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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

高 家 寨

记者  郭春祥  李超  
通讯员  陶俊蓉  鲁海洋
思茅区融媒体中心/图
记者  廖尚燕/手绘设计

青山环绕村庄
绿 ，绿 水 潺 潺 抚 心
怀 。 在 普 洱 ，依 山
傍水之地有着浓郁
的 民 族 风 情 ，各 个
美丽乡村看得见山
水、记得住乡愁、留
得 住 乡 情 ，村 民 们
在 村 落 里 安 居 乐
业 ，把 乡 村 生 活 过
成了“诗和远方”。

《普洱日报》将
持 续 推 出“村 不 见
我 我自去见村”系
列 版 面 ，展 现 普 洱
乡 村 田 绿 水 美 、产
业兴旺、宜居宜业、
生活富足的美丽新
画卷。

清晨，漫步在梅子湖畔的沿湖
栈道上，远眺茶山叠翠，近观湖水
如镜。当微风轻拂湖面，水光潋
滟，忽而有种“结庐在人境，而无车
马喧”的意境。这幅城中山水画就
位于普洱市思茅区南屏镇曼连社
区高家寨村民小组，背靠万亩茶
园、紧邻梅子湖畔，是喧嚣城中一
处不可多得的惬意休闲之地。

“这里太美啦！天蓝得清澈，青
山碧水、空气清新，随手一拍都是美
景。”刚刚结束晨跑的湖南游客李女
士赞叹道，“没想到这里的环境这么
好，沿着梅子湖栈道晨跑，身心很是
舒畅，真羡慕这里的人！”

当晨光洒向茶山，沿着茶园观
光栈道拾级而上，不时能嗅到茶香
阵阵，面朝西北能看到葱茏的茶树
吐露着新芽，漫山的绿意倾泻而出，
徜徉在茶田的怀抱之中，令人沉醉。
面朝西南是梅子湖公园，成群的水
鸟飞来湖中栖息，增添无限生机，尤
其是登顶后，站在观景台俯瞰全城
的那一刻，虽不及“会当凌绝顶”的
盛景，但也可“一览众山小”。

身处高家寨，道路两旁独具特
色的白墙灰瓦民族风貌建筑、多姿
多彩的彝族文化墙绘，无不释放着
这个传统彝族村寨的吸引力。在这
里，除了能够领略湖光山色之美，也
能满足唇齿口腹之欲。但如果没有

向导或本地人的介绍，或许你想象
不到，这条贯穿村寨仅有 500余米的
园丁路，居然有数十家酒店、民宿和
特色餐饮店掩藏其中。彝家菜、马
帮菜、哈尼菜、石斛宴、菌子宴……
这里不仅有各种本地特色和外地尝
鲜菜系，且每一家都有自己的拿手
菜。随意走进一家都不会让你失
望，饭店老板总会热情地迎上前，像
是久未谋面的老友，耐心询问你的
口味需求，为你配置一桌美味餐食。

村民赵红是第一批在这里开农
家乐的人，转眼快有二十年了。最
忙的时候每天要接待二三十桌客
人，有时还会忙得顾不上吃饭。“听
说你们家做的‘花菜’很有特色，特
地约上家人来尝一尝。”远道而来的
赵女士对老板赵红说。

如今，高家寨的农家乐已经不
拘泥于对菜系的深挖和精进，而是
更多地向采摘、农事活动、休闲垂
钓、制茶等方向开展体验式消费。
依托旅游消费走出了一条“住农家
小院、品农家小菜、听农家小调、购
农家特产”的模式，让这里的农家乐
消费和体验四季不衰。

每当华灯初上，高家寨的健身
广场上篝火点燃、弦音奏响。今年
84岁的彝族老人普乔生带上心爱的
三弦准时到广场报到。作为云南省
民族民间音乐艺人的他，多年以来

十分重视传承人的培养，每天都会
带着大家跳彝族“小三弦”和“龙纵
舞”。

“龙纵舞”的动作刚劲有力，动
感十足，备受当地彝族群众的喜爱。
每逢节日活动，大家都会相互邀约，
穿上彝族的传统服装来到广场，手
舞足蹈、尽情欢乐。跳舞的队伍除
了有年长的叔叔阿姨，也不乏年轻
人的身影。舞步娴熟者，时而拍手
转圈，时而跺脚跳跃，乐在其中；初
学者和好奇者则在边上一边观察一
边比画，其乐融融。

从 2019年入选全国首批乡村旅
游重点村名录，到被列入 2023年云
南省最美乡愁旅游地名单，高家寨
如今年接待游客 17.6万人次，年旅
游收入 1529万元，旅游从业人数
490余人。

随着思茅区人居环境提升改造
项目在高家寨村民小组的开展，未
来，高家寨将把彝族传统民居与现
代艺术相结合，建成濮人部落、彝
家风情商业街区。目前，“一茶一
院一农家，一树一花一市井”的主
题景致正在打造，康养旅居、户外
露营、运动康体、科普研学
等新型业态效应凸显，着力
打造的“普洱原生态
村寨民族旅游文化
聚居地”已见雏形。

▱记者  付利琨

山水入画来  彝家奏欢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