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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川县羊岑乡大佛殿村，地
处老君山腹地，是剑川县唯一一
个彝族行政村——杨家行政村
的一个自然村，这里，有着优美
的自然环境和浓郁的彝族风情。

36岁的杨禄森，一个土生土
长的彝族汉子，借大佛殿村美丽
乡村建设的契机，开起了大佛殿
村第一家客栈“开心彝栈”，要把
这里美丽的自然风光和彝族风
情介绍给更多的人。

在杨禄森的印象中，村里人
靠山吃山，只能靠传统种植、养
殖业为主，不但效益低，村民致
富就更难了。现在的大佛殿村，
72户312人中还有建档立卡贫困
户35户130人。

杨禄森 2001 年职高毕业之
后，开过货车，经营过饭店，做过
小本生意，但都没有让他脱贫致
富。2013年，他也像大多数农村
青年一样外出务工另谋生计，到
了广东东莞打工。2016年，他得
知家乡大佛殿村正在搞美丽乡
村建设，村里道路、学校、公共活
动场所、农户住房都修建了很
多，整个村子的面貌发生了翻天
覆地的变化，大佛殿依托老君山
优美的自然风光，浓郁的彝族民
俗风情，提出要发展乡村旅游的
思路，杨禄森萌生了回乡创业的
想法。

曾经经营过饭店的杨禄森，
想到了开农家乐。2016年 12月
他在村里开了第一家农家乐，充
分利用原有的住房条件和原汁
原味的彝家饮食，凭借着当地丰
富的旅游资源，慕名而来的游客
越来越多，杨禄森也逐步尝到了
甜头。

来的游客多了，如何提升住
宿条件提高游客旅游质量成了
他农家乐发展的又一个难题。
要把农家乐升级成一个融餐饮
住宿为一体的客栈，缺资金、缺
管理经验，这让杨禄森非常苦
恼。正在他一筹莫展的时候，大
理州海开委下派的扶贫工作队
及时给了他很多帮助指导，帮他
出主意、想办法，给了他每个标
间5000元的改造补助，县乡党委
政府也积极帮他想办法，在创业
贴息贷款等方面给予他帮助支
持。有了这些帮助，他的客栈改
造工作非常顺利，现在他的客栈
已经有了 4个标间、8个普通间，
成为村里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
客栈。开业一年，营业额十几
万，纯收入大概四、五万块钱，他
已经成了村里的致富带头人和
青年创业的榜样。

在杨禄森的影响下，村里在
外打工的青年纷纷回家创业，一
个在外打工的堂哥也回来搞种
植业，种了七百多棵果树和四十
多亩的油菜花。一个堂弟回来
用当地粮食酿酒，一个侄儿回来
搞养殖业，养野猪、土鸡、山羊。
他还想把在外打工的亲戚老乡
都动员回来，以他的客栈为支
点，把其他的相关产业也发展起
来，让更多的人回来参与到大佛
殿的乡村旅游发展中来。

杨禄森和他的“开心彝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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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9日，杨禄森在厨房制作菜肴。苦荞烤饼、彝家烟熏肉、放养
土鸡、野生菌、野生蕨菜、洋芋等山野美味，看一下就让人垂涎不已，再
加一壶彝家自酿的白酒，能极大地满足游客对彝家特色美食的向往。

6月24日，杨禄森向游客介绍自己主演的
微电影。《一个民族都不能少》是云南省第一部
以扶贫为主题的微电影，该剧以“责任、自强、
诚信、感恩”为主题，讲述了挂包帮单位情系山
乡,精准扶贫的故事，剧中人物大都由大佛殿
村的群众本色出演，杨禄森是剧中的主角。

5月19日，杨禄森在客栈组织、主持彝族歌舞晚会。杨禄森的客栈开起来
后，客栈成了村里人最爱去的地方，文艺活动频繁，是游客体验当地彝家风情的
最佳地点。杨禄森家也是全家总动员，67岁的母亲、35岁的媳妇，都成了他客栈
的帮手，上四年级的10岁女儿和上一年级的7岁儿子在学习之余也乐在其中！

5 月 24 日，为游客做向导的
杨禄森在老君山优美的环境中等
待。大佛殿村所处的老君山自然环
境优美，是大佛殿村旅游发展的基
础，也是“开心客栈”吸引游客的亮
点之一。

5月19日，杨禄森引导游客游览老君山后回到客栈。客
栈的设施布局，都透着浓浓的彝家气息。

5月19日，杨禄森身穿民族服装和乡亲们在客栈中闲聊。
大佛殿村人还保持着原有的生活习惯。

5月24日，杨禄森为游客介绍游玩路线。客栈开起来后，
开朗豪爽的杨禄森也成了当地的最佳“导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