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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9 月 17 日，普洱
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成功
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一年来，“不变”与“变”的
故事围绕景迈山的人、茶、事
展开。

不变是延续，变是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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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 百 年
来 ，景 迈 山
人严格遵循
着种茶祖先
帕哎冷的遗
训 ，倾 听 着
山 的 语 言 。
这 一 年 来 ，
当地党委政
府 、企 业 和
群众牢固树
立 和 践 行

“ 绿 水 青 山
就是金山银
山”的理念，
以对历史负
责 、对 未 来
负 责 的 态
度 ，以 强 有
力的法规保
障和规划为
支 撑 ，牢 牢
守住安全底
线，高标准、
全 方 位 、系
统性地保护
好这一文化
瑰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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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全方位
法律法规“加持”。一年来，全面

实施《普洱市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

保护条例》，启动《普洱景迈山古茶林

文化景观遗产保护管理规划》修编，

编制完成惠民镇国土空间规划、景迈

山行政村村庄规划。出台《普洱景迈

山古茶林管护技术规范》，从 8 个方

面规范景迈山古茶林管理。

村规民约“护身”。修订完善景

迈村、芒景村村规民约，对古茶林保

护、传统民居维护、森林保护、卫生习

惯养成等进行了约定……

监测预警赋能。目前，景迈山

监测预警平台系统已实现对日常管

理过程中发现预警、处置预警，到

最后解除预警的闭环预警处置流

程。

森林消防守护。在景迈山，普洱

市森林消防支队景迈山驻防分队 30
人长年驻扎，每天分批进村入户、巡

山进校，进行古茶林、古村落、森林防

灭火知识宣传等。

保护·古茶树
如今，生活在景迈山上的茶农依

旧遵循着“只追春秋，不问冬夏”的古

茶采摘规定，每季不超过七成的鲜叶

采摘量，并依节令适时进行除草松土

等养护，在古茶林、古茶园和生态茶

园中绝不使用农药和化肥。

通过“公司+合作社+茶农”的合

作模式，以专业的古茶林养护技术，

引导村民科学保护古茶树。实施“仿

古茶林”生态改造 1.1 万亩，3.3 万亩

生态茶园获得有机认证。

保护·古村落
一年来，景迈山坚持把古村落改

造提升同保护历史遗迹、保存历史文

脉统一起来，投入 1982万元资金对 3
个传统村落的传统民居进行外部修

复和内部功能现代提升改造，以更好

地满足群众的生产生活需求。

据统计，现已对景迈山 396栋传

统民居进行修复、修缮，对 350 栋民

居建筑进行风貌整治，有效保护了传

统村落的空间肌理和整体风貌。

在景迈山上，村民们都是这方水

土活生生的“教科书”，他们通过口耳

相传的古老方式将景迈山的文化传

承保护精髓代代相传。

传承·敬畏之心
在景迈山上，每一代家长都会给

孩子讲述布朗族先祖帕哎冷留下遗

训的故事，教导孩子们要怀揣对自

然、对茶树的敬畏之心，细心呵护这

份自然的馈赠。

正是这份对先祖遗训的坚守，对

自然法则的深刻领悟，以及景迈山人

勤劳质朴的民风和世代相传的保护

智慧，共同构筑了“茶在林中、村在茶

中、人茶共生”的古茶林文化景观和

智慧型山地人居环境，塑造了“林、

茶、人”三位一体的和谐空间关系和

生态关系。

传承·古老技艺
景迈山上，古老的种茶、采茶、制

茶技艺，饮茶习俗、茶歌茶舞以及开

门节、山康茶祖节、刀舞等都在传承。

此外，越来越多的景迈山村民加

入到文化传承的行列中来。现有非

遗传承人 21 名，其中省级 1 名、市级

13 名、县级 7 名，涵盖布朗族风俗礼

仪、传统舞蹈，以及傣族舞蹈、景迈山

传统制茶技艺等多个类别。

景迈山景迈山变与与不

       ●目前，景迈山纳入管理的民宿有98家、餐厅36家、茶室1062间

方物之外·阿百腊民族文化传习馆：遗产价值保护传承与文旅融合
的新样板

活化利用不断拓展

方物之外·阿百腊民族文化
传习馆坐落于景迈山芒景上寨，
是景迈山遗产核心区内唯一的综
合体验式民族文化传习馆，于
2024年 1月 5日正式对外开放。

“它的前身是一家家庭式民
宿，承袭了布朗族鲜活的文化传
统。”传习馆店长助理兼品牌经理
程雨婷介绍，阿百腊民族文化传
习馆致力于传承与弘扬布朗人血
脉中的“古茶文化”，将现代人文
艺术、设计等生活美学元素融入
布朗族传统的干栏式建筑民宿
中，提供温馨、自然且深入当地的
服务与活动体验，是一家融合了

古茶文化、民族文化的综合体验
式高端民宿。

自开业以来，阿百腊民族文
化传习馆成功地将民族文化传习
与高净值人群的文旅需求相结
合，成为遗产价值保护与传承以
及文旅融合的新样板。其高品质
的服务、独特的地理位置优势，以
及丰富的茶文化与民族文化，均
赢得了游客的一致好评。运营至
今，传习馆的毛利润达 25%。

程雨婷还补充道：“除了提供
基本的餐饮和住宿服务外，游客
还可以在此体验布朗族的非遗烤
茶服务，聆听布朗族小调，徒步探

索山间或古村落，欣赏美景，并深
入了解景迈山的文化历史与申遗
故事。”

来自北京的游客张雷在体验
了传习馆后告诉记者，优越的地
理位置、推窗即景的美丽环境、独
特的古朴建筑，以及出门即可置
身于全球首个茶主题世界文化遗
产——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中
的体验，都是选择在此入住的重
要原因。“早晨醒来，只见云雾缭
绕，仿佛能听到大自然的呼吸，感
觉自己仿佛置身于人间仙境。”张
雷说。       （记 者  于 飞  通 讯 员  
潘华杰  袁兰  陈鋆）

2023 年底，景迈山申遗成功后
不久，位于澜沧拉祜族自治县惠民
镇景迈村的景迈大寨中转站便建设
完成。这是一个集咨询服务、休闲
娱乐、购物平台于一体的中高端轻
奢休闲购物场所。

景迈大寨中转站利用集体土地
和村民闲置房屋，引入普洱北归咖
啡公司经营咖啡销售，同时携手石
头纪打造景迈大寨民族生活体验
店，以此创造收益。此举形成了“村
集体+国有平台企业+运营企业”的
三方利益联结机制，不仅盘活了资
产，还有效带动了当地群众增收。

在景迈大寨中转站，游客可以
便捷地获取景区旅游基本信息，解
答关于景迈山的资源、特色、交通、
食宿等各种疑问。此外，站内还售
卖咖啡、饮品、甜点等景区专属特色
小吃和文创产品。这一平台不仅提
升了景迈山旅游接待基础设施和服
务水平，还填补了景迈山景区内休
闲购物的空白，拉动了游客消费。
如今，它已成为景迈山文旅消费的
新热点和新晋网红观云海打卡地。

游客们可以在此品尝一杯醇香
的咖啡，然后前往二楼的观景平台，
欣赏远处“山共林、林生茶、茶绕村”

的景观，感受茶林共生、云海茫茫的
自然奇观。在这里，游客们可以呼
吸新鲜空气，尽享心灵的宁静与放
松，然后尽情拍照留念，记录下美好
瞬间。

来自西安的游客陈群表示：“这
里是外地游客探索全球首个茶主题
世界文化遗产的绝佳首选。景迈山
风景秀丽，多民族聚集，古建筑保存
完好，民风淳朴，是一个外出游玩的
好地方。”

（记者  于飞  通讯员  潘华杰  
袁兰  陈鋆）

村民增收有了新渠道

景迈大寨中转站：新晋网红打卡地助力村民增收

●景迈山茶林文化景区被评为省级绿美景区标杆典型
●2023 年 10 月 27 日，景迈山被生态环境部命名为第七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

践创新基地
●景迈山秘境茶旅体验活动入选 2023 全国非遗与旅游融合特色活动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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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待未来能有更多人探访
景迈山，亲身体验并发现它的独
特之美。”这是普洱景迈山古茶林
保护管理局遗产科科长李杨去年
许下的心愿。

自景迈山申遗成功一年来，
该地旅游业迎来了爆发式增长，
李杨的心愿已然成真。然而，随
着游客量的激增，李杨也面临着
新的挑战：如何确保世界文化遗
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得以保持。
为此，她迅速调整状态，积极投身
于世界遗产保护管理的学习与实

践中。
李杨特别关注社区发展与旅

游之间的平衡，致力于在保护遗
产的真实性、完整性和突出普遍
价值的同时，探索促进当地经济
可持续发展的新路径。在国家文
物局的指导下，她参与撰写了《普
洱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世界文
化遗产保护管理报告》和《遗产监
测年度报告》，为遗产的科学管理
和有效保护出了一份力。

此外，李杨还积极参与筹备
了多场国际交流活动，如“普洱·

文化景观保护与发展国际学术研
讨会”及申遗成功一周年庆祝活
动，通过多种渠道展示景迈山古
茶林的文化魅力，进一步提升了
社会各界对遗产保护的认识和支
持。

作为景迈山的守护者，李杨
将与所有热爱这片土地的人们携
手共进，共同开启守护景迈山的
新篇章。

（记者  徐一丹）

●构建了数据采集、分析、评估、预警和处置一体化的监测预警系统，并
将数据接入国家监测总平台。景迈山监测预警平台系统使用以来，采集遗
产监测数据869万多条，完成预警处置68次

李杨：积极投身于世界遗产保护管理的学习与实践中

保护力度持续加大

Ta 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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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景迈山茶产业实现综合产值 5.17亿元，同比增长

31.55%

尹一然：我们的收入水涨船高

茶旅融合走上“快车道”

“景迈山成功列入世界遗
产名录，不仅深化了我们对景
迈茶的认知，还坚定了我们发
展景迈山茶产业的决心，伴随
而来的新契机也促进了茶产业
与旅游业的规范化、升级及融
合。”谈及申遗成功带来的变
革，景迈山芒埂村的“老茶匠”
尹一然笑容满面地说。

尹一然自 2005 年起涉足
茶叶销售，初期全凭一己之力
奋斗。2010 年，随着普洱市启
动景迈山申遗进程，她与村内
及周边几户农家携手，共同创
立了澜沧景迈布傣茶叶农民专
业合作社。

合作社初创时，仅有 34户

成员，收入远不及当前水平。
但随着申遗工作的持续推进，
景迈山的知名度日益提升，收
入也逐年增长，加入合作社的

“新成员”亦不断增加。2023
年，景迈山申遗成功，声名远播
全球，景迈茶在市场上的受欢
迎程度更胜以往，合作社全年
总收入突破 300 万元，注册成
员增至 86 户，并荣获“国家级
农民合作社示范社”称号。

申遗成功不仅让景迈茶备
受瞩目，也吸引了众多茶友和
游客纷至沓来，为尹一然和社
员们带来了新的商业机遇。因
此，今年他们齐心协力，不仅继
续推进生产车间改造、卫生标

准提升、产品包装升级等工作，
将传统制茶技艺与现代科技相
融合，以提升茶叶的品质和产
量，还在政府的扶持与鼓励下，
采用“庄园+体验+游学”模式
发展乡村旅游，茶旅融合的“快
车道”也让他们的收入水涨船
高。

“景迈山是人类文明的瑰
宝，价值不可估量。景迈茶汲
取了这座山的精华，蕴藏着无
限潜力。我坚信，随着景迈山
的不断发展，景迈茶将愈发优
异，我们的生活也将越来越美
好。”采访结束时，尹一然满怀
信心地说。

（记者  廖智若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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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呢，是景迈山土生土长的布
朗族姑娘。布朗族世代生活在景迈
山，以茶为生。

由于家庭经济条件较为困难，
2007 年，玉呢前往广东打工，一去
便是五年。打工期间，她半工半读，
学习了市场营销专业。回到景迈山
后，她在翁基开设了第一家客栈，并
向游客售卖景迈山的茶叶。

“直到 2023 年景迈山申遗成
功，这极大地提升了景迈山的知名
度和美誉度，给我们的生活和生产
带来了巨大变化。我是景迈山申遗
成功的见证者、参与者和受益者。”
玉呢高兴地说。

玉呢的客栈建于 2017 年。在
申遗成功之前，景迈山知名度不高，

游客也不多。申遗成功后，尤其是
去年国庆期间，大量游客涌入景迈
山，客房供不应求，到处都是询问房
间的游客，她的客栈生意也越来越
好。今年刚过去的暑假，几乎天天
满房。

客人来景迈山游玩，也需要用
餐。因此，玉呢的客栈还配备了餐
厅。为了让客人既能吃好，又能体
验布朗族的传统饮食文化，她研究
制作了达拉宴，达拉在布朗语中意
为野菜和野果。除了这些野菜野
果，她还用景迈山的土鸡和螃蟹脚
烹制出美味的螃蟹脚炖鸡；用本地
的罗非鱼，放上野生调料，在炭火上
慢烤，做出美味的布朗烤鱼。这些
菜肴都是按照布朗族传统加工方式

烹饪，游客如果愿意，还可以参观体
验烹饪过程。这样一来，玉呢也增
加了餐饮收入。

景迈山是著名的茶山，茶叶才
是景迈山最核心的产业。玉呢告诉
记者，以前，景迈山的茶叶主要卖给
茶商。最近几年，特别是申遗成功
后，游客的到来为茶叶开辟了新的
销路。游客来到景迈山，看到优越
的自然环境，品尝到醇香的景迈山
茶，了解到布朗族的传承和信仰，便
会在景迈山购买一些茶礼，她家的
茶叶销路也因此好了很多。“我们真
诚希望世界各地的朋友来景迈山做
客！”玉呢说。

（记者  于飞）

●2023 年 9 月以来，景迈山共接待游客 40.2万人次，同比增长 33.52%；
实现旅游收入3.38亿元，同比增长184%

玉呢：节假日客栈几乎天天满房

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景迈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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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茶资源和民族文化的
交融碰撞造就出的独特茶文
化景观，不仅让景迈山成为全
球首个茶主题世界文化遗产，
也成为游客的向往之地。

一年来，在世界文化遗产
这张闪亮名片的加持下，景迈
山的“绿色流量”不断增加。
越来越多的游客走进景迈山，
品香茗、吃美食、看美景。于

是景迈山开始有了民宿、茶
室、围炉烤茶、火塘歌宴等体
验空间，民族旅拍、景迈山徒
步、青少年研学等新兴项目也
迅速出圈。

今年暑期，景迈山商圈的
本地生活服务消费增速位居
普洱市首位，景迈山商圈的文
旅订单量（含景区门票、跟团、
酒店民宿等）同比增长 250%。

截至今年 9 月 11 日，“景迈山”
相关的搜索量在携程网环比
增长 161%，在美团的搜索量
同比上涨了 500%。

在景迈山，旅游景区不断
完善，旅游场景业态逐步丰
富，景迈山定制游、深度游等
旅游服务初步构建，已完成
100 余场研学团队的接待服
务。                 （记者  于飞）

●截至今年 9 月 11 日，“景迈山”相关的搜索量在携程网环比增长
161%，在美团的搜索量同比上涨了500%

景迈山商圈：本地生活服务消费增速位居普洱市首位

旅游场景业态逐步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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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记者    廖尚燕廖尚燕    绘绘））

“大家好，现在为大家推荐的这款是我们
家热销的景迈山古树茶，汤色晶莹，口感柔
和，回甘很好……”景迈山的夜晚静谧安详，
而玉班的直播间内却热闹非凡。镜头前，有
着两年直播经验的玉班一边熟练地泡茶，一
边向观众详细介绍手中的茶叶。

玉班是景迈村帮改村民小组的返乡创业
大学生。2022年，她接触到了茶叶直播，决定
通过网络电商让更多人品尝到家乡的优质茶
叶。为提升直播效果，玉班不仅参加了政府
组织的电商直播培训，还自费报名了多个网
络课程，并邀请在昆明从事摄影工作的丈夫
回来帮忙搭建直播间、负责摄像和妆造。如
今，玉班每晚固定开播一场，月营业额超过 5
万元。

目前，越来越多像玉班这样的年轻人选
择回到景迈山，他们有的传承传统制茶工艺，

提升茶叶品质；有的创新发展文创产业，拓展
茶产业链；还有的加入直播带货行列。申遗
成功一年来，大批外出务工的村民相继
返乡创业，其中 100 余名返乡年轻人开
通了网络直播，利用电商平台宣传
景迈山，并将景迈山的古茶和农特
产品销售到全国各地。

                         （记者  李超）

大批外出务工村民返乡创业
●大批外出务工的村民相继返乡创业，100余名返乡年

轻人开通网络直播，利用电商平台宣传景迈山，并将景迈山
古茶和农特产品销往全国各地

玉班：直播卖茶 月营业额超 5 万元

“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

包含 5片规模宏大、保存完好的古茶

林和分布其中的 9个古村寨，以及古

茶林之间的 3 片分隔防护林。连绵

的陡峭山谷、南朗河及其支流南门河

将其环绕，形成了相对独立的地理单

元，恍如“世外桃源”。专家表示，这

一独特的古茶林文化景观，至今仍保

持着蓬勃生命力，是我国农耕文明的

智慧结晶，也是人与自然良性互动和

可持续发展的典范。

新一年秋风起，景迈山依旧绿意

盎然，每座山峦、每个村寨，都是一幅

动人的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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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 望 景
迈山申遗成
功 的 这 一
年 ，全 球 首
个茶主题世
界文化遗产
名片带来的

“绿色效应”
已 充 分 彰
显 ，景 迈 山
不断发生新
变 化 ，绽 放
新光彩。
       如 今 的
景 迈 山 ，如
同获取了一
把绿色发展
的 “ 金 钥
匙”，打开的
是一部厚重
生 动 的“ 山
字经”，诠释
的 是“ 绿 水
青山就是金
山 银 山 ”的
生态建设理
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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