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卧室隐藏的这三种菌，可能导致肺炎、

肠炎、脑膜炎、肝炎、心肌炎等危险的疾病，

严重的甚至可能致命。

卧室中最多的细菌：支原体
研究发现，支原体是在卧室中发现最多

的微生物。支原体是一种比细菌小、又比病

毒大的微小微生物，是引起支原体肺炎的常

见病原体。支原体感染很有可能导致肺炎

等呼吸道疾病，并且还可能引起心肌炎、肝

炎、关节炎、肾炎、脑膜炎、溶血性贫血、血

小板减少性紫癜等呼吸系统以外的疾病。

更可怕的是，支原体还可以通过飞沫传播，

感染他人的可能性也很大，采取预防措施尤

为重要。

能存活很多天的病毒：轮状病毒
轮状病毒是一种非常危险的病毒，它

可以在卧室中存活许多天，并且就停留在

人手经常接触到的表面。有研究发现，全

世界 5岁以下的儿童每年有超过 50万因感

染轮状病毒而死亡。对大人来说，轮状病

毒也会导致腹泻，严重时可能发生致命性

胃肠炎、脱水和电解质失调等问题。不仅

如此，轮状病毒还可能导致不同程度的肝

功能损害，甚至可以通过胃肠道屏障造成

病毒血症。

比较难清除的细菌：葡萄球菌
葡萄球菌，尤其是金黄色葡萄球菌更是

广泛繁殖于卧室中的一种可怕的微生物，它

可以引起身体很多部位的感染，例如皮肤软

组织的化脓感染、肺炎、胸膜炎、心内膜炎，

严重时还可能导致败血症，最终可能危及生

命。

带你直捣病菌老巢
我们卧室中到底哪些地方是暗藏致病

和致命菌的卫生死角呢？

枕头是每晚要亲密接触的地方，头发、

皮 肤 上 的 灰 尘 、皮 屑 、油 脂 都 会 沾 染 在 上

面。那么枕头到底有多脏呢？有一组数据

分享给大家，使用 6个月的枕头，其菌落总

数为 240000（CFU），远超过使用一年的靠垫

（92000）、使用 2个月的抹布（80000）和流通

5年的一元钱硬币（25000）。更夸张的是长

时间不清洗的枕头上的菌落数，更是比经常

清洁的马桶上的菌落数高 26倍。

枕巾、枕套建议每周加消毒液清洗、晾

晒，每隔两三年更换；枕芯每三个月加消毒

液清洗，如枕芯不能洗也可选择每周在太阳

下暴晒一次，最好每年换一个新枕芯；床单

被罩则每隔一至两周加消毒液清洗、晾晒，

每隔两三年更换。

第二个高危的卫生死角是家里的门把

手。研究人员对每个人每天手都要接触的

一些“高菌”物品进行了荧光检测仪的检测，

测试它们上面的 RLU数值（RLU指的是相对

光单位，RLU越高，则物体表面菌落等微生

物含量越高）。可以看到，家中门把手竟然

比公共马桶要脏 15倍。这其实就是因为绝

大多数人都不会在打扫卫生的时候去清洗

或消毒门把手，让这里变成了家中最危险的

卫生漏洞之一。

建议大家在大扫除的时候，记得用水稀

释消毒液，经常擦洗门把手，就能大大降低

门把手上的细菌量。

你家多久洗一次窗帘呢？调查结果发

现，90%以上的用户家里窗帘上细菌指数超

标，88%的霉菌指数超标，窗帘上检出细菌

最高可达 90000个/平方厘米，远远超过每平

方厘米细菌总数≤100个的标。所以大家一

定不要忽视窗帘对健康的危害。建议大家

每 1-2周就用吸尘器、悬挂式清洗机，或干

净的湿布擦拭一下窗帘上的灰尘，并且保证

至少半年彻底清洁一次窗帘。

继迷你剧《我的阿勒泰》热播引

热议之后，又一部新疆题材纪录电

影《地上的云朵》近日在上海国际电

影节期间进行展映，再次让观众领

略到新疆的自然风光和当地干部群

众的真诚与热情。如果说前者借助

青年作家李文秀的“外在主观视角”

将大美新疆呈现为现代人的“诗与

远 方 ”的 话 ，那 么 后 者 则 是 用 一 种

“内在客观视角”试图记录普通家庭

的生活劳动日常。两部作品共同构

成了对新疆的立体叙述，也构成了

“今日新疆”的时代表达。

《地上的云朵》选取了新疆南部

阿瓦提县两个家庭作为记录对象：六

口人的维吾尔族艾尔肯一家和三口

人的汉族赵强一家都是当地的普通

棉农，影片的故事从棉花即将进入

收获季的夏天开始讲起。艾尔肯一

家需要用人工采摘 40亩长绒棉，用

机械采摘 60亩陆地棉。家中女儿即

将去大城市上大学，两代人都希望

棉花收成能支撑家庭生活的需要。

赵强一家孩子小、生活压力大，夫妻

二人辛勤种植了 200亩棉花，希望一

年的收成能给他们未来的生活带来

改善。影片用交叉剪辑的方式细致

记录了这两个家庭筹划、安排和进

行棉花采摘的全过程以及共同面临

的人力、价格等现实问题。艾尔肯

一家尽力而为，但也随遇而安；而赵

强 和 他 的 妻 子 管 小 燕 尝 试 各 种 方

法，要实现效益的最大化。对这两

个普通家庭的棉花种植和采摘过程

的记录，呈现了新疆各民族劳动者

和而不同的生活方式、生活态度。

为了强化真实感，该纪录片拒绝

采用任何明显的采访手段，尽量减

少摄影机记录行为对常态生活的干

预和影响。影片将镜头隐藏在他们

的生活空间里，比如家里、院落里、

地里，还有婚礼、家宴、市场等外部

空间，尽可能捕捉记录对象自然而

然的现场反应，以细节真实赋予作

品立体丰富的质感。

真 实 记 录 的 关 键 ，往 往 在 于 对

那些有意味细节的发现，在于通过

细 节 刻 画 人 物 、表 现 社 会 ，形 成 一

种 整 体 的 真 实 观 。 作 品 里 既 有 观

众所熟悉的“舌尖上的新疆”，让观

众 看 到 艾 尔 肯 家 制 作 传 统 食 品 馕

的细致过程，看到新疆烤肉的新鲜

出 炉 ；也 有 新 疆 人 独 特 的 生 活 场

景 ，让 观 众 了 解 了 他 们 在 婚 礼 、家

宴 上 载 歌 载 舞 、自 然 松 弛 的 状 态 。

更重要的是，观众可以看到多民族

文 化 在 新 疆 的 自 然 交 融 。 其 中 一

个场景让人印象深刻：艾尔肯一家

在棉花地劳动时接力唱歌，既唱传

统的新疆民歌，也唱当代的流行歌

曲 。 这 既 体 现 了 老 一 代 的 传 统 生

活方式，也彰显了热娜等新一代对

未来的憧憬，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意

识 在 音 乐 的 旋 律 中 得 到 充 分 表

达 。 而 赵 强 一 家 的 劳 动 生 活 和 市

场 交 易 过 程 以 及 他 们 与 不 同 民 族

劳动者的劳动致富经历，也将当地

多民族共同生活、相互依存的现实

自 然 而 然 地 体 现 出 来 。 虽 然 影 片

这种自然主义的创作倾向，多少影

响 到 了 对 事 件 的 完 整 性 呈 现 和 典

型性强化，但也体现了一种更加难

得的细节真实的说服力和感染力。

影片以两家人完成采摘后播种

新一季棉花作为结束，这似乎是普

通 劳 动 者 日 常 生 活 循 环 往 复 的 象

征，也是影片对非戏剧化、非虚构化

美学的再度强化。特别是当赵强手

牵着儿子，在那片“希望的田野”上

走向远方的时候说：“牵着手，一直

往前走，我们就能走到太阳面前。”

这段话是对新疆各族普通劳动者向

往美好生活的诗意表达。云朵与大

地、现实与梦想就这样交织在一起，

构成了《地上的云朵》中从容展开的

新疆棉场景、新疆人群像和新疆面

貌，实现了一种和谐真诚的传播沟

通，相信它能够为国内外观众带来

一种新的感知，并对大美新疆形成

一种新的认知。

云南省市场监管部门突出“三抓”
激发各类经营主体活力

近年来，我省市场监管部门严格执行统一的市场准
入退出制度规则，维护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规范
市场秩序，突出抓服务、抓规范、抓创新“三抓”，努力当
好联络员、分析员、监测员、帮扶员，优化营商环境。截
至 5月底，全省经营主体达 659.6万户。我省市场监管
部门将进一步提升市场准入、准营、退出的标准化、规
范化、便利化水平，积极推进“高效办成一件事”，拓展
电子营业执照、电子印章互通共享应用。全面落实公
平竞争审查制度，加强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执
法，健全涉企收费长效监管机制，严厉查处乱收费行
为。扎实开展知识产权执法专项行动，严厉打击侵权
假冒违法行为，保护和激发经营主体创新活力。深入
推行市场监管行政执法包容审慎监管。

云南：完善疾病预防控制体系
筑牢公共卫生安全屏障

云南省疾控局于 2023年 5月正式挂牌，今年 3月实
现实体化运行，贯通全省上下的疾控工作体系初步重
塑完成；129个县（市、区）已有 121个达到消除麻风病危
害标准；我省成为首批通过国家消除艾滋病、梅毒和乙
肝母婴传播认证评估的省份；制定云南省卫生健康事
业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计划，统筹推进传染病防控和
疾控体系改革……随着健康云南行动的深入开展，全省
坚持把维护人民健康权益放在突出位置，强化预防为
主，坚持防治结合、联防联控、群防群控，多举措完善疾
病预防控制体系，筑牢公共卫生安全屏障，重大疾病防
控工作水平和人民群众的健康获得感不断提升。

《《地上的云朵地上的云朵》：》：在在““画中画中””生活劳动的新疆人家生活劳动的新疆人家

藏 在 卧 室 的 三 大 致 病 菌
健康生活健康生活健康生活健康生活健康生活健康生活健康生活健康生活健康生活健康生活健康生活健康生活健康生活健康生活健康生活健康生活健康生活健康生活健康生活健康生活健康生活健康生活健康生活健康生活健康生活健康生活健康生活健康生活健康生活健康生活健康生活健康生活健康生活健康生活健康生活健康生活健康生活健康生活健康生活健康生活健康生活健康生活健康生活健康生活健康生活健康生活健康生活健康生活健康生活健康生活健康生活健康生活健康生活健康生活健康生活健康生活健康生活健康生活健康生活健康生活健康生活健康生活〉

共赴千年一街的盛会
——见第2/3版

DALISHIXUN

2024年6月 日 星期五

农历甲辰年 五月二十三

28 18℃～24℃
多云

中共大理市委主办

微 信 扫 一 扫

关注大理融媒Email：dlsxtg@163.com

传真电话：2181773
新闻热线：13987250936

主 流 思 想 大 众 心 声

权威发布本市新闻资讯

内部资料 免费赠阅

第 2602期
编辑 /陈曙娟

近年来，我市聚焦新时代

机关党建职责，围绕“苍洱党旗

红·举旗当先锋”机关党建品

牌，以“四抓四促”为抓手，推

动机关党建创优提质。

抓 学 习 ，促 政 治 功 能 强 。

把加强党的创新理论武装作为

机 关 党 建 创 优 提 质 的 重 要 抓

手，推行“市级读书班助学+支

部研学+书记领学+党员自学”

的“四学联动”模式，建设“书

香机关·书香支部”，引导党员

干部按照每月主题党日套餐指

引，开展“学党纪·青年说”“书

香润苍洱·初心故事会”等系列

活动 200余场次。

抓“ 头 雁 ”，促 支 部 班 子

强。压实基层党组织书记抓基

层党建主体责任，推动党支部

书记发挥“头雁”作用，建立市

直机关党支部书记抓基层党建

工 作“ 正 面 清 单 ”和“ 负 面 清

单”，指导督促党支部书记明晰

“ 负 面 清 单 ”、锁 定“ 正 面 清

单”，靶向履行职责、精准推动

工作。

抓 日 常 ，促 党 员 队 伍 强 。

探索建立党员应急动员发挥作

用机制，常态化开展应急队伍

演练及党员应急救援技能大比

武等活动，组建一支专常兼备、

反应灵敏、作风过硬、本领高强

的党员“苍洱卫士”，共参与救

援 150余次。制定市直机关党

组织谈心谈话工作指引，以“六

必谈”为主体，传递组织关怀、

激励实干争先，截至目前已累

计开展谈心谈话 1000余人次。

抓 融 合 ，促 作 用 发 挥 强 。

将党建和业务深度融合，推动

机关党组织和党员干部主动深

入基层一线认领服务群众“微

心愿”和服务发展任务清单，采

取“1+1”“1+N”等形式，在苍山

洱海一体化保护治理等一线当

先锋、作表率。 宝明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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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26日，十届市委第八轮巡察反馈

问题整改暨洱海流域生态保护核心区违建

问题集体约谈会召开，进一步推动十届市

委第八轮巡察整改工作，压实各方责任。

市 委 副 书 记 杨 斌 出 席 会 议 并 讲 话 。

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市委

巡察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李东海主持会议，

并通报巡察发现主要问题，传达市委书记

专题会听取巡察情况汇报会议精神，通报

洱海流域生态保护核心区违建情况。

会议强调，要准确理解和把握巡视工

作条例有关规定，不断提高推动巡察整改

政治责任感。被巡察乡镇党委要认真履

行巡察整改主体责任，把巡察整改融入日

常工作、融入深化改革、融入全面从严治

党、融入班子队伍建设，建章立制、补齐短

板。压紧压实村级党组织巡察整改直接

责任，通过镇村合力整改，及时纠治巡察

反馈的突出问题，以整改实际成效推动全

面从严治党向党的基层组织末梢延伸。

要强化整改监督，督促被巡察党组织解决

问题；有关职能部门要认真办理巡察建

议，加强日常监管，深化系统治理，促进标

本兼治，以问题整改推动各项工作高质量

发展。

会议要求，洱海流域违建管控是洱海

保护治理的一项重要工作，事关全市洱海

保护治理大局，全市环湖各镇、街道要把

责任和压力传导到党的每一个基层组织、

每一名干部职工，不断严肃纪律、转变作

风、积极作为。要以案为鉴，以最坚决的

态度、最有力的举措、最果断的行动依法

依规做好农村个人建房管理工作，严肃查

处违建管控中的失职失责行为，坚决遏制

违建行为发生。市级行业主管部门要牵

头统筹好全市范围的执法检查、监督指

导，凝聚洱海保护管理强大合力。

被巡察乡镇党委书记表示，将扛起巡

察整改的政治责任，把巡察整改工作统筹

好、落实好，建立健全整改工作机制，举一

反三抓好系统治理，确保整改任务落地见

效。有关乡镇负责人表示，将高度重视洱

海流域违建整治工作，坚决落实市委要

求，加强宣传，凝聚共识，严格执法，扎实

推进农村个人建房整治，保持农村个人建

房长管长严态势。

市委巡察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十届市

委第八轮被巡察乡镇党委主要负责人，涉

及十届市委第八轮巡察移交建议的单位

负责人，市纪委监委、市委组织部、市委宣

传部有关领导及部室负责人；各乡镇（街

道）党政主要领导，市委督查室负责人，市

委巡察机构全体干部参加会议。

记者 黑浩川 吴 志

6月 26日，市人大常委会

组织大理市出席大理白族自

治州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

代表，对全市国有企业改革

情况开展专题调研。

调研组先后到大理市智

慧停车调度中心、大理宝珑

饮食服务有限公司、刘官厂

乡村振兴创业服务中心、南

诏德化碑实地查看，详细了

解国企改革中城市管理、民

生保障、乡村振兴、文旅融合

等项目进展情况。

调研组指出，近年来，大

理市紧紧围绕加快建设“两

城一区”样板田、“漫步苍洱”

核心区发展战略目标，以推

动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为主

题，以维护国有资本安全为

底线，调整优化国有经济布

局结构，完善体制机制，提升

国有企业现代治理能力，提

高国有资产运营效率，有效

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提升人

才发展能力，深化国企改革

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

调研组强调，政府要为国

企改革提供最强有力的支撑，

国有企业要勇于担当、敢于创

新，通过深挖产业潜力，拓展企

业发展空间，充分激发企业内

在动力和核心竞争力，让现代

企业制度在改革中得到充分落

实并取得显著成效。

市 委 常 委 、副 市 长 杨 伟

钦，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杨

晓涛陪同调研，市级有关部

门负责人参加调研。

记者 李标钰 杨振飞

6 月 26 日是第 37 个“6 · 26 国际禁毒

日”。当天，大理市禁毒委员会在大理市

中等职业学校开展 2024年“6·26国际禁

毒日”主题宣传活动。

市委副书记、市长、市禁毒委员会主

任王剑参加活动并作动员讲话。王剑强

调，一直以来，市委、市政府坚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禁毒

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省州各项

决策部署要求，按照“党政主导、综合治

理、力保长效”的工作思路，统筹各方资

源，动员各方力量，深入开展禁毒人民战

争，缉毒执法、禁吸戒毒、禁毒宣传等各

项工作均取得优异成绩，为全市经济社

会高质量发展创造了安全稳定的社会环

境。

王剑要求，全市各级各部门要以主题

宣传活动为契机，认真贯彻落实国家和省

州关于禁毒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

努力巩固禁毒斗争工作成果，狠抓各项措

施落实，高质量完成目标任务。

活动中，大理市中等职业学校党委副

书记、校长陈静冬就学校落实毒品预防教

育、筑牢校园禁毒主阵地等工作情况作简

要报告；参加活动全体人员开展禁毒宣

誓；禁毒委成员单位、乡镇（街道）与会人

员、志愿者、师生代表进行签名；参加活动

领导向志愿者、学校师生发放禁毒宣传

品，并参观禁毒宣传展板、仿真毒品样品

和大理市学生禁毒书画作品。

市委常委、市委政法委书记施鹤松，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庚明，副市长芮灿

杰，市政协副主席许鹏飞，市禁毒委各成

员单位，各乡镇（街道）代表，志愿者代表，

市中等职业学校师生代表，省级专项普法

工作队第十一工作组领导和州级专项普

法工作队第一工作组领导参加活动。

记者 郭鹏昌 周 华

市人大常委会组织州人大代表调研全市国有企业改革情况

大理市 2024年“6·26国际禁毒日”主题宣传活动开展

十届市委第八轮巡察反馈问题整改暨洱海流域生态保护核心区违建问题集体约谈会召开

▶6月 25日，太和街道龙祥社区联合建
设银行大理兴国支行开展以“守住钱袋子，护
好幸福家”为主题的 2024年防范非法集资宣
传月活动。活动中，普法志愿者通过发放宣
传资料、张贴宣传海报等方式，引导居民群众
增强风险辨识能力，提高防范非法集资意识，
守牢自己的“钱袋子”。 高莲香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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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理历史悠久、文化灿烂，素

有“文献名邦”的美誉，深厚的历史

文化底蕴赋予了大理独有的人文

魅力和发展优势。大理先后荣获

“全国历史文化名城”“国家级风景

名胜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最

佳中国魅力城市”“苍山世界地质

公园”和“中国十佳旅游休闲城市”

等多顶桂冠。我们将陆续带大家

走进崇圣寺三塔、大理古城、南诏

德化碑、喜洲白族古建筑群等地，

探寻“文献名邦”的深厚文化底

蕴。本期《视野周刊》让我们一起

走进洱海名阁。

“ 文 献 名 邦 ”里 的 瑰 宝 —— 洱 海 名 阁
○记者 朱 滢 吴 志 摄影报道

在大理市银桥镇磻溪村有一座临水的百

年古阁——珠联阁，位于洱海生态廊道上，

始建于清光绪二十年（1894 年），距今已有

130年历史，是目前洱海西岸保存较好的一

座临水古阁。

珠联阁集建筑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于一

身。2011年 8月被大理市人民政府公布为第

四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2016年 9月被大理

州人民政府公布为第六批州级文物保护单

位。

磻溪珠联阁占地面积 269平方米，设计

及建筑均出自亭阁大师韩珠之手，基底为正

方形、飞檐翘角、凌空展翅、结构壮观的二层

阁楼。珠联阁背倚洱海，坐东向西，是洱海

西岸保存较好的清代临水阁。

磻溪珠联阁是一个古色古香的二层砖瓦

木阁，距大理古城约 10千米，距喜洲古镇约

10千米，距下关“龙尾关”和上关“龙首关”各

约 25千米，是“平分百二”的主要标志，地处

苍洱之间“百二山河”的中分点，也是大理坝

子和洱海的中轴线。珠联阁前方，还悬挂着

“平分百二”的牌匾。

沿着狭窄、陡峭的木楼梯往上爬，便到达

了二层阁楼，是一个东西两面开窗的小木楼

房间。站在阁楼上，推开木窗，苍山洱海雄

壮的自然风光尽收眼底，是体验苍洱风光的

绝佳之地。

如今，位于磻溪 S弯附近的珠联阁，吸引

了众多游客打卡拍照，不少村民茶余饭后也

会来到珠联阁附近休闲娱乐，热闹非凡。

“我们村成立了劝导队，对周边村民和游

客不文明行为及时进行制止劝导，同时聘请

保洁员维护珠联阁附近的环境卫生。”磻溪

村党总支副书记杜永宣介绍说，“人流量多

的时候，来到磻溪 S弯和珠联阁的游客每天

可达上万人次。目前，村里争取到专项资

金，正在对周边环境进行提升改造，希望给

游客带来更好的体验，让大家更好感受珠联

阁的魅力和磻溪村的美。”

随着四时朝暮的变化，洱海景观呈现出

万 千 气 象 ，于 是 古 人 将 其 归 纳 为“ 洱 海 八

景”，即：山海大观、三岛烟云、海镜开天、岚

霭普陀、沧波濞舟、四阁风涛、海水秋色、洱

海月映。当中提到的四阁，便是古人为点

缀、观赏洱海所陆续建造的四大名阁，海东

“天镜阁”、海西“浩然阁”、上关“水月阁”、下

关“珠海阁”，在洱海四周遥相呼应，构成环

洱海的一组完整美景。

位于大理海东罗荃半岛旅游区的天镜

阁就是洱海四大名阁之一。天镜阁与罗荃

寺相连，和罗荃塔“一寺一阁一塔”呈三足

鼎 立 之 势 ，因“ 山 环 吞 海 ，澄 然 如 镜 ”而 得

名。

“我们通过考证，证实了天镜阁是在大理

国时期兴建的。原来的天镜阁不在现在这

个位置，而是在海边观音阁的前面，古书上

记载着当时的观音阁和天镜阁是成一兰若，

就相当于一个院子的意思，天镜阁是这个院

子的面楼，观音阁是它的主楼，观音阁始建

于公元 937年，天镜阁也就是在那个时期建

成的。历史上元朝有一个官员叫李京，江西

人，在大理做官，他写了一首诗，诗的名字叫

《咏天镜阁》，所以可以看出天镜阁始建于大

理国时期。”大理海东罗荃半岛旅游区负责

人杨沛泽回忆说，“从上个世纪 60年代到 80
年代初，罗荃半岛上一无所有，一片荒山荒

坡。1996年，由州、市政府出资恢复了天镜

阁。恢复后的天镜阁体量比原来大很多，一

共有五层，高度是 25.4米，占地面积 400多平

方米。”

新 建 的 天 镜 阁 从 原 址 向 上 北 移 约 100
米 ，距罗荃塔遗址下方南约 80 米 ，与石牌

坊、观音阁、石骡子在一条中轴线上呈南北

排列。天镜阁共五层，为走马转角阁楼式

民 族 建 筑 ，飞 檐 斗 拱 、翘 角 凌 空 ，极 其 雄

伟。阁的上面三层有观景回廊，上下楼梯

和各层的四面门窗都有极为精致的木雕装

饰，回廊栏杆均用大理石汉白玉镶嵌，古朴

典雅美观。

沿着台阶登上天镜阁远眺，三面环水，视

野非常开阔，苍山洱海尽收眼底，让人陶醉

在壮美的景色中。如果幸运的话，在天镜阁

上可以看到苍洱景观玉带云和望夫云。

新修建的天镜阁虽无临海之奇险，但阁

高廊阔，登高远眺的视野更为宽广。

“在天镜阁早上可以拍到日出，下午可

以拍到日落，还有苍山洱海的全貌，我们特

别喜欢来到这里拍照，特别出片。”正在天

镜阁上拍摄苍洱风光的摄影爱好者杨浩海

说。

时光流逝，不留一点痕迹，这些历经沧桑

的古阁有些已经彻底消失，只能在古籍中找

到它们曾经存在的痕迹。而有些已经恢复

重建的阁楼，正在洱海边重新焕发出新的生

机与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