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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关注T

成以黄精、厚朴等为代表的腾冲道

地药材品种，“腾产药材”品牌逐

步打响。

    

打好“旅”品牌
    

连续 5 年入选“全国县域旅游

综合实力百强县”、A 级景区数量位

列全省县（市、区）第一……除拥有

依托大自然鬼斧神工打造的“火山热

海”自然景观外，还有 600 多年历史

的和顺古镇。在发展旅游业过程中，

腾冲市采取“以点串线、以线连片、

以片连面”旅游大环线开发模式，将

各个景点连接在一起，并以景区景点

为依托，支持周边农民包装改造农家

庭院，发展特色农家乐和特色客栈，

助力乡村振兴。

午后的阳光洒在司莫拉佤族村

的寨门上，佤寨掩映在绿荫中，村

口的石碑上“让幸福的佤族村更加

幸福”几个大字十分醒目。“2021

年，司莫拉佤族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

18860 元，并被评选为国家 4A 级旅

游景区，村里家家户户都吃上了‘旅

游饭’。”清水镇党委委员、副镇长，

三家村党总支书记赵家清介绍说，近

年来，司莫拉佤族村不仅建起幸福餐

厅、大米粑粑厂等，还成立专业合作

社，带动村民发展乡村旅游。

在司莫拉佤族村的辐射引领下，

三家村其他村寨也开始打造各具特

色的旅游业态：沿着司莫拉寨门延伸

的灯笼廊道，10 分钟便可抵达拥有

幸福烤吧等多家餐饮企业的冯家营

村，未来这里将承担与旅游配套的

餐饮服务；沿着已建成 25 座水车集

群的旅游小道，15 分钟可抵达小陈

家寨村，未来这里将主要负责承接

司莫拉佤族村的住宿服务。  

走好“文”路子
    

南方丝绸古道的蜿蜒延伸，让一

代代腾冲人走出国门，也让来自世界

各地的文化在这里交流碰撞，从而孕

育出多位影响云南乃至全国的革命先

驱、文化名人。腾冲通过深度挖掘文

化内涵，以优势资源赋能宣传品牌，

让一个个生动形象的“腾冲故事”走

向全国各地。

“和顺是一个充满生活哲学、

处世哲理的多元文化融合之地，也是

我国著名哲学家艾思奇的故乡。”和

顺镇党委书记普亚增介绍说，为了让

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

2021 年 6 月，经过改造提升的艾思

奇纪念馆重新对外开放。围绕艾思奇

纪念馆，当地先后建设了“能行好哲

院”、政德大道等一系列设施，并打

造出“大众哲学”研学旅游体验线路。

同时，编印出版《和顺镇志》《〈大

众哲学〉简读》等书籍，丰富学习载

体和内容，将深奥的哲学通俗化、大

众化。

阅读是获取知识、增长智慧的

重要方式，图书馆则是阅读的“圣

地”。腾冲不仅拥有国家级文保单

位和顺图书馆，各乡镇和村寨也都根

据自身实际设置阅读空间，始建于

1919 年的绮罗图书馆就是其中的代

表。“自图书馆成立以来，就一直保

留着由志愿者进行管理的传统。现在

它不仅是一座图书馆，更是腾冲文化

传承的载体和符号之一。”今年 91

岁的马德静，已为图书馆义务服务了

35 年，据他介绍，绮罗图书馆现有

藏书 3 万余册，时至今日，每年接待

读者 6000 余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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