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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 南 新 跨 越 之大理文化篇

大理作為全國唯一的白族自治州擁有多姿多彩的民族風情，
歷史文化底蘊深厚，素有「文獻名邦」、「亞洲文化十字

路口的古都」之美譽。

文化提升競爭力
文化是核心競爭力，在大理得到了淋漓盡致的體現。三位一

體的文化，讓大理成為中國乃至海外最具影響力的城市之一。
文化讓大理成為旅遊的天堂，依托悠久的歷史、豐富多彩的民
族文化和獨具特色的自然風光，大理旅遊更具魅力，引來無數
遊客到此休閒觀光、安居樂業；文化讓大理成為投資的熱土，
優越的區位，豐富的資源，加之厚重的人文，引來眾多國內外
知名企業紛紛入駐，投資興業；文化使大理成為雲南生態保護
最好的地方之一，各族人民懷 對大自然的崇敬和長期生態文
化的熏陶，「像保護自己眼睛一樣保護大自然」的理念深入人
心，洱海也因此成為中國城市近郊保護得最好的湖泊；文化使
大理成為滇西發展的引擎，無論是經濟還是教育、民生，大理
都成為了滇西的中心。
如今的大理，文化體現在經濟社會發展的方方面面，成為跨

越發展中名副其實的核心競爭力。

文化推動新開放
由於歷史的傳承和文化的影響，大理從未停止過追求對外開

放和交往的步伐，特別是雲南「橋頭堡」戰略的推進，大理以
文化為紐帶的對外開放大格局已逐漸形成。
「千年趕一街，一街趕千年」是人們對大理三月街民族節悠

久歷史的生動描繪。一直以來，三月街都是中國與東盟國家進
行貿易往來的重要平台，因此又被稱為「中國歷史最悠久的東
盟博覽會」。如今，每年三月街民族節，都吸引來自全國各地以
及東盟、歐、美等3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客商，集眾達百萬人次
之多。
背靠蒼山、面朝大海，大理學院坐落在一片山水畫卷中。秉

承開放辦學的理念，大理學院的東南亞、南亞留學生人數位居
雲南省各高校之首，成為中國培養東南亞、南亞留學生的主要
教學基地。
於此同時，包括嘉士伯、新加坡三德集團等眾多國外知名

企業也紛紛將資金、技術、人才輸入大理，助推大理的發
展；而大理的農產品、農機設備也源源不斷出口東南亞、南
亞市場，成為對外開放的新亮點。今年上半年，大理州引進
州外實際到位資金148.7億元、同比增長91.1%；新批外商投資
企業5戶，實際利用外資1844萬美元，增長13.4%；完成進出口
總額1.2億美元。

文化助推新跨越
文化是靈魂，旅遊是載體，旅遊的經久不衰，源自文化的魅

力。為實現旅遊的二次跨越，大理州緊緊圍繞「文化」做足文
章，提升影響力，打造歷史文化旅遊項目，走出了一條「保護
傳承文化推動旅遊跨越」的新路子。
近年來，大理州依托三位一體的文化，不斷加大基礎設施

建設，通過打造蒼洱觀光休閒度假、賓川祥雲佛教文化、洱
源溫泉休閒度假、巍山南詔文化、鶴慶高原水鄉和劍川文化
生態等為主題的六大旅遊景區，用大文化、大項目來推動全
州旅遊產業跨越發展。今年，一大批文化旅遊項目陸續上
馬，巍山南詔國和大理古都兩個歷史文化旅遊項目也正式啟
動，使大理旅遊迎來了歷史上最好發展時期。僅今年十一黃
金周，大理州共接待海內外遊客83.94萬人次，同比增長
26.38%，旅遊總收入89600.14萬元，創歷史新高。

9月23日，作為雲南省十大歷史文化旅遊項目的巍山南詔
國項目和大理古都項目正式舉行簽約儀式。這是大理州深入
開發歷史文化資源、推進旅遊跨越發展、推動大理經濟社會
發展的創新舉措。
今年以來，雲南省作出建設十大歷史文化旅遊項目的重大

部署。十大項目中，大理獨佔其二。大理州緊緊抓住這一難
得的發展機遇，以開闊的思路、獨特的風格建設南詔國和大
理古都兩大歷史文化旅遊項目，全面提升大理旅遊的核心競
爭力和綜合影響力。
巍山南詔國歷史文化旅遊項目，將 力打造「南詔王宮、

南詔古都、彝族故里」三大品牌，在巍山古城東邊文華山片
區打造「南詔王宮」和南詔市井街區；在圖城打造「南詔第
一座都城」遺址公園；在全國道教名山巍寶山打造中華彝族
祭祖聖地，整個項目以「啞鈴狀」佈局，形成「一宮、一
區、一城、一園」的南詔文化展示體系。項目佔地面積4100
畝，總投資87億元。
大理古都歷史文化旅遊項目，將以古都文化為核心，整合

佛教、本主文化等元素，形成以古都遺產保護為核心吸引
力，聚集古城遺址公園、王宮博覽區、本主神道文化區、愛
情文化區等板塊的大型旅遊綜合體，項目佔地面積2800畝，
總投資120億元。
隨 兩個大型項目建設的推進，歷史文化旅遊必將成為大

理旅遊的新高地，為大理旅遊轉型升級、提質增效贏得更加
廣闊的發展空間。

「唱不盡的白族調、彈不

完的三弦情」，一年一度的

劍川石寶山歌會人山人海，

來自五湖四海的賓客歡聚一

堂。近年來，劍川縣充分挖

掘當地的歷史、民族文化，

以旅遊為主要載體，努力將

劍川建成國內品位較高的休

閒度假旅遊目的地、白族原

生態文化傳承與保護的展示

區。

劍川縣歷史悠久，文化燦

爛，景觀眾多，民俗獨特，

人文薈萃，文化資源豐富多

樣，資源品質品位較高，具

有典型性、神秘性、唯一

性、多樣性、獨特性的特

點。結合傳統民族文化節

慶，劍川縣深挖白族文化內

涵，打造文化品牌，通過節

慶活動，推動旅遊文化發

展，促進基礎實施建設。

目前，劍川縣正高起點編

制文化旅遊規劃，初步建立

起完善的文化旅遊規劃體

系；高水平推進旅遊項目建

設，旅遊基礎和服務日益完

善；高規格宣傳促銷，不斷

提升劍川旅遊知名度。今年

以來，石寶山、千獅山、劍

川古城、沙溪古鎮的投資建

設和開發力度不斷加強，知

名度不斷提高，文化旅遊的

核心競爭力不斷增強。劍川

木雕發展路子越走越寬，從

業人員不斷發展壯大，產值

不斷增長。今年，劍川縣將

力爭接待遊客74.24萬人

次，實現旅遊社會總收入5

億元以上。

■「歷史、民族、風光」三位一體的文化是大理

持續發展的源泉和動力。圖為蒼洱風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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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3日，大理巍山南詔國和大理古都歷史文化旅遊項目正式

舉行簽約儀式。

■歷史悠久的巍山古城

■劍川石寶山歌會

200億打造歷史文化大項目

發
展

如果說「蒼山洱海」是大自然賦予大理的寶貴財

富，那麼「歷史、民族、風光」三位一體的文化卻是

大理持續發展的源泉和動力。歷史為大理披上了神秘

的面紗，文化賦予了大理不朽的靈魂，依托獨特的多

元文化，如今的大理在跨越發展的道路上，走得更加

堅定，更加自信。

■香港文匯報記者和向紅、王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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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理學院的東南亞、南亞留學生

人數位居雲南省各高校之首。

10月中旬，雲南省花燈藝術周在大理州彌渡縣的「青螺古坊」舉行，傳
統的花燈藝術在具有歷史風情的現代商業建築下展示顯得格外引人注目。
2009年，彌渡縣依托花燈之鄉、民歌之鄉以及世界名曲《小河淌水》的

故鄉等文化品牌，成功招商引資2.1億元實施「青螺古坊」項目建設，項目
眼於構建大理滇西中心城市副城的花燈文化大觀園，有效利用文化品

牌，深入挖掘本地人文內涵，實現商業、文化、旅遊並舉，最終打造具有
彌渡地方特色的縣城黃金商貿文化旅遊休閒區和地標性建築精品。
文化是最好的推動力。近年來，彌渡縣在推進全國文化先進縣創建過程

中，將文化設施建設納入規劃進行安排，文化建設與各行業建設相互促
進，收到了顯著的社會和經濟效益，「青螺古坊」等一大批既具經濟效
益，又具社會效益的文化建設項目已成為全縣社會、經濟持續、快速、健
康發展的強大合力之一。隨 省級密祉旅遊小鎮和小河淌水風情園等項目
的實施，彌渡縣文化旅遊基礎設施將不斷完善。富有成效的文化建設還為
彌渡營造了良好的招商引資氛圍，「十一五」期間，該縣引進項目82個，
簽約協議資金97.4億元，初步形成了文化大招商的新格局。

彌渡：文化聚核促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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