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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生活 即刻开屏
开屏新闻App

品藏馆：滇池路蓝山数码国际公寓3幢9号商铺(青少年活动中心斜对面) 乘坐160、44、73、89、91、93、106、120、152、K25、Z13、A1、Z12路到老年活动中心站
德宏酒店门店：滇池路德宏酒店一楼大堂（省人大对面）乘坐44、73、89、91、93、106、120、152、160、A1、K25、Z12、Z13、Z72路到金牛小区站
杨总24小时咨询服务电话：13888 311919、13888 251919

我公司仅在蓝山数码、德宏酒店开设门店，
绝无其他分店，敬请消费者区分

免费上门收购、鉴定，量大价更高。
销售茅台、五粮液等各种名酒，郑重承诺保证正品！

特别
提醒长期高价回收各年份名酒

广告

位于滇池路的金钱葵名酒品藏馆常年收

购、销售各年份的名酒。本着“诚信经营，绝不

压价”的经营宗旨，赢得了不少市民的认可，树

立行业标杆。

金钱葵重金收购茅台、五粮液、剑南春、

泸州老窖、郎酒、西凤酒、董酒、汾酒等品牌的

陈年名酒，并且收购价高于市场平均20%！

除了回收，金钱葵也销售名酒。凭借货

真价实的诚信，不少回头客专门到金钱葵购买

名酒，金钱葵也成了以酒会友的好去处。

货真价实 买卖名酒就去金钱葵名酒品藏馆
各年份茅台收购价

年份
2020年
2019年
2018年
2017年
2016年
2015年
2014年
2013年
2012年
2011年
2010年

收购价
1950元/瓶
1980元/瓶
2200元/瓶
2300元/瓶
2400元/瓶
2550元/瓶
2700元/瓶
2800元/瓶
2900元/瓶
3000元/瓶
3200元/瓶

年份
2009年
2008年
2007年
2006年
2005年
2004年
2003年
2002年
2001年
2000年
1999年

收购价
3400元/瓶
3500元/瓶
3600元/瓶
3700元/瓶
3800元/瓶
3900元/瓶
4400元/瓶
4500元/瓶
4700元/瓶
5700元/瓶
6800元/瓶

年份
1998年
1997年
1996年
1995年
1994年
1993年
1992年
1991年
1990年
1989年
1988年

收购价
7000元/瓶
7100元/瓶
7500元/瓶
13000元/瓶
13200元/瓶
13300元/瓶
13500元/瓶
13700元/瓶
14800元/瓶
17000元/瓶
17500元/瓶

年份
1987年
1986年
1985年
1984年
1983年
1982年
1981年
1980年
1979年
1978年
1977年

收购价
17800元/瓶
18000元/瓶
20000元/瓶
20500元/瓶
20600元/瓶
23000元/瓶
23500元/瓶
25000元/瓶
30000元/瓶
35000元/瓶
50000元/瓶

年份
1976年
1975年
1974年
1973年
1972年
1971年
1970年
1969年
1968年
1967年
1966年

收购价
60000元/瓶
80000元/瓶
15万元/瓶
16万元/瓶
18万元/瓶
20万元/瓶
25万元/瓶
28万元/瓶
35万元/瓶
38万元/瓶
40万元/瓶

茅台酒回收价格表

全省档案资源
将互联互通
实现共享

云南将建省、州市、县三级名录保护机制挂牌保护传统村落

传统村落里禁止“插花”混建

昨日，全省档案工作会议在
昆明召开。今年省档案馆广泛征
集了疫情防控档案资料，完成省
属16家医院援鄂、援外医务人员
口述历史采集。

年内，省档案局将全面总结
评估“十三五”规划实施情况和存
在问题，启动全省档案事业发展

“十四五”规划编制工作。还将根
据《档案法》修订情况适时启动
《云南省档案条例》修订前期调研
工作。

档案公共服务能力在今年也
将有进一步提升。省档案局将围
绕今年重大历史事件、重要节日
节点，推出正能量档案编研成果
和档案文化产品。继续举办脱贫
攻坚档案管理培训，指导督促两
个以上县完成脱贫攻坚档案接收
进馆工作。重点指导省属企业做
好其下属企业归档范围和档案保
管期限表审查工作，开展企业电
子文件归档和电子档案管理及企
业数字化档案室建设试点。

今年，省档案馆新馆建设项
目要完成可研工作，争取早日立
项投入建设。省档案局还将深入
谋划数字档案融入“数字云南”发
展战略，推动档案工作转型升级，
加强档案信息服务平台建设，实
现全省档案资源共享，促进档案
的互联互通。

首席记者 宋金艳

为加强传统保护、传承历史文化，近日，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传统村落保护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建立健全全省
传统村落分级保护发展体系，重点保护纳入国家名录的传统村落，对其余传统村落加快建立省、州市、县三级名录保护机制，挂牌
保护村落内文物古迹、历史建筑、传统民居等传统建筑，以及古路桥涵垣、古井塘树藤等重要历史环境要素。

建立健全退出警示机制
失去保护价值将被除名

《指导意见》明确传统村落保护发展要
纳入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村民作为主体
有知情权、参与权、决策权和监督权。

到2025年，创建一批引领乡村振兴战
略实施和中国最美丽省份建设、在全国享有
盛名的传统村落。到2030年，全面建立适
应新时代需求的传统村落保护发展长效机
制，全省传统村落得到有效保护与合理发展
利用。

如何实现有效保护和科学发展？按照
要求，我省要建立健全全省传统村落分级保
护发展体系，对已纳入国家名录的传统村落
进行重点保护，严控传统村落核心保护区内
各类建设活动，杜绝大拆大建、拆真建假等
违法违规的破坏性建设行为。对其余传统
村落要加快建立省、州市、县三级名录保护
机制，制定出台认定标准和保护办法，对传
统村落内的文物古迹、历史建筑、传统民居
等传统建筑和古路桥涵垣、古井塘树藤等重

要历史环境要素进行普查建档和挂牌保护，
分批分级公布保护名单。

值得注意的是，我省还要建立健全传统
村落退出警示机制，对因保护不力造成传统
村落文化遗产保护价值严重受损的情形提
出警告，对失去保护价值的村落按程序予以
除名。

避免任何一个少数民族
原生态聚落空间消亡

我省将深入挖掘、真实保护传统村落中
的农耕文化、民俗文化等非物质文化遗产，
积极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调查、名录保
护体系建立和传承人认定等工作。加大云
南省25个世居少数民族，特别是沿边跨境
少数民族、15个独有民族以及多民族杂居传
统村落的保护力度，避免任何一个少数民族
的原生态聚落空间发生消亡。

风貌管控方面，我省要求预留新增人口
建房空间，避免“插花”混建和私搭乱建，对
传统村落核心保护区内严重影响整体风貌
的破坏性建筑，采取迁出、置换、补偿等多种
方式予以拆除或整体改造。

如何实现传统村落的科学发展？《指导
意见》提出，鼓励在保持原有结构形式和传
统风貌的前提下，对传统建筑内部进行提升

改造，可根据产业发展需要在村落内适度配
置商业、旅游等服务设施。对传统文化价值
较高且区位优势明显的传统村落，鼓励引进
社会资本进行保护性开发，努力开拓特色产
业反哺村落保护、村落保护带动特色产业的
良性发展道路。

支持5G技术
在传统村落优先推广运用

通过开展试点示范，我省将形成具有较
高认知度和较大影响力的云南传统村落品
牌，全面推动全省传统村落保护发展。还将
通过“一村一品”“一村一业”，大力扶持发展
高原特色农业、健康养老、传统手工艺等特
色产业。围绕大滇西旅游环线、茶马古道、
南方丝绸古道（蜀身毒道）等重点旅游区域，
打造一批传统村落特色旅游线路，大力发展
以传统文化和民族风情为主题的旅游文化
产业。

《指导意见》还明确，我省要依托“数字
云南”建设，逐步提升传统村落网络设施水
平，支持5G技术在传统村落保护发展示范
村中优先推广运用。通过传统村落数字化
服务平台、数字博物馆建设，以及数字化创
意产品开发等手段，形成“数字化+传统村
落+”的产业发展新格局，推动传统村落保护
发展数字化转型，部分具备条件的传统村落
融入“一部手机游云南”全域旅游智慧平台。

首席记者 宋金艳

剑川县弥沙乡弥新村弥井自然村依山傍水、风景秀丽，是一个藏于深山中的传统古村落。白墙青瓦的民居、远古留存下来的古盐井、横在小河上的
风雨桥、刻满岁月痕迹的巷道，夕阳下牧羊归来的白族老人……炊烟升腾、鸡犬相闻，弥井小村，写满着宁静、祥和与诗意。 本报记者 黄兴能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