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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沙溪镇凭借着宜居、宜业、宜游、宜
学、宜养的优势，大力发展旅居、旅学、旅创等新
业态，吸引多层次、多样化群体前来生活、研学、
创业。文旅产业的快速发展也吸引了大批外出
游子归乡创业，为沙溪发展汇聚了蓬勃的“烟火
气”，注入了强劲动能。

入夏时节，位于沙溪镇长乐村的莎莎玫瑰
园里，各色玫瑰娇艳绽放。庄园主人卢奇峰夫
妇来自广州，2010 年第一次来到沙溪后，他们
就深深地爱上了这里，从此开启“候鸟式”旅居
生活，每年 4 月到 10 月，都要到沙溪避暑。
2016年他们流转了长乐村 80多亩土地，开始发
展生态玫瑰种植。目前，莎莎玫瑰园已经成为
沙溪镇打造田园风光的示范性生态农场，通过
示范带动、吸纳务工等方式，帮助当地村民增
收。他们还在寺登街开设了一家名为“遇见沙
溪生活馆”的产品体验店，为游客提供他们精
深加工的玫瑰花茶、玫瑰酱、鲜花饼、玫瑰花香
膏等产品和体验制作服务，受到游客的青睐。

长乐村村民赵丽娥在玫瑰园打工已经有
两年多的时间了，能在离家十多分钟路程的地
方，实现赚钱顾家两不误，她很是满意。据了
解，莎莎玫瑰园每年在用工上的支出大概有四
五十万元。同时，还会给附近的农户提供玫瑰
种苗，在种植过程进行指导，并统一收购。

在沙溪，像卢奇峰这样的旅居者还有很多，
他们融入当地生活，成为“新沙溪人”，通过开设
民宿、咖啡馆、艺术工作室等方式，不断丰富
沙溪的旅游业态，书写“旅居+”的诗意生活。

在华龙村的半山咖啡，游客正惬意地享受
着下午茶。虽然是旅游淡季，但这个坐拥田园

山景的咖啡馆，仍然热度不减。老板娘何桂珍
是华龙村本地人。2019年，在外打工多年的她，
看到家乡的旅游热度持续提升，决定回乡创
业。她承包了村里的几间老房子，
开起了华龙村的第一家咖啡
馆。如今，半山咖啡已经成
为华龙村的咖啡文化地
标，何桂珍也成为了村
里 的 致 富 带 头 人 。
何桂珍说：“我从小
就在这里长大，内
心就是放不下家乡
的山水。回家创
业，可以守望这片
田野，陪伴着孩子
老人，特别充实，
也特别满足。”

近年来，华龙
村积极融入沙溪镇
全域旅游发展格局，
不断探索特色旅游发
展之路，不仅吸引了外来
客商的投资，也让越来越
多外出务工的年轻人选择回乡
发展。华龙村委会工作人员何剑松
说：“到目前为止，我们村已经有 40 多位外
出务工的年轻人回来创业了，通过开民宿、餐饮
店、手工体验店这样的方式来参与到村里的旅
游发展。现在，村里一共开设了 40多家民宿客
栈，特色餐饮店有 10 多家，每年能够分流承载
沙溪古镇近60%的游客。”

如今的沙溪，不仅是外乡人的理想旅居地，
更是本地游子的心灵归乡。乘着文旅产业蓬勃

发展的东风，家乡也成了青年创业者的梦想起
航地。李盛繁在沙溪老粮库综合市

场里开了一家名为“沙溪火塘
人家”的特色马帮菜馆，本

地特产的火腿、野生菌、
山野菜非常受游客欢

迎。李盛繁说：“能
够回到家乡创业，
既能照顾家庭，又
能实现创业梦想，
比起以前在外漂
泊的日子，我感
觉很幸福。”

据 统 计 ，目
前，沙溪镇旅游行
业直接或间接从
业人员达 5080 人，

占 常 住 人 口 的
21.2%，其中自主创业

的 个 体 经 营 户 有 463
家。本地务工人员月均收

入达 3500元，旅游服务人员人
均年收入约4.2万元。

沙溪镇镇长施学良表示：“沙溪镇将以
旅居产业为依托，结合各村区位条件和资源禀
赋，实施一村一策发展战略，不断优化发展路
径，提升发展水平，协同推进文化传承、生态保
护与经济发展，构建农文旅融合发展产业格局，
推动旅居产业成为富民强镇的新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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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川县沙溪镇持续深化农文旅融合发展，将自然风光、田园美景、风土

人情、历史文化等变成可观、可感、可体验的文旅发展要素，吸引着越来越多

追求品质生活的旅居者前来体验沙溪慢时光，展现出旅居产业发展的巨大

潜力与广阔前景。

夏天的沙溪，草木葱茏、万物并秀。小桥流
水、田园村舍勾勒出了一幅充满诗意的乡村图
景。沙溪被誉为“茶马古道上唯一幸存的古集
市”，寺登街的石板路、玉津桥的马蹄印、兴教寺
的古壁画，均是千年马帮历史的见证。游客漫
步寺登街，可以触摸历史肌理，感受马帮文化的
独特魅力，沉浸于自然与人文交织的慢生活。

“沙溪古镇历史悠久，古建筑保
存得比较完整。当地人对我们很
热情、很友好，感觉非常舒
服。”江西游客杨女士说。

“沙溪生活节奏很
慢，感觉很适合养老。”
迪庆游客余女士说。

守住小镇“乡
土气”，让一村一景
浸润乡愁记忆，让
前来观光、旅居的
游客实现“山水可
游、田园可居”的
愿景。这是多年来
沙溪备受游客喜爱
的“流量密码”之一。

多年来，沙溪镇
持续开展古镇历史文化
遗产修复和保护工作，维
护古镇古村传统格局和历史
风貌。特别是 2001 年沙溪寺登
街被列入《濒危世界遗产名录》后，当
地政府启动了“沙溪复兴工程”，对茶马古道上
的四方街、古寨门、古戏台、兴教寺等核心遗产
进行抢救性修复，最大限度恢复古建筑的历史
真容，让古镇历史文脉清晰可见。据沙溪镇寺
登村党总支书记赵竹山介绍，20多年来，寺登村
每年都要投入大量资金、人力对这些建筑和遗
址进行养护。去年，仅兴教寺的消防、安保和日
常维护，寺登村就投入了20多万元。

在保护古镇传统风貌的同时，沙溪镇不忘
传承传统农耕文化、民俗民风，着力打造田园美
景。坚持“以寺登为中心、坝区村落为辐射、山
区村落为补充”的“一镇带七村”发展思路，积极
盘活农村资源要素，开展“空心村”活化利用，带
动古镇周边村落融入全域旅游发展格局。结合
观光农业鼓励当地群众种植油菜、彩色水稻、食
用玫瑰等作物，让沙溪坝子一年四季呈现不同
的色彩和景致。沙溪镇农业综合保障和技术服

务中心主任杨海胜告诉记者：“去年，我们按照
每亩 300 元的补贴标准，积极鼓励农户种植油
菜，在玉津桥东面，连片种植了 1300 多亩的油
菜。春天的时候，掀起了观赏油菜花的热潮。”

华龙村位于沙溪坝子东南侧，村庄坐落在
华丛山山麓，可以俯瞰沙溪全景。依托地理优
势，推窗即享无限田园风光的华龙村汇聚了大

批精品民宿和特色餐饮店，也吸引
了无数游客。四川游客刘女士

盛赞道：“这里视野开阔，可
以看到远处的田野和山

景，感觉心情很放松，确
实达到了出来旅行的
目的。”

华龙村何家花
园 主 理 人 何 志 成
说：“很多游客专门
为了欣赏田园风
光而来，来了以后
就舍不得走了，一
住就是一个礼拜，最
多的住了10多天。”

沙溪不仅有山
水，更有生活。乡愁印

记、田园牧歌正吸引着
越来越多的人来到沙溪，

并且住下来，用心感受这里
的人间烟火。马金平来自北京，

如今是天艺园剑川木雕博物馆沙溪分
馆负责人，2014年他第一次来到沙溪后，便对沙
溪念念不忘，多次辗转，去年底终于决定在此长
期旅居。马金平说：“沙溪的田园风光、民风文化
是最有魅力的。原住民一直生活在小镇里，让游
客能够看到白族人民的生活方式、白族的文化，
这个是特别重要的，也是最吸引我的地方。”

这份吸引马金平的“乡土气”也是当地政府
所追求的目标。沙溪镇镇长施学良表示，沙溪
镇将顺应古镇、古村原有的格局和风貌，始终
坚持最小干预、最大保留的理念，对古民居、古
院落进行抢救性修复，保持小镇古朴宁静的历
史风貌。同时，坚持不触碰生态红线，不占用
永久基本农田，让青山绿水、乡村美景永驻。
未来，沙溪镇将继续做好传统村落保护与开
发，实现活态传承，让可触摸、可参与的古镇生
活图景，吸引更多的人到沙溪体验有一种叫云南
的生活。

守住“乡土气”唤醒乡愁记忆

如今到沙溪，先锋沙溪白族书局是不少人
必去的打卡点。

这座由闲置粮仓改造而成的书局，完全保
留了粮仓的历史样貌，通过巧妙设计，打造出极
具诗意的文化空间，云南文史、茶马古道、白族
民俗、沙溪风貌等“在地化”元素，吸引了不少游
客的目光。

慕名前来的澳门游客曾先生说：“这里有很
多介绍云南、大理和沙溪的书籍，它们都被集中
摆放在一个区域，我觉得非常好，给游客一个了
解地方历史文化的窗口。”

北京游客闫女士则对书局的文创产品
很感兴趣。她说：“我去过很多地
方的书店，感觉旅游产品都比
较同质化。但是沙溪的文
创产品，融入了很多当地
的文化元素，我很感兴
趣，很想带几样东西
回去。”

先锋沙溪白族
书局店长张舒是去
年 12 月来到沙溪
工作的，此前，她
一直在南京的先锋
书店工作，因为向
往沙溪，对沙溪的历
史文化、风土人情十
分感兴趣，她便申请
到沙溪工作。张舒介
绍，先锋沙溪白族书局在
图书选取以及文创产品设
计上都十分注重“在地化”的表
达，希望能打造一家独具沙溪特色
的先锋书店，为当地文旅产业差异化发展提供
更多助力。先锋沙溪白族书局利用瓦猫、甲马
等白族元素设计的旅游纪念品，很受游客欢迎。

沙溪镇深入挖掘当地文化资源，通过民俗
节庆展演、非遗体验传承、文物古建活化利用等
方式，不断涵养古镇“诗书气”，增强文化吸引
力，打造独具文化艺术气息的乡村旅居目的地。

如今，沙溪古镇内有艺术工作室 8 家、画廊
12 家、手工艺品店 35 家，吸引绘画、舞蹈、音乐

方面的艺术家和建筑、心理、医疗等领域专家
12人。

位于寺登街的天艺园剑川木雕博物馆沙溪
分馆里，游客们正在雕刻师傅的指导下，拿起雕
刻刀、木工凿，沉浸式体验非遗技艺。广西游客
李先生在体验后意犹未尽，他说：“这次行程比
较匆忙，只能简单体验一下，如果时间充足的
话，很想自己雕刻一个作品带回去，应该会很有
意义。”

负责人马金平介绍，该馆是一个综合性的
剑川非遗展示和体验的基地，除了剑川木雕，游

客还可以深度体验白族黑陶烧制、布扎刺
绣等项目。她说：“我们不希望沙溪

被太多同质化的旅游现象充
斥，我们想展示沙溪特有的

传统文化，希望游客能够
通过沉浸式的体验，更

加深入地了解当地的
文化特征。”作为一
名旅居者，马金平正
是被沙溪厚重的文
化底蕴和独特的民
俗风情所吸引，决
定留在这里工作生
活，她希望能将沙溪
特色的文化元素展
现给更多的人。

沙溪镇文化站站
长杨惠铭介绍：“茶马古

道既是一条贸易的通道，
也 是 一 条 文 化 交 流 的 通

道。沙溪作为茶马古道上的驿
站，文化交流的功能已经是历史上

的传承。我们想借助现在的传播工具，开拓多
元化的文化交流方式，交流互鉴、兼容并蓄，争
取打造充满文化魅力的沙溪。”

未来，沙溪将继续以文化为主线，充分挖掘
白族历史文化和茶马古道特色文化资源，通过
打造特色文旅体验项目、丰富文创产品体系等
方式，打造特色白族文化 IP，构建文旅融合发展
新模式、新业态，为旅居产业发展注入独特内涵
和持久活力。

涵养“诗书气”赋能融合发展

汇聚“烟火气”激发振兴活力

① 玉津桥初夏美景。
② 传统村落华龙村。
③ 寺登街游人如织。
④ 游客在寺登街享受下午茶。
⑤ 先锋沙溪白族书局文创产
品吸引游客目光。
⑥ 沙溪镇田间美景。
⑦ 寺登街茶马古巷。

①①

②②

③③

④④

⑤⑤

⑥⑥

⑦⑦

记者 李丽合 左琳 熊志明 通讯员 赵军 段江云／文
通讯员 赵军 张晓龙 熊志明 张铸婷 杨德智／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