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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夜天幕刚刚低垂，四川省凉山彝

族自治州西昌市航天大道上已是人声鼎

沸、游人如织。随着88个小火堆、3个大

火堆被同时点燃，木柴燃烧的声音、歌声

和欢呼声、鼓点音乐声交织成一条“欢乐

的银河”，人们手中的火把宛若大大小小

星斗坠落。近日，凉山彝族火把节在西

昌火把狂欢夜活动中迎来气氛顶点。

彝族火把节已被列入第一批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是彝族最重要

的传统节日之一，流行于四川、云南、贵

州等彝族聚居地区，其延续彝族先民用

火把驱赶害虫、祈求丰收和祭祀祖先的

民间习俗，至今已传承上千年。杀鸡宰

羊、歌舞巡游、走亲访友，凉山州越西县

尔觉镇铁西村村民尔火约布说，家乡的

火把节总是热闹非凡。“不管在什么地

方，都要回家来过火把节，这是一个团

聚的日子。”

凉山州的火把节规模宏大、参与人

数众多、民俗活动内容丰富、民族风情浓

郁。7月 19日，为期一个月的 2024年凉

山彝族火把节暨“五彩凉山·夏季清凉”

文旅系列活动拉开帷幕。依托本地区特

色资源优势，火把狂欢、彝族选美、巡游

表演、传统民俗竞技比赛等一系列丰富

多彩的文旅活动在凉山各地错峰、错时

举办。

在越西县书古镇新华村，赛马、斗

牛、斗鸡、斗羊等传统民俗竞技比赛热烈

开赛。雨后薄雾笼罩的大山脚下，青翠

稻田中，从四方而来的村民、游客穿越田

垄，到达田中坝头，将竞技场围得里三层

外三层。因担心交通拥堵，19岁的彝族

小伙沙马克达早上 6点多就冒雨出发，

但会场的火爆程度还是超出他的想象。

“今年是越西县第一次举办这么大规模

的民俗竞技比赛，真是不虚此行。”沙马

克达兴奋地说。

在布拖县，传统火把节开幕式上，身

穿彝族盛装的姑娘们撑着黄色油纸伞围

成几个大圈，跳起彝族传统群舞“朵洛

荷”，远看如一朵朵黄花接连绽放。成都

游客王女士表示，自己今年已经在普格

县、布拖县等多地体验火把节。“原本我

以为火把节只有点火把，没想到还看到

了各有特色的原生态习俗活动。”

古老习俗并未被快节奏的现代生活

抛却，而是在保护传承、活化利用中成为

凉山文旅产业发展取之不尽的资源宝

库。火把狂欢、彝族选美、摔跤、赛马等

民俗活动，如今都成为游人纷纷“打卡”

的热门文旅活动。

彝族向来有举办选美活动的传统。

7月 27日，在越西县的选美比赛总决赛

中，经过 20 个乡镇的层层选拔，男女优

胜者分别被授予“金鹰”和“金索玛”的荣

誉，他们也同时成为越西县“文旅推荐

官”。获得“铜鹰”荣誉的阿主约布特意

手持佩剑、佩戴特色首饰上台，展示了一

段低沉、悠远的口弦。阿主约布表示，了

解到这项国家级非遗面临传承困难，自

己主动学习了四年。“参加选美活动也是

想让更多人了解我们彝族的非遗文化，

让越来越多游客体验家乡的风光和美

食。”阿主约布说。

最受游客青睐的当数围着火堆跳起

的达体舞。在西昌火把狂欢夜，古老而

神秘的“毕摩”（彝族重要仪式主持者）吟

诵祈福后，火堆在人们的欢呼和倒数中

被点燃。跃动的火光中，领舞的彝族少

男少女一边用彝语大喊“跳”，一边拉起

身边的游客踩起欢快的节拍。据了解，7
月28日、29日西昌市共接待游客约75.7
万人次，超30万人次参与火把狂欢。

火把节的火热也带动了彝族传统服

饰体验产业的发展。在拥有600多年历

史的古村落西昌市海南街道大石板社

区，前来体验彝族特色服饰拍摄的游客

络绎不绝。旅拍店老板高威说：“这几天

游客越来越多，每天最多能接待上百位

客人。”大石板社区居委会副主任张俊介

绍，目前村里有80余家从事旅拍行业的

商户，带动许多村民返乡创业。今年西

昌火把狂欢夜前后村里日均客流量可达

3万人次。

行走在火把节的西昌街头，彝族小

伙主动送上“都泽木撒（彝语：火把节快

乐）”的祝福；越西县巡游的队伍旁，许多

市民和游客合影留念。在这里，人们专

注地沉浸在热烈的彝家音乐里，沉醉在

壮美秀丽的风光中。

近日，广西“碳电寻源”系统正式上线运行。

该系统由广西电力交易中心和广州电力交易中心

联合研发，依托电力交易数据，实现度电精准溯

源、碳排放全景监测，引领绿色低碳消费，推动行

业和企业绿色低碳转型。

广西电力交易中心总经理贝宇说，“碳电寻

源”系统上线了电能溯源和碳排放计算两个模

块。电能溯源模块基于交易计划、结算电量等用

电大数据，按照用电类型可精准追溯电力市场用

户电量的来源电厂。碳排放计算模块则基于电力

二氧化碳排放因子，按照计算原则得到市场电量

产生的间接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和排放强度，设计

电碳指标体系，多维度呈现能耗及碳排放。

“‘碳电寻源’系统相当于电力市场用户的‘数

字碳账单’，通过准确分类统计用户的购电成分，

溯源度电到厂，动态分析能源生产、传输、消纳全

过程数据，客观度量电力市场用户购电形成的间

接碳排放，统计分析能源流向和用能特点，实现电

力环节碳足迹可溯源，并为政府、行业和企业提供

用能转型决策参考。”贝宇说。

记者了解到，随着全国碳市场扩容，更多行业

和企业将进入全国碳市场，企业对自身碳排放会越

来越关注。“碳电寻源”系统上线后，广西超1.4万电

力市场用户通过手机就能一键查询“数字碳账单”，

并依托直观量化的数据指标和图表，精准了解本企

业和所在区域、行业的用电及碳排放情况，进一步优

化自身能源管理，深度挖掘企业碳减排潜力。

广西柳州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安全环保部能源

室经理文旭林说，“碳电寻源”系统不仅为企业分析

自身用电结构提供了可参考、可核查的途径，也能帮

助企业监测自身碳排放变化情况，做好碳资产管理。

南方电网广西电网公司技术专家秦丽娟说：

“‘碳电寻源’系统的上线，将进一步激活绿电交易

市场，助推全社会形成主动消费绿色电力、促进新

能源发展的良性循环。”

“我的老屋刚做完房屋保温，现在屋里凉快多

了，米面被褥也不发潮了。这个事儿办得确实好，

特别实在。”山东省东营市垦利区胜坨镇后彩村村

民朱乃友说。

农房改造不仅要好看，更应该好住。今年，垦

利实施农村房屋保温工程，为墙体加装外保温层，

并重新抹灰粉刷。房屋的保温、隔音、防潮性能大

大提升，居住更舒适。

“我们自己做，起码得一两万元钱。现在政府

给我们统一补贴，一两千元就弄好了，用料、施工

都很扎实。”朱乃友说。

垦利区住房城建局副局长崔吉成介绍，该工

程仅需农户出资 13%左右，目前已改造完成 1893
户。改造后的房屋，夏季室温平均降低 3到 5℃，

冬季室温预计升高3到5℃，一个采暖季预计可节

约燃气费用600至800元。

分散式“电代煤”清洁取暖、“四好农村路”建

设、灌区水利设施提升……今年，垦利围绕群众最

关心且急需解决的衣食住行、安居乐业等生活需

求，谋划了“小而美”民生实事 12件 34项，以身边

小事温暖民心，带来家门口的幸福感。

在偏远的红光渔业办事处老十五村，新开的

村卫生室建到了村民心坎上。过去村里医疗条件

落后，最近的卫生室在 15公里以外的镇上，村民

看病、拿药、报销都是难题。“我们村年轻人大部分

都出去打工了，老年人不会开车，出远门看个病很

费事。现在村里有了卫生室，我们方便了，孩子们

也放心了。”村民牛玉秀说。

今年，垦利区根据群众实际需求新增 2个基

层卫生室，并对李呈村、杨庙社区等 11个村卫生

室、社区卫生服务站进行改造提升，实施村卫生室

服务能力“五有三提升”专项行动和全区 73处一

体化管理卫生室设备提升行动，解决了群众看病

求医的心头大事。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走进垦利街道东宋村村

委大院，一双双巧手来回翻转，彩色的纸绳轻轻晃

动，穿针走线中，精美的编织包、手挎篮、小动物摆

件制作完成。

“现在我已经编得很熟练了，凤凰尾挂件这种

大型作品半天就能编一个。”村草编合作社社员李

美一脸笑意，“我父母上了年纪，离不了人。正好

村里办了合作社，能就业又不耽误照顾父母，让我

们一举两得。”

据悉，垦利积极打造“安营乐业·15分钟就业

服务圈”，通过集成服务功能、岗位供给、政策扶

持，打造“家味道”手工水饺、胶东杠子头火烧、绿

康酸奶等拳头产品，并构建党建引领、村民自治的

“村集体+劳务经纪人+劳动力”就业模式，引导剩

余劳动力分行业、分工种组建水电工、家政等标准

化劳务队伍。

“这些‘家门口的小事’看起来小，却给我们带

来了满满的幸福感和获得感。我感觉生活蒸蒸日

上，越来越有奔头。”李美说。

实现“幼有所育”，对于激发“生”的

意愿、解决“育”的难题和减轻“养”的负

担具有重要作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

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

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

加强普惠育幼服务体系建设，支持用人

单位办托、社区嵌入式托育、家庭托育点

等多种模式发展。

国家卫生健康委数据显示，我国现

有约 3000万名 3岁以下婴幼儿，超过三

成的婴幼儿家庭有入托需求。随着我国

经济社会发展，家庭小型化趋势愈加明

显，代际之间照料能力减弱，越来越需要

现代化、社会化的托育服务。

近年来，国家有关部门补短板、增供

给、优服务：实施重大专项支持一批托育

综合服务中心、公办托育机构和普惠托

位建设；实施中央财政支持普惠托育服

务发展示范项目；命名第一批33个全国

婴幼儿照护服务示范城市和175家全国

爱心托育用人单位……系列政策让更多

家庭享受到普惠托育服务，切实解决群

众后顾之忧。

多地结合实际积极探索，通过协调

场地、盘活资源等措施，不断提升托育服

务质量。比如，内蒙古鄂尔多斯因地制

宜探索形成独立实体式、社区嵌入式、委

托管理式等多种托育发展模式，当地托

位超 1万个；湖南长沙科学规划社区托

育点、幼儿园托班、企业托育园、家庭托

育点，建设家门口普惠托育机构，初步形

成“一区一中心，一街镇一布点，社区全

覆盖”的托育服务发展格局……

长沙市卫生健康委主任刘激扬介

绍，截至目前，当地共有托育服务机构

706家，每千人口托位数 3.93个，社区托

育机构覆盖率达78.42%。

如今，有送托需求的家庭越来越能

够实现入托可及。国家卫生健康委数据

显示，目前全国提供托育服务的机构已

近10万个，托位约480万个。

入托可及，送托方便，还要托得放

心。提供什么样的托育服务能让家长放

心、孩子舒心？

“安全、规范、专业、靠谱、科学。”家

住湖北武汉江夏区的二孩妈妈王女士给

出这样的答案。

王女士小女儿星星今年刚满2岁，在

她14个月大走路还不稳时，王女士就将其

送入了家附近的江夏妇幼知音托育园。

“托育园的收费、环境、师幼配比、课程设

置、场地设施等让我们全家人都很满意，

也很放心把孩子送过来。”王女士说。

江夏妇幼知音托育园园长吴静介

绍，该托育园是江夏区第一家公办普惠

托育园，可为孩子提供包括婴幼儿卫生

保健、婴幼儿发展测评、营养膳食指导、

疾病预防与中医调养、特殊矫治儿童追

踪随访等五大医养服务，探索医、育、学

一体化婴幼儿照护服务新模式，尽可能

让家长“托得放心”。

国家卫生健康委人口家庭司司长杨

文庄说，提供安全放心的托育服务，要尊

重婴幼儿成长规律，不断完善机构设置、

建筑设计、登记备案、托收管理、保育照

护、营养喂养、健康管理、伤害预防、消防

安全等制度，守住安全健康底线。

印发《关于促进医疗卫生机构支持

托育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出台《家庭

托育点管理办法（试行）》、发布卫生行业

标准《托育机构质量评估标准》……针对

“放心托育”的群众诉求，国家卫生健康

委会同相关部门，通过建立相关制度指

导各地托育机构专业化、规范化发展。

杨文庄表示，下一步，国家卫生健康

委将继续大力发展普惠托育服务，统筹

育幼资源，多渠道扩大托位供给，降低托

育成本，守牢安全底线，提高托育服务水

平，逐步满足人民群众“幼有所育”“幼有

善育”的服务需求。

记者近日从交通运输部获悉，为全

力防范化解 8月至 9月期间商渔船集中

出海发生碰撞等季节性重大风险，交通

运输部当日启动“商渔共治 护渔行动”

并作出相关部署，海事部门集中出动海

空执法力量开展立体化护航。

1日当天，正值东海部分开渔，桁杆

拖虾、笼壶类、刺网和灯光围（敷）网等 4
种专项特许捕捞渔船结束休渔，东海伏

季休渔期间专项捕捞 9600 余艘渔船出

海开捕。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四地海

事部门 68艘海巡船艇、1架海事固定翼

飞机、17 架无人机和 450 余名海事执法

人员等执法力量，在渔船集中出港水域

开展海空联合编队护航，通过临时交通

管制、商渔船舶点验、安全预警提醒等措

施，全力护航东海开渔“第一网”。

交通运输部海事局有关负责人介

绍，本次行动自8月1日开始至9月16日

结束，交通运输部各直属海事局将分类

分批开展“护渔行动”，聚焦进出港航路、

船舶定线区、公共航路和风电作业区等

重点水域，综合实施海空立体巡航、交通

管制、商渔船舶点验、播发渔船集中进出

港预警等措施，全力防范商渔船碰撞，整

治各类违法违规行为，进一步提高船员

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意识，普及商渔船防

碰撞知识，保障我国沿海水上交通安全

形势持续稳定。

这名负责人表示，近年来我国海洋

生产总值稳步提升，港口规模稳居世界

第一，海上船舶交通流量逐年增加，8月

1日后，全国沿海超 12万艘渔业船舶将

分 4 批集中出海捕捞作业，沿海通航密

度骤增，商渔船碰撞风险增加，此次行动

将有效防范化解商渔船碰撞风险，维护

海上通航安全形势持续稳定。

山丹马场位于甘肃河西走廊中

段、祁连山冷龙岭北麓的大马营草原，

这里地域广阔、水草丰美，是天然的好

牧场。

历史上，乌孙、月氏、匈奴等多

个游牧民族都曾在这一带放牧。汉

武帝时期，骠骑将军霍去病在河西

之战中击败匈奴，占据这片草原开

始屯兵养马，让匈奴发出了“失我祁

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的悲歌。此

后，中原王朝多将这里作为繁衍良

马的理想牧场，使这里的养马传统

延续千年，成为世界上历史最悠久

的皇家马场。

新中国成立后，山丹马场长期作

为军马场继续存在，直到本世纪初转

为企业。

今天的山丹马场，成群的骏马在

蓝天白云下驰骋，和连绵起伏的祁连

山、一望无际的大草原，共同构成一幅

生态和谐的美丽画卷。

凉山火把节：火舞狂欢不夜天

以“幼有所育”破解带娃难题
——我国多举措加强普惠育幼服务体系建设

图为马群在山丹马场草原上饮水觅食。

牧马祁连 延绵千年

交通运输部部署防范
化解商渔船碰撞风险

广西上线“碳电寻源”
系统助力碳排放监测

山东垦利：民生小事
绘就幸福底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