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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龙指的是我们山里一种叫羊排果的野果，
靠山吃山嘛。”绿瓦红墙的哈尼族新居，色彩鲜艳
的花纹、图腾，推窗就能看到的青山碧水……在
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腊县补蚌村会龙村
民小组，村民杨解芬熟练地向游客介绍着村里的
历史。

勐腊县是中国边境城市之一，会龙村是一个
以哈尼族为主、多民族聚居的村寨。1000 多年
前，哈尼族先民不断南迁。上世纪七八十年代，
会龙村人由勐腊县另一个乡搬迁到此定居。

杨解芬是地道的哈尼族人。前些年，村里依
托生态优势发展起了乡村旅游，打造乡村民宿和
农家乐，游客越来越多。杨解芬也收拾了新盖的
两层小楼，楼上用作民宿，楼下打造农家乐餐
厅、咖啡厅，还售卖自制的牛皮、酸笋、肾茶、
普洱茶等农产品。喜欢花草虫鱼的她在庭前挖了
鱼池，栽上绿植，摆放桌椅，她家成了村里的热
门地点之一。

“原来闲置的房子如今有了新用处，游客在这
里观星赏月、喝茶聊天、品尝农家菜，他们喜欢的
就是这份悠闲和适意。”杨解芬说，在家门口工作
可以照顾老人和孩子，周末还参加民族歌舞表演、
美食比赛。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会龙村人在探索中
逐渐明白这句话的深刻含义。会龙村紧邻国家4A
级景区望天树景区，三面被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环
绕。曾经，这里村容村貌不整洁，村民住在低矮
破旧的老房子里，仅靠割少量橡胶树维持生计。

穷则思变。会龙村村民将目光投向了发展民
族特色旅游。为此，会龙村先后组织村民开展房
屋改造、“清河行动”、“护林行动”、村容村貌提
升行动。在改造过程中，除了保留村寨原有风
貌，村里还对花台、路面、下水道、卫生间等公
共区域进行改造提升，每家每户规划打造了小菜
园、小花园、小庭院，栽种各类特色花卉、果
苗。村民经营民宿、餐饮、农特产品后，为了让
村民经营更加规范，村里还组织餐饮、客房服
务、礼仪等方面的培训。

沿着新修的石阶在村里漫步，房屋与景致相
映成趣。“抬眼就能看到满山的橡胶林，空气里弥漫
着清新的气息，山谷里听鸟叫虫鸣，真是一种难得
的享受。”随着村子名气越来越大，不少到望天树景
区等周边旅游的客人“拐”来这里“打卡”，节假日入
住还要提前预约。

夜幕降临，错落有致的哈尼人家被暖色灯光
勾勒得格外美丽，一些游客在露台体验着静谧的
夜色，还有的出门欣赏即将上演的民族歌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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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村民在展示自制的农产品村民在展示自制的农产品。。 补蚌村村委会补蚌村村委会供图供图

◀ 村子街边的装饰画。 本报记者 彭训文摄

左中图：村民为游客表演自编的歌舞。 补蚌村村委会供图

▼ 会龙村街景。 本报记者 彭训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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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杨解芬 （左一） 和家人在家门口合影。 查 巍摄杨解芬 （左一） 和家人在家门口合影。 查 巍摄

▲▲ 民族特色鲜明的新居民族特色鲜明的新居。。 查查 巍巍摄摄

底图底图：：会龙村航拍图会龙村航拍图。。 查查 巍巍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