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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侯文坤 杨静

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
知归路。兴尽晚回舟，误入
藕花深处。争渡，争渡，惊起
一滩鸥鹭。

云南省丘北县普者黑地
区，李清照的这首《如梦令》
化作了实景——满目翠色的
彝家小院，山水田园环绕，入
可静坐窗前品茗，出可泛舟
万亩荷塘。

受益于影视剧带动、高
铁贯通等利好因素，普者黑
近年来骤然升温，跻身“爆
款”景区。但伴随游客激增，
环境压力、管理短板等隐忧
也随之凸显。

爆红之后，怎样才能使
景区不负盛名，保持人气？如
何处理景区管理和包容发展
之间的关系？面对业内“现象
级”难题，普者黑的蜕变和模
式探索颇具典型意义。

388平方公里内，312座
孤峰星罗棋布，54个湖泊相
连贯通，2 万亩水面清澈见
底，小舟摇曳藕花深处……
普者黑堪称一幅立体的山水
画。普者黑旅游热，归功于
绮丽的山水田园风光，也得
益于对原生态的守护和包容
共生的发展模式。

近年来，资本押注各地
旅游产业，带动旅游热潮的
同时，景区“排挤”原住民和
当地文化的现象屡见不鲜。
普者黑景区却独辟蹊径，尽
最大限度保留当地自然和人
文元素，使生态、生活、生产
恰到好处地融合在一起，努
力做到留住原乡，系住乡愁，
形成了鲜明的特色。

普者黑景区核心，是依
山傍水的仙人洞村，一个彝
族小渔村。“1993年前后，村
民们开始发展旅游经济，拆
了民居建起毫无特色的小洋
房，民族文化元素逐渐消
失。”仙人洞村主任范成元
说，“2013年在政府扶持下，
村子重新改造为错落有致的
彝族民居，客房价格从几十
块钱涨到好几百元。”

“不同于一些‘快餐景
区’，这里经过 20 多年旅游
开发，仍可领略彝族民俗，看
彝族舞蹈、刺绣，听古曲古
调。”范成元说。

“与单纯的景区建设不
同，普者黑的民居、耕地、水
体等也是景区重要组成部
分，必须大力保护。”云南普
者黑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常务副总经理李润熙说。

为此，景区尽量避免游
客进入水源地；防范外来物
种进入水体；公司把水系周
边的农田租来，减少农业污
染；舍弃机动船，坚持用人工
划船；投资改善卫生、环境等
基础设施……

李润熙说，山水资源和
民族文化彼此依托，缺一不
可。公司始终坚持社区参与，
让村民共建景区、分享收益，

以社区发展丰富景区内涵。
古老与现代、自然与人

文、村居与山水融为一体，赋
予普者黑景区独有的魅力和
情趣。“划船不再只为谋生，
而变成村民与游客们相处的
方式。”一位在普者黑撑船
20多年的村民说。

“表面上建起的是特色
民居，改善的是基础设施，实
际上建起的是新发展理念和
文化自信。”云南普者黑文化
旅游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李
红军说，“山连水，水绕山，景
区融于村落，民居环绕景区，
共生并存，相谐相依，这正是
普者黑的灵魂。”

近两年，在热播综艺节
目和影视剧拉动下，普者黑
知名度快速提升，高铁贯通
又为当地旅游经济添了把
火。截至今年 8 月下旬，景
区累计接待游客 82 万余人
次，同比猛增87%。然而，问
题也接踵而至。

记者走访发现，村落与
景区融为一体，不免承担接
待功能。伴随游客人数迅速
扩张，污染物排放激增，当地
环境压力骤然放大。此外，
景区还存在马车无序运营、
交通拥堵和路面污染、社区
间利益冲突、旅游服务设施
滞后、景区面广难管等难题。

发展中出现的问题，要
靠发展来解决。“必须加快发
展，与时间赛跑，绝不能让这
些问题破坏旅游体验，损害
景区长远发展。”李红军表
示。地方政府和公司已启动
环湖截污治理专项工程，力
图从源头上控制水体污染。

据介绍，普者黑近期主
要建设目标是创建国家5A级
旅游景区，核心范围15平方
公里，切实改善景区基础设施
瓶颈；中期，完善提升社区公
共服务，优化升级产业体系，
挖掘创新文化内涵，推动景区
与乡村协调发展；远期，实现
旅游产品由观光型向休闲度
假型转变、发展内涵由生态观
光向文化与旅游融合转变。

在景区管理者看来，这
不是盲目“砸钱”，而是搭建
平台，让原住民、政府、景区、
游客等相关主体均能受益于
包容式、可持续发展模式。
然而，要实现这样的愿景，单
靠企业难以完成。

今年以来，伴随云南旅
游业加速转型升级，星罗棋
布于这方水土的不少乡村有
更多机会像普者黑一样，凭借
资源禀赋、特殊机缘走出深
闺，为人所知，甚至一夜爆红。

作为典型的新兴文旅热
点，普者黑景区以其包容式
发展模式，为后进者提供了
可资镜鉴的样本。同时，各
种成长的烦恼及酝酿中的破
解之道，也值得相关各方为
之筹谋助力。

用幸福产业留住乡愁，留
住绿水青山——这是中国文化
旅游产业的愿景，也是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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