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區位優勢夯實一體化基礎

昆明與玉溪是滇中距離最近的兩個城市，歷來
聯繫緊密，貿易往來頻繁，而晉寧處於昆、

玉兩大城市經濟帶之間，是昆玉經濟走廊的重要節
點，是滇中經濟區的重要組成部分。交通基礎設施
的改善，使晉寧融入昆明半小時經濟圈和滇中城市
群一小時經濟圈成為現實。隨㠥泛亞鐵路東線的建
設和中線如期納入規劃、昆曼國際大通道貫通，晉
寧更成為昆明融入泛珠三角和泛亞經濟圈不可或缺
的節點縣域。

產業互補助力一體化發展
晉寧目前形成了「一園五片」的省級特色工業園

區。佈局二街片區重點發展精細磷化工為主的產

業；晉城片區重點發展裝備製造及配套產業；上蒜
片區重點發展旅遊文化產業；寶峰片區重點發展生
物資源、食品加工和綠色環保產業；青山片區重點
發展商貿物流產業，且各片區均已有龍頭企業落地
建設。
青山片區的精密機械製造，寶峰片區的生物資源

加工，晉城片區的裝備製造等產業，在一定程度上
已與玉溪紅塔區的產業發展形成了互補。

開啟一體化合作之門
在「昆玉一體化」進程中率先行動，爭當「昆玉

一體化」先行區，晉寧規劃了五個方面一體化合作
的戰略思路。
在規劃上，晉寧的定位是「昆玉一體化」的重

要節點，提出在規劃、交通、產業、能源、水

利、環保生態、信息化、創新體系和社會管理等
方面加強與玉溪毗鄰縣區的合作，優化空間結
構、基礎設施和生產力佈局，打造昆玉一體化的
重要鏈接帶和結合點；在基礎設施一體化方面，
晉寧提出改造與相關縣區連接的低等級道路，以
基礎設施助推一體化進程。並協調相關部門共同
推進寶夕、昆洛、晉江公路改擴建項目；在旅遊
開發上，與江川共有的打造古滇文化品牌的基
礎，與江川、澄江共有的依山傍水自然環境，為
旅遊開發一體化奠定了基礎；在工業產業上，晉
寧在已有產業的基礎上，正在積極培育軌道交
通、傢具製造等產業；生態環保上，已和玉溪相
關縣區就水資源的開發、水源地的保護等方面進
行了協商，將圍繞水環境的保護、水資源的開發
等方面開展合作，共同推進生態保護一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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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你想到星星出，想你想到月三更，牽心繩索長又長，戀情不斷根。」才過七月七，又至七月二十七，被稱為「白族情

人節」、傳承千年的雲南省劍川縣石寶山歌會於8月26日拉開了三天三夜彈弦對調、以歌覓偶、縱歌縱情的大幕。

與往年歌會不同的是，此次盛會除吸引了雲南境內的白族民眾參與，還吸引了來自湖南省桑植縣和張家界市的

白族代表團參與盛會。更讓人眼前一亮的是，16名留學生在歌會期間舞起霸王鞭，上演了一場別開生面的

融合白族古老民間舞蹈韻味和南亞風情的精彩表演。千年白族情歌會滿溢傳統、開放、國際化的多姿

多彩。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艷娟 劍川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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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丁樹勇、吳燕飛 宜良報道）

冬旱、春旱、夏旱，宜良縣已連續3年乾旱，而今
年旱情更甚，創下有氣象記錄以來的特旱年。目
前，宜良已啟動應急預案，動用縣級財政預算總預
備經費投入抗旱救災。

蓄水嚴重不足
今年以來，宜良大範圍內持續少雨、乾旱、高

溫，雖出現多次降雨天氣過程，但全縣區域性的中
到大雨降水過程較少，降雨量異常偏少，是歷史上
乾旱最為嚴重的特旱年。
乾旱造成水庫蓄水嚴重不足，其中庫容為3.2億

立方米的大二型水庫—柴石灘水庫，今年蓄水不
到三分之一；儘管多方採取措施，千方百計增加
蓄水，但由於降雨嚴重不足，並將有限庫存蓄水
用於抗旱保苗，全縣庫塘現蓄水量僅有計劃蓄水

量的15％。生產生活用水缺口較大，部分村組人
畜飲水困難。

農作物大面積受災
降雨偏少致土壤含水量嚴重不足，農作物播

種困難，形成多次補種；在長勢參差不齊的情
況下，日益加劇的旱情致山半區無水保障的稻
田乾涸開裂，玉米等旱地作物植株矮化，生理
失水嚴重，授粉灌漿困難，坡地台地作物卷葉
枯死。當前，大春作物受災面積大、災情範圍
廣、危害程度深、旱象嚴重、災情緊迫，抗旱
救災形勢嚴峻。

啟動應急預案積極應對
目前，宜良已啟動應急預案，動用縣級財政預算

總預備經費投入抗旱救災；組織2000餘機關工作人

員，下鄉包村聯戶，組織抗旱救災、生產自救。採
取引、提、送等措施，保證人畜飲水；抓住有利天
氣過程，適時開展人工增雨作業；利用後汛期降雨
和提、抽措施，增加塘庫蓄水；採取工程措施，尋
找人畜飲水水源，並做好消毒、淨化處理；按照
「宜糧則糧、宜菜則菜、宜薯則薯」原則，組織多
熟間套種，擴大晚秋種植。

洋「阿鵬」舞霸王鞭贏喝彩

在石寶山歌會開幕式上，身裝民族盛裝的白族
民眾不僅能聽到白族傳統名曲、龍頭弦子彈

唱《小心肝》、白族調合唱《迷嫩朵》，還能聽到遠
道而來的桑植縣白族代表團演唱的具有當地特色的
民歌《隔山隔嶺又隔河》，同時還能欣賞到大理學
院16名留學生表演的《石龍霸王鞭》，洋「阿鵬」、
洋「金花」的精彩表演，贏來陣陣喝彩聲。
據大理學院國際合作與交流處的周洪旭老師介

紹，此次表演白族傳統民間舞蹈《石龍霸王鞭》的
8名男同學、8名女同學均係留學生，目前在大理學
院學習臨床醫學。劍川縣文化藝術團的老師通過對
形體、動作表演等多方面的面試，從30多名報名參
加的學生裡面挑出了這16名同學。經過十多天的練
習，他們已經能跳一場贏得聲聲喝彩的白族霸王鞭

舞蹈了。
同學們曾向周老師介紹，在尼泊爾也有類似石寶

山歌會男女對唱的習俗，因此對石寶山歌會非常感
興趣。同學們都表示能夠通過學習訓練，在劍川石
寶山歌會期間表演白族的民間舞蹈霸王鞭是終身難
忘的經歷。「原來學校的留學生表演節目都以體現
本國特色為主，通過參加這樣的活動，同學們都表
示對當地的民族文化習俗有了更多新的認知體會和
更深的熱愛。」
石龍霸王鞭為劍川白族人民自娛自樂的民間歌

舞，發源於石寶山下的石龍村，常在石寶山歌會等
節慶上表演。舞者手持霸王鞭尾端而舞，用鞭頭敲
擊身體肩、肘、手、腿、腳等部位，以中速稍慢的
節奏進行表演，可獨舞，亦可群舞，風格莊重大
方、古樸健美、動作變化豐富。

千年歌會薪火相傳
石寶山歌會是白族地區盛大的民族傳統節日，在

歌會期間，白族男女以對唱情歌的方式或尋覓愛
人、或互訴衷腸，石寶山歌會是名副其實的情歌海
洋。
石寶山歌會流傳上千年，亦不改最初質樸本色，

並於2008年列入國家級第二批非物質文化遺產。為
保護好這項融合白族民間文化習俗精髓的非物質文
化遺產，劍川縣09年投入30萬元用於石寶山歌會節
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項目，編著出版了《白鄉奇
葩》、《白族天籟》等專著，完成《白族本子曲》、
《山花浪漫》、《多彩劍川》等VCD光碟拍攝和製
作。扶持農村文藝隊伍，全縣業餘文藝隊伍達226
支。同時在縣裡舉辦白族調培訓班，邀請唱白族調
出眾的民間藝人傳授歌唱技藝。

大理千年情歌會
金花對唱「洋」阿鵬

■白族男女在石寶山歌會期間以對唱情歌的方式尋覓愛人、或互訴
衷腸。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艷娟 攝

■洋「阿鵬」、洋「金花」在表演舞蹈《石龍霸王鞭》。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艷娟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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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滇中經濟圈」上升為國家戰略，作為昆明南大門的鄭和故里晉寧縣，迎來加快發展

的歷史機遇。率先而謀，搶佔發展先機，主動融入「昆玉一體化」戰略，在產業發展、交

通設施、生態環保、信息化、生態旅遊、社會事業諸方面展開全新合作，成為晉寧爭當

「昆玉一體化」先行區的選擇。 ■香港文匯報記者 丁樹勇、吳燕飛

■通訊員 段正祥 雲南晉寧報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丁樹勇、吳燕飛）水池乾涸、壩塘
龜裂、稻田開裂、玉米卷葉。記者在宜良所見，旱象嚴重、
災情緊迫，抗旱救災形勢嚴峻。
南沖村委會位於山坡上的壩塘，已乾涸得僅剩一灣濁水。

小沖村74歲的郭秀英奶奶挑㠥一對水桶，備長短水瓢，從僅
剩的這一灣濁水中一瓢一瓢舀水入桶，顫顫巍巍地走下山
坡，澆灌自己僅剩的十幾塘南瓜。一來一去，郭奶奶要吃力
地行走2公里多山路。
郭奶奶自種「半公斤種子」的玉米，正常年景可收穫玉米

200多公斤。「今年天乾，包穀沒有了收成。我趕快盤下十
幾塘南瓜，瓜秧也只有那麼長。」郭奶奶伸出右手虎口比劃
說，「還不知道能不能活。」
距小沖村30多公里外的玉米地裡，前衛營村的幾名婦女正

在收割已無收成的玉米秸稈，她們要拿去餵牛。「往年玉米
已經長得比我們高很多了。」一名婦女比劃㠥說。
「去年雲南大旱，主要是解決人畜飲水問題；今年的宜良

大旱，卻是關係到群眾明年的口糧問題，形勢很嚴峻。」正
要去參加抗旱大會的縣委宣傳部長邊瑩說。

高溫少雨致宜良旱情緊迫

攜手共推「一體化」
香港文匯報訊（通訊員 段正祥）在滇中經濟圈建設框架

下，晉寧縣與玉溪紅塔區率先簽署《一體化發展合作框架協
議》，攜手推進「一體化」進程。
根據協議規定，雙方將在規劃、交通設施、產業發展、市

場培育、生態環境、社會事業等6個方面加強合作，協調統
籌，優勢互補，推進一體化，實現共贏。兩地建立定期聯繫
制度，強化信息互通，暢通交流渠道，加強溝通聯繫。隨㠥
一批跨地區合作項目加快實施，合作將取得實質性進展。
在昆明、玉溪兩市合作框架內，晉寧還將赴江川、易門、

峨山、澄江等縣考察，洽談合作事宜，簽署《一體化發展合
作框架協議》，共同推進一體化發展。

西山斥資百萬補貼鄉村醫生
香港文匯報訊（通訊員 李燕）近日，西山區下撥101.69萬

元補貼鄉村醫生。該補貼遵循壩區每月300元、山區每月500
元的標準，列入區級財政預算，實行定額補助。西山區並在
各街道居委會衛生室（所）增掛社區衛生服務站牌子，聘用
兼職公共衛生人員，結合工作實際和當前基本公共衛生服務
要求，完善鄉村醫生聘用備案工作，制定具體的績效考核補
助辦法，突出獎懲，穩定鄉村醫生隊伍，不斷提高鄉村醫生
工作能力和服務水平。

借「鄭和文化節」引資129億
香港文匯報訊（通訊員 杞耀彬）作為2011中國．昆明泛

亞鄭和國際文化旅遊節的活動之一，晉寧縣在招商引資推介
會上簽下11個項目大單，協議總投資達129億元。
簽約項目涉及商業地產、培訓基地、旅遊文化和工業領

域。10億元以上項目包括：投資90億的縣城西南部新區建設
項目；投資10億元的電梯生產項目；投資12.92億元的晉寧縣
鄭和故里文化旅遊項目的土地一級開發整理。

宜良啟動應急預案抗旱救災

■郭奶奶挑
㠥從僅剩一
灣濁水的壩
塘中舀出的
半桶水，澆
灌自己的南
瓜苗。
香港文匯報

記者
丁樹勇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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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晉寧為鄭和故里，「鄭和文化節」成為國
際知名、影響深遠的節慶品牌和昆明擴大對
外交流、促進招商引資的有效載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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