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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文明建设视角下云南生态形象的塑造

邓云霞

（云南大学 西南环境史研究所，云南 昆明 ６５００９１）

摘要：塑造边疆民族地区生态形象是推进云南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容之一。当前，云南地区生态形象塑造虽

然具备了良好的环境资源条件、文化优势和品牌优势，但生态意识薄弱、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相矛盾、生态

文化传承后劲不足等仍影响着生态形象的塑造。对于云南来说，应当重视经济建设与环境保护的协调、加

快文化教育发展、加强国际交流，为塑造具有民族特色的云南生态形象搭建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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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社会纵深发展，尤其是在生态文明建设的推
动下，生态形象的塑造逐渐成为一个国家、区域、城

市、行业等发展的重要内容。对于一个特定区域而

言，生态形象是地区形象的内容之一。目前，学界对

生态形象塑造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几个方面：一是某个

行业、部门的生态形象塑造研究。如王积龙、李菁文

以普利策新闻奖为例，对跨国公司的媒体生态形象的

塑造进行了相关研究；姬玮就如何重塑矿业生态形象

访谈中国矿业联合会副会长樊志全，认为新时期的矿

业发展必须符合国家和人民建设环境友好型、资源节

约型社会的要求；肖芬蓉、黄晓云借助企业形象系统

（ＧＩＳ）理论和实践经验，从理念系统、行为系统、视觉
系统三个方面探讨了生态文明背景下的政府形象塑

造。［１－３］二是城市生态形象塑造研究。如袁丽娜、张

谨、王杰、戴海波、杨惠通过研究媒介中的生态，认为

媒介生态与城市形象有着重要关系；叶盛东以北京市

为例对生态城市形象的设计进行了思考；徐恒醇对城

市的生态文化景观的选择、布局等对城市形象的作用

进行了探讨。［４－８］三是生态形象的作用性研究，主要

集中在具体领域的生态文化对生态形象塑造的作用

研究上。有的学者对企业生态文化与企业生态形象

的作用进行了研究，如曹印革、宋宝琪等认为企业生

态文化对树立企业生态形象具有重要作用；也有部分

学者对城市生态文化在城市形象塑造中的作用进行了

研究，如于希贤将昆明城市生态文化与旅游城市形象

塑造联系起来进行研究，认为昆明城市生态文化与昆



明城市形象具有继承与创新关系；郭云甫认为，青海省

生态立省战略是树立发展新形象的最佳选择，而生态

文化是生态立省的灵魂与保障。［９－１２］学界虽对具体行

业、城市、部门生态形象塑造进行了研究与探讨，但对

区域内的生态形象塑造进行系统研究的还很少。比

如，关于云南生态形象塑造的研究，以所掌握的材料来

看，仍然集中在云南具体城市、具体行业、具体部门的

生态形象塑造研究上。同时，学者关于云南区域形象

的研究，主要是对塑造媒介中的区域形象进行研究，较

少对地区形象的内容———生态形象进行具体研究。另

外，从云南形象的塑造对象来看，较少从云南形象的物

质基础、文化基础、生态基础等方面进行研究。

根据学者何苗等的观点，地区形象“完全可以成

为一个相对独立的要素，在区域的发展中起到巨大的

推动作用”［１３］，可以通过媒体传播、营销等手段加以

塑造，但是生态形象作为地区形象的一项具体内容，

其塑造需要借助媒体手段与营销手段，同时也需要有

良好的生态基础予以支撑，包括文化生态基础、自然

生态基础、经济生态基础等多个方面。因此，对云南

地方生态形象塑造的优势与不足进行分析是有必要

的，也可在分析优劣的基础上，提出相应措施。

一、区域生态形象的基本内涵和云南区域

生态形象的演变

（一）区域生态形象基本概念

　　地区形象是人们对地区的主观印象，是通过大众

传媒、个人经历、人际传播、记忆以及环境因素共同作

用而形成的。［１４］地区形象是一个区域经济发展、文化

建设、对外交流的“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体现，“高度

浓缩了区域文化、风貌与特色，是区域文化资源转化

力的重要构件”［１５］。生态形象是地区形象的重要组

成部分，是在生态环境保护、资源节约的话语体系下，

人们对一个区域的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环境保护等

多个方面的评价和认定，是人们对一个区域经济发

展、文化建设等是否对生态环境具有保护作用，是否

是资源节约的总体印象。在生态文明建设的背景下，

生态形象所具有的符号价值越来越重要也越来越丰

富。一个独特的、良好的生态形象，是一个地区的生

态影响力和生态吸引力的重要体现。

一般来说，区域生态形象的塑造包括两个大的方

面———内强生态基础，外塑生态形象，两者虽有相左

之处但不可割裂。云南生态文化发展、生态环境保

护、生态经济的发展是云南的内强生态基础，是塑造

区域生态形象的基础和条件；媒体传播营销是云南的

外塑生态形象，是传播生态基础建设过程和成果的手

段。地区的生态形象根本上取决于一个地区的生态

基础或生态实力，包括文化、经济、自然环境等多个方

面的因素，因此各地方对本地生态形象的塑造，从根

本上来说应落实到具体实践和建设中，即内强生态基

础。区域生态形象是可以通过媒体传播、营销等手段

进行塑造的。另外，区域生态形象“虽从根本上取决

于综合实力，但不一定完全等同于国家、区域的实际

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通过各种方式进行塑造

的”［１６］。在互联网时代，通过网络、媒体等媒介传播

和营销一个区域的生态形象，即外塑形象。两者相辅

相成，不可分割。只重视前者，则区域无法“走出去”；

只重视后者，则会出现“马是皮面光，里面全是糠”的

“形象工程”。在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区域生态形

象的塑造需要与生态文明建设相结合，以建立完善的

生态形象塑造体系。首先，在理念上，建立生态理念，

为生态形象的塑造提供思想支撑。边疆民族地区则

需要在主流的生态理念上，找到适宜其边疆性和民族

性的生态理念。其次，在制度上建立起完善的生态制

度，为生态形象的塑造提供制度保证。再次，在视觉

形象上建立起完善的宣教体系，以此表达生态形象，

为进一步塑造生态形象提供平台。

（二）云南区域生态形象的历史演变

云南的生态形象的内容存在于云南区域形象之

中，而云南的地区形象则基本上载于各种文学作品、

旅游产品、媒体宣传之中。根据学者敬蓉的分析，云

南的地区形象经历了浪漫时期、现实时期、品牌时期

三个阶段的自发塑造到自觉塑造的过程。［１７］由于云

南的生态形象存在于云南的地区形象之中，因而云南

区域生态形象可分为具有浪漫色彩的原始生态时期、

关注现实的开发生态时期和走向国际的品牌生态保

护时期等三个阶段，同时经历了有无意识的生态形象

塑造和有意识的生态塑造过程。第一个阶段是２０世
纪７０年代前。这是云南具有神秘与浪漫色彩的原始
生态时期，是由蛮荒神秘走向浪漫现实的一个阶段。

这一阶段又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新中国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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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这时人们对云南区域的生态印象是遥不可及

的、神秘莫测的蛮荒之地，是原始的蛮荒生态，这种观

念在现代还有一定影响。第二个时期是新中国成立

之后到２０世纪７０年代。随着云南的解放和国家对
云南的开发，云南的生态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但从总

体来看，仍然是比较原始的生态环境，反映在这一时

期的文学作品和民族歌曲中则带有浓重的浪漫色彩。

大批以云南为题材的文艺作品，其浓郁的情感色彩，

充满激情和想象的故事，突出了云南美丽、神奇的“自

在”式生态形象。第二个阶段是２０世纪８０年代至９０
年代中期。这一时期国家对云南建设的投入进一步

加大，原有的原始生态更多地刻上人文的、商业的符

号，是对现实的生态进行开发的时期，并将云南原始

的生态作为经济、文化发展的基础，着力将自然资源

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到９０年代，一
批旅游业、烟草业的崛起，植物资源、动物资源和矿产

资源的开发，带动了云南工业、农业及第三产业的勃

兴。另外，艺术节、昆交会、民运会等大型活动的举

办，扩大了云南的知名度和影响力。第三个阶段是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以来。这时人们开始自觉传播云
南形象，着力打造生态形象的云南品牌，这是云南生

态品牌走向国际的时期。随着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

理念的深入，云南运用原有的良好生态基础，开始着

重塑造云南的生态形象，“美丽云南”“七彩云南”等

塑造云南区域生态形象的规划与行动都反映了云南

开始塑造自身独特的生态品牌。［１７］随着生态文明建

设的逐步深入和云南生态文明排头兵建设的推进，打

造系列云南生态形象品牌成为了生态文明建设的重

要内容。

从云南生态形象的历史演变和现实需求来看，

塑造云南的区域生态形象，尤其是生态品牌的塑造，

对云南现实和未来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历史时

期，由于云南的蛮荒生态形象，国家对云南的经济支

持力度、发展定位等都处于较低的水平；随着新中国

成立和边疆开发，作为边疆民族地区的云南的地位

不断上升，政府对云南的支持力度逐渐加大，关注现

实生态并利用现实的生态条件成为了经济优势；随

着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推进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实施，

云南良好的生态基础成为了其他区域所渴望的，这

是塑造云南生态品牌的基础，也是最好的时机。以

生态文明建设为契机和抓手，塑造独有的生态形象

品牌，并将“自在”式［１８］浪漫纳入生态形象的品牌

建设中，是云南生态形象塑造的特点。

二、云南区域生态形象塑造的基础和条件

云南区域生态形象的塑造，不是无源之水，无本

之木，而是在拥有文化、资源、区位基础和条件上通

过媒体等手段进行表达和传播的。

（一）具有多样的生态文化和生态观念

云南省少数民族众多，各民族文化不尽相同，在

这些不同的民族文化中或多或少地保留着民族性的

生态文化，而充分挖掘和发扬这些生态文化是云南

边疆民族地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表达

和塑造国家生态形象的精髓所在。云南是一个多民

族的边疆地区，有占全国９０％以上的民族，其中人
口超过５０００人的民族就有２６个，是一个名副其实
的多民族省份。其中，大部分少数民族居住在边疆

地区，并且云南的世居少数民族中有 １６个跨境而
居，这些跨境民族一部分是“跨境民族”，是“居住在

中国和邻国的同一少数民族”［１９］，一部分是“亲缘

民族”［１９］，这些跨界民族有相似的文化信仰、生活习

惯。因此，在这些民族传统文化中，符合现有的生态

文明建设的生态文化不仅可以推动区域的生态文明

建设，而且可以加强与其相邻而居的他国相同民族

的联系，推动良好的周边国家关系的发展。

同时，各民族内部传统中有着丰富的民族生态

观念，如主要聚居在云南红河、江城、墨江及新平、镇

沅等地的哈尼族，其传统文化中的“要吃肉上高山，

要种田到山下，要生娃娃在山腰”充分展示了哈尼

族的整体生态观；哈尼山寨一般建在气候温和的向

阳地带，表现了哈尼族的择居观；此外，哈尼族的梯

田根据居住山区的地貌和气候进行合理布局，构成

了当地独特的文化生态景观［２０］；独龙族也是居住在

云南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现约有７０００多人，［２１］主
要居住在高黎贡山以西，但当利卡山以东。独龙族

人崇拜自然物，相信万物有灵，虽然其中不乏迷信的

因素，但是独龙族保护“神山”“神树”的观念与现在

的生态文明建设要求———保护生态环境是不谋而合

的；独龙族水冬瓜树与农作物轮种的传统生产方式

也是一种生态保护的重要方式。此外，云南纳西族、

壮族、白族等民族的文化中，也大多包含着尊重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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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保护自然等生态观。

（二）具有创造品牌生态形象的区位优势和资

源条件

云南拥有对内和对外两种优势地理区位。云南

省与四川省、贵州省、广西壮族自治区、西藏自治区四

个省区相邻；同时，云南与东南亚的缅甸、老挝、越南

三国相临，与泰国、柬埔寨以河流相连。进可与国内

各大省市相连，出可与东南亚、南亚等地相通，同时又

可通过印度洋、太平洋与西亚、澳洲相交，可谓“面向

三亚，肩挑两洋”。并且，云南与东南亚、南亚、西亚的

交流早在秦汉时期就已开始，南方丝绸之路造就了古

代史上开放和鼎盛的云南，具有良好的基础；而近代

滇越铁路、滇缅公路和滇缅公路的修建，加强了云南

与越南、缅甸等地的交流，进而使云南有良好的条件

参加打造“中国—东盟贸易区升级版”，拓展大湄公

河次区域经济合作，融入到国家“一带一路”建设之

中。因此，云南的生态形象塑造不仅需要面向省内、

国内，更应当面向东南亚和国际。

云南动植物种类数量为全国之冠，素有“动物

王国”“植物王国”之称，脊椎动物达１７３７种，占全
国５８９％；［２２］在全国 ３万种高等植物中，云南占

６０％以上，列入国家一、二、三级重点保护和发展的
树种有１５０多种。云南的南部有许多保存完好的原
始森林，其中西双版纳是国家第一批４４处重点风景
名胜区之一，有３００多万亩（２０００００ｈｍ２）自然保护

区，其中７０万亩（４６６６６ｈｍ２）是保护完好的大原始

森林，森林面积占全州总面积的近 ６０％。［２３］此外，

其他的自然景观还有盈江县铜壁关的大椿树，独木

成林，是云南一绝；哈尼族聚居地的梯田，规模宏大，

气势磅礴，绵延整个红河南岸的多县，仅元阳县境内

就有１７万亩（１１３３３ｈｍ２）梯田，是红河哈尼梯田申

报世界遗产的核心保护区。各民族的服饰、饮食等

文化景观，也是云南的重要人文资源。

（三）具有相当部分的生态形象品牌

经过多年的发展，云南省已经形成了相当部分

的生态形象品牌，主要有生态旅游、生态文化、生态

食品药品等。作为省级度假区的西双版纳旅游度假

区，以原始森林公园、勐仑植物园、野象谷等多个旅

游景点为主，已经发展成集生态旅游、休闲旅游、度

假购物等多维于一体的度假区并享誉国际，是云南

生态旅游的一大品牌。“九大高原湖泊”不仅是云

南生态保护的成果品牌，也是云南省生态旅游品牌

之一。云南省少数民族生存方式中体现的生态文化

也为人们所津津乐道，如哈尼梯田、傣家竹楼、白族

“三房一照壁”“四合五天井”式房屋等作为少数民族

生存方式的一部分，体现了浓厚的生态文化，成为了

云南省建设文化大省的具体内容。生态食品、药品是

云南生态形象的重要表现。在食品安全的背景下，云

南少数民族的原生态食品为大众所喜爱，如布朗族的

野芭蕉花（布格多）、野芭蕉心（赛短）、酸荞菜（德

娃）、蕨菜（得格瓦）等，哈尼族的肉炒芭蕉花、暴腌芭

蕉心、蜂蛹酱，还有云南野藿香等，都成为了这些民族

所在区域发展生态旅游的重要食品。普洱茶是云南

重要的生态品牌，作为高端品牌为世人所追求。云南

是多种中药材的生长区域，药材产业的发展具有相当

规模，其中分布于云南文山、砚山、马关、西畴、广南等

地的三七，是云南特有的中药材。云南省三七产业发

展迅速，作为保健品等畅销国内外。

除了独立产业品牌之外，云南省还有部分综合型

品牌产业。“七彩云南”品牌是由昆明诺仕达企业

（集团）有限公司于１９９９年创立于云南昆明的，是依
附云南民族文化和资源优势建立的多元化产品品牌

集合，是全球知名品牌之一，旗下涉及五大产业，如七

彩云南翡翠珠宝产业、七彩云南茶产业、七彩云南旅

游产业、七彩云南房地产产业和七彩云南酒店餐饮产

业。在发展过程中，“七彩云南”已经成为云南省的

政府品牌形象之一，是云南生态文明建设的主要方

向，“七彩云南生态文明建设规划纲要（２００９—
２０２０）”旨在建设云南特色的生态文明。

三、云南区域生态形象塑造的不利因素

云南生态形象塑造重点关注多样的民族文化和

生态环境，这也是其生态形象塑造的重点内容，而生

态意识薄弱、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矛盾、生态文化传

承后劲不足、发展层面形象塑造等方面会影响到云

南区域生态形象的塑造。

（一）生态意识淡薄

影响云南区域生态形象的因素之一，即生态意

识的淡薄。引起生态意识淡薄的主要原因可以归纳

２５ 　　　　　　　　　　　　　　昆明学院学报　　　　　　　　　　　　　　　　　２０１６年２月



为两个方面：一是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相对滞后，尤其

是在偏远山区。虽然国家和云南省近年来加大了对

边疆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力度，但是从总体上

看，仍然存在一些差距。云南各区域之间也存在较

大差距，至２０１４年底云南还有贫困人口５７４万人，
片区县９１个，重点县７３个，贫困人口数量居全国第
二位、片区县和重点县的数量居全国第一位，仍然是

全国农村贫困面最大、贫困人口最多、贫困程度最深

的省份之一。［２４］部分区域文化意识比较封闭，在长

期的封闭之下形成的落后的“亚文化意识形态”［２５］

仍存在。二是生态工程的建设并没有与群众利益挂

钩，加上人们对生态工程认识不足，造成了人们的生

态意识淡薄。此外，对生态保护的宣教不充分，也是

人们生态意识淡薄的原因之一。

（二）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处于矛盾之中

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产生的对立，是影响云南

生态形象的重要因素。目前，云南经济发展与生态

保护的对立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发展破

坏生态，造成生态环境问题。比如，为促进农村经济

发展，使用大量农药、化肥，造成农村面源污染。大

量的污水直接排放到土地和河流中，加剧了地下水

和河流等地表水的污染。在国际性河流沿岸，工农

业发展威胁到伊诺瓦底江、怒江、澜沧江、红河等河

流的生态环境。西双版纳区域是我国除海南岛以外

唯一的热带雨林区域，但为了发展旅游业，大量破坏

耕地和森林，造成了耕地减少和森林破坏。近年来，

随着该地旅游产业迅速发展，房地产行业大量进入

西双版纳。这些房地产行业大量毁坏雨林、占用耕

地，以用于住宅、商业建筑。根据西双版纳土地利用

总体规划，“到２０２０年，全州城乡总建设用地控制在
２４万亩（１６０００ｈｍ２）以内，这是个刚性指标。但
２０１１年西双版纳州国土资源局的一次会议分析报
告显示，２００９年度全州建设用地规模超３４９８万亩
（２３３２０ｈｍ２），已透支了十余万亩用地指标”［２６］。
此外，为发展高原风电，在许多山区建立风力发电

场，而运输道路的修建又破坏了大量的森林，使当地

生态环境变得脆弱。二是为改善城镇环境，向乡村

转移污染物。为净化城镇人居环境，将大量垃圾运

转到乡村，造成乡村垃圾堆积，形成了“垃圾岛”。

三是科技发展与生态保护的技术需求产生矛盾。由

于前几十年的粗放型发展，一些生态环境问题已经

造成，但是由于科技发展的技术水平有限，因而还没

有彻底的生态保护措施。

（三）传统生态文化传承后劲不足

云南生态文化传承的后劲不足表现在以下方

面：一是传统生态文化传承的载体逐渐消失，新的生

态文化传承载体还在建立中。云南传统的生态文化

主要是在山区和乡村，随着城镇化的发展，大量人口

流向城镇，于是传统生态文化形成的乡村逐渐没落，

“空心村”开始出现，而城镇作为新的生态文化传承

载体还正在构建中。二是传统生态文化中的某些内

容并不符合现实需求。在云南少数民族的文化观念

中虽然存在着生态文化，但是并不完全符合现实需

求。一方面，一些宗教的、迷信的观念（如祭山、祭

树等观念）并不符合现实科学的发展；另一方面，其

保护生态环境的某些行为并不符合经济发展这一大

趋势。三是传统生态文化传承群体逐渐消失。文化

传承的主体是人，一项文化的传承必须有相对稳定

的群体，一旦文化传承群体消失，这种文化传承就会

面临危机。一方面，现代经济观念和科技的进步，使

得传统的生态文化观念受到冲击，一部分人群逐渐

摒弃原有的观念，接受新的非生态观念，并且这类人

群还在逐渐增加；另一方面，由于没有新的传承人接

入，原有的文化传承人群体不断缩小。

（四）影响区域生态形象的污染事件时有发生

影响云南区域生态形象的环境污染事件主要包

括两类：一是长期的综合性污染事件。这类污染事件

治理难度大，是影响云南区域生态形象的重要因素。

比如，滇池的污染属于综合性污染，虽然十几年来各

级政府、社会团体致力于滇池的治理，但是治理成果

不显著，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云南区域生态形象。此

外，其他的高原湖泊和河流污染也一直存在。云南省

水利厅２００１年８月份全省主要河流湖库水质通报显
示，８月份在对云南省主要江河水质测报的６０个河段
中，水质污染较重（劣于３类）的河段数为３２个，占测
报河段的５３４％，其中水质污染严重或极严重（５类
或劣５类）的河段１０个，占１６７％。云南省６大江河
流域中除了澜沧江外，５大流域的水质都有严重污染
的迹象。［２７］十多年过去了，这些河流的污染仍然或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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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少存在或更加严重。二是突发性的特有污染事件。

这类事件的发生常引起人们的集中关注，十分不利于

云南区域生态形象的塑造。比如，２００９年的云南阳
宗海重大污染事件，２０１１年的云南南盘江铬渣水污
染事件，２０１３年６月和２０１４年１１月出现的昆明市东
川区的“牛奶河”事件等，在当时以及后来在社会各

界都产生了影响，使云南生态形象受到冲击。

除上述影响云南生态形象不利因素之外，在媒介

传播云南区域生态形象的内容上也存在一定不足，如

对于一些生态发展层面的形象的塑造不足。根据学

者黄东英的研究，云南区域生态形象面临贫困，经济

建设、人力资源、教育较为落后，管理服务体制落后，

缺乏创新意识的刻板印象等风险，媒介应当增加对政

府新兴生态经济项目的建设、服务业的改善、优秀的

云南产品品牌的崛起、良好的市政服务、农村人力资

源素质的培养提高、市民的开放态度与友善性、云南

意识的逐渐形成等内容的报道，以避免当前对社会新

闻、风光新闻、奇风异俗等的追踪与肤浅报道。［３］

四、云南区域生态形象塑造的策略

从云南生态形象塑造的历史来看，其经历了具

有浪漫色彩的、关注现实资源的和打造生态品牌的

三个阶段；从内容来看也具有浪漫的、现实的和品牌

的三个层面的内容；从现有的条件来看，云南具有人

文的、资源的、区位的条件。

（一）加强基础建设，重视生态恢复，为塑造区

域生态形象提供环境条件

目前，云南基础设施建设仍然比较落后，需要大

力推进基础设施的建设。通过交通建设的推进，逐

渐建立起村级、县级、省级交通运输网络；通过燃料

管道建设，逐渐建立起完善的燃料管道运输网；通过

农村城镇整体规划建设，逐步建立合理有效的污水、

垃圾收集、处理、回收设施，在污水处理设施上，可以

小型污水处理设施为主，大中型污水处理设施为辅。

小型处理措施可以充分利用生物（有氧和厌氧）、物

理（沉淀和过滤）措施，对污水进行初步处理；之后，

再利用大中型污水处理措施，对前者无法处理的物

质进行高技术（如膜技术）处理。在垃圾设施方面，

可通过门前三包、垃圾分类、建设垃圾池等方式开展

收集工作；可通过填埋、回收利用等方式对垃圾进行

处理。但是，由于这些区域自然环境比较脆弱，在道

路、管道、污水垃圾处理厂等设施修建之初，加强勘

测，避开生态脆弱区；修建期间，需要加强生态保护；

修建之后，组织生态恢复，避免“鬼剃头”等破坏生

态环境的现象。生态修复工作需要加强法律制度的

完善，可根据“谁破坏，谁修复，或谁受益，谁修复”

的原则制定相关法律。

（二）加快教育发展，强化生态教育，为塑造区

域生态形象提供智力支撑

云南经济发展较为滞后的重要原因，就是当地

居民文化水平普遍较低。因此，必须通过教育、培

训、非农化等途径和方法提升少数民族文化水平。

同时，在生态文明建设的背景之下，发展云南的教

育，并做好生态教育工作。第一，加强农村义务教

育，全面推开学校生态教育。全面免除学杂费，让孩

子们都能够上得起学；对于教育意识薄弱区域采取

奖惩并举的措施。加强师资力量的培育和素质培

训，尤其要重视创新型师资的培养；制定相应优惠政

策，吸引内地城市教师或大学生流转；在学校教育的

内容上，设置生态实践、生态创新等实践课程，不定

期开展课外实践活动。比如，“大手拉小手，保护母

亲河”“保护母亲河，人民享安康”等以保护当地河流

为目的的实践活动；组织学生对当地特色文化、珍贵

资源进行调查与研究的活动；对于组织学生参加的生

态技术发明、生态幻想画制作等，组织专利申报，使学

生能够在实践过程中获得实效。第二，加强农村居民

技术培训。云南大多数居民没有受过专业技术培训，

因此无论在当地还是到外面，都很难找到技术性工

作，这直接影响了居民收入。对此，可采用建设职业

技术学校和村民技术培训等多种途径改变现状。在

职业技术学校方面，面向云南居民招生，无论是农民

还是学生均可进入学校；同时，教授符合当地经济发

展的生态技术；在村民技术培训方面，可定期现场技

术培训，也可在村委会设立学习室，并且无门槛准入。

（三）挖掘民族文化，丰富生态理念，为塑造区

域生态形象提供特色内容

生态理念不仅包含社会主义生态理念，还应当

充分挖掘和保护民族文化，并以此丰富国家生态理

念，形成既符合国家整体发展要求，又适应民族区域

发展特色的生态理念。云南少数民族众多，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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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有独特的文化传统，堪称“文化博物馆”。同时，

这些区域与他国直接相邻，异域文化与民族文化相

互交融，这些民族的或者跨民族的文化中包含着许

多敬畏自然、遵循自然、保护自然的文化，因此需要

充分挖掘民族生态文化，为表达和塑造国家生态形

象提供特色内容。挖掘生态房屋文化，临沧市居住

有汉族、傣族、拉祜族、彝族等多个少数民族，目前这

里的人们仍然保留着原有的榫卯结构住房，这种房屋

不仅适应当地的生态环境，而且这种建筑还能够起到

保护整体环境的作用。挖掘生态饮食文化，傣族人长

期食用自然环境中的小铜锤、水蕨菜、水香菜等，这些

饮食文化不仅适应了当地自然的发展，也是我国饮食

文化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挖掘生态信仰风俗，云南

的少数民族多有一些生态信仰，如傣族人在特定时间

祭大青树，独龙族在独龙年时期要祭山等，这些民族

对自然的敬畏是边疆民族地区生态环境相对较好的

重要原因。充分挖掘或恢复这些少数民族的生态文

化，形成具有民族的、中国特色的文化，一方面，可以

保护文化的多样性，为当地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特色

内容；另一方面，可以丰富生态理念，为生态文明建设

的推进提供更深层次的发展内容，同时也使得中国的

生态形象更具有特色性、民族性。

（四）落实脱贫工作，强化生态致富，为塑造国

家区域生态形象提供物质基础

云南大多县（市）属于贫困区，因此脱贫成为当

地政府的首要任务，也是当地居民的殷切希望。脱贫

工作的落实，需要创新工作方式。第一，直接经济帮

扶。这种工作方式是“授人以鱼”，可针对那些暂时

困难或确实无劳动能力的居民。第二，合作社共同发

展帮扶。这种工作方式是目前云南脱贫工作的主要

方式也是有效的帮扶方式。成立合作社就是由政府

领头，农户采用入股（土地入股等）的方式，由政府统

一规划土地，这样既可以解决劳动力不足问题也可以

增加收入。另外，产业结构调整也是这些区域脱贫的

重要手段。首先，注重二、三产业的发展，改变农业一

统天下的局面，尤其注重第三产业的发展。挖掘当地

优势资源，充分利用当地比较原始的生态环境发展田

园旅游、乡村旅游、体验式旅游，打造原汁原味的边疆

旅游胜地。如此，既可发展经济，也可保存原有的自

然风貌。其次，改变农业内部以种植业为主的结构，

适度发展畜牧业、林业、渔业；同时，转变种植业内部

以粮食种植为主的局势，因地制宜地调整经济作物的

品种和分布，充分利用当地的自然条件，发展甘蔗、茶

叶、水果、咖啡等优势产业。此外，还可将脱贫致富与

生态环境保护联系起来。例如，文山州的石漠化比较

严重，于是当地政府在石漠化区域引进一种叫“鸡蛋

花”的树种，这种植物可在土壤较少的区域生长，而且

有较大的经济价值，如其茎叶可以用来制作饮料，花

可供观赏，对发展旅游业也有一定作用。

（五）加强国际交流，开展生态合作，为塑造区

域生态形象搭建平台

云南与多国相邻，加强这些区域与他国的交流，

不仅有利于国家边境区域的稳定与发展，也有利于

国家重大经济战略的实施。云南必须以云南内地为

依托，面向国际求得横向发展。第一，由国家领导，

构建云南与相邻国家的商业经济交流圈。在现有的

中缅贸易、中越贸易和中国与老挝贸易关系基础上，

将云南纳入其中，从国家层面强化这些区域与三国的

经济交流，以经济贸易助推文化交流。这样，不仅可

以为“一路一带”战略的实施提供有利条件，也可以

塑造良好的云南生态形象。第二，依托云南省参与中

国与周边国家交流平台。中国—南盟博览会是目前

云南省与南亚国家重要的交流平台，但是其举办和参

与均在云南省内区域，边疆民族地区则很少参与，而

鼓励这些区域积极参与博览会，不仅可以提升这些区

域的国际知名度，也会促进这些区域的经济、社会、文

化的发展。第三，依托云南省开展多领域合作。目

前，云南省与周边国家的交流合作，基本上在经济层

面，较少涉及文化交流，尤其是云南与周边国家的文

化交流。此外，云南的环境问题可能会影响到中国与

东南亚国家河流环境问题的解决，因此云南需要进一

步深化四大国际性河流的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合作。

通过与他国合作，不仅可以使云南更具开放性，也为

云南的生态形象的塑造提供了展示平台，并利用电

视、广播、互联网等手段对生态形象加以塑造。

五、结语

生态形象的塑造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过程，需

要坚持不懈的努力，同时由于形象塑造的外在表现

力极强，虽然形象与实际有可能出现偏差，但是要求

形象与实际相符合或者稍有偏差即可，若塑造力度

过大，就有可能造成塑造的形象与实际情况差距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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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造成“形象工程”“面子工程”，因此要处理好形

象塑造与内在基础的关系问题。云南区域生态形象

的塑造包括两个部分：一是内部基础的构建，二是对

外宣传的推进。内部基础的建立，就是要构建具有

云南特色的浪漫文化，重视现有的生态环境保护，打

造文化的、生态的品牌形象，这是云南区域生态形象

塑造的最重要的基础与前提。同时，在构建内部基

础过程中，需要加强对外宣传，让云南走出去，将云

南浪漫的文化、优美的环境、自身的品牌展示给世

人，使世人改变对云南的传统偏见，更重要的是通过

这种宣传反过来促进云南向更好的方向发展。

云南区域生态形象塑造的内容也是云南生态文

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云南生态形象的塑造有助于推

动生态文明建设，一方面生态形象的塑造需要一定

的生态基础，而在塑造生态形象过程中，对这些生态

基础的强化属于生态文明建设的范畴；另一方面生

态形象的塑造形成的云南生态品牌，是构建生态文

明建设云南特色的内容。同时，生态文明建设为生

态形象的塑造提供了内容。云南推进生态文化建设

的过程中，加强对生态文明建设成果的宣传是云南

生态形象塑造的一项重要内容。因此，云南生态形

象的塑造必须以生态文明建设为契机，并利用生态

文明建设这一机遇塑造云南的生态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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