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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遗产看云南专  题

叶……南康曾目睹，违反规矩

的族人被拉到山上祭拜茶神、

跪在寨心“叫魂”，还要被罚款。

“都说布朗族规矩多，但恰

好是这些规矩，让古茶林留存至

今。”南康说。20 世纪 80 年代，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景迈山上

推行，集体管理的古茶林被分到

每家每户。随着景迈山古树茶的

名气渐长、价格走高，有人禁不

住诱惑私自过度采茶。为保护古

茶树，南康在 2004 年担任芒景

村党总支书记后，将保护古茶林

写进村规民约，制定古茶树保护

公约，引导村民“要像爱护自己

的眼睛一样爱护古茶树”。

南康不曾想到，在不久后，

保护景迈山古茶林会成为一个世

界课题，景迈山上的一人一村、

一草一木都将成为课题的构成要

素。从 2010 年起，景迈山上来

了许多陌生面孔，他们穿梭于各

个古村落间，钻进古茶林作调查。

从他们口中，南康第一次听说“申

遗”一词。尽管对此并不完全理

解，但南康切身感受到申遗带来

的改变：干栏式传统民居得到提

升改造，既保留传统风貌，又更

加宜居；村中每隔 50 米就安装

一条消防水带，家家户户门前设

置灭火器和水缸……

古村落变化了，古茶林却

仍旧沿用传统的管护方式、保留

原本的生态系统，当地政府修订

完善了《普洱市古茶树资源保护

条例》等 27 部针对古茶林保护

的规章制度。“旧规矩和新法规

一起发力，能把古茶林保护得更

好。”南康信心十足。

申遗铺就发展路

今年 9月 17 日，普洱景迈

山古茶林文化景观申遗成功的

消息传来，人们身着盛装，载

歌载舞欢庆到深夜。13 年来，

景迈山上的村民踏上申遗之路，

又在申遗掀起的发展浪潮中走

向岔路口——南康沿袭传统，

深耕茶产业；年轻人的代表晒

砍另辟蹊径，带头发展旅游业。

一辈子与茶打交道的南康发现，

每家每户的茶树管护方式，茶

叶采摘和生产加工标准五花八

门，且普遍采用作坊式生产经

营。他意识到，“茶叶乱象得治”。

在与申遗专家的交流中，

南康找到了突破口——搭建平

台，统一标准，树立品牌。

2016 年，在普洱景迈山古茶林

保护管理局的指导下，南康牵

头组建景迈山古茶林普洱茶诚

信联盟，按照统一标准、统一

品牌、统一价格、统一宣传、

统一营销的路子，有效治理茶

叶乱象。在他看来，规范茶产

业发展也是保护古茶林的方式。

今年，南康把来自景迈山上 10

多个村的 30 多份茶叶送到北京

检测。结果显示，送检茶叶全

部合格。南康的心头大石落下

了：“从源头保证品质，打造

茶叶品牌有底气了。”

南康沉醉在茶香中，晒砍

则敏锐地捕捉到了申遗带来的

“人气”。距离澜沧县城 75 公

里的翁基村山道崎岖，鲜有外

人。自申遗工作启动后，翁基

村基础设施不断改善，游客接

踵而至。见此情形，晒砍投资

400 万元在村里兴建民宿，年

收入达 200 万余元。受其影响，

翁基村先后建起 8 家农家乐和

民宿，以及咖啡店、手工艺品

店等各类业态。

激增的游客量让晒砍十分

高兴，同时也开始担忧因此对

古茶林造成的破坏。他决定换

一种方式保护古茶林：“做好

村内的旅游开发，把游客引进

村里、留在村里。”晒砍计划

打造制茶体验馆，并组建一支

旅游服务队，引导游客文明旅

游。申遗成功后的首个国庆长

假，晒砍家的民宿爆满。没抢

到房间的游客致电晒砍：“留

个房间，我明年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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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产简介 : 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位于普洱市澜沧县惠

民镇东南部，是目前全世界发现面积最大、保存最完好、年代最

久远的人工栽培型古茶林，也是全球首个以茶文化为主题的世界

文化遗产。遗产区面积 7167.89 公顷，缓冲区 11927.85 公顷，遗

产要素包含 5 片古茶林、3 片分隔防护林、9 个传统村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