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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验游受宠，表明旅游在转型
□ 施贵兴

逐春意 春日趣味成浪漫

观察清明节假期和“三月街”民族节假期，采摘体验、野餐露营、户外
运动、研学旅行、节庆活动、民俗活动、婚纱旅拍等体验式旅游备受青睐。

体验式旅游受宠，表明了旅游在转型。从旅游方式看，是快向慢、动向
静、行向居、累向闲、长距离向小半径转型。从旅游业态看，是观光游向休闲
游、度假游、康养游、研学游转型。从旅游观念看，是以开阔眼界、增长见识、
感受新奇为目的向以放松身心、丰富精神、康体健身为目的转型。归结起
来，转向的是精神层面和健康层面，主打轻松自在和修身养性。

正因为准确把握了旅游转型的脉搏，我州积极推进文旅融合，全力打
造“在大理爱上生活”“中国最佳爱情表白地”“中国四季户外运动之城、全
域旅居度假之地”“旅居大理、品味乡愁”等IP，大力推进旅游产品、模式、
业态创新和服务创优。这既是文旅产业的升级，也是旅游属性的回归。

□ 通讯员 吴松江 朱晓天
白乘仲

来到宾川县鸡足山镇小河底
村，春日的桑葚园内一派生机盎
然。翠绿的枝叶间缀满奶白、淡紫、
暗红的桑葚果，颗颗饱满如宝石，散
发着阵阵清香。游客们手持果篮穿
梭其间，有的采摘果实，有的拍照打
卡，欢声笑语与鸟鸣交织，构成一幅
美好生动的田园画卷。

“新种的 9亩红树莓到 6月份就
可以采摘一部分了。今年还更新了
10多亩脆蜜金柑，也是专门供游客采
摘体验的。”桑葚采摘园园主郑安罗
介绍，园区种植了白桑、奶桑、黑桑、
短桑等桑葚品种，还配套种植着黄
泡、黑莓等特色小果，能为游客提供

多元化的采摘体验。
“这里环境好，比较原生态，桑

葚品质也好，摘着体验感非常棒。”
游客邹振伟一边采摘桑葚一边说。

小河底村的桑葚园原来是一片
缺水的荒地，郑安罗通过发展生态
种植，将其打造成为了集采摘、垂
钓、观光、美食于一体的休闲农庄。
桑葚采摘季客流持续增长，不仅拓
宽了农产品的销售渠道，还带动了
周边餐饮、民宿等行业的发展。

近年来，宾川县以“打造世界一流
水果之乡”为目标，整合葡萄、柑橘、桑
葚等资源，鼓励农户发展多元化果园
经济，构建“采摘+文化+旅游”的全产
业链，推动农业与文旅深度融合，形成
了“以旅促农、以农兴旅”的良性循环，
让乡村在文旅融合中焕发出新活力。

沃野田畴织锦绣，特色农业绘新图。州委农村工作
会议强调，“要围绕全省农业产业发展‘六项重点’，彰显
大理特色优势，建强农业产业”。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的新时代背景下，发展壮大特色农业是促进农民增收致
富的关键路径，也是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实现农业强
州的重要支撑。近年来，我州立足农业资源优势，以现
代农业创优提质为主线，按照“六个一”工作机制，聚焦
核桃、蔬菜、水果、中药材、乳业、肉牛、生猪、烟草等重点
产业，持续深化农村改革，积极探索创新举措，扎实推进
高原特色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全州农业经济总量持续
增长，重要农产品供给不断丰富。

着力建强高原特色现代农业的核心在于“特”。我
州漾濞贡菜、南涧白茶等14个产品纳入全国名特优新农
产品名录，永平核桃自营出口突破亿元大关，弥渡蔬菜
直通粤港澳大湾区……这些特色农业产业发展的实践
证明，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也兴一方业。我州是一个农
业大州，农业资源丰富、产业发展基础好，发展特色农业
经济潜力十足、优势明显、前景广阔。推动特色农业产
业提质增效，首先要植根于一方水土，立足资源禀赋和
发展基础，紧紧围绕市场需求选择产业发展项目，找准
切口和突破口，因地制宜、各展所长。其次要精准衔接
国家和省的利好政策，既积极抢位发展，又立足实际错
位发展，开辟新路径、塑造新优势，做到“人无我有、人有
我优、人有我特”，不盲目决策，避免同质化过度竞争。

着力建强高原特色现代农业要提升规模化种植和
养殖现代化水平，科技赋能拓展产业增值增效空间。规
模化种养的核心在于资源整合与效率变革。一方面要
强化政策供给，完善设施农业用地保障，探索多元化利
益联结机制，在破解土地碎片化、生产低效化难题中拓
出新路，进一步激活土地潜能、提升产业效率；健全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扶持政策同带动农户增收挂钩机制，促进
企业、农民合作社与农户紧密合作，以保底分红、入股参
股等多种方式，让农民更多地分享产业增值收益，实现
多方共赢。另一方面要推进产学研有机结合，统筹整合
省、州、县、乡农技推广力量服务全州农业生产，制度保
障与技术创新协同发力，破解技术推广“最后一公里”难
题；加强农业与科技的融合探索，积极发展现代园区，发
展智慧农业、创意农业等乡村经济新业态，将地区优势
转化为发展胜势，为农业生产和乡村振兴注入新活力。

着力建强高原特色现代农业要因地制宜发展农业
新质生产力，推进绿色转型。州委农村工作会议提出，

“我州要加快现代农业从‘资源产出地’向‘绿色产业区’
转变”的目标。绿色是农业的底色，也是我州做大做强
特色农业的独特优势。要抓住这一资源禀赋，厚植产业“含绿量”，提升发展“含
金量”，不断做强优势产业、做优特色产业、做大新兴产业。要以地标发展为突破
点，深耕品牌农业市场，推进区域地标品牌建设，讲好产品故事，全面提升特色农
产品档次和市场竞争力。

因地制宜、各展所长，才能下好“一盘棋”。坚持特色化、产业化、品牌化发展
路径，必定会有更多的“乡字号”“土字号”农特产品走向全国、走向世界，为大理
农业现代化注入澎湃动能。

□ 通讯员 李克钊 朱颖桑
童江波 文／图

彝族长老身着传统服饰带领村民
祝祷，进行庄严的“祭茶王”仪式。彝族
群众与游客围圈“打歌”，原生态山歌
与欢快舞步交织，展现着“幸福牛街”
的勃勃生机。徒步爱好者们来一场

“茶园徒步”之旅，从大核桃箐古茶园
出发，途经樱花烂漫的大帅茶园、彝族
风情浓郁的荣跃茶园，最终抵达木掌
茶厂，既可以沿途欣赏茶园叠翠、山花
竞放的优美景色，又可以亲身体验一
次采茶的乐趣，还能身着彝族盛装拍
照打卡，留下一次难得的纪念。

近年来，弥渡县牛街乡因地制宜
推动乡村休闲旅游与茶产业互促互
融，成功举办了多届茶文化主题活动，
大力打造茶文化体验新场景，不断拓
展茶产业价值，助推茶旅融合发展，每
年吸引了大量周边地区的游客前来观

光游玩。
游客姚佳伊参加了茶园徒步、祭

茶王等活动，在木掌茶厂沉浸式观赏、
学习了制茶技艺，还穿上当地的民族
服饰亲身体验了彝族文化的魅力。她
感叹道：“浓浓的彝家风情、芬芳的茶
香都让我流连忘返、乐不思蜀。”

国家一级评茶师陈炳林特意从
福建赶来，参加茶文化节的“古茶树拍
卖会”。他说：“来到牛街乡后，让我切
身感受到这里山好、水好、茶更香，这
里有8000多亩茶园，1280棵古茶树，吸
引了许多客商前来参观采购。”

“近年来，牛街乡通过举办茶文化主
题活动，以‘文化+生态+产业’多元融合
的方式，全方位提升牛街乡茶叶的市场
知名度，切实增加了茶农收入，有力推动
了当地经济发展。同时，也为外界打开
了一扇窗口，让大家沉浸式领略牛街
特色民族风情，助力旅游产业发展。”
牛街乡党委委员、组织委员张皓明说。

弥渡县牛街乡——

春日采茶游持续升温

游客在弥渡县牛街乡木掌村茶园踏青，体验采茶制茶。（摄于4月1日）

宾川县——

水果采摘带火乡村游

外国友人正在云龙县大栗树茶园体验采茶。（摄于4月10日）
近年来，云龙县积极探索茶文旅融合发展模式，打造集茶叶采摘、制茶体验、茶

园观光、研学实践于一体的示范茶园基地，不断提升产业附加值，做活“茶文章”。
［通讯员 钱丽娅 罗晓剑 摄影报道］

一群游客正在巍山县大仓镇苍鹭谷春游露营。（摄于4月3日）
近年来，巍山县依托丰富的生态和民俗文化资源，大力发展乡村旅游产

业，以文旅融合赋能乡村振兴，取得了明显成效。 ［通讯员 李雪媛 摄］

剑川古城剑阳楼前，参加研学
活动的学生向非遗代表性传承人
学习民族舞蹈。（摄于4月11日）

近年来，剑川县积极探索文旅
融合新模式，依托剑川白曲、霸王
鞭、黑陶等非遗代表性项目，着力
打造“非遗+研学”特色文旅项目，培
育“文旅+研学”新业态，进一步丰富
乡村文旅内涵，助力乡村振兴。

［通讯员 高文 摄］

□ 通讯员 李文开 饶荣贵

近年来，南涧县立足丰富的林业资
源优势，树牢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
理念，积极探索党建赋能林下经济发展
新模式，通过党建赋能、立体开发、人才
支撑和政策护航，走出了一条生态保护
与农民增收“双赢”的绿色发展之路。

“党建赋能+立体开发”
激活林下“聚宝盆”

南涧县森林覆盖率达 66.7%，拥有
广袤的核桃林、茶园和天然林地。依托
这一生态优势，该县积极发挥基层党组
织作用，以“政府引导+企业带动+农户
参与”的模式，因地制宜发展林药、林
菌、林禽、林蜂等复合型林下产业。在
无量山、哀牢山片区，林下三七、重楼、
黄精等中药材种植面积突破 2万亩，成
为全省重要的林下中药材种植基地。
以松茸、牛肝菌为代表的野生菌保育
促繁技术推广至12个行政村，年采集量
达 500吨，带动 3000余户农户增收。林
下中华蜂养殖规模达 1 万箱，打造了

“无量山蜂蜜”地理标志品牌，产品远销
沿海城市及东南亚市场。

“党建赋能+人才支撑”
提升产业附加值

南涧县引入科研院所和龙头企业，
为林下经济发展提供了坚实的人才和
智力支持。深入基层开展培训和指导，
提高从业者的专业技能和生产效率，切

实将科技成果转化为实际生产力。积
极推行“龙头企业+村党总支+合作社+
农户”合作模式，引导脱贫劳动力到基地
务工，促进当地脱贫劳动力向产业技术
工人转变。通过建立“联农带农”服务体
系，开展技术培训200余场次，惠及农户
1.2万人次。同时，建成林下产品初加工
基地8个，开发出冻干菌菇、油鸡枞、蜂蜜
制品等深加工产品，产业链条不断延伸。

“党建赋能+政策护航”
生态与经济“双赢”

坚持绿色发展底线，南涧县压实各
级党组织责任，严格推行“有机种植、生
态管护”模式，禁用化肥农药，推广“以
林养菌、以菌促林”的循环农业。出台
了专项扶持政策，整合涉农资金3000余
万元，创新林权抵押贷款、森林保险等
金融产品，进一步保障林下经济可持续
发展。打造以无量山樱花谷、藏茶谷、
药谷“三谷”为主的森林康养生态旅游，
推进生态价值转换，并在“碳汇+义务植
树”“低碳+森林旅游”等碳普惠项目及
平台建设方面开展试点工作。2024年，
全县林下经济综合产值突破 4亿元，带
动5万户农户户均增收3000元，其中，32
个村集体通过林下产业分红实现集体
经济收入超20万元。

如今，穿行在南涧的青山翠谷间，
林间套种的药材吐露新芽，蜂箱错落
散布，无量山乌骨鸡悠然觅食，一幅“林
下生金”的乡村振兴画卷正徐徐展开。
这片绿水青山正在成为百姓增收的“幸
福靠山”。

党建赋能林下经济

南涧县走出生态富民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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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大理“三月街”民族节
于4月12日至18日在大理市举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