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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 史海钩沉

叶多到此交易，马帮和商旅除洗温泉、在西蜀

会馆看滇戏外，还可以购茶生财。若购货剩余，

当地有客栈提供堆存货物房间，派人守候，不

丢失斤两。故而，南来北往客商较为满意。”

繁盛时期，哨街村一天就有近百支马帮停

留、开拔，为当地经济、文化带来空前发展。“来

来往往的马帮，沿着古道把茶叶、红糖、黄笋

等当地特产源源不断地运往外地。当时临沧各

县工业不发达，马帮便把当地群众所需的物资，

如苏杭的丝绸、大理的铁锅等日用品从外地运

来。”云县文旅局相关负责人认为，茂兰茶马

古道在中国经贸史和茶叶发展史上意义重大、

影响深远。 

人流、物流汹涌而至，不仅加速了茂兰镇

经济繁荣，还促进了文化交流，催生了蜀会馆、

龙王庙、观音阁、魁星庵等一批体现不同地域

风格的建筑。 

茶马文化赋能乡村振兴

盛夏时节，走进云县茂兰镇安乐村，干净

笔直的水泥路通往家家户户、漂亮整洁的楼房

掩映在绿树鲜花中，环村而建的旅游栈道蜿蜒

曲折，分布在村落四处的旅游景点各具特色。

在这里，到访者不仅能领略如

诗如画的风光、感受村民富足幸福的

生活，还能体验多姿多彩的彝家风情

和茶马文化。“安乐村旧时曾是马帮

歇脚的重要驿站，至今仍流传着许多

关于茂兰茶马古道的传说和故事。”

据安乐村党总支书记罗光武介绍，近

年来，安乐村积极整合各类专项资金，

通过挖掘茶马文化、农耕文化、彝族

传统文化等，全面推进农文旅融合发

展，走出一条乡村旅游新路子。

“我们按照‘彝家风情、茶马

文化、宜居安乐’的定位，配套建设

独具茶马文化特色的‘峰回路转’长

廊、文化墙、饮马池，农业产业观光

道路、生产步行栈道和观光栈道，

仿古农产品销售屋等基础设施，吸

引着一批批游客前来旅游观光。”

罗光武说。

“安乐村只是茂兰镇以茶马文

化赋能乡村振兴的一个案例。”茂兰

镇政府相关负责人表示，茂兰镇现存

传统民居百余处，并拥有诸多古建筑、

古道遗址。近年来，茂兰镇以修旧如

旧的方式修缮长安桥、观音阁、老君

庙等古建筑，改造提升古民居。同

时，结合当地自然风光和人文历史，

深入挖掘彝族和布朗族文化、茶马文

化，以文化、产业、旅游为载体，巩

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

衔接，取得显著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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