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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锋观察

在推进产业振兴中，不少地

方看到别的地方花海红火，也照搬

花卉种植；看到其他地方中药材卖

得好，就发展中药材种植；看到乡

村旅游火爆，马上推乡村旅游。如

滇西一村子组织村干部到曲靖考察

农业产业，了解到麒麟区、马龙区

等地通过推广种植万寿菊，村民收

益较好。回村后，不顾当地村民反

对，盲目推广种植万寿菊。

“滇东的气候、土质适宜种植

万寿菊，而且还有公司前来收购加

工。可我们这里根本不具备这些条

件，并不适合发展万寿菊种植。”

该村一村民无奈地表示。

亟需引导显特色

秋末冬初，走进勐海县勐遮镇

曼恩村曼拉村民小组，各色水稻随

风摇曳，温润亲切的泥土气息迎面

而来。村子里，一条条宽阔整洁的

道路纵横交错，干栏式傣楼屋檐下

挂着的一排排吊兰随风轻摆，各种

花儿竞相绽放，吸引了一批批游客

前来打卡。

“我们没有搞大拆大建，在保

留傣族村落原有风貌的前提下，鼓

励村民拆除围墙、种植花草、清理

河沟，让村子与周围自然景观和谐

相融，实现傣族文化与农耕文化相

得益彰。”曼拉村民小组党支部书

记岩温龙说。

乡村建设是一个“趋美”的

大工程，乡村不美、农民不爱、游

客不喜，振兴则无从谈起。推动乡

村建设，不能盲目照搬照抄别人的

做法，要加强对别人做法的学习研

究，做到研机析理而不照搬照抄，

借鉴经验而不千篇一律。因此，在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中，相关部门要

引导村子突出村庄风貌和民居特色。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

高低各不同。’乡村振兴，要注重

区域特色，尊重文化差异，才能实

现乡村振兴多样化发展，也才能避

免‘千村一面’现象。”墨绍山建

议，在发展乡村旅游方面，要注意

结合各村寨自然资源、乡土特色、

传统美食等资源，并叠加乡土文

化，提升旅游体验服务，带动村民

共同推进乡村旅游产业。

“乡村振兴，既要高瞻远瞩，

又要脚踏实地；既要有整体设计，

又要有分类推广；既要塑形，又要

铸魂。”昂自明表示，乡村振兴

要激活村民的内生动力，让广大

村民在乡村振兴中有更多获得感、

幸福感、安全感。云南地处西南边

陲，世居少数民族较多，村村寨寨

都有自己的文化底蕴和自然资源，

盲目照搬照抄只会破坏原有的乡村

文化。“推进乡村建设，相关部门

应深入挖掘当地历史和传统文化，

避免大拆大建，保护好老房子、老

树、老井、老地名、老风俗等，用好

用活当地特色资源。”昂自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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