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族文化传承与自然保护互促共进 助力美丽云南建设

云南，一个以多元民族文化和壮丽自然风光著称的省份，近年来在民族文化传承与自然保护的融合上迈出了坚实步伐。云南拥
有26个世居民族，各民族的语言、服饰、节庆、音乐舞蹈等文化遗产丰富多彩。这些文化不仅是云南的独特名片，也是推动
地方发展的重要资源。与此同时，云南的自然资源同样令人瞩目，从滇池到西双版纳的热带雨林，从丽江的雪山到红河的梯田
，独特的自然景观吸引着全球游客。然而，快速的旅游开发和现代化进程也给生态环境带来了压力。如何在保护自然环境的同
时传承民族文化，成为云南建设“美丽中国”典范的重要课题。在这一背景下，云南多地探索出“文化生态”的发展模式。例
如，在丽江的纳西族聚居地，当地通过东巴文化的保护与传承，结合玉龙雪山的生态保护，打造了文化旅游与绿色发展的双赢
模式。东巴文化作为纳西族的瑰宝，包含了独特的文字、绘画和宗教仪式。丽江通过举办东巴文化节、建立文化博物馆等方式
，让游客在领略自然美景的同时，深入了解纳西族的历史与文化。与此同时，当地政府加强了对玉龙雪山的生态保护，限制过
度开发，推行绿色旅游项目，确保雪山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这种文化与自然的结合，不仅让游客体验更加丰富，也让民族
文化在现代语境中焕发新生。同样，在西双版纳的傣族地区，民族文化与自然保护的融合也成效显著。傣族的泼水节作为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每年吸引大量游客。当地结合这一节庆活动，推出了生态旅游线路，引导游客走进热带雨林，了解傣族与
自然和谐共处的传统智慧。例如，傣族的传统村寨通常依水而建，村民通过种植经济林和保护水源地，维持了生态平衡。西双
版纳通过生态教育和文化体验活动，让游客在参与泼水节的同时，学习到保护雨林的重要性。这种模式不仅提升了游客的环保
意识，也让傣族文化在全球范围内得到传播。红河哈尼梯田是另一个成功案例。哈尼族的梯田文化不仅是农业文明的结晶，也
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典范。近年来，红河州通过申遗成功和文化旅游的推广，将哈尼梯田打造成世界级的文化与自然双遗产
地。政府与当地社区合作，保护梯田的生态系统，限制化肥和农药的使用，同时通过哈尼族民歌、服饰展示等活动，让游客感
受到文化的魅力。这种方式既保护了生态环境，又让哈尼族文化得以传承，吸引了更多人关注云南的生态文明建设。此外，云
南还在全省范围内推广“民族文化生态保护”的教育项目。例如，在迪庆藏族自治州，当地学校将藏族文化课程与环保教育相
结合，教导学生如何在日常生活中保护梅里雪山的生态环境。这种教育模式培养了年轻一代的文化自信和环保意识，为民族文
化的长远传承奠定了基础。值得一提的是，云南在推动文化与生态融合的过程中，注重发挥社区的主体作用。许多少数民族村
寨通过成立合作社，将传统手工艺、民族美食与生态旅游相结合，增加了村民的收入。例如，大理白族的手工扎染技艺，不仅
成为旅游纪念品，还通过电商平台走向全国。这种模式让村民在保护传统文化的同时，获得了经济收益，也减少了对自然资源
的过度依赖。然而，文化与生态的融合发展并非没有挑战。部分地区由于旅游开发过度，出现了文化商业化倾向，民族文化的
原真性受到影响。同时，部分生态保护项目因资金不足，难以全面实施。对此，云南省政府近年来加大了投入，通过政策引导
和资金支持，鼓励各地在发展中找到平衡点。例如，出台了云南省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规划，明确提出要将民族文化传承与生
态保护作为重要内容，推动绿色发展与文化复兴的双赢。通过这些努力，云南不仅在国内树立了生态文明建设的标杆，也在国
际上展示了文化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典范。民族文化的传承为自然保护提供了精神动力，而生态保护又为文化传承创造了可持续
的环境。两者相辅相成，共同助力“美丽云南”的建设目标。这种模式也为其他地区提供了借鉴，证明了文化与生态的融合能
够带来经济、社会和环境的综合效益。未来，云南将继续探索更多创新路径。例如，利用数字技术打造虚拟文化体验，让更多
人了解云南的民族文化同时，推广绿色技术，提升生态保护的效率。这些努力将进一步推动云南在民族文化传承与自然保护的
道路上走得更远，为建设美丽中国贡献更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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