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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诗和远方中遇见你在诗和远方中遇见你！！
————““我在德宏样样好我在德宏样样好””全媒体采访活动见闻全媒体采访活动见闻

○○ 黔东南州融媒体中心记者黔东南州融媒体中心记者 龙施军龙施军 杨光能杨光能

在云南的西南角，有一个充满魅力与神秘的

地方——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这里不仅有浓

郁的民族风情，更有令人陶醉的自然风光。

都说德宏是个美丽的地方，它到底有多美？

2024 年 12 月 25 日至 27 日，有幸参加了以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题的“我在德宏样样好”全国

少数民族地区报业走进德宏全媒体采访活动，亲

身走进了德宏，开启一场“美”的盛宴之旅。

“彰文兴旅” 德宏就是诗与远方
冬至过后，北国已是千里冰封、万里雪飘，而

位于祖国西南边陲的德宏却艳阳高照、色彩斑斓，

迎来了冬日里最美的人间“四月天”。

暖阳和煦的气候、琳琅满目的美食、绚丽多彩

的风光，让德宏在众多暖冬胜地中火热“出圈”，吸

引着无数游客前来探访。

美丽的孔雀之乡——德宏，是西汉张骞西域凿

空之旅发现的“蜀身毒道”必经之地，古代南方丝

绸之路的要冲；是贝叶经里的“勐卯古国”，司马迁

笔下的“滇越乘象国”，马可·波罗游记中的“金齿

国”；也是传唱大江南北的歌曲《有一个美丽的地

方》描绘傣族人民美好生活画卷的地方。

漫步于芒市街头，冬日的阳光透过棕榈叶洒

下细碎金芒，给行人披上暖纱。无论身处何地都

能在自然之美中得到一份安宁。

来到位于芒市东南部孔雀湖畔的雷牙让山

顶，只见一座高达 76 米的勐焕大金塔，在阳光的轻

抚下，闪耀着熠熠金光，仿佛是一座由黄金铸就的

神圣殿堂。不远处，勐焕银塔宛如一位温婉圣洁

的仙子静静伫立，与勐焕大金塔的雍容华贵形成

鲜明对比，却又相得益彰。

德宏州博物馆，外观为不规整的立方体，形似

一方“宝盒”，寓意为“植根德宏，面向四方收藏德

宏，筑梦文博”。在这里，你可以看到 840 余件（套）

文物及展品，展现了这片沃土从往昔的岁月沧桑

到今朝沿边开放、民族团结的成就。

畹町，这个与缅甸九谷市隔河相望。走进这

座小镇，仿佛打开了多彩的宝盒，无数宝藏散落在

这方土地上。崃门山山腰南侨机工回国抗日纪念

公园屹立于此，畹町边关文化园中各具特色的建

筑群讲述着悠悠往事。

德宏，最让人感受到快乐的大概是那怎么吃

也吃不完、吃不腻的特色美食。特色缅味小吃、过

手米线、豌豆粉……花样百出，色香味俱全在德宏

逛吃幸福感直接拉满。

近年来，德宏州持续抓好“彰文兴旅”建支柱，

围绕生态绿色、美食德宏、边境旅游“三张牌”深化

推进文旅领域改革，创新推出暖冬旅居、康养休

闲、观鸟摄影、户外运动、体育冬训、非遗制作、民

俗体验等旅游消费新场景，建立健全德宏美食标

准、品牌、文化体系和推广机制；推出边关文化体

验、界桩打卡等特色旅游产品，打造国际知名的沿

边跨境文化旅游带；优化民宿开办备案机制，打造

一批“星级住宿”“舒心住宿”“品质住宿”，持续打

响德宏旅居品牌。

2024 年 1 至 11 月，全州累计接待游客 3479.39

万人次，同比增长 23.33%；国内旅游总花费 402.3 亿

元，同比增长 19.44%。

绿色底色 筑牢西南生态安全屏障

“有一个美丽的地方，傣族人民在这里生长，密

密的寨子紧紧相连，那弯弯的江水呀碧波荡漾

……”这首传唱祖国大江南北的歌曲《有一个美丽

的地方》，就是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的真实写照。

德宏之美，美在风景优美、生态优良。近年

来，德宏各族群众生态观念发生根本性转变，“砍

树人变护林员、捕鸟人变鸟导游”的生态保护“石

梯经验”和“矿山变青山、矿场变景区”的生态修复

“回贤模式”在全国复制推广。

由于德宏地处我国唯一的伊洛瓦底江水系热

带和亚热带区域，石梯村森林覆盖率 90％以上，成

为全国生物多样性最丰富、鸟类最集中的地区之

一，有鸟类 400 多种。国内仅有的五种犀鸟、林雕

鸮及灰孔雀雉等珍稀鸟类均在此有分布，享有“中

国犀鸟谷”“活着的鸟类博物馆”等美誉。

与此同时，德宏按照“生态建设产业化、产业

发展生态化”路子，在巩固提升粮、糖等传统产业

基础上，大力发展以竹子、咖啡、坚果、柠檬、油

茶、核桃和番麻为代表的生物特色产业，扶持做

大做强加工企业。目前，德宏的生物特色产业种

植面积达 212 万亩，农民人均拥有 2.3 亩，农民人

均生物特色产业收入达 1051 元，“后谷咖啡”“迪

思坚果”等一批知名品牌，打响了“德宏制造”的

生态牌。

德宏着力做好“生态+”文章，围绕生态保护、

产业发展、科技服务等重点，凝心聚力打好生态产

业“组合拳”，不断激活绿水青山富民效应和生态

经济“乘数效应”，全州累计投入各类生态建设、产

业发展资金 7.8 亿元，聘用生态护林员 3522 人，人

均年增收 1 万元。

“绣”出固边稳边兴边的生动画卷
在汉、傣、景颇、阿昌、傈僳、德昂等为主的 40

多个民族繁衍生息的 11526 平方公里土地上，在

503.8 公里国境线边。

迎着冬日暖阳，一个个美丽的村寨、一片片希

望的田野、一项项宝贵的非遗、一张张幸福的笑

脸，伴随着边贸口岸的车水马龙，伴奏着沿边产业

园区内工厂的机器轰鸣，呈现着大好河山与丰饶

物产、经济腾飞与文化繁荣、民族团结与开发开放

的景象，汇聚成新时代德宏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

固边稳边兴边高质量发展的生动画卷。

德宏以自治州立法形式确定每年 10 月为民族

团结月，持续开展 42 个民族团结月活动。

持续推进创建“7+N 进”提档升级、提质增效，

自觉融入边境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长廊建设，建成

边境县市固边稳边兴边+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带。

打造芒市民族团结进步教育主题街区，创建

“特色旅游促‘三交’的傣族古镇”“嵌入式共建共

治共享的和谐社区”“银井一村一校一站一景区一

中心联盟式联创联建民族团结示范圈”“三台山德

昂族直过区的千年跨越”“卑妥瓦党的光辉照耀的

地方”“因鸟致富的石梯村”等一批品牌，形成点上

出彩、线上结果、面上开花的民族团结进步创建

“德宏经验”。

目前，有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 10 个、民

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 24 名，先后成功创建全国民

族团结进步示范县 3 个、示范单位 2 个、教育基地 1

个，以示范引领不断凝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的心理共识。

今天的德宏，“彰文兴旅”欣欣向荣，“有一个

美丽的地方——德宏”金字招牌不断彰显，打造美

食、生态绿色、边境旅游“三张牌”等旅游新名片不

断擦亮。

德宏的冬有暖、有美、有味、有情，在这片土地

上每一位旅人皆能于山水人文间拾掇生活的诗

意，编织一段熠熠生辉的暖冬回忆。

《宜居之城——梁河》（钱明富 摄）

灰鹤 （张虹 摄）

生态田园芒市 （钱明富 摄）芒市金塔 （钱明富 摄）

陇川（德宏融媒体中心）

勐焕银塔 （李松亮 摄）

2023 年芒市地区傣族德昂族泼水狂欢节活动（德宏融媒体中心）

畹町桥以及缅北重镇九谷市（瑞丽市提供）

边境一线强边固防+民族团结进步
示范带（德宏融媒体中心）

陇川边境一线强边固防+民族团结进步
示范带（德宏融媒体中心）

《万人狂欢》（钱明富 摄）

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成效（德宏融媒体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