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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4日，记者从当地工作人员处

获悉，为了保护滇池和历史文化片区，

卧龙古渔村已于2019年3月整村搬

迁完毕，2021年完成村落的规划编

制。截至目前，卧龙古渔村已建成总

建筑面积6000平方米的启动区及展

示区，其中包括18栋建筑的修缮保护

建设，以及10万平方米的乡村田园景

观，现由华侨城云南旗下公司进行整

体运营。

昔日“渔浦星灯”，今时农耕绿野，

渔耕文化的印记如实记录着这里的前

世今生。如今，修旧如旧的保护建设

原则，让这里的古建筑风貌仍然较为

完整，散发着昆明传统村落的古雅魅

力，更承载着老昆明人滇池戏水的夏

日回忆。

万顷晴沙归于田园，修缮过的宅

院静卧在古村阡陌之间。院门前挂

有不同牌匾，有博物馆、图书馆、观

景台等，满村都是“一颗印”“四合五

天井”“走马转角楼”等昆明传统民

居样式。建于清代康熙年间的垂恩

寺内，仍然存有“山居宛卧龙，海近

乃曰浦”的石刻，默默记录着卧龙古

渔村如何得名的故事。

年复一年，今天的游客仍能跟随

冰心的脚步漫步卧龙古渔村，尽情感

受置身滇池畔听风赏景的乐趣。

2024年数据显示，卧龙古渔村周边湿

地遍布，方圆数公里的文化和生态价

值引人入胜，每年吸引近30万名游客

“进村”，开展观光、写生、研学等体验

式活动。

本报记者 史子昊 文
昆明华侨城美丽乡村发展有限公司供图

城市废品回收

跨越40年的
绿色传承与创新

1985年6月19日，本报以“昆明市加强

废旧物资回收利用，减少城市污染，增加社

会财富”为题进行报道。报道指出，昆明市

物资回收公司通过拓展收购点、加工再利用

废旧物资，让钢铁、塑料等“变废为宝”。如

今，物品更新换代的速度远比40年前快，城

市废品回收正处于新老模式交融的阶段，呈

现出更加精细化、多元化的特点。

物业人员上门收废品

在1985年的昆明，物资回收公司是唯

一国营收购废旧物资的单位。随着生产与

城市建设提速，废旧物资激增，公司积极

行动：收购网点从28个扩充到45个，郊

区、县普遍设点……回收来的钢铁、金属材

料等经回炉加工，变成钢丝床等产品流入

市场，百余吨废麻片成为造纸厂原料，减

少了污染。

如今，废品回收早已突破国营单一模

式，生活中的废品回收分门别类，更加精细

和专业。记者了解到，不少小区的物业人员

会从业主手中回收一些基础的纸质废品。

盘龙区七彩俊园的居民小杨告诉记者，常规

的纸箱、废纸等物品，只要堆放在家门口，就

会有物业人员主动收整，虽然没有自己卖废

品的钱多，但十分方便、节约时间。

旧衣服等回收更便捷

曾经，旧衣服回收问题困扰着许多市

民：作为废品卖掉，价格太低，但丢掉又觉

得浪费。因此，不少老一辈人会把旧衣转

赠给亲戚朋友，形成“旧衣循环”。记者近

日走访发现，现在不少小区设置了铁皮旧

衣回收箱。小杨表示：“这个旧衣回收箱，

让我们不常穿的旧衣服有了归处。”不过，

记者观察到，目前部分旧衣回收箱存在废

弃、无人维护的情况，若市民有回收需要，

卖给废品回收站和上门回收人员仍是较为

方便高效的选择。

针对更新换代较快的数码产品，记者

在公园1903九机实体店了解到，客户可以

在买新手机时选择旧手机回收，一举两

得。除了实体店回收，现在线上平台也百

花齐放，转转、爱回收等热门电子回收

App提供专业服务，用户在平台上预约上

门回收，既便捷又能保障交易安全。

家里产生的家具等大件垃圾，曾经也

是市民处理起来很头疼的问题。但如今，

美团、咸鱼等平台都推出了便捷的上门回

收服务，居民动动手指就能预约专业人员

上门搬运、回收。

记者留意到，在废品回收渠道日益多元

的当下，老一辈人依然保留着“物尽其用”的

生活方式。在小区里，年轻人丢纸箱、塑料

瓶，结果被爷爷奶奶“拦截”，仍然是一道独

特的风景线。家住润城的杨奶奶道出心声：

捡回去多是觉得“用得上”，鲜少专门售卖。

杨奶奶提到，润城小区附近有五六个废品回

收点，如果用不上，拿去回收点卖也很方

便。在老人眼中，很多旧物是物尽其用的生

活符号，承载着对物资的珍视。

策划 王云 统筹 孙琴霞 本报记者 孙嘉辰

微博昆明同城热搜榜

（7月4日12时）

卧龙古渔村真的太美了

昆明经开区管委会原主任张宁被公诉

云南“95后”辅警“吼”出生命通道救下36人

这大概就是最云南的接亲方式了

云南绿化带又免费发水果了

此外，由@春城晚报主持的话题“云南这些县市上榜全国百强”热度也持续攀升。

打卡卧龙古渔村

传统建筑古朴典雅
滇池风光如诗如画

点开话题“卧龙古渔村真的太美了”，滇池的夏日风光扑面而来。作为昆明市级历史村镇，卧龙
古渔村有着底蕴深厚的渔耕文化、“一颗印”式昆明民居典型样本以及如诗如画的美景，令人心驰神
往。继续翻阅相关动态发现，这座600岁的古渔村散发着“与年纪严重不符”的旺盛活力，正在吸引各
地游客驱车前来打卡。

从昆明市区驱车向南30公里，滇

池东岸风光触手可及。卧龙古渔村位

于滇池东岸乌龙街道，面朝五百里滇

池，背靠七星山，明清时期的古建筑群

古朴典雅，滇池碧波映照黛瓦飞檐，端

坐屋脊的黝黑瓦猫似乎张嘴诉说着百

年往事。

这里古称“卧龙浦”，曾是滇池东

西两岸人员与货物往来的码头，拥有

600多年的历史。当地村民以渔耕为

生，每逢入夜时分，各家渔船升起星星

点点的灯火，半池渔火犹如群星闪烁，

为呈贡县志所载八景之一“渔浦星灯”，

亦成为冰心笔下的难忘回忆。

1938年，因西南联大迁至昆明办

学，冰心先生就居住在了呈贡三台山

的默庐，举家度过两年美好时光。她

在《默庐试笔》散文中这样回忆这里：

“呈贡山居的环境，实在比我北平西郊

的住处，还静，还美。”倚窗坐看滇池，

她在居住的寓楼窗下放一张书案，并

为此写道：“呈贡八景，已可见其三，北

望是‘凤岭松峦’，前望是‘海潮夕照’，

南望是‘渔浦星灯’。”

“渔浦星灯”成冰心笔下的难忘回忆

渔耕文化的印记记录着前世今生

这里被称为昆明传统民居的天然这里被称为昆明传统民居的天然““博物馆博物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