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创建全国特色城镇

特 色
1.世界上唯一由五座火山环

抱的胜地。

2.西南丝绸古道上最大的侨

乡，被誉为“散落在边地上

的一部汉书”。

3.和顺人发现了翡翠并首开

翡翠加工先河，被誉为“中

国翡翠第一城”。

4.全国最大的乡村图书馆。

生 态
1.2019 年末，和顺森林覆盖率

将达 73%，集中供水普及率、

污水处理率和生活无害化处理

率均达 100%的目标。

2.实施面山恢复治理工程，绿

化荒山 2000 余亩。

3.依托碓社区 1200 亩湿地资

源，打造高原生态湿地。

和顺古镇
位置：保山腾冲市

投资总额：30.5 亿元

产 业
1.产业定位：以休闲旅游和文

化创意为主导产业。

2.发展目标：到 2019 年，企业

主营业务收入（含个体工商

户）3.69 亿元，年均增长

50.8%，税收收入 2937 万元，

年均增长 50%。

3.产业业态：休闲度假、文化

创意、艺术博览等。

4.项目支撑：金茂丽江创意文

化产业园、艺术博览中心与艺

术产业孵化园区、雪山艺术文

创项目等。

联系单位：云南省沪滇合作促进会

联 系 人：崔焕兴、鲁晋

联系电话：18988295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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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址：云南·昆明西山区怡景路2号



创建全国特色城镇

易 达
1.航空：和顺距离腾冲机

场 15 公里。

2.铁路：芒市至猴桥铁路

2023 年建成，腾冲站距离

和顺约 2 公里。2020 年建

成腾冲市一期有轨电车，

和顺重要节点。

3.公路：2019 年建成腾猴

高速、腾陇高速公路，入

口距和顺不到 2 公里。

宜 居
1.推进电力、电讯、给、排水工

程建设。

2.公共服务设施配套建设：停车

场、星级厕所、珠宝玉石、展

销、游客服务中心等。总建筑面

积 600 平方米。

3.传统建筑修缮、精品民宿建

设。

4.推进康养度假、养生养老社区

等项目建设。

智 慧
打造智慧旅游服务体系，含智

能 导 航 、 电 子 支 付 、 客 群 分

析、交通指引等。

成 网
和顺古镇将与高黎贡山摄

影 小 镇 、 玛 御 谷 温 泉 小

镇、冰雪双创小镇、银杏

小镇等统筹规划和建设。

工 作 基 础
1.成立了和顺小镇创建工作领导

小组。

2.完成了项目初步策划。

3. 小 镇 内 旅 游 从 业 人 员 2900

人，有民居餐馆 154 家，客栈

旅 馆 301 户 ， 床 位 5000 多

个；年接待中外游客逾 120 万

人，实现旅游总收入 3.5 亿元。

下一步工作重点
1.力争 8 月底引进一家实力强

大的投资主体。

2.深化小镇策划，加快总体规

划和修建性详规编制。



创建全省一流特色城镇

特 色
1. 玛 御 谷 温 泉 小 镇 资 源 独

特，温泉洗浴的历史悠久。

2.玛御谷温泉小镇的中原传

统农耕文化保存完好。

3.玛御谷温泉小镇的自然资

源和人文资源丰富。

生 态
小镇依山傍水，被充满传奇的

青龙山、白虎山等原生态山林

环 抱 ， 澡 堂 河 沿 山 势 蜿 蜒 而

过，当地的年均气温 18℃，最

高气温不高于 30℃，最低气温

不低于 1℃，冬暖夏凉，气候

宜人。依托以上特色资源，玛

御谷温泉小镇大力开发温泉旅

游产品和康体养生产品。引进

国际品牌酒店及度假村，构建

优美的生态环境。

腾冲玛御谷温泉小镇
位置：保山市腾冲市

投资总额：30.57 亿元

产 业
1.产业定位：培育“大休闲、
大健康、大文化”主导产业，
融合小镇周边现有产业基础如
毛驴养殖、万亩石斛等发展新
型衍生产业，构建小镇特色产
业链。
2.发展目标：建设完成后，实
现年旅游人次不低于 30 万，新
增直接就业岗位 2000 个，主
营业务年收入达到 4 亿元，其
他业务年收入达到 2 亿元，年
税收 3000 万元。
3.产业业态：健康休闲、文化
旅游、生态农业等。
4.项目支撑：悦榕庄酒店、地
中 海 俱 乐 部 、 悦 榕 庄 温 泉 中
心、温泉游泳馆、养生园、安
贞医院等。

联系单位：云南省沪滇合作促进会

联 系 人：崔焕兴、鲁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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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全省一流特色城镇

易 达
小镇位于云南省保山腾冲

市北海乡，距市区约 8 公

里，标准二级公路直达小

镇。距机场 25 公里，距高

速路出口 15 公里，距离北

海湿地景区约 5 公里。

宜 居
建设地下综合管廊和小镇污水处

理、垃圾处理、道路基础设施，

配套完善医疗、教育、购物等生

活设施，提升人居环境。

智 慧
以温泉入户的康养社区“养生

园”为基础，建立可选式智能

化社区管理系统，为小镇居民

提供多种智能居家照护设备、

远程健康照护设备、SOS 呼叫

与报警定位服务等。康养平台

配套安贞医院、养生食堂、静

心禅院、云南省城投智能化物

业管理，通过远程数据收集、

整理和分析，实现互联网+康

养的真正对接。

成 网
玛御谷温泉小镇处于腾冲

城 区 通 往 北 海 湿 地 保 护

区、樱花谷景区的必经之

路，具备北海大片区旅游

核心集散优势。以玛御谷

温泉小镇为中心，“半小

时出游圈”能涵盖腾冲火

山热海、北海湿地、樱花

谷等所有景区景点的 80%

以上。距市区较近，交通

条件便捷，可以共享城市

的教育、科技等资源和发

展红利，实现周边经济和

城市经济协调发展。

工 作 基 础
1.玛御谷温泉小镇已获得“中国

温泉金汤奖”、最佳温泉精品酒

店等 20 余个国际国内奖项，被

中国温泉协会授予国家级五星温

泉称号。

2.小镇内及周边竹编加工基地、

万亩核桃林、万亩树培石斛、万

头毛驴养殖等基础产业已初具规

模，有机蓝莓种植基地已投资建

设。

3.小镇已取得“玛御谷”农副产

品、手工艺品等六类商标的工商

注册。

下一步工作重点
1.加大招商力度，引进行业内

领军品牌，吸引外来投资。

2.研发“玛御谷”系列特色产

品、农副产品。

3.盘活农村土地，让村民、社

会、企业共同参与小镇建设。



创建全省一流特色城镇

特 色
1.腾冲市固东镇江东银杏村

旅游资源丰富，小镇核心发

展 区 内 峡 谷 瀑 布 、 田 园 农

家、千年银杏、古村落、火

山奇观、高山森林、古军事

隘口、传统非遗等自然、人

文 、 民 俗 旅 游 资 源 种 类 丰

富。

2.小镇先后荣获“云南省第

七批文明村”、“云南省旅

游特色村”、“全国生态文

化村”、“全国最有魅力休

闲乡村”和首批“中国乡村

旅游模范村”等殊荣。

生 态
加大环境保护治理力度，形成

碧水蓝天、宜居宜业的人居环

境。

腾冲银杏小镇
位置：保山腾冲市

投资总额：10.9 亿元

产 业
1.产业定位：创建全国首个、

云南一流的银杏主题特色旅游

休闲小镇。

2.发展目标：努力实现日接待

游客 2 万人，年接待游客 200

万人次，年旅游收入达到 4 亿

元，实现利税 2500 万元，创

造就业岗位 1000 个，带动新

增 个 体 生 产 及 经 营 户 约 200

户。

3.产业业态：生态休闲旅游

4.项目支撑：银杏故事馆、五

彩田园、户外运动公园、天工

集市等。

联系单位：云南省沪滇合作促进会

联 系 人：崔焕兴、鲁晋

联系电话：18988295667

                 18901128112

地       址：云南·昆明西山区怡景路2号



创建全省一流特色城镇

易 达
与腾冲市区通过县道 X195

连接，车程约 37 公里，距

离腾冲市旅游集散中心和

保腾高速出口 42 公里，距

离腾冲驼峰机场 50 公里，

距离芒市机场 150 公里。

宜 居
建设地下综合管廊、小镇污水处

理、垃圾处理和道路基础设施，

实现小镇绿化美化。

智 慧
全力打造小镇旅游 APP，基于

APP 平 台构 建 ， 形成 医 疗 卫

生、车辆应急、订餐、订票、

订酒店等服务为一体的综合服

务平台。

成 网
小镇紧邻腾冲火山国家地

质公园，路网完善，与周

边景区连接成片。

工 作 基 础
正在开展小镇总体规划和修建性

详细规划编制工作。

下一步工作重点
1.深度挖掘小镇文化内涵。

2.加强旅游基础设施建设。



创建全省一流特色城镇

特 色
1.悠久的红茶加工历史。

2. 罕 有 的 “ 千 年 古 茶 ” 资

源。

3.全国闻名的“昌宁
红”品

牌。

4. 独 有 的 高 原 特 色 田 园 风

光。

5.璀璨的哀牢古国文化。

生 态
通过对山、水、田、园的打造

初步呈现出“田园景观化、景

观田园化、田园景观城市化”

的良好景象，“园城一体、相

依相融”的小镇形态也初步形

成。

昌宁红茶小镇
位置：保山市昌宁县

投资总额：18.5 亿元

产 业
1.产业定位：立足茶产业发展

基 础 ， 加 快 昌 宁 红 茶 品 牌 建

设，延伸茶产业链，将小镇打

造成为“品昌宁红茶、赏田园

风 光 ” 的 全 国 著 名 旅 游 目 的

地。

2.发展目标：预计 2019 年末实

现企业主营业务年均收入（含

个体工商户）9.2 亿元，税收收

入 718.7 万 元 ， 就 业 1943

人，旅游总收入 8500 万元。

3.产业业态：茶产业、生态旅

游。

4.项目支撑：昌宁红茶汇都、

昌宁红茶研学中、茶叶基地、

哀牢文化创意园等。

联系单位：云南省沪滇合作促进会

联 系 人：崔焕兴、鲁晋

联系电话：18988295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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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址：云南·昆明西山区怡景路2号



创建全省一流特色城镇

易 达
小镇位于昌宁县田园镇城

乡 结 合 部 ， 距 县 城 1 公

里，有二级公路直达。目

前 ， 昌 保 高 速 已 开 工 建

设，项目完工之后，昌宁

到保山的时间将由 120 分

钟缩短至 40 分钟；同时，

随着昌宁通用机场、澜沧

江水上航线等项目逐步落

地，交通条件将得到显著

改善。

宜 居
进一步推进对乡居建筑、风情街

巷等的风貌改造工作，打造富有

当地特色的村镇风貌，供水普及

率、污水处理率和生活垃圾无害

化处理率达到 100％。

智 慧
打造昌宁红茶小镇旅游 APP，

基于 APP 平台构建，形成医疗

卫 生 、 车 辆 应 急 、 订 餐 、 订

票、订酒店等服务为一体的综

合服务平台。

成 网
昌宁红茶小镇将与保山玛

御谷温泉小镇、腾冲银杏

小镇、高黎贡山摄影小镇

等实现有机对接，连为一

体。

工 作 基 础
1.完成了全县古树茶群落分布范

围、古茶树株数的调查登记工

作，古树茶保护和开发利用规划

已编制完成。

2.田园湿地和滨湖观光体验区建

设项目已开工建设，“红茶会

都”项目已完成可行性研究报告

编制。

下一步工作重点
1.加大昌宁红品牌的营销和宣

传力度。

2.加强小镇基础设施建设，提

升小镇功能。



创建全省一流特色城镇

特 色
1.特色名人文化：姚关镇是善洲精

神的发祥地和培育地，杨善洲名

人文化是世界级的文化资源，善

洲精神是世界性的，宣传和弘扬

善洲精神，有助于引领带动社会

形成风清气正的党风、政风、民

风。习近平同志指出：“广大党

员、干部包括离退休老干部，要

向杨善洲同志学习，为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事业贡献力量”。

2.人文璀璨：小镇拥有杨善洲、邓

子龙名人文化、契丹文化、民族

民俗文化等丰富多彩的文化，具

有独特的文化魅力。

3.环境优美：姚关气候宜人，小镇

内独特的卡斯特地貌与河流湖泊

共 存 ， 加 之 拥 有 丰 富 的 温 泉 资

源，构成了一幅奇秀特异的湿地

自然景观。

生 态
加大生态环境建设力度，包括

湿地保护与生态环境提升、山

体保护与森林资源利用、绿色

交通系统提升等。

善洲小镇
位置：保山市施甸县

投资总额：13.14 亿元

产 业
1. 产 业 定 位 ： 打 造 “ 两 学 一

做”学习教育和“三严三实”

专题教育示范基地。

2.发展目标：将小镇打造成为

“名人、产业、文化、生产、

生活、旅游、休闲、市场”等

多功能为一体的研学小镇，着

力打造具有时代特色的“红色+

绿色”双基地。

3.产业业态：红色教育、文化

创 意 、 户 外 运 动 、 生 态 农 业

等。

4.项目支撑：善洲精神研究展

示中心、善洲滇西粮仓党建基

地、善洲生活体验区、非物质

文化遗产活化园等。

联系单位：云南省沪滇合作促进会

联 系 人：崔焕兴、鲁晋

联系电话：18988295667

                 18901128112

地       址：云南·昆明西山区怡景路2号



创建全省一流特色城镇

易 达
1.小镇通过 232 省道与施

甸县城相接，距县城 20 公

里，距保山机场 70 公里。

3.保施高速已开工建设，预

计 2020 年建成通车。高速

出入口到姚关仅十分钟车

程。

3.通用机场已完成选址，位

于三块石水库以西地块，

紧邻小镇。

宜 居
小镇建成后，供水普及率、污水

处理率均达 100%。完善小镇公

共服务设施的配置，创造宜居宜

业的人居环境。

智 慧
构 建 整 合 研 学 服 务 的 移 动

APP，整合小镇及周边文化、

教 育 和 生 活 资 源 ， 如 党 建 基

地、研学营地、餐饮、休闲娱

乐、交流活动等，推进小镇信

息化建设。

成 网
努力实现与摆榔金布朗风

情小镇、昌宁红茶小镇、

保山玛御谷温泉小镇、腾

冲银杏小镇、高黎贡山摄

影 小 镇 等 的 共 生 共 荣 发

展。

工 作 基 础
已完成基础设施建设、村庄整治

等项目。正在实施青少年湿地科

普基地、朱市冲民俗社区等项

目。

下一步工作重点
1.进一步提炼杨善洲精神的内

涵，将文化融入生活，植入研

学理念。

2.加强小镇产业培育力度，加

快推进基础设施建设。



创建全省一流特色城镇

特 色
1.稀有性:布朗族是施甸的世

居民族，其民族生衍与施甸

发展一脉相承，是民族文化

与地域文化融合发展的典型

代表。

2.独特性：被云南省人民政

府 命 名 为 “ 民 族 歌 舞 之

乡”，布朗族的民族语言、

服饰、歌舞和风俗习性具有

鲜明特征。

生 态
加大对整体生态环境的提升，

生态环境保护与民族文化建设

协调统一。

施甸摆榔金布朗风情小镇

位置：保山市施甸县

投资总额：13.3 亿元

产 业
1.产业定位：以深度体验布朗

族民族文化为主题的休闲旅游

目的地。

2.发展目标：2019 年，企业主

营业务收入（含个体工商户）

达到 2.5 亿元，税收收入达到

3000 万元。

3.产业业态：民族风情体验、

旅游休闲等。

4.项目支撑：布朗山寨、民族

风 情 街 、 布 朗 民 俗 广 场 建 设

等。

联系单位：云南省沪滇合作促进会

联 系 人：崔焕兴、鲁晋

联系电话：18988295667

                 18901128112

地       址：云南·昆明西山区怡景路2号



创建全省一流特色城镇

易 达
摆榔乡距县城约 30 分钟车

程 ， 距 保 山 约 80 分 钟 车

程，距拟建设的一类通用

机 场 约 20 分 钟 车 程 ； 另

外，规划于 2020 年左右建

成通车的保山至临沧高速

公路，高速互通口距离摆

榔乡约 4 公里，小镇距保

山机场车程将缩短至约 40

分钟。

宜 居
加快建设小镇“一水两污”等市

政基础设施。建设停车场、旅游

厕所、游客接待中心、精品民俗

客栈等旅游服务设施。

智 慧
推进小镇信息化建设，建成公

共服务 APP，实现 lOOM 宽

带接入和公共 WIFI 全覆盖。

通过互联网大数据平台搭建智

慧旅游服务体系。

成 网
将施甸摆榔金布朗风情小

镇与善州研学小镇有效串

联，并且在更大范围内与

保 山 市 特 色 小 镇 整 体 考

虑。

工 作 基 础
正在编制小镇总体规划和修建性

详细规划。民族风情街、万家欢

农业庄园等项目已开工建设。

下一步工作重点
1.加快对摆榔乡基础设施、公

共 服 务 设 施 和 生 活 环 境 的 提

升。

2.加大招商引资力度。

3.加快推进民族风情街、打歌

广场、布朗族特色度假民宿、

万家欢农业庄园、布朗茶山等

主题性项目建设。



创建全省一流特色城镇

特 色
1.唯一性: 文化深厚，国之

瑰宝； 原料珍贵，工艺独

特 ； 传 承 有 序 ， 历 时 悠

久 ， 是 省 级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2.独特性 :永子外 观细糯如

玉，体坚而意柔；手感触子

心舒，冬暖夏凉；色泽润如

宝珠，明而不炫。

3.稀缺性:永子制作采用的原

料是天然的宝玉石矿，是不

可再生资源，数量有限；永

子 制 作 工 艺 是 传 统 手 工 制

作，需要高度关注温度、色

生 态
将小镇建设与生态环境保护相

结合，建设环境宜人，文化产

业兴盛的特色小镇。

保山永子围棋小镇
位置：保山市隆阳区

投资总额：15.2 亿元

产 业
1.产业定位：以永子文化产业

为核心，延伸拓展发展文化展

示 、 体 育 赛 事 、 工 艺 礼 品 制

作、康体养生、休闲度假体验

等产业链。

2.发展目标：到 2019 年，企业

主 营 业 务 收 入 达 到 4000 万

元，税收达到 300 万元。

3.产业业态:永子文化、赛事旅

游、永子国礼、工艺品制作，

慢 生 活 体 验 、 健 康 养 生 度 假

等。

4.项目支撑：国际赛场及培训

基地（训练、比赛、文化交流

基地）、 永子系列产品生产基

地、青龙市井文化体验街等项

目。

联系单位：云南省沪滇合作促进会

联 系 人：崔焕兴、鲁晋

联系电话：18988295667

                 18901128112

地       址：云南·昆明西山区怡景路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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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 达
小镇对外交通优势明显，

三 条 高 等 级 道 路 320 国

道、大瑞铁路、大保高速

加 强 了 小 镇 与 外 界 的 联

系。

宜 居
建成后，小镇集中供水普及率、

污水处理率和生活无害化处理率

均达 100%的目标，主要实施以

下项目：1.污水处理工程。2.垃

圾收运系统工程。3.东河景观提

升工程。

智 慧
小镇发展将基于移动互联网技

术，通过互联网大数据平台，

搭建智慧旅游服务体系，提供

便捷的服务。

成 网
将与玛御谷温泉小镇、腾

冲银杏小镇、高黎贡山摄

影小镇、腾冲冰雪双创小

镇等有机串联。

工 作 基 础
2013 年云南围棋子（永子）制

作技艺已申报国家及非物质文化

遗产代表性项目。2015 年小镇

被列为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

镇。现已完成小镇范围内土地利

用总体规划调整，青龙街修复正

在进行。

下一步工作重点
进行深度策划，加快总体规划

和修建性详细规划编制。加大

永子围棋文化的宣传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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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色
小镇是以翡翠、南红、黄龙

玉、非物质文化遗产等企业

孵化，产业创新为核心，以

冰雪世界、会展中心、智慧

城市展厅为外延，打造从孵

化开始，初创型、成长型、

实力型和成熟型企业，直至

上市的双创全产业链特色服

务模式。

生 态
1.生活污水全面收集并达标排

放。

2.垃圾进行无害化处理，自来

水符合卫生标准，配置中水处

理。

3.加强公园绿地建设，提高绿

化覆盖率。

腾冲冰雪双创小镇
位置：保山市腾冲市

投资总额：30.96 亿元

产 业
1.产业定位:打造以孵化器、产
业园中园、区域次总部基地为
企业入驻平台，以冰雪世界、
会展中心、智慧城市推广为补
充，按照国家４A 级及以上旅
游景区标准建设的全省一流双
创特色小镇。
2.发展目标:2019 年，实现企业
主 营 业 务 收 入 （ 含 个 体 工 商
户）16 亿元，税收收入 1.4 亿
元，就业人数年 均增长 4200
人。
3.产业业态:以企业孵化，产业
创新为核心(翡翠、南红、黄龙
玉、非物质文化遗产等产业)；
以冰雪导入人流、会展助推营
销、智慧城市推广为外延。
4.项目支撑:产业园中园、文创
工作室、区域次总部基地、冰
雪主体商业街等。

联系单位：云南省沪滇合作促进会

联 系 人：崔焕兴、鲁晋

联系电话：18988295667

                 18901128112

地       址：云南·昆明西山区怡景路2号



创建全省一流特色城镇

易 达
项目位于腾冲北部正在开

发 建 设 中 的 西 山 坝 新 城

区，距腾冲中心城区约 6

公里，距离腾冲机场约 20

公里，与腾冲中心城区、

高速出口、驼峰机场、和

顺镇等主要城市节点交通

联系便利顺畅。

宜 居
项目建成验收时，集中供水普及

率、污水处理率和生活垃圾无害

化处理率均须达到 100%；配套

建设与人口规模相适应的公共服

务设施；建成至少１个以上公共

停车场。

智 慧
1. 建 成 公 共 服 务 APP ， 实 现

100M 宽 带 接 入 和 公 共 WIFI

全覆盖。

2.倡导智慧城市理念，运用清

华内部强大的高科技手段，引

入智慧城市建设企业，从片区

开始，在传承历史文化精髓的

同时与科技接轨，打造未来城

市榜样。

成 网
小镇位于腾冲市县城所在

地，交通四通八达，北与

缅 甸 接 壤 ， 与 南 边 的 德

宏、东边的保山、大理、

怒江等地的景区及在建小

镇相连成网，互为支撑，

共同发展。

工 作 基 础
正在开展小镇总体规划和修建性

详细规划编制工作。

下一步工作重点
1.加大投资，完善小镇基础设

施建设。

2.加快产业园中园、文创工作

室及冰雪主体商业街等重点项

目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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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色
1.“一山”即世界名山—高

黎贡山。

2.“一江”即怒江，是三江

并流世界自然遗产的重要组

成部。

3.“一坝”即潞江坝，被誉

为 “ 太 阳 与 大 地 拥 吻 的 地

方”。

4.“古迹”即古道、古厂、

古桥、古村落。

5.“观鸟”即高黎贡山观鸟

摄影。

生 态
加 大 生 态 建 设 和 环 境 保 护 力

度，到 2019 年小镇森林覆盖

率达到 70%，同时，结合地形

地貌和环境现状，规划建设生

态观景摄影平台。

高黎贡山摄影小镇
位置：保山市隆阳区

投资总额：18.5 亿元

产 业
1.产业定位：以“摄影+”为核

心的生态旅游产业，延伸高黎

贡山—怒江摄影和生态旅游产

业链。

2.发展目标：预计 2019 年接待

游客 200 万人次，就业人数达

3000 人。

3. 产 业 业 态 ： 生 态 旅 游 、 摄

影。

4.项目支撑：高黎贡山人文地

理摄影馆、国际摄影文化交流

中心等。

联系单位：云南省沪滇合作促进会

联 系 人：崔焕兴、鲁晋

联系电话：18988295667

                 18901128112

地       址：云南·昆明西山区怡景路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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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 达
小镇距离保山中心城市 50

公里，320 国道、省道六

曼公路穿境而过，交通十

分便利。

宜 居
1.对中心集镇 43084 平方米建

筑进行风貌提升改造，进一步凸

显“民族元素和潞江印象”。

2. 到 2019 年，小镇集中供水

普及率、污水处理率、生活无害

化处理率均达到 100%。

智 慧
小镇发展将基于移动互联网技

术，提供更便捷的服务，包括

微信平台服务、智能导航、电

子支付、交通指引等。

成 网
小镇所在位置自古以来就

是“南方丝绸古道”的要

冲，徐霞客曾在此留下足

迹 ， 地 处 “ 保 龙 高 速 公

路”、“怒江河谷带”两

条滇西黄金旅游线路的交

汇点，东接保山，北达怒

江州，西北可通腾冲、缅

甸 密 支 那 ， 西 南 可 至 芒

市、瑞丽、缅甸曼德勒。

《 云 南 省 旅 游 业 发 展 规

划》中确定的多条滇西重

要旅游线路在此交汇。高

黎贡山摄影小镇建设，将

会实现保山、怒江和德宏

三地旅游资源互通互联、

优势互补和融合发展。

工 作 基 础
1.摄影小镇基础设施配套工程部

分项目已开工。

2.高黎贡山人文地理—摄影馆已

完成项目选址。

下一步工作重点
尽快完成特色小镇规划方案，

加快摄影服务基础设施等的建

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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