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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 在 “ 保 护 优 先 ” 与 “ 创 新 活 化 ” 之 间 保 持 其 原 真

性，不仅有利于旅游的呈现与体验，还有利于文化的传

承和延续。普济村在旅游开发过程中，注重保护传统少

数民族“三坊一照壁，四合五天井”建筑风貌，注重古

树名木及井泉沟渠的保护，重新修缮了普济村古井、普

济山出水口、古树挂牌保护等措施。同时，普济村深层

次挖掘乡村文化的内涵底蕴，成立纳西古乐队、“喔木

哒”队，编写村史村志，在传统文化节点举办各类文化

娱乐活动。在传承纳西族非物质文化的同时，丰富居民

的精神文化生活，借助乡村旅游的平台，将这些珍贵的

文化信息传递给大众。乡村旅游的发展和延续基础是优

秀 箱 体 文 化 ， 是 与 其 他 类 型 旅 游 活 动 区 别 开 的 显 著 标

志，也是乡村旅游最具生命力的竞争优势之一，让乡村

文化激活、换新，得到传承和弘扬。

（四）旅游+生态振兴

乡村旅游的发展离不开乡村区域内良好的自然和文

化环境条件，乡村旅游的本质特征是“乡村性”，生态

旅游本就是生态振兴和乡村旅游的应有之意，探索生态

禀赋向绿色财富转化是必然路径。普济村将旅游开发与

绿美乡村建设有机结合，坚持绿色和可持续发展理念，

实施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工程，通过户厕改造、拆除私搭

乱建、拆除危房、村道平整、停车场建设等一系列改造

工程项目的实施，目前整个村子的村容村貌发生了翻天

覆地的变化。如今的普济村，村口的牌坊熠熠生辉，白

墙黛瓦的纳西民居错落有致，宽敞整洁的村道向远处延

伸，村道两旁的绿树红花生机盎然，鸟语花香，绿意葱

茏，湖泊清澈，成为丽江市农村人居环境保护的典范。旅

游与生态的融合有效改善了乡村生态环境，还大大提高了

村民生活质量，为生态农业转型升级创造良好条件。

（五）旅游+组织振兴

办好农村的事情，实现乡村振兴，关键在党。新时

代如何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动员其更

好的参与乡村振兴，成为农村基层党组织必须面对和思

考的问题。普济村充分发挥党组织统领作用，配齐配强

村党小组班子，规范民主议事决策，严格推行重要事项

党组织先审、重要决定党员先议的制度。通过实行“会夕阳下的普济愈发漂亮和安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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