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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山展台前，一株株鲜活的石斛引得逛

展游客驻足观赏。这些石斛及其衍生产品

石斛茶、手工皂等，均来自文山州广南县六郎

城村，一座承载千年壮家文化的古老村寨。

近年来，六郎城村以“旅居云南·健康

文山·好在六郎城”为主题，围绕石斛康养

旅居做文章。一株石斛激活了整个村寨：

不仅将非遗传承、旅游观光与沉浸式体验

巧妙融入滇东南的青山绿水间，更盘活闲

置老屋打造康养民宿，开发出石斛宴、石斛

文创等20余种特色产品，使这个千年壮寨

焕发新生，成为康养旅居的新兴目的地。

运营主体云南凌娅旅游文化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凌娅公司”）讲解员蒋忠艳

介绍，六郎城村附近的山上自然生长着珍

贵的野生铁皮石斛。“早些年，村民就靠种

植石斛增收。如今我们更进一步，让石斛

成为带动乡村振兴的金钥匙。”

石斛自然生长，意味着六郎城村自然环

境极佳。凌娅公司敏锐地捕捉到这一资源优

势，依山就势打造了“六郎城·仙草秘境”景

区。2022年正式营业以来，这里实现了从石

斛种植到康养旅游的融合发展，为游客提供了

集观光、体验、购物、美食于一体的康养之旅。

蒋忠艳介绍，六郎城村茂密的森林里，

负氧离子含量高，夏天温度低，适宜避暑。

她说：“我们在建设的过程中极大程度增加

石斛元素，突出特色。现在，游客来到六郎

城村，能体验壮家的迎客礼，观赏万米石斛

长廊、品味特色石斛宴。”头顶的吊盆里、台

阶两侧的树干上、岩壁上……石斛肆意生

长，处处生机盎然，云雾缭绕间宛如人间仙

境。每到夏季，游客便纷至沓来，目前六郎

城村已接待游客近百万人次。

从增加游客到让游客留下来，凌娅公

司尝试了许多方法。优化基础设施，丰富

体验项目，如住森林星空屋、体验非遗铁

皮石斛西枫斗制作、参加六郎节等。“如

今，已有游客选择在此长住一周。平日接

待旅行团，周末则迎来周边自驾游客，‘旅

居’概念正逐步落地见效。”蒋忠艳说。

更可喜的是，这个曾经因偏远而人口

外流的村寨，如今迎来了返乡创业潮。通

过土地流转、入股分红、“三划五金”等创新

机制，凌娅公司让村民共享发展红利。“我

们希望通过实实在在的利益联结，凝聚发

展合力，坚定大家的信心。”蒋忠艳说。如

今的六郎城村，民宿、餐饮等业态如雨后春

笋般涌现，乡村振兴的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本报记者 孙江荭

团结协作 共谋发展
第9届中国-南亚博览会

“旅居云南理想村”

有什么发展秘籍

在本届南博会上，首次设立的旅居云南馆通过“烟火乡村”“宝
藏小城”两大主题，深度展现了云南独特的旅居文化内涵。展区重
点推介了17个特色旅居村落，其中包括搭建起旅居者、乡村与企业
三方共赢模式的曼海村；以石斛产业为核心，巧妙融合非遗传承、旅
游观光与沉浸式体验的六郎城村。这些典型案例不仅生动呈现了
“旅居云南理想村”的功能场景，更集中展示了云南在旅居业态创
新、产品开发、模式探索和服务优化等方面取得的显著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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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洱展区以墨江县联珠镇曼海村为设

计灵感，以曼海竹编这一充满生命力的元

素为脉络，从建筑外观到内部装饰，巧妙融

入竹子的挺拔与柔韧，营造出普洱夏日旅

居的生机盎然与清爽宜人的烟火氛围。

与此同时，作为运营方，四川佰村相见

乡村商业运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创始人、

董事长熊楷携曼海村特色文创产品亮相南

博会，进一步展现了乡村文旅的创新探索。

曼海村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传统村

落，民风淳朴，但受限于人均耕地少、缺乏

经济作物，村民们过去只能靠编制竹编产

品到附近古镇售卖维持生计。熊楷到来

后，这个村庄发生了改变。

初次踏足曼海，熊楷敏锐地发现了这

里的潜力：离高速公路近、紧邻中老铁路、

大量闲置的烤烟房……一个乡村改造计

划很快在他脑海中成形——将这些闲置

空间改造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基地。

“汇聚、链接而非引入、创造”，这是熊

楷始终坚持的理念。他将全县分散的非

遗资源整合到曼海，不仅为非遗代表性传

承人设计课程，还提供市场、渠道和展示

空间，吸引消费者、中小学生以较低的成

本来这里研学。如今，这里的非遗展示、

学习课程包含绝版木刻、扎染等，消费者

在互动中实现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熊楷发现，许多退休学者、教授和企业

家对乡村生活充满向往，他们渴望著书立

说、投身公益，实现社会价值。在曼海村，

这些旅居者常能发现曼海村可以改进之

处，于是选择留下，主动参与乡村建设。基

于此，熊楷构建了旅居者、乡村和企业三方共

赢的机制，开发“八仙过海”小程序，实现“村

庄档案查阅—活动预约—技能匹配—公益

积分兑换”全流程管理，赋能旅居目的地的

发展。“八仙过海的下一句是什么？”熊楷笑

着说，“在这里，就是要让每位旅居者各显

神通，共同发掘乡村文化，建立新的连接，

让淳朴民风得以展现。”

村子热闹了起来，在外务工的青年陆

续返乡创业。熊楷却保持着谨慎态度，他

说：“很多人是一时冲动进入乡村的，包括

我自己。我会如实告知利弊，如果他们还

坚持要来，我会全力支持，帮他们降低成

本。”如今，村民经营着小吃摊、手工艺坊、

民宿等小微业态，虽规模不大，却实实在

在、贴近生活。“这种乡村微文旅模式正在

村里形成良性的内循环。”熊楷说。

在普洱，熊楷带领团队成功打造了多个

乡村振兴示范村。截至2025年5月，已带动

曼海村集体增收13.4万元，帮助紫马街村民

创收100余万元。通过创新运营模式，先后

培育出英国旅居客保罗的“紫马街烟火英语

课”、成都旅居客龚老师的传统国学课堂、“以

工换宿”咖啡书屋等特色项目，并开设乡村运

营公益课堂。这些举措已吸引数十名青年人

才返乡创业，为当地发展注入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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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楷（右）推介曼海村 本报记者 孙江荭 摄

竹编产品亮相南博会 本报记者 孙江荭 摄

新鲜石斛带到展会 本报记者 孙江荭 摄

“六郎城·仙草秘境”景区 凌娅公司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