兴
结对帮扶集体签约仪式举行

大 理 市 、经 开 区 党 务 工 作 业 务 培 训 班 举 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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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大理羊毛毡工坊何利元匠轩，云南省大

理州白族羊毛毡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

何利元和他的女儿何永秀正在院子里制作羊毛

毡。

“我们接到一个订单，正在制作羊毛毡垫，像

这样的羊毛毡制品我们这里还有很多，都陈列

在我们的展示区。”何永秀告诉记者，“羊毛毡制

作在大理地区已有千年的传承，我们民间认为

羊毛毡制作的始祖是苏武。在牧羊过程中，苏

武把羊毛剪下来铺在地上当床，时间一长，羊毛

就毡化，自然成毡，后来慢慢地经过人们的改

造，就变成了羊毛毡。之后羊毛毡就运用在我

们生活的各个领域，小马甲、包包、帽子、鞋子等

等，不仅能防潮、御寒，还能挡风。现在每年农

历六月初六，在我们金圭寺村都会举行隆重盛

大的仪式来纪念苏武。”

关于羊毛毡在大理地区的使用，除了苏武牧

羊的传说故事，还有真实的史料记载。从唐朝

开始，羊毛毡就被广泛使用于大理民间的服饰

和生活中。在当时的史书中就有这样的记载，

唐代樊绰《蛮书》记载有：“其蛮，丈夫一切披毡，

贵家仆女亦有裙衫”；元代李京《云南志略》中也

有记载：“白人……男子披毡，妇人……以半生细

毡为上服”“床无褥，松毛铺地，为一毡一席而

已……”可见在南诏至元代，羊毛毡就被广泛使

用。

为了更好地展示羊毛毡制品，何永秀拿出家

里珍藏的两幅羊毛画毡介绍：“ 这是我们白族嫁

娶必备的羊毛画毡，红色的非常喜庆，平时铺在

床上，非常保暖防潮。它的图案是四凤戏宝，画

上去的工艺是用麦面搅成的浆直接在羊毛毡上

作画，再进行煮染，然后把上面那一层麦面刮

掉，自然就成了一幅画。”

今年 69岁的何利元从 13岁就开始学习羊毛

毡的制作技艺，几十年的经验沉淀，让他成为云

南省大理白族羊毛毡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

承人。

和女儿何永秀一起做好了羊毛毡垫后，他又

开始赶制手工羊毛毡帽子。“做一顶帽子需要 3
两羊毛，帽子才能够美观、匀称。”何利元边说边

开始称羊毛。随后，他把祖传的 2米多长的羊毛

弓挂起，再把准备好的羊毛放在大弓下面，用 2
公斤左右的木锤做拨子，左手握弓背，右手操木

锤，右臂上下来回拨动弓弦，就开始弹羊毛了。

经过何利元弹过后的羊毛变得蓬松、柔软，

这时就可以开始铺羊毛了。只见他把竹帘子铺

在地上，然后用弓将弹好的羊毛一层一层均匀

地铺在竹帘上，再切出帽子的形状，将沸水均匀

地撒在羊毛上，就可以开始擀羊毛了。铺平整

的羊毛连同竹帘子一起小心地卷起来，然后开

始来回反复地滚动，经反复擀压后，羊毛才能充

分地黏合在一起，制作一顶帽子大概要擀 100多

下。完成擀羊毛，打开竹帘，羊毛毡帽子的雏形

便呈现在了眼前。

随后，何利元把擀好的羊毛毡放在木板上，

用水浇透，反复揉搓、清洗，洗净羊毛里残存的

杂质，再放在太阳下晒干。经过这一道道复杂

的工序，一顶羊毛毡帽子就做成了。

在金圭寺村，曾经村里 60%以上的人家都会

像何利元这样擀羊毛毡，而如今，只有几户人家

仍在坚守着这门传统手艺。

大理州白族羊毛毡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

传承人杨雄标的工作室是一个有着 150年历史

的四合院，他们一家祖祖辈辈都在这个四合院

里做羊毛毡，到杨雄标这一代已经是第四代。

走进古朴的四合院内，到处都是历史留下的

印记，几块已经制作好的羊毛毡晾晒在院子中

央，杨雄标正忙着给这些垫子翻面。

“我擀羊毛毡已经擀了四十多年。我们从小

走遍了云南的高山，去养羊的地方给牧民们擀

羊毛毡，一直擀了三十多年才回来。回来的十

多年中，最初我们做的羊毛毡产品只是一些传

统简单的披毡，没有任何创新，但近年来，我们

在制作加工羊毛毡方面有了很大进步，不仅开

发出了很多新产品，还吸引不少游客来现场体

验制作过程，每年都要接待三四百名游客。”杨

雄标对记者说，“现在有很多年轻人喜欢来我们

这里体验羊毛毡制作技艺，同时他们也会把新

的审美和理念带来，我们会结合这些新理念进

行创新。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把羊毛毡这项

祖传技艺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虽然还是老手艺，但如今羊毛毡手工艺品却

有了新样式，花瓶、帽子、衣服、包包、鞋子、杯

垫、茶盘、瑜伽垫等各式各样的创新产品，受到

了年轻人的喜爱。

最近，杨雄标正在忙着赶制小包和坐垫，为

即将到来的暑假研学游做好准备。与此同时，

经过杨雄标儿媳改良后的羊毛毡制品，在集市

和朋友圈里受到了大众的欢迎，经常处于供不

应求的状态。

为了让传统的老手艺走进日常生活，手工艺

人们总有新鲜、接地气的创意，让老手艺在传承

与创新之间找到生存空间，在艺术审美和经济

收入之间找到平衡点，让老手艺随着时间的飞

逝涅槃重生、乘风再起。

正如杨雄标所说：“我们的目标是让非遗生

长在人们的生活里，而不是把它们封存在博物

馆里和人们的记忆中。”近年来，随着对传统手

工技艺的挖掘、整理和保护，羊毛毡制作这项古

老的技艺在创新性传承、创造性发展的轨道上

焕发出了崭新的生机与活力。

指 尖 上 的 绝 活 ：温 暖 千 年 的 羊 毛 毡
○记者 朱 滢 吴 志 摄影报道

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喜
洲镇金圭寺村曾经以传承
千年的羊毛毡而闻名，很多
村民都从事过羊毛毡的制
作 和 加 工 。 本 期《视 野 周
刊》就让我们一起走进金圭
寺村，去探寻大理白族羊毛
毡的制作工艺，感受指尖上
的艺术之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