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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摘一片，一片绿叶，想写一首小诗，一首小
诗，告诉你，告诉你，西双版纳总有，总有忘归的感
觉……”这首《让我听懂你的语言》数十年经久不
衰。追寻着那葫芦丝般清脆绵长的悦耳旋律，一
批又一批游客踏歌而来，用心用情感悟西双版纳。

西双版纳古称“勐巴拉娜西”，是一代代傣家
人向往的美丽富饶乐土。如今，蜚声中外的西双
版纳，神奇热带风光，多彩民族风情，成为中外游
客永久珍藏的记忆，难以割舍的情怀。

近年来，西双版纳实施大项目带动大发展战
略，加快推动旅游业转型升级，推进文旅深度融
合。全面提升被誉为“东方狂欢节”——泼水节的
影响力，推出“勐巴拉娜西”“澜沧江·湄公河之夜”
歌舞篝火晚会等一批高水准、高规格的旅游演艺
产品。突出热带雨林特色，充分挖掘丰富旅游资
源，重点打造文旅康养、休闲观光、研学游学等旅
游产品，推动了旅游业健康发展。

2023年，西双版纳旅游再度火爆，数百万游客
涌入这片热土。旅游景区景点满员接客，歌舞表
演座无虚席，宾馆酒店食宿率高居不下，外地旅游
大巴紧急援助跑团……仅春节期间，西双版纳州

接待游客271.75万人次，同比增长554.51%。
每当夜幕降临，景洪澜沧江畔。从过去的荒

凉滩涂向中国西南—东南亚最大夜市华丽转身的
告庄西双景湄公河·星光夜市热闹非凡，星光璀
璨。数万中外游客徜徉其间，沉浸式体验、感受、
欣赏具有南疆风情、西双版纳特色的夜市魅力。
琳琅满目的文创产品，精彩纷呈的歌舞表演，欲罢
不能的特色美食，傣泰风格的写真照……让这里
的夜无限延长。

最近，西双版纳出台了全域打造闻名世界森
林公园和康养旅游名城的时间表和线路图，突出
景洪国际旅游中心地位，以国际康养旅居目的地、
全季型国际旅游目的地、边境跨境旅游示范区“两
地一区”为发展构架，建设辐射南亚东南亚的世界
旅游名城。推进文旅商康农茶林融合发展，实现
从单点式旅游向全域旅游转型、传统旅游向多业
态旅游转型、三产发展向一二三产融合叠加转型、
旅游商品开发向创意商品转型、消费单一化向消
费全面化构造转型、传统服务向智慧化服务转
型。建设以热带雨林为依托，以康养旅居为特色
的世界旅游名城，努力把西双版纳建设成为宜居、
宜游、宜医、宜养、宜业、宜学的国际康养旅游胜地
和人人向往的健康生活目的地。

这是一片开放的热土。
一江连六国的澜沧江—湄公河纵贯西双版纳

全境，如一条纽带，将西双版纳与东南亚各国紧紧
连在一起。西双版纳与老挝、缅甸接壤，国境线长
达966公里。全州有6个国家级口岸，10条边境通
道，是全国唯一同时拥有“公水空铁”国家级对外
开放口岸的自治州，也是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
廊和中老铁路经济带的重要前沿窗口。

2023年适逢西双版纳州成立70周年，70年初
心不变，70年拼搏奋斗，西双版纳焕发出勃勃发展
生机。当下，正以饱满热情积极融入国家“一带一
路”建设，全面突出开发和开放两大主题，推进口
岸经济高质量发展，打造对外开放新高地。主动
服务和融入中老铁路经济带，大力发展对外贸易，
加快推进勐满国际橡胶产业园建设，扩大东盟国
家农产品进口品种目录，加强国际产能合作，推动
进口产品落地加工转换；加快“三出州四出境”公
路通道高速化进程，实现口岸与口岸之间互联互
通、高效连接；全面推进勐腊（磨憨）重点开发开放
试验区建设，加强与中老磨憨—磨丁经济合作区
的互动，实现产业互补，联动发展。

走进西双版纳各个边境口岸，大开发、大开
放、大发展的热浪扑面而来。出入境运输车辆来
来往往，基础设施建设和口岸经济发展如火如荼，
边境贸易回暖向好。

热土西双版纳，旅游产业生机盎然，开发开放
活力无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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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双版纳，热风热土，神奇美丽。
踏上这方美丽的土地，清新秀美的滇南风情涌入眼帘：热带雨林，摇绿荡翠；黎明景洪，椰风蕉影；茶城勐海，茶香四溢；纯翠勐腊，满目温

馨。这是诗的远方、梦的故乡，这里有亚洲象北上南归的温暖之旅，有热带雨林代表性植物望天树鹤立鸡群的千年守望，有各世居少数民族
多彩灿烂的文化风情……

走进新时代，成立70周年，西双版纳奏响“一城两区”建设主旋律。民族团结进步边疆繁荣稳定示范区建设稳步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绿
色高质量发展转型创新区建设日新月异，云南辐射南亚东南亚世界旅游名城和现代化口岸城市建设方兴未艾。

西双版纳之美，还美在多彩迷人的民族风情。
早在西汉，司马迁就在《史记·大宛列传》记载

了这片滇南奇异风情，称其为乘象国。唐人樊绰
的《蛮书》（又名《云南志》）云：“象大如水牛，孔雀
巢人家树上，俗养象以耕田，仍烧其粪。”傣族《泐
史》中，记载了帕雅真1180年建立景陇金殿国的壮
观情景：“景陇金殿国有人众八百四十万，白象九
千，马九万八千匹。”丰茂的热带雨林，孔雀宿寨旁
榕树上，傣家先民养象耕田、作战，这是一幅多么
具有热带气息和南疆风情的绚丽画卷。

在西双版纳这方各民族和睦相处的大家园
里，傣、汉、哈尼、基诺、拉祜、布朗、瑶、彝等13个世
居民族创造了厚重、多彩的民族文化，充满着鲜明
的南疆特色，凸显着浓郁的民族风格，洋溢着瑰丽
的民族风情。

傣民族将文字和文明刻写在一种叫贝叶的叶
片上，传承了千百年文化和文明，形成了罕见的贝
叶文化奇观。泼水节、嘎汤帕节、特懋克节、拉祜
扩节、桑衎节、盘王节……靓丽迷人的民族节庆，
成为一幕幕七彩纷呈的民族风情图景。傣族青年

男女丢包传情，哈尼族男女青年在长辈的“怒骂”
声中私会，基诺族男女青年约会中的“爱情密码”，
拉祜族青年抢头巾求爱，布朗族青年三弦弹唱表
露心声，瑶族青年咬手定情……各民族奇特的婚
恋习俗缤纷多彩。孔雀宴、竹筒煮鸡、特色烧烤、
包烧河鱼、苦笋蘸番茄酱……一道道诱惑味蕾的
民族生态佳肴，风味地道，爽口爽心。

当下，“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团结在一处
才好过，西双版纳各民族在一起，我们相亲相爱在
中国……”这首《石榴籽籽心连心》唱响西双版纳
山山水水和城乡各地，成为创建新一轮全国民族
团结进步示范州的主旋律，唱出了各民族共同团
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时代心声。

党的十八大以来，西双版纳州全面贯彻落实
党的民族工作政策，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这条主线，坚持“各民族都是一家人，一家人都
要过上好日子”的信念，举全州之力推进民族团结
进步示范区建设。大力实施民生持续改善、发展
动力增强、民族教育促进、民族文化繁荣、民族团
结创建、民族事务治理“六大工程”，着力打造全国
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州升级版。一件件惠民工程的
全面推进，一项项致富产业的落地生根，一个个宜
居宜业宜游美丽乡村的华丽蝶变……实现了团结
增谊、生态增绿、开放增力、经济增长、民生增福。

西双版纳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创建亮点鲜活、
成效斐然，已经成功创建5个国家级民族团结进步
模范集体、9个教育基地、146个省级民族团结进步
示范单位，5个集体、7名个人分别受到国务院和云
南省委、省政府表彰，2016 年，被命名为全国民族
团结进步创建活动示范州，2023年 1月，又被命名
为第十批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

民族团结手牵手，和谐发展心连心。民族团
结进步意识已深深扎根西双版纳大地。“众人抬木
轻，一起栽秧快。”各民族的许多谚语和民谣，无不
反映了团结和谐、友善共处的价值取向。节庆期
间，大家尽情狂欢，心心相印，闻歌起舞，推杯换
盏，团结和谐。每逢村寨宰牛，每户都会分到几乎
相等的一份肉，没有私分和偷抢现象，呈现出一种
公平和谐的氛围。日常生产生活中，大家相互帮
助，“一家栽秧全寨帮、一家盖房众人帮”已经成为
各族群众普遍遵循的价值取向。走进西双版纳，
这一道道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喜人景象涌入眼
帘。各族群众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和睦
共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共同唱响新时代民族
团结进步边疆繁荣稳定的幸福之歌。

西双版纳积淀深厚的民族文化，多姿多彩的
民族风情，艳丽芬芳的民族团结进步之花，不禁让
人深情驻足，潜心品读。

３３ 开放热土开放热土

２２ 和谐家园和谐家园

１１生态绿洲生态绿洲
西双版纳之美，美在雾霭，美在生态，美在热

带雨林……
阳春三月，西双版纳暖意浓浓。那一片片、

一团团、一丝丝雾霭，使这片热土朦胧于柔美中，
让人心旷神怡。

雾起山岭，如丝带缠绕。墨绿的森林，乳白
的雾霭，相互交融，呈现一幅幅浓淡渐变的水墨
画；雾过田畴，如青丝，如飘带，如棉花……一派
云蒸霞蔚。翠竹摇曳淡雾，田野浸润轻雾，干栏
式竹楼升起的炊烟与雾霭交织，清淡致远。

西双版纳有我国保存最完好、资源最丰富、
面积最大的热带雨林。一望无际、郁郁苍苍的热
带雨林，柯枝交臂，苍翠蓊郁，绿色波浪涌向天

际。密林深处，各种花卉于万绿丛中点染出一片
片姹紫嫣红，灿若晚霞，美不胜收。这片雨林中，
动植物资源富集，享有“动植物王国”“物种基因
库”等美誉。

走进热带雨林，令人叹为观止的生态奇观和
生命现象清晰呈现眼帘：植物世界残酷竞争的代
表性现象——绞杀树，第四纪冰川时代幸存的植
物“活化石”——桫椤树，闻歌起舞的植物家族

“桑巴王子”——跳舞草，“百鸟之王”孔雀撑开美
丽羽屏惊艳靓丽于山水间，憨态可掬的野象悠然
穿行于林蔓间，被美誉为“大自然精灵”的蝴蝶像
一片片飞扬的花蕊轻灵飘舞于春花秋林间……
充满灵性的野生世界让热带雨林在无数次动与
静的相互更迭中变幻出迷人的风景。

各民族村寨依山傍水，与自然生态融为一
体，形成了具有滇南特色、边地风格的少数民族
原生态风情。各民族村寨的房舍如一叶叶轻舟，
浮荡在青山绿水间。田野送来阵阵蛙鼓蝉鸣，一

派宁静清幽的生态田园风光。各族群众辛勤劳
作，悠闲生活，与原始森林为伴，与四季风雨对
话，与鲜花绿叶交流……

当下，嘹亮的“生态立州”畅想曲在这片滇南
热土上阵阵回响。“生态西双版纳”不仅仅是一个
热词，更是深植于西双版纳人心中的坚定信念。
西双版纳人响亮喊出：保护生态环境、发展生态
经济、弘扬生态文化、建设生态文明、促进和谐发
展！

西双版纳在全省率先建立森林目标管理责
任制，在全国开创性建立野生动物公众责任保
险，持续实施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水土流失治
理等重大生态工程和自然保护工程，建成各类自
然保护区620多万亩，占国土面积的22.2%，森林
覆盖率达81.3%，大幅超出全省平均水平。西双
版纳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荣膺全国首批、全
省唯一的“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州”。

西双版纳大力发展生态经济。坚持走生态
高效产业发展之路，积极推进环境友好型胶园、
生态茶园、珍贵用材林基地建设，建成中国最大
珍贵用材林基地，着力推动橡胶、普洱茶、傣药南
药的精深加工，大力培育壮大特色生物、旅游文
化、加工制造、健康养生、信息及现代服务、清洁
能源等6大生态产业。

西双版纳把“有林才有水、有水才有田、有田
才有粮、有粮才有人”的民族传统朴素生态观与
现代生态文明建设相结合，让生态文明建设变成
各族群众的自觉行动。雨林文化、普洱茶文化、
傣医药文化、水文化、农耕文化等民族传统生态
文化焕发出新活力，呈现出诱人的美好前景。

生态兴则文明兴。“中国最美森林”“全国美
丽山水城市”“国家生态文明教育基地”……一项
项闪光的殊荣，彰显着西双版纳生态文明建设的
创新成果，“让各族群众参与共建生态文明、共享
生态文明成果”的理念深入人心，“魅力西双版
纳”将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中焕发出更加
夺目的光彩。

西双版纳，热带风雨分娩的绚丽风景，雾幔
轻袅描绘的田园诗画，生态文明建设点染的水墨
丹青，令人向往，令人迷恋。

▲田园风光。 刀俊云 摄

▲告庄西双景。 刘超平 摄

▲中老铁路。 陈 燕 摄

▲西双版纳机场。 西双版纳机场供图

▲各族同胞团结进步边疆繁荣稳定。 西双版纳州民宗局供图

▲欢度泼水节。 李植森 摄

▲野生亚洲象。罗爱东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