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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山脚延伸至海拔近
3000米的山巅，梯田级数最
多可达3700多级，仿佛一直
垒到云端；白云深处，藏着阡
陌交通和几户人家。

这里是坐落在云南省红
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元阳县
等地的世界遗产红河哈尼梯
田文化景观，独特的森林、村
寨、梯田、水系“四素同构”生
态系统模式，是当地人民尊
崇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的杰出范例，堪称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的典范和人类农耕
文明的“活化石”。

眼下，在红河哈尼梯田
元阳核心区的阿者科村，梯
田即将迎来收割，不时能听
到村民们在家里磨镰刀的声
音。累了，有人即兴哼上一
曲哈尼古歌的调子。

这样的场景在阿者科年
复一年上演，就跟吃饭喝水
一样平常。哈尼族小伙马有
德原先不觉得有什么稀罕，
可偏偏就是寨子里这不起眼
的日常，把很多外地游客迷
住了。

如今农忙之余，马有德
在家门口做起了旅游接待工
作，带着一批又一批游客割
稻谷、抓鸭子，尝尝地道农家
饭，体味乡情。

阿者科，哈尼语意为“滑
竹成片之地”，是当地典型的
哈尼族传统村落。2013年
红河哈尼梯田申遗成功前，
这里虽坐拥大美风光，但鲜
为人知。相对封闭的交通区
位、传统低效的稻作农业方
式等，制约着阿者科的经济
发展，村内一半劳动力外出
务工，村落空心化现象明显。

阿者科村党支部书记普
字成说，以前，对一些农户来
说，梯田是财富，也是一种制
约。这是由于村寨周边山荒
坡险，地形崎岖，缺少大片平
坦的土地，大型现代农耕设
备很难在此耕作。梯田产量
低、利润少，村民增收难，慢
慢也就没有多少人愿意种田
了，遗产保护面临挑战。

破题得益于一个“计划”。
2018年1月，中山大学保继
刚教授团队应元阳县政府邀
请来调研，在遵循遗产保护
自身规律基础上，为当地量
身打造了“阿者科计划”。以

“房、人、田”为基础，65户村
民以传统民居、梯田、居住、
户籍等入股，通过分红鼓励
村民保护传统民居、耕种梯
田、保留村籍。

今年7月下旬，阿者科
村再次迎来乡村旅游发展分

红大会，村民们满怀期待地
排起长队，依次签字、按手
印，领取自己的生态红利。

家乡变化也鼓舞着在外
的年轻人。2022年，大学毕
业一年的马有德从昆明回到
家乡，积极参与到乡村旅游
的发展中来，成为全村第一
个返乡大学生。“以前我们往
外面跑，现在换外地人扎堆
来我们这里。”他说。

梯田红米、稻田鱼、鸭蛋
等当地绿色特优产品知名
度、美誉度不断提高，产业的
发展让世界遗产品牌惠及当
地群众。

据红河哈尼梯田世界
文化遗产管理局介绍，在多
方努力下，遗产地的森林覆
盖率不断提高，农田水利设
施逐步完善，“四素同构”生
态系统得到有效维护，保持
了世界遗产的历史真实性、
风貌完整性和文化延续
性。通过因地制宜发展乡
村特色产业，遗产区生态红
利初步显现，群众生活更加
富裕，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从2013年的3928元增长到
2023年的 14736元。人们
世代守护的“绿水青山”转
化为“幸福靠山”。

新华社昆明9月18日电

哈尼梯田边

绿水青山蝶变“幸福靠山”

哈尼族姑娘在元阳县新街镇大鱼塘村的梯田直播抓鱼。 新华社发

新华社香港9月18日电
香港旅游发展局18日公布数
据，8月初步访港旅客近450万
人次，同比上升9.2%。今年1
月至 8月共有访港旅客约
2950万人次，同比上升43.7%。

数据显示，今年8月，内
地访港旅客约366万人次，较

去年同期增加约6.6%；非内地
访港旅客约79万人次，同比增
加约23.4%。今年1月至8
月，内地旅客访港约2300万
人次，同比增加38.9%；非内
地旅客量约为660万人次，同
比增加63.5%。整体访港旅
客中，过夜旅客占50%。

香港旅发局总干事程鼎
一表示，今年适逢新中国成
立75周年，全港将举办400
多项不同庆祝活动，旅发局
也在内地市场推出一系列宣
传推广活动，吸引旅客在黄
金周期间访港，亲身感受香
港多姿多彩的旅游体验。

香港旅发局：

今年前8个月
访港旅客量同比增加43.7%

雨后初晴的景迈山，云雾逐
渐散去。翁基古寨从静谧中醒
来，家家户户趁着出太阳，把茶
叶拿出来摊晾。

景迈山位于云南省普洱市
澜沧拉祜族自治县惠民镇。公
元10世纪以来，布朗族先民发
现野生茶树，逐步形成了对当地
森林生态系统的独特认识，其后
与傣族等民族一起，探索出林下
茶种植技术。历经千年的保护
与发展，茶山形成了独特的文化
景观。

连日下雨，加上民宿生意好，
村民扎约还剩最后一批秋茶顾不
上采收。趁着天晴，扎约邀上寨
里三五亲友，一同和他进山采
茶。走出寨子没多远，就是扎约
家的古茶园，在高大的乔木下，茶
树高低错落与山林融为一体。

这种“山共林，林生茶，茶绕
村”的独特景观结构见证着景迈
山的千年茶事。2023年9月17
日，“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
观”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成为我国第57项世界遗产，也
是全球首个以茶为主题的世界

文化遗产。
“民宿加餐饮的收入已经超

过卖茶叶的收入了，但春秋两季
再忙也不忘采茶。”扎约和几位
茶农在林中灵活穿梭，一会儿就
采了满满几背篓鲜叶。

在景迈山，茶叶已融入村民
的日常生活，婚丧嫁娶、商讨要
事、化解矛盾，都离不开茶。

扎约家的三层老屋经修葺，
取名“约见茶餐居”开门迎客。

“‘茶餐居’三个字就是住我家的
三种体验，简单好记。”扎约说，
大部分游客来到景迈山，都是为
茶而来。他将当地美食与茶结
合，茶叶炒蛋、茶叶蒸鱼、茶叶烩
牛肉、茶糕……一桌丰盛的“茶
餐”令游客赞不绝口。

随着申遗成功，景迈山知名
度持续扩大。越来越多的茶友、
游客来到这里，给景迈山的茶产
业发展带来了新的增长点。当
地数据显示，自2023年9月以
来，景迈山共接待游客40.2万人
次，同比增长33.52%，实现旅游
收入3.38亿元，同比增长184%。

新华社昆明9月18日电

云南景迈山：

千年茶事今更盛

新华社台北 9月 18 日电
17日晚，中秋月圆。台湾嘉义
的北香湖公园光影交错，挤满了
前来观灯赏月的民众，宛如梦幻

“桃花源”。
嘉义因城市形状如“桃”又

名“桃城”，清朝时期乾隆帝下诏
赐名“嘉义”。已举办4届的嘉
义“光织影舞”光影艺术展，在今
年中秋佳节特以“桃城”为策展
核心、以“逐光月影”为主题、以
田园诗人陶渊明的《桃花源记》
为创作灵感，打造中秋月下的诗
意光影。

本届艺术展共设“桃花林”
“逐花月影”“回嘉”等8个展区，
展期从9月14日持续至9月29
日，在中秋当日及每周末打造杂
技、马戏、LED光影表演等节目。

“湖上竹月”是今年艺术展
一大吸睛亮点。坐落于“逐花月

影”展区的主视觉作品是一颗漂
浮在湖面上高达7米的巨型竹
编月亮，外观结合中国传统竹编
艺术、人造花和现代光影技术，
中间的镂空则散射出湖光月影，
人间“竹月”与天上“中秋月”交
相辉映。

岸边一只金色酒壶略微倾
斜，壶嘴流出的美酒在湖面上映
出一朵朵色彩缤纷的小花。这
是艺术展另一大看点“壶光对
影”，以诗仙李白《月下独酌》为
灵感，打造“举杯邀明月，对影成
三人”的月下意境。

活动整体以陶渊明的《桃花
源记》为创作灵感，以大地为画
布，以公园内的树木湖泊为背
景。主办方表示，今年是嘉义建
城320周年，在致敬历史的同
时，希望民众在中秋团圆时都能
找到自己心中的“桃花源”。

9月17日拍摄的台湾嘉义“光织影舞”光影艺术展现场。
新华社发

“桃城”处处桃花源

感受光影交错 探索月下意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