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凉山州脱贫攻坚展览讲述“索玛花开幸福来”——

这里藏着凉山的脱贫密码

一步千年
实物实景再现重大历史时刻

行走在展厅，似穿梭在时空隧道中。
一张张图片、一件件实物、一个个场景，还
原了凉山的脱贫攻坚鏖战路，也记录下重
大历史事件。

2018年2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
昭觉县三岔河乡三河村、解放乡火普村，

看望慰问当地贫困户，并和村民干部座
谈交流。当年的场景被“搬”进展厅，其
中就包括火普村村民吉地尔子的厨房，
锅里还原样放着腊肉、香肠、煮土豆和荞
麦粑粑。

“总书记来的时候，我们正准备吃午
饭。”吉地尔子说，“当时，总书记走进厨
房，揭开锅盖时，锅里正热着荞麦粑粑和
煮土豆，还有一盘腊肉和香肠。旁边的电
磁炉上，还煮着酸菜土豆汤。总书记看后
说‘不错，挺丰盛’。”回忆起这些场景，吉
地尔子仍然激动。如今，一家人居住在宽
敞明亮的彝家新居里，家里发展起种植养
殖业。

对于“悬崖村”村民来说，2020年5月
12日，是一个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当
天，84户贫困户搬进位于昭觉县城的集
中安置点，开启新生活。

展览以实物展示还原“悬崖村”的变
迁。在展厅一楼转角处，放置着一段藤
梯，通往二楼的楼梯旁，架设着一段钢
梯。“藤梯来自‘悬崖村’。”讲解员贾丽介
绍，过去村民出行要攀爬一道落差达800
米的藤梯，2016年，当地政府将藤梯换成
钢梯。2020年，当地又实施易地扶贫搬
迁，村民的生产生活条件彻底改变。“从藤
梯到钢梯，再到楼梯，村民的生活越来越
好”。

实物重现历史，照片则定格下难忘瞬
间。展出的一张照片中，一架直升机吊运

着一台挖掘机正飞往山区。这张照片，记
录下布拖县阿布洛哈通村公路的施工场
景。

阿布洛哈村曾是全国最后一个不通
公路的建制村，村民出村要沿着羊肠小道
步行3个多小时。由于地质结构复杂，施
工难度极大，“这段长3.8公里的通村硬化
路整整修了一年，还动用了全球现役最大
直升机米-26重型运输直升机，吊运大型
施工设备进场施工，甚至有挖掘机坠下悬
崖。”贾丽介绍，筹备展览时，专门从阿布
洛哈村带回这台坠崖的挖掘机残骸。“把
它陈列在这里，既展示脱贫攻坚精神，向
脱贫攻坚中的奋斗者致敬，也以此激励我
们接续奋斗”。

烛光闪烁
脱贫力量汇聚成灿烂星河

“这86本工作笔记，来自布拖县原副
县长冯辉。”在展厅二楼，一面亮着烛光的
橱窗里摆放着牺牲的扶贫干部的遗像和
遗物，贾丽指着冯辉的遗物介绍，2019年
9月28日，分管脱贫攻坚工作的冯辉因劳
累过度，突发心梗去世，年仅45岁。

橱窗内，还放置着一个被撞损的车辆
引擎盖。车上当时坐着两名小伙，分别是
梁恩宇和聂帅。他们大学毕业后来到凉
山，为支援凉山的住房安全建设提供技术
指导。不幸的是，2016年9月6日在下乡

的路上，因下大雨、道路湿滑，车辆坠入山
崖。遇难时两人年仅22岁，是凉山脱贫
攻坚殉职者中最年轻的两位。在凉山脱
贫攻坚这场硬仗中，有38名扶贫干部牺
牲。“橱窗内的38盏烛火，代表着38份永
远不会熄灭的奋斗精神”。

为打赢脱贫攻坚战，来自省内外的
81585名扶贫干部投身凉山脱贫攻坚一
线。展馆收录了扶贫干部的信息，通过大
数据技术，建起扶贫干部大数据库。展厅
内有一块灿若星河的姓名墙，8万余名扶
贫干部的名字流动闪烁，如同迢迢星河中
彼此呼应的光芒。姓名墙一侧，是一面手
印墙，留下了扶贫干部的一双双手印。凉
山州博物馆党支部书记、副馆长黄云松介
绍，“通过手部识别或姓名搜索，就可阅读
他们的帮扶事迹，参观者也可为他们点
赞。”

在展馆内，刚好遇到凉山州综合帮扶
队成员张宇。他站在扶贫干部大数据库
操作台前，按下自己的手印，前方屏幕上
立刻显示出他的个人信息和工作照片。

“这些场景恍如昨天，仍历历在目。”张宇
说，“能参与并见证凉山巨变，是我一生难
忘的宝贵记忆和精神财富。”

观看完展览后，参观者还可通过互动
装置，制作一张电子明信片，为凉山送出
美好祝福。

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史晓露 文莎

四川14个项目入选第五批国家级非遗名录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曾洁）宫保鸡

丁、麻婆豆腐、回锅肉……哪一道川菜是
你的最爱？如今，川菜烹饪技艺正式入选
非遗“国家队”。近日，国务院批准文化和
旅游部确定的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共185项和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扩展项
目名录共140项。我省川菜烹饪技艺等
14个项目入选。

据了解，我省入选的14个项目分别
是：藏棋、青城武术、滑竿（华蓥山滑竿抬
幺妹）、端公戏（旺苍端公戏）、藤编（怀远
藤编）、彝族刺绣（凉山彝族刺绣）、川菜烹
饪技艺、彝族传统建筑营造技艺（凉山彝

族传统民居营造技艺）、龙舞（安仁板凳
龙）、藏族唐卡（郎卡杰唐卡）、酿醋技艺

（保宁醋传统酿造工艺）、手工制鞋技艺
（唐昌布鞋制作技艺）、中医诊疗法（李仲
愚杵针疗法）以及绿茶制作技艺（蒙山茶

传统制作技艺）。
川菜烹饪技艺入选国家级非遗名录，

让喜欢川菜的好吃嘴激动不已。其实早
在2018年12月29日，川菜烹饪技艺就已
入选四川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名录。
川菜博物馆副馆长张辉强表示，川

菜烹饪技艺入选国家级非遗名录，对川
菜的保护、川菜烹饪技艺的传承、川菜
厨师的培养都有很大帮助。他进一步
补充道，川菜烹饪技艺已不仅仅是厨
艺，它融入了四川人的生活智慧，已和
四川话、川剧等成为巴蜀文化的重要组
成部分。“川菜烹饪技艺入选国家级非
遗名录，有利于弘扬川菜的独特价值，
增强四川民众的文化认同感和凝聚力，
有利于保护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扩大中华文化和巴蜀文化在世界的影
响力。”

一段来自“悬崖村”的藤梯、一片坠
崖的挖掘机残骸、一件帮扶干部的遗物
……6月9日，记者走进位于西昌市的凉山
州脱贫攻坚展览《索玛花开幸福来》时，
被一件件展品深深触动。

6月10日至11日，全省巩固拓展脱贫
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现场会召
开，凉山州脱贫攻坚展览是其中一个重要
参观点位。会议前夕，记者获准提前进入
展馆，独家揭秘展馆陈设。这是凉山州脱
贫攻坚展览首次揭开其神秘面纱。

本次展览以“索玛花开幸福来”为主
题，展厅共设两层，分四部分，布展面积
达2800平方米，以图文展板、音视频、实
物、数据库等展陈方式，讲述凉山州在脱
贫攻坚道路上发生的巨变，预计近期对
外开放。

藏棋
青城武术
滑竿（华蓥山滑竿抬幺妹）
端公戏（旺苍端公戏）
藤编（怀远藤编）
彝族刺绣（凉山彝族刺绣）

川菜烹饪技艺
彝族传统建筑营造技艺（凉
山彝族传统民居营造技艺）
龙舞（安仁板凳龙）
藏族唐卡（郎卡杰唐卡）
酿醋技艺（保宁醋传统酿造

工艺）
手工制鞋技艺（唐昌布鞋制
作技艺）
中医诊疗法（李仲愚杵针疗法）
绿茶制作技艺（蒙山茶传统
制作技艺）

四川入选第五批国家级非遗名录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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