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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阳“梯田游”着力补短板着力补短板

坐落在哀牢山南部红河谷中的元

阳县，以哈尼梯田闻名。多年来，该

县围绕哈尼梯田进行的生态建设效益

明显，为发展乡村旅游打下了良好

基础。但由于当地农民参与度和组

织程度低，乡村旅游社会效益还不

太明显。为此，当地开展了提高农

民组织化程度、发展“一田多收益”

等方面的探索。

生态和经济效益好，乡村

旅游后劲足

深秋时节，走在元阳县的山谷

间，目之所及却是青山依旧，绿树成

荫。闻名遐迩的哈尼梯田里，金黄的

稻谷犹如一块块金子镶嵌在青山中，

田间地头鸟儿啾啾，溪流汩汩，好一

幅美丽的田园山水画。

元阳的生态从拥有 1300多年历史

的 17万亩哈尼梯田便可见一斑。梯田

随山势地形的变化，整山整坡拾级而

上，一山一坡就是成千上万亩梯田。

缓坡之处开为大田，面积最大的梯田

占地约两三亩，陡坡则开为小田，甚

至沟边坎下的石隙间也能开出仅有簸

箕大小、一尺多宽的微型梯田。

“我今年50岁了，自记事以来，山

上的树没被人砍过，沟里的水从没断

过，梯田在好山好水的环抱下，一年

四季随着季节的不同而在绿油油、金

灿灿和波光粼粼间转化。”元阳梯田多

依树景区所在的大鱼塘村党支部书记

李学告诉记者，好生态得益于哈尼族

群众对自然的热爱和敬畏，对梯田的

感恩和保护。每一个村寨的哈尼族都

将村子和梯田附近的森林视为神树

林，是绝对禁止砍伐的。茂密的森林

保证了常年不断的清泉，清泉浇灌了

梯田，梯田养育了人们，人们反过来

又更加用心地保护森林。

“除了哈尼族群众对森林的自发保

护，元阳县在多年前还实施了《哈尼

梯田保护条例》，有效保护了梯田和

周边山林、水源。”元阳县委常委、常

务副县长王必成告诉记者，在 《条

例》的保护下，除了梯田，一批古村

落和民族传统文化也得到了积极的保

护发展。在好山好水的吸引下，每年

有数以百万计的游客慕名前来一睹梯

田风光，仅今年 1至 8月，元阳县就接

待游客 114 万多人次，旅游总收入

16.28亿元，乡村旅游展现出十足的后

劲和活力。

农民组织化程度低，社会

效益有待提升

“元阳的乡村旅游主要以哈尼梯田

观景为核心。”王必成告诉记者，随着

元阳梯田秋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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