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璀璨云南，魅力非遗——中国云南
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作品展”4 月 30 日晚
在法国巴黎中国文化中心开幕。刺绣、
银器、竹编等百余件非物质文化遗产作
品展现了云南独具魅力的地方文化。

来自云南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
人还在现场进行技艺展示。法国参观

者约西亚娜安静地坐着，只片刻工夫，
一幅以她为模特的套色人像剪纸作品
便出现在剪纸艺人汪鑫目手中。约西
亚娜说：“如此迅速又如此逼真，从这
幅作品中我能感受到中国剪纸艺人的
高超技艺。”

据巴黎中国文化中心副主任沈中
文介绍，本次展览精心选取最具云南地
域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通过民
族手工艺作品和技艺展示，使法国民众
零距离感受云南多民族文化的魅力。

此次展览由巴黎中国文化中心、
中国中外文化交流中心及中国驻巴黎
旅游办事处共同主办，将持续至 5 月
24 日。

图为在法国巴黎中国文化中心，人
们在欣赏郑和船队模型。

高静 摄影报道

4 月 16 日，云南省省长阮成发主持研究建设大滇西旅游环线时强
调，要加强规划引领，优化方案设计，推进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完善旅
游综合配套服务体系，加快建设大滇西旅游环线，全力打造世界独一
无二的旅游胜地。

滇西地区地质地貌特点显著，自然景观密布，生物物种丰富，民族
文化特色鲜明，旅游产业发展潜力巨大，经过多年发展，目前已经形成
了包括众多经典旅游线路和知名景区景点的重要旅游目的地。

打造“德钦—香格里拉—丽江—大理—保山—瑞丽—腾冲—泸水
—贡山—德钦”大滇西旅游环线，可以将滇西丰富的高原峡谷、雪山草
甸、江河湖泊、火山热海、古城韵味、民族文化、边境风情、珠宝玉器等
独特旅游资源串连起来，推动滇西旅游全面转型升级，推动人流、物
流、资金流、信息流等经济要素自由流动，实现旅游、文化、科技、扶贫
等多项功能叠加，释放辐射带动发展的乘数效应，把绿水青山变成金
山银山，推动滇西边境山区经济社会发展。 李绍明 陈晓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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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滇西旅游环线闪亮登场

记者从云南省文化市场综合行政
执法总队获悉，2017年 4月云南出台22
条措施严厉整治旅游市场，两年以来成
效显著，去年全省通过 12301 全国旅游
投诉平台共受理旅游投诉 780 件，同比
下降 53%，接待海内外游客人次、旅游
总收入同比分别上涨20%以上。

自整治开始以来，云南采取多项措
施规范旅游市场。如收回全省 166 家旅

游定点购物等级评定牌匾和证书，原评
定的旅游购物企业纳入社会商品零售
企业进行统一监管；2018 年 9 月 1 日起
要求接待旅游团队必须填报《电子行程
计划书》，载明团队运行路线、停留时
间和时间信息，旅游车辆安装卫星定位
装置和视频系统以便于动态监管；加大
对旅游市场违法犯罪行为的打击。

目前，云南省已建立起三支执法队

伍重点开展旅游市场整治，包括 30 支
旅游警察队伍、28 支市场监管部门旅
游执法队伍、146 个旅游案件巡回审判
机构。此外，还建立了“1+16+129+X”的
旅游投诉快速处置机制，通过“游云
南”APP 构建起省、州市、县、企业“1+
16+129+X”的全域旅游投诉体系，目前
99%的投诉可在24小时内办结，平均办
结时间6个半小时。 王研

早在冬末，云南的花事便拉开序
幕：山茶和杜鹃铺满山野，粉红到深
红，如霞似锦，在蓝天白云下璀璨怒
放，让每一个走近它的游人心旌摇曳。

云岭盛开的花卉种类成千上万，
花形千姿百态，色彩缤纷绚丽。每个季
节都有鲜花盛开，每个月都有领袖群
芳的“花仙子”，39 万平方公里的云南
大地终年有鲜花簇拥，这是一块铺满
鲜花的净土。

有心人这样排列云南的花事：一
月，昆明黑龙潭公园赏梅花，这里有地
栽梅花 13000 余株，梅花盆桩 4000 余
盆，品种 200 多个；二月，在滇、黔、桂
三省交界处“鸡鸣三省”的罗仄乡赏油
菜花，在石屏县尼白莫山赏漫山遍野
的马缨花；三月，在洱源县的茈碧湖戏
班村看梨花雨；四月，到苍山花甸坝看
山茶花、杜鹃花；五月，到腾冲北海湿
地看鸢尾花，到元江河谷看凤凰花，武
定狮子山看牡丹花；六月，去香格里拉
碧沽天池看杜鹃花，去滇池边的“普罗
旺斯”——呈贡薰衣草花园闻花香；七
月，到安宁金色螳螂川看葵花，到沾益
年夜坡乡看万寿菊；八月，去文山丘北

普者黑看荷花；九月，去玉溪新仄磨盘
山看菊花；十月，去乃古石林看波斯菊
花海；十一月，去腾冲银杏村领略如画
的乡村美景；十二月，去大理无量山樱
花谷赏茶园里盛开的樱花……

最让人激动的花园在呈贡斗南：大
棚里长出的花卉根本没有季节概念，勿
忘我、海星、满天星、洋兰、非洲菊、铁
炮、马可波罗、金百合、黄百合、锡泊、元
帅、索尔帮、唐菖蒲……日日在这里盛
开，昆明国际花卉拍卖交易中心和斗南
花卉电子交易中心 2017 年拍卖鲜切花
量13.7亿枝，交易总额12亿元，成为亚
洲第一、世界第二大花卉拍卖交易中
心；斗南花卉批发市场年交易总量65.3
亿枝，交易总额 53.6 亿元，是中国最大
的专类花卉批发市场，产品发往全国70
个城市和46个国家、地区。

最壮观的花事发生在罗平县：作
为中国油菜花开得最早的地方，罗平
被称为“世界最大自然天成花园”，每
年的 2 至 4 月，罗平 80 万亩油菜花便
将金黄铺向天边，“国际油菜花文化
旅游节”如期举行，金色的田园吸引
了海内外游客，花海上歌声悠扬，蜜
蜂在这片原野上酿造最优质的花蜜，
连空气也弥漫着香甜。

……
云南，是一座漂在花上的高原。

李成生

＞ 大美云南

轻松邂逅长臂猿轻松邂逅长臂猿
“昨晚有一群西黑冠长臂猿歇下

的地方离监测站不远，我们步行几分
钟就能看到它们。”

4 月 14 日一大早，无量山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大寨子监测站内，监测人
员告诉我们。这么容易？我们顿时来了
兴致。

“你们听，它们在那边叫。”西黑冠
长臂猿监测人员熊有富朝着北方指
去。寻着西黑冠长臂猿的鸣叫声，我们
在熊有富的引领下开始“追猿之旅”。

独特而嘹亮的猿啼声一阵接一阵
地传到耳边，我们在山林间大约徒步
500米的距离后，长臂猿的叫声响彻整
片森林。

“它们来了，看那里。”我们顺着熊
有富指的地方望去。直冲云霄的高大
乔木树冠上，有一处在明显晃动，定睛
辨认，一只黑色的长臂猿闯入了我们
的视线，长长的手臂带动轻巧的身躯
敏捷地在林间飞跃。

“看到了，看到了！”有人兴奋地开
始模仿长臂猿的叫声，想吸引它们。

“嘘，别出声！听到不熟悉的声音
可能会把它们吓跑。”熊有富很快制止
了我们。

很快，又有一只金黄色的长臂猿
进入了我们的视线。熊有富趁机给我
们科普：成年雄性西黑冠长臂猿通体
黑色，雌性为金黄色，幼崽也是金黄
色。我们看到的这一群，是由 9 只长臂
猿组成的6号长臂猿家庭。

我们仰着头，屏住呼吸，看着它们
在我们头顶高高的林冠间撒欢，一只
接一只从头顶的密林呼啸而过，林子
里树叶像雪片一样哗啦啦地落了下
来。大家有的用手机抓拍长臂猿，有的
录下长臂猿的叫声。

同样感到幸运的，还有来自中科
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的博士研究生牛晓
炜。从 2017 年至今，他在监测站开展
西黑冠长臂猿“鸣声通讯”课题研究。
他不仅需要录下它们的各种叫声，还
要将各式各样不同的叫声进行“回放
试验”，在森林里播放给西黑冠长臂猿
听，研究它们对这些声音的反应。这就
需要尽可能地和这些精灵靠近。

“我们现在能这样轻易地就看到
长臂猿，接近它们，要归功于 16 年来
的‘习惯化’工作。”牛晓炜说，如今靠
近长臂猿 5 米到十几米的距离，它还
是能够把人类当做森林的一部分，不
被干扰；如果是没有“习惯化”的野生
种群，觉察到人类活动的气息，可能早
就逃开了，人类根本发现不了它，更别
谈开展科研了。

说起长臂猿的“习惯化”，不得不
说到赫赫有名的灵长类研究专家范朋
飞。2003年，在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
究所攻读博士学位的范朋飞随导师蒋
学龙研究员来到无量山，开始了 4 年
近乎与世隔绝的野外研究。他最先要
做的就是对长臂猿“习惯化”。

“没有别的捷径，就是一直在森林
里追，让长臂猿能随时看到你，习惯你
的存在。”大寨子村民刘业勇当年是范
朋飞在山里的助手。他说，无论刮风下
雨，他每天都要进山追猿，从早晨长臂
猿开始鸣叫起，一直追到长臂猿下午
五点半左右栖息。第二天，必须在长臂
猿起床鸣叫前到达栖息地。

长臂猿在树冠上轻松地腾跃，虽
只划过了几棵树，可他在地上却要跑
上半小时、甚至更长时间才能跟上。

就这样在无量山中风里来雨里
去，经过一年半的时间，第 5 群西黑冠
长臂猿家庭被成功“习惯化”，开创了
无需投食实现国内灵长类动物“习惯
化”的先河。

目前，景东无量山自然保护区实
现“习惯化”的长臂猿有 3 群，为科研
等提供服务。

在景东西黑冠长臂猿“习惯化”工
作的基础上，关于长臂猿科研取得了丰
硕的成果，推动长臂猿保护、生物多样
性研究等工作价值不容估量。景东无量
山西黑冠长臂猿相关的课题研究在国
内外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40多篇。

“过去要找一张长臂猿的照片都
无法找到，现在不仅能清楚地掌握长
臂猿的行为习惯，还准确知道无量山
中全部长臂猿的种群数量、生存处境，
这些都是一代代人努力得来的。”牛晓
炜说，通过监测使人们增强了保护意
识，让长臂猿生存得更好，也为人类留
下宝贵资源。 沈浩/文 陈飞/图

＞ 走进自然保护区③

德钦梅里雪山盛景 杨峥 摄

丽江古城 孙晓云 摄 大理苍山洱海 孙晓云 摄怒江第一湾 江文耀 摄

云南旅游整治两年效果显著

＞ 走世界

云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亮相巴黎云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亮相巴黎“东方小夜曲”
《小河淌水》将拍成电影

电影《小河淌水》联合出品协议4
月 26 日在云南签约，该电影将在今
年下半年开机。

《小河淌水》是云南民歌代表作，
素有“东方小夜曲”的美誉。2011 年，
以《小河淌水》为代表的云南弥渡民
歌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
录。此次拍摄同名电影，将赋予这首

“东方小夜曲”新色彩。
“电影《小河淌水》与民歌《小河

淌水》一脉相承，核心故事为‘马帮文
化’里的凄美爱情。”参与拍摄的云南
星光柠檬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董
事长严梦云介绍，电影将融合云南独
具特色的民族文化、地域文化、自然
风光等，展现音乐之美和爱情之美。

丁怡全

＞ 文化简讯

花上云南

近日，云南昆明市不少街区的蓝花
楹相继开放，为美丽春城增添了一处处
风景。图为进入盛花期的教场中路。

秦晴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