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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海拾贝

在古老茶乡遇见“创业之城”

在以茶叶闻名的云南省普洱市，“创业之城”成为了这座城市的新标

签。 在当地政府和人社部门的引领下，返乡人才掀起创业热潮，新产业、

新业态在昔日的茶马古道上不断涌现。 以创业赋能发展，古老茶乡正焕

发新生。

“村子现在大力发展旅游，我们的

收入不只有种茶了。 ”墨江哈尼族自治

县联珠镇曼海村村民李成梅忙着为游

客们端上新鲜磨制的豆花。 一年前，她

通过流转村内农户闲置的宅院，经营了

一家“豆花小院”， 实现在家门口创业

增收。

由于过去道路不通、发展滞后，许

多曼海村的村民选择外出务工。 近年

来， 曼海村开展绿美乡村和“创业村

落”建设，整合民族文化和非遗文化资

源，鼓励村民回乡创业成为经营主体，

共同打造“研学游”“周末游” 等旅游

产品。

“我们为每一户都量身定制了创业

方案，让所有村民都能共享农文旅融合

发展的红利。 ”墨江县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局长李晓颖介绍，曼海村引入了

乡村非遗体验中心，其今年 5 月正式营

业以来，已接待游客 5 万人次，成为普

洱发展乡村旅游和就近就地就业的模

范“创业村落”。

以创业带动就业，曼海村的“创业

村落”是普洱市与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厅共同探索“X+ 创业”新模式

的缩影。 结合自然、文化、高原特色农

业等资源优势， 双方因地制宜探索出

“绿美乡村 + 创业”“城区改造 + 创业”

“文旅康养 + 创业” 等多元化创业模

式，助力更多群众在家门口创业就业。

思茅区思茅街道西园路月光小区

以老旧小区改造为契机， 对基础设施

进行提升 ， 同时引入运营公司为创业

者提供一站式的创业服务。 如今小巷

内遍布咖啡馆、甜品店 、买手店等充满

时尚元素的商铺 ， 老旧小区蝶变为时

尚创业空间。

“小区内创业氛围浓厚，非常适合

开店创业。 ”从事多年咖啡经营的魏格

琳娜是小区改造后首批入驻的商户，她

用闲置小院改造成的咖啡馆成为社交

媒体上的热门打卡点。 魏格琳娜说，在

这里不仅可以享受房租补贴、技能培训

等创业支持，还可以和志同道合的创业

者们参与到社区品牌共创中，共同推动

创业社区的发展。

思茅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相

关负责人边紫璇介绍，目前月光小区的

功能不断拓展，已汇集了 40 多家创业实

体，涵盖餐饮、咖啡、烘焙、茶饮等多个

品类，带动就业 150 余人。

从茶马古道上的驿站到“留得住乡

愁”的创业小镇，宁洱哈尼族彝族自治

县同心镇那柯里村积极探索“文旅康

养 + 创业”模式，将自然和文化资源转

换为创业优势。

“在家门口创业不仅增加了收入，

也让更多人了解到普洱茶文化。 ”学习

普洱茶制作技艺多年的高仕兴借着创

业的东风，将家中的小院改造成普洱茶

制作技艺体验中心，每天都有大约 30 名

游客前来体验“从一片叶到一饼茶”的

制茶过程。

在该体验中心不远处，游客们正在

一家名为“长亭外”的新中式咖啡馆拍

照打卡。“这家店的经营离不开各类创

业帮扶政策。 ”咖啡馆主理人李东洁说，

当地人社部门为她提供了 10 万元的贴

息贷款和不定期的创业培训，解决了她

的难题。

据统计， 那柯里创业小镇现有经营

主体 105 家，2023 年日均接待游客 2000

余人次，实现旅游收入 1.78 亿元，民宿、

咖啡店、 茶室等经营业态已成为当地农

文旅融合发展的重要助力。

“下一步，我们将全面提升创业服

务的精准度和实效性，不断优化普洱市

的创业生态，把普洱市打造成为宜居宜

业的‘创业之城’。 ”普洱市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局长曹刚说。 （熊轩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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