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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让幸福的佤族村更加幸福。”
在党组织的带领下，坐拥生态美景和民族

文化资源的司莫拉村，探索从传统农业村向文
旅融合发展转变，走出了“旅游公司+村集体+
农户”的融合发展新路子。

坚持绿色发展理念

冬日，不少地方已被冰雪覆盖，司莫拉村却依

然郁郁葱葱、鸟鸣蝶飞、花香四溢。2017年，司莫拉

入选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2019年获批国家3A级景

区，成了一个留得住传统、记得住乡愁的地方。

记者从村里沿着游客栈道往寨门方向走，看到

云雾缭绕、远山含黛、田园叠翠，清晨的司莫拉像一

幅江南水墨画。

在一片古榕树林里，参天大树枝繁叶茂，最大

的一株树龄在500年以上，胸径达6米。“佤族人敬畏

自然，司莫拉村百年以上的古树至少有上百棵。”赵

家清说。

依托良好的生态环境，司莫拉村切实践行“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发展规划突出保

护绿色生态，把发展重点聚焦在农业和旅游服务业

上，注重培育农业、乡村旅游业的生态健康属性。

挖掘佤族文化资源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乡村振兴，既要塑形，

也要铸魂。”在司莫拉村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了

解了乡村振兴和建设少数民族特色村寨情况。该村

有500多年历史，是中国传统村落、少数民族特色村

寨。数百年来，该村佤族群众同汉、白、傣等族群众

和谐共处、生生不息。

“我们要认真贯彻落实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

神，在发展乡村旅游时，除了用好优美的自然环境，

还要深入挖掘文化资源，走文旅融合之路。”赵家清

说，他们为此下了不少功夫。

走进司莫拉村，土墙黑瓦、牛头图腾……无处

不散发着远古佤山的原始气息。特别是位于村口的司

莫拉佤族民俗文化陈列馆里，摆设的一件件物品无不

留下佤族祖先的农耕痕迹，置身其间，宛若回到佤族

迁徙的年代。

近年来，司莫拉村通过整合“民族文化示范

村”“美丽乡村”等项目，先后投入资金2200多万

元，建设了佤王府议事厅、陈列馆、文化活动广场、

农耕文化观景台、寨中休息厅、佤族特色寨门等，并

通过统一订制传统佤族服饰、种植寨花、再现传统佤

族酿酒工艺等方式，让佤族传统文化焕发出生机与

活力。

村民吃上“旅游饭”

李发果是司莫拉村的旅游引导员。她每天的工

作就是带着游客参观景点，徜徉层层梯田，穿过古榕

树林，来到佤族民俗文化陈列馆，再沿着村里的石板

路转转，去李发顺家体验制作大米粑粑……

李发果热情好客，讲解起来头头是道，她曾一

天带过7个团。在回村当导游之前，李发果和丈夫一

直在外务工。在她看来，当导游虽然没有打工赚钱

多，但她更看重这份工作的“附加值”——能与来自

天南海北的游客交流学习。最近，李发果准备把家里

的两层小楼改成民宿，接待各地游客增加收入。

李发果的哥哥李发顺家，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去

体验做大米粑粑的那一家，在村里开起了农家乐，生

意非常好，尤其是他们家的大米粑粑更是供不应求，

每到周末、节假日，最多一天能卖几百个。

“村村寨寨哎，打起鼓、敲起锣，阿佤唱新

歌……”如今，司莫拉村的村民对未来有了更多的憧

憬：发挥绿水青山优势，用好佤族民俗文化，推进农

旅结合，融入腾冲旅游圈……司莫拉群众相信，牢记

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跟着共产党走，自强不息，苦

干实干，新时代的幸福之歌一定会越唱越嘹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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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书记去过的李发顺家，如今办起了“农家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