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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花开
生态美

仲春时节，重庆
市巫山县 30 万亩李
花在长江三峡巫峡
两岸次第绽放，漫山
李花与青山绿水、来
往船只相互映衬，构
成一幅秀丽的自然
生态画卷。图为 3 月
16 日，船只航行在重
庆市巫山县长江巫
峡水域。 王忠虎摄

今日看点

浪潮更劲
影旅联动点燃文旅新引擎

这个春天，不少人不约而同“解锁”了一个新的出游方式，就是“跟着电影去

旅行”。今年以来，多部国产大片集体出海，在全球影坛掀起强劲“中国风”，激发

了众多海外观众对中国的向往。以光影为笔，描绘文旅融合新篇章，让地方文化

旅游资源从“养在深闺”走向“世界舞台”，成为不少地方的行动。

湖南共青团助力将红色热土变志愿沃土

让雷锋精神闪耀三湘大地
◎ 黄欣然

A4 聚焦

27载坚守点亮深山里“银幕星光”
——记第十批全国岗位学雷锋标兵杨明金

◎ 本报记者周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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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怒江大峡谷的崇山峻岭间，有一辆载满放
映设备的皮卡车，日复一日地穿梭于蜿蜒的盘山
公路。驾车人名叫杨明金，今年47岁，是云南省怒
江傈僳族自治州泸水市的一名农村公益电影放
映员。27年间，他跨越近30万公里山路，为村民
放映公益电影，用光影填补乡村文化的空白，用
坚守诠释新时代的“雷锋精神”。

3月11日傍晚，杨明金匆匆吃完晚饭后，便
驱车赶往当晚的电影放映点——泸水市六库街
道新田村小新田村民小组。这条山路九曲十八
弯，他却早已习以为常：“村子不算远，只有20公
里，但路不太好走，开车要50分钟左右。”抵达时，
夕阳已沉入山峦，村子小广场上等候多时的村民
一拥而上，一边和杨明金打招呼，一边帮着他搬
机器、架银幕、调音响……夜幕降临时，光影跃然
幕布，男女老少围坐一起，聚精会神地观看着精
彩的电影。

“电影让我的生活有了光！”电影放映期间，
杨明金和记者聊起了属于他的“光影故事”。

结缘《雷锋》种下无私奉献的种子

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地处中国西南边陲横断山

脉腹地，因怒江贯穿全境而得名，山高谷深、狭窄
陡峻、江河纵横。杨明金的童年也在闭塞的大山
里度过。直到有一天，村里来了个电影放映队。从
此，电影为他打开了一扇了解外界的“窗”。

“小时候想看电影，没钱买票，经常偷偷钻洞
去看，但往往都被卖票的抓住、轰走。”杨明金回
忆起往事，依旧记忆犹新。

“7岁时，我用家里的鸡蛋换了一张电影票，第
一次完整地看完了一部电影。这部电影就是《雷
锋》。”杨明金至今还记得电影里的台词，“人的生
命是有限的，可是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我要把有
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

杨明金告诉记者：“看完电影回家，躺在床
上，我的脑子里全是电影里的画面，也就是那时
我忽然有了一个理想——长大了，我要让大家都
有免费的电影看。”

学做“雷锋”踏上公益电影放映路

1998年，刚从汽修学校毕业的杨明金，一边
打工修轮胎维持生计，一边开始实施自己的“电
影梦想”。他从供销社赊购了一台价值2600元的
电影放映机，又在电影发行站以每部5元的片租
租来影片，为六库镇赖茂村村民放映了自己在泸
水的第一场农村电影——《孟姜女》，自此开始了
电影无偿放映之路。而那时，杨明金一个月的工

资也就400元左右。
2004年，杨明金在泸水市开了一家轮胎店。

他开店的目的很单纯，就是为了更有余力去做公
益电影放映这件事。杨明金说：“给别人打工时间
不自由，去放公益电影总要给老板请假，一次两
次没什么，时间久了老板总会有意见，不方便。自
己开店当老板，时间自由了，也能挣到更多的钱
支持我实现给大家无偿放电影的梦想。”

杨明金笑着告诉记者：“我是怒江最不务正
业的轮胎店老板。有时候村里请我去放电影，我
接到电话，放下轮胎，拉上放映机就出发了。轮胎
可以不卖，但不去放电影不行。”

2013年，有着丰富放映经验的杨明金被纳入
泸水市公益电影放映队伍，成了一名农村公益电
影放映员。这也激起了他开展公益电影放映的更
大热情。“以前只有我一个人干，有了队伍以后就
是一群人干，责任重了，但也更有底气了。”杨明
金说。

初心不改 用光影照亮前行道路

从1998年到2025年，杨明金的公益电影放
映路已经走了27载，播放公益电影4600余场，实
现群众免费观影80余万人次。怒江大峡谷两畔的
一个个村寨、一条条蜿蜒的山路，见证了他的“光
影梦想”。 （下转A2版）

本报讯（何明华）3月13日，笔者从广西
清明节主题宣传月活动新闻发布会上获悉，
自治区民政厅于3月10日至4月10日期
间，在全区开展主题为“绿色殡葬 公益惠
民”的清明节宣传月活动，推进殡葬领域移
风易俗工作，积极倡导绿色、节地、生态的殡
葬方式和文明、环保、节俭的祭祀方式。

据介绍，去年广西聚焦殡葬领域人民
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积极探索实践，加大
殡葬设施经费投入，提高殡葬服务供给能
力，优化殡葬服务质量，倡树文明殡葬新
风，推动全区殡葬改革行稳致远，保障群众

“逝有所安”。共筹措中央和自治区资金
1.92亿元用于新建或提升改造现有的殡葬
服务设施。全区殡葬服务机构提供便民服
务382项，降低收费项目917项次、取消收
费项目841项次，有效减轻群众治丧负担。
全区各地通过花坛葬、海葬等方式安葬、撒
散骨灰3485例，累计发放奖补资金278.8
万元，有力推动绿色殡葬改革。

为加强今年清明祭扫期间的服务和安
全保障，自治区民政厅近日制定了清明节祭
扫工作保障方案。全区民政部门和祭扫服务
机构将通过增设服务窗口、延长服务时间等

方式优化服务。各级民政部门还将在清明节
假期间安排24小时专人值班值守，建立应
急预案，随时应对和快速处置突发事件。

积极推动移风易俗，全面树立殡葬新
风。鼓励群众选择植树绿化、踏青遥祭等方
式缅怀逝者，并推进“互联网+殡葬服务”；
开展“无烟陵园”“鲜花换纸钱”“鲜花换爆
竹”“丝带寄哀思”“时空信箱”等活动。落实
生态安葬奖补政策，举办第十三届节地生
态安葬和骨灰撒海活动；积极倡导花坛葬、
树葬、海葬等节地生态安葬方式；组织殡葬
服务机构开展“开放日”“服务体验日”等活
动，推动服务公开透明。

民政部门还将联合相关部门通过“双
随机、一公开”“四不两直”等方式加强对殡
葬服务设施、殡葬服务收费、殡葬用品价格
等殡葬服务工作的综合监管，进一步规范
殡葬服务市场，确保惠民殡葬政策落地见
效，保障群众合法权益。

笔者还了解到，自治区民政厅定于3
月18日在南宁、柳州、梧州、北海等10个
设区市同步举行2025年广西清明节主题
宣传月启动仪式暨第十三届广西节地生态
安葬活动。

最近，“国家喊你减肥了”成为舆论热
议话题。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国家卫健委主
任雷海潮在记者会上专门用7分钟谈体重
管理，并表示将持续推进“体重管理年”行
动，推动政府、行业、单位和个人落实好四
方责任。去年6月，国家卫健委等16个部门
联合印发《“体重管理年”活动实施方案》，
去年下半年以来，多省份出台了“体重管理
年”活动实施方案，不少地区还明确了居民
肥胖率下降目标。

编辑点评：长期以来，人们都认为减
肥是个人私事，而且还有一个传统观念：
环肥燕瘦，各有千秋，各美其美。实际上，
减肥不仅是个人私事，更是值得全社会
重视的民生大事。正如国家卫健委相关
人士去年在解读《“体重管理年”活动实
施方案》时所说，随着社会发展和生产生

活方式的改变，我国居民健康状况在得
到持续改善的同时，超重和肥胖问题日
益突出，体重异常特别是超重和肥胖是
导致糖尿病、高血压等心脑血管疾病和
部分癌症的重要危险因素，已成为危害
群众健康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亟需加
强干预，予以改善。

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我国
从国家层面启动“体重管理年”活动，体现
出对这项工作给予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全
社会都应重视体重管理，不仅要从个体健
康角度，还要从国家人口健康程度、医疗承
载能力、社会经济负担方面，认识进行体重
管理的重要性，并广泛参与、积极行动，推
动体重管理进家庭、进社区、进学校、进机
关企事业单位、进医疗卫生机构、进餐馆食
堂等公共场所，形成政府积极引导、社会广
泛动员、人人尽责尽力的局面。

本报讯（邓清文）3月12日，由云南省
人民政府驻北京办事处、省文化和旅游厅
主办的“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旅居云
南 慢享时光”宣传推介大会在北京举行。
大会邀请了国家部委相关部门、北京高校、
央企、民企、旅居康养机构、各省驻京办及
文旅企业代表等500余人参会，共话云南
旅居新机遇。

推介会上，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发布
了100个特色旅居目的地及100个重点招

商项目，涵盖文艺、体育、度假、医养等多元
业态。省外旅居达人分享了“云南生活日
记”与数字游民创业故事，曲靖、大理等8
个州市做专题推介。

活动现场，北京健康养老集团有限公
司与云南12个县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参会
嘉宾代表共同启动“旅居云南行动计划”。
活动联动抖音、小红书等平台及全省16个
州市同步开展线上直播，吸引超百万网友

“云端”感受云南旅居魅力。

雷锋，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字；雷锋精神，一座
永不褪色的丰碑。

近年来，湖南共青团深入开展“雷锋家乡学
雷锋”百万青少年志愿服务实践育人行动，通过
政策引领、资源整合、赛事托举、项目孵化等方
式，推动青年志愿服务与社会治理深度融合，助
力将湖南这片红色热土变成志愿沃土，让雷锋
精神恒久闪耀湖湘大地。

让青春在志愿服务中闪光

“从戈壁小镇回到长沙，我想继续记录普通
人。”2月21日，毕业于长沙学院广播电视编导专
业的牛棒棒在社交平台发布这样一则推文。

他所说的戈壁小镇是隶属于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第二师铁门关市的米兰镇。

3年前，怀揣着奉献西部的梦想，牛棒棒报名
参加了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背起行囊，毅
然前往。

来到服务单位后，牛棒棒发现当地留守儿
童、老人鲜有拍照机会，便在三十六团团委的支
持下，发起“米兰照相馆”志愿服务项目，免费为
职工群众拍摄全家福、证件照等，用影像定格幸
福瞬间，还将其与慰问困难儿童、寻访老军垦等
活动相结合，汇聚志愿服务的强大力量。

2023年，牛棒棒荣获第十四届“中国青年志
愿者优秀个人奖”。

自2003年湖南省西部计划实施以来，团湖南

省委累计派遣9024名高校毕业生赴新疆等西部
省份开展专项服务。2023年，为进一步引导和鼓
励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工作、到乡村工作，还启动

“芙蓉花开”地方项目，选送大学生到全省14个市
州开展志愿服务。

为进一步拓展实践育人的空间和阵地，近三
年来，湖南共青团组织全省123所高校、2.1万个
团支部与 4735 个村（社区）团组织结对，动员
48.56万名大学生投身“三下乡”“返家乡”等实践
活动；培育省市县百千万“80、90、00”青年讲师团
队伍，组织青年志愿者协会会员、西部计划志愿
者、生态环保志愿者等群体开展“志愿服务进校
园”“万人万场”主题宣讲5.07万场次。

让青春在志愿服务中闪光，湖南各级团组织
常态化开展品牌活动和志愿者骨干培训，实现122
个县县级青年志愿者协会建设全覆盖，全省27.8
万名团干部充分发挥表率作用，带动引领548.3万
名团员和青年广泛参与成为注册志愿者，形成基
层治理的可靠力量。

让志愿服务更加专业化、社会化

雷锋精神，人人可学；奉献爱心，处处可为。
为了让雷锋精神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璀璨的光

芒，志愿服务不能只停留在传统的帮扶阶段，而
是努力向专业化、项目化、品牌化升级。

在离长沙望城雷锋故居不远处的白箬铺镇，
“白箬之光绘乡青年志愿团”的志愿者们主动投

身乡村振兴第一线，为乡村发展注入青春动能。
来自湖南中医药大学的学生易凯就是其中

一员。
自2021年以来，依托湖南中医药大学专业，

易凯牵头推动校镇联动“三下乡”项目资源，开展
志愿服务活动30余次，深入白箬铺镇11个村社
区，开展中医义诊等服务，惠及老年群体3000余
人次，还联合药企捐赠医疗物资和医疗服务超70
万元。

2024年，“学雷锋·兴乡村”白箬之光青年参
与乡村振兴项目获得湖南省第七届“雷锋杯”青
年志愿服务项目大赛的金奖。“团组织为我们提
供了专业培训，协助对接社会资源和展示平台，
我们才有今天的成绩。”易凯说。

到目前，团湖南省委已连续举办7届“雷锋
杯”大赛，首创“全网公开，以赛代训”等模式，孵
化了5600余个项目，培育出社会化程度高、专业
化程度强的国赛、省赛金银奖项目276个。

志愿服务涉及各领域各方面，需要久久为功。
为此，团湖南省委用活筹资平台，充分发挥

共青团组织优势和动员能力，2024年通过省青基
会筹集资金和物资1.97亿元；用足基层阵地，系
统推进“金晖湘伴”“阳光助残”“暖冬行动”“伙伴
计划”等重点青年志愿服务项目，更好地满足群
众多样化需求。

“我们将持续以‘雷锋家乡学雷锋’为品牌牵
引，健全新时代湖南青年志愿服务体系，营造‘人
人可志愿、处处有温度’的社会风尚。”团省委有关
负责人表示。

推动移风易俗 树立殡葬新风
广西部署开展清明节主题宣传月活动

文化和旅游部公布
第六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

云南省在京宣传推介“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体重管理是个人私事
更是民生大事

新华社北京3月17日电 记者17日获
悉，文化和旅游部于近日确定并公布了第
六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
名单，共942人。

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是非遗保护传承弘
扬的代表性人物，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
要承载者、守护者、传递者。认定国家级代表
性传承人，目的是保护重要知识和技艺的传
承骨干，鼓励其发挥示范作用，积极开展传
承活动，带动传承人群提高传承实践水平，
促进相关非遗代表性项目传承发展。

据介绍，为做好第六批国家级非遗代
表性传承人认定工作，文化和旅游部制定
了专门工作方案，成立了评审委员会、专家
评审组等专门机构，建立了专家组初评、评
审委员会审议、社会公示等工作制度，确保

评审工作公开、公平、公正。在评审专家组
确定建议名单后，评审委员会将建议名单
向全社会进行了为期20天的公示，并核实
处理了公示反馈意见，最终形成了第六批
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名单。目前，国家
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队伍总规模达到
3998人，传承人队伍结构进一步优化，代
表性项目的传承力量进一步强化。

下一步，文化和旅游部将进一步加强
对传承人的支持和服务，营造良好政策环
境，采取多种措施，鼓励和支持他们开展授
徒、传艺、交流等活动。同时，加强国家级非
遗代表性传承人年度传承活动评估，强化
动态管理。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更好地与
现实生活相融合，在当代社会焕发新的活
力，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