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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3日至11月12日，彩云长在有
新天——凉山彝族自治州成立70周年
文化成果展在西昌举行。展览由凉山州
委、州政府主办，州委宣传部承办，凉山
州美术家协会、凉山州新华书店有限责
任公司协办。

展览分为两个展区，一展区“这里，
是凉山——精品展览馆”，收集并展示历
史文物40余件、精品实物80余件、经典
画作4幅、珍贵相片60余张等，集中体现
凉山标志性文化发展成就和文艺繁荣成
果。二展区“书香凉山·全民阅读——体
验馆”，展示有凉山籍老革命家陈野苹同
志捐赠的珍贵文献、吉狄马加手稿及作
品、彝族文献资料、凉山14个世居民族
代表性典籍、17个县（市）珍藏书册等。

“书香凉山·全民阅读——体验馆”，
由“前言”“全州阅读活动掠影”“理论图书
专区”“2022年15分钟阅读文化圈地图”
等几个部分组成，以图片配合文字形式呈
现近年来“书香凉山·全民阅读”工作成绩
和工作亮点。

中央组织部原部长、凉山冕宁人陈
野苹在弥留之际，要求子女将他的作品

和读书手稿无偿捐献给凉山州图书馆。
本次展览特别展出了他的《新时期党建
工作的若干问题》《野苹诗选》《陈野苹文
选》《陈野苹日记》《巴蜀京华忆旧——陈
野苹谈往录》等。

“我是这片土地上用彝文写下的历
史 是一个剪不断脐带的女人的婴儿 我
痛苦的名字 我美丽的名字 我希望的名
字 那是一个纺线女人 千百年来孕育着
的 一首属于男人的诗。”在另一处展柜

里，陈列着著名诗人吉狄马加特别为展
览手写的诗歌《自画像》。

展陈现场，还有盐源地区出土的战国
至秦汉时期的青铜器，从战国时期的铜鼓
到秦篆书铜锭，反映出凉山独特的青铜文
化、民族交融、文明发展和悠久历史。

在文艺繁荣区，集中展示了凉山自
建州以来在文艺领域取得的伟大成就。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席秦岭
罗石芊 周翼

从 1952 年到 2022 年，70 年时光流
转，在凉山彝族自治州6万多平方公里
的土地上，留下了一代代人的奋斗足迹，
也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11月5日，凉山彝族自治州成立70
周年庆祝大会在西昌举行。大会以“嘱
托暖人心 感恩再奋进”为主题，分为“红
色传承”“绿色崛起”“金色未来”3个篇
章，8000余名凉山各族儿女穿着节日盛
装，把最美的歌声献给大美凉山，用热情
的舞蹈迎接新的未来。

17个县市展“绝活”
泸沽湖、石榴、传统服饰惊艳全场

彝族朵洛荷、传统习俗背新娘、傈僳
族舞蹈、摩梭人甲蹉舞、藏族盛装……这
场庆祝大会是欢乐的海洋，也是凉山17
个县市展示“绝活”的舞台。

作为凉山州老州府所在地的昭觉第
一个亮相，传统的彝族服饰和舞蹈，展示
着昭觉厚重的文化底蕴。在2020年，昭
觉与全省、全国一道奔向小康，如今，正
走上“昭觉老州府·彝乡幸福地”“山水昭
觉·和美彝乡”的乡村振兴之路。

碧浪、芦苇、海鸥、摩梭姑娘……盐
源方队一亮相就把人们带进泸沽湖的美
景里，赢得雷鸣般的掌声。“盐源县山美
水美，我们通过舞蹈和道具，展示泸沽湖
的蓝天碧水、母海神山，勾画一幅人与自
然和谐相处、民族团结百业兴旺的画
卷。”盐源县融媒体中心主任伍兴明说，
为了让节目出彩，在策划编排上费了很
多心思，精心设计了服装道具，“90秒的
表演动用了150人。”除此之外，素有“青
铜王国”之称的盐源县还带来了“青铜马
车”和“青铜枝型器”。

作为“中国石榴之乡”和“中国民间
艺术文化之乡”，会理方阵以石榴和彝族
长号为主要元素，搭配热情洋溢的舞蹈，
展示其发展活力，也象征着各族儿女“像
石榴籽那样紧紧抱在一起”。

而在金阳县方阵中，今年56岁的瓦
其依史因为身上那件200多年历史的黄
麻衣服，同样备受大家关注。瓦其依史
告诉记者，这件衣服加上玛瑙装饰品，属
于金阳县独特的沙玛服饰，衣服是祖辈

传下来的，只在重要的节日才穿上，“这
衣服越洗越新，所以过了这么久看起来
还是这么新。”

100人的特殊队伍亮相
帮扶干部代表赢得经久不息掌声

演出中，一支特殊队伍的出场，立即
让现场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成为全
场最闪耀的“明星”。

这支100人的队伍，是由凉山州脱
贫攻坚众多帮扶干部中的先进代表组
成。“我是幸运的，有幸参与并见证凉山
巨变，更有幸作为帮扶干部代表登上这
个舞台。”昭觉县三岔河镇三河村第一书
记李凯走在队伍前面，手里抱着一个彝
族小男孩。

三河村地处大凉山腹地，曾是一个

典型的彝族聚居深度贫困村。2018年，
三河村实施易地扶贫搬迁，彝家特色的
新房在山林间拔地而起。2020年顺利
实现脱贫后，靠着特色养殖、乡村旅游等
新产业的发展，三河村走上了乡村振兴
的康庄大道。

“你当年栽下的树苗，如今已花果满
山。你手中的扶贫日记，已写满富裕的
答案。”一首《难忘一千天》在会场响起。
脱贫攻坚中，5700余名帮扶干部进驻一
线，为凉山攻克深度贫困提供了坚实保
障，他们的担当作为也激励着广大干部
群众投身于乡村振兴，为现代化凉山建
设添砖加瓦。

“70年凉山变化太大了。”悬崖村曾
经的第一书记、现任昭觉县古里镇镇长
的帕查有格在演出现场发出了这句感

叹。他说，开幕式汇演中多次提到悬崖
村实现“藤梯到钢梯，再到楼梯”跨越转
变的故事，“我作为亲历者、见证者、参与
者，感到自豪、荣幸，同时也对今后充满
更加美好的憧憬。”

挂职布拖县副县长的成兵感慨：通
过参加活动，了解了凉山的昨天，看到了
凉山的今天，知道了凉山的不易，懂得了
凉山的人民，增强了继续走好乡村振兴
之路的信心。

“感人、传承、奋进”
希望用作品向扶贫干部致敬

“感人、传承、奋进”，庆祝大会结束
后，执行总导演任胜在接受华西都市报、
封面新闻记者采访时，用这三个关键词
表达了内心的感受。

作为《难忘一千天》的策划者之一，
任胜表示，之前采风过程中，他和团队一
起去了扶贫博物馆，了解到许多扶贫干
部的故事，“有一些人牺牲在了扶贫路
上，非常感人，我们也想给他们留下一点
什么，所以和作词作曲家一起创作了这
首《难忘一千天》。”

这个作品也是任胜最满意的作品之一，
“一百个扶贫干部，只是众多扶贫干部中的
一部分，希望用这个作品向他们致敬。”

“绿水青山来作伴嘛，金山银山也不
换。”正如歌曲《金不换银不换》的歌词所
唱，在“绿色崛起”篇章中，经过精心装饰
的一辆辆三轮车，满载着盐源苹果、会理
石榴、普格黑猪开进了会场，这是凉山州
打造“天府第二粮仓”的生动展示。

“做一场凉山人民喜欢的庆祝大
会。”演出总导演秦新民说，他曾多次带
着团队深入凉山各地采风，深刻感受到
了凉山经济社会的巨大变化。带着对凉
山的这份感情，他们全新创作了《凉山明
天更美好》《情深意更长》等多首歌曲。

秦新民表示，凉山70年巨变离不开
党的领导，凉山各族人民心怀感恩，同时
带着这份感恩“再奋进”。走过70年光
辉岁月，凉山正走上一条金光大道，迎接
更加美好的未来。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席秦岭
周翼 罗石芊

100位“第一书记”进入会场。

来自“青铜王国”盐源县的青铜马车入场。 会理市的开场表演。

非遗展演
秀出凉山多彩文化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席秦岭 罗

石芊 周翼）八百里凉山，人文荟萃。
在庆祝凉山彝族自治州成立70周年
之际，一场以“家园遗珍·时代新风”
为主题的非遗展演活动在凉山民族
体育场举行。

作为全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区和
彝族原生态文化保存最完整的地区，
凉山州非遗资源丰富、民族特色鲜
明，拥有20项国家级、114项省级和
341项州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
名录项目，这些数量众多、独具民族
特色和地域特色的文化遗产共同构
成凉山独具魅力、世所罕见、蔚为壮
观的文化宝库。

参加此次展演的有“彝族漆器髹
饰技艺”“彝族服饰”“彝族银饰制作
技艺”“傈僳族火草织布技艺”“绿釉
陶瓷品制作技艺”“布依族服饰”“摩
梭人服饰”“会理金沙彩石砚制作技
艺”“嶲窑制陶技艺”“传统茶具制作
技艺（藏式木制、竹制、烧制茶具制
作）”等非遗代表性项目，各级代表性
传承人携作品在这里各展其艺。

凉山彝族自治州成立70周年庆祝大会举行

100位“第一书记”成为全场最闪亮的星

凉山州成立70周年文化成果展精彩纷呈

凉山州成立70周年文化成果展展览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