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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边朝鲜族自治州：

乡村旅游激活乡村振兴新动能

白墙黛瓦 、飞檐翘角，一座座传统民居星罗棋布；山高林密 、河水环绕，边陲小村错落有致，由宽敞的柏油路转至整洁的石板路，便是走进了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特色乡村。精彩的歌舞表演 、现做的打糕 、醇香的辣白

菜、醉人的米酒，这就是村里人用来欢迎游客的见面礼。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位于吉林省东部，面积广阔，风情浓郁。“十三五”期间，全州文广旅系统全面实施“旅游兴州”发展战略，集中打造延边旅游经济升级版，乡村旅游事业交出可喜的答卷。2020 年，全州有 25 个村入选

吉林省、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和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名单。截至 2020 年 9 月底，全州乡村旅游经营单位共接待游客 264.54 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 7.54 亿元。光东村、防川村、小山村、金达莱村……村村有特色、户户

有精品，呈现出环境优美、乡风文明、旅游兴旺、村民富裕的和谐景象。

如今，为助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延边持续发力，深入挖掘乡村旅游资源，通过“乡村+生态、红色、党建、文化”等一系列创新举措和模式，为乡村经济社会发展赋能、为乡村产业扶贫“造血”，为乡村振兴添彩。延边乡

村旅游迎来重要的新机遇，将在新形势下逐步实现新发展。

“ 有 历 史 才 有 现 在 ，唯 遗 产 才 知 兴 衰 ”，

近 年 来 ，延 边 积 极 推 动“ 中 国 朝 鲜 族 文 化 传

承 创 新 示 范 区 ”建 设 ，培 育 命 名 一 批 民 俗 村

和 传 统 村 落 ，让“ 乡 村 +文 化 ”成 为 延 边 旅 游

的新名片。

安图县石门镇茶条村是原生态民俗村，

民 风 淳 朴 ，民 俗 文 化 深 远 ，制 酱 传 统 悠 久 。

坐 落 于 此 的 石 门 镇 民 俗 风 情 园 景 区 近 几 年

为茶条村的旅游事业注入了不少新元素，促

进了特色村寨建设。

作 为 景 区 重 要 组 成 部 分 的 酱 产 业 文 化

园及古法酿制酱生产基地，酱文化浓厚。面

向 满 园 白 墙 黛 瓦 、石 阶 木 柱 的 民 居 ，以 及 数

以百计的传统的酱缸，扑面而来的不仅有浓

郁的风情，还有醇厚的酱香。当地酱文化历

史悠久，百姓以他们的大酱为荣。别具“酱”

心 的 酱 文 化 园 ，集 生 产 加 工 、休 闲 等 功 能 于

一 体 ，在 提 升 旅 游 文 化 内 涵 的 同 时 ，可 提 高

农 产 品 附 加 值 ，提 高 农 业 整 体 效 益 ，为 村 民

增收。

“ 阿 里 郎 ~ 阿 里 郎 ……”刚 踏 进 百 年 部

落，未见人行而歌声先至。百年部落位于图

们市月晴镇白龙村，一块写有“百年部落”的

大 石 碑 将 古 老 的 传 统 建 筑 与 后 打 造 的 旅 游

设 施 建 筑 群 一 分 为 二 。 百 年 部 落 的 经 营 者

金 京 南 介 绍 ，歌 曲 是 为 欢 迎 游 客 而 唱 的 ，为

的就是让大家感受到这里的热情。

百年部落中古老的房屋，建造时间可以

追 溯 至 100 多 年 前 ，百 年 老 宅 保 持 了 原 本 风

格，很多游客慕名而来。沿着石头砌起的矮

墙 曲 折 而 行 ，走 在 其 间 ，仿 佛 置 身 于 百 年 前

的 村 落 。 最 是 岁 月 留 不 住 ，百 年 部 落 见 沧

桑。在当地民俗博物馆，可一览老物件的风

采 ，有 织 布 机 、马 车 …… 历 史 的 厚 重 感 油 然

而 生 。 金 京 南 将 继 续 按 照 他 的 规 划 发 展 百

年 部 落 ，通 过 旅 游 发 展 吸 引 游 客 观 光 ，既 传

承悠久的历史文化，也为白龙村建设献出一

份力量。

“十三五”期间，延边的民俗旅游和乡

村 旅 游 得 到 有 效 开 发 ，长 上 村 与 春 兴 村

也 逐 渐 成 为“ 看 得 见 青 山 绿 水 ，留 得 住 浓

浓乡愁”的乡村旅游目的地。

长上村位于图们市长安镇，通过开展

基 础 提 升 、民 宿 旅 游 开 发 及 产 业 发 展 等

工 作 ，在 诸 多 方 面 都 有 了 明 显 改 善 。 近

年 来 ，长 上 村 依 托 康 宁 度 假 村 谋 划 特 色

满 族 民 宿 旅 游 区 ，整 合 开 发“ 一 村 一 品 ”

民宿特色，旅游产业发展取得新突破。

康 宁 度 假 村 依 山 坡 而 建 、傍 花 海 而

立 ，错 落 有 致 的 朝 鲜 族 传 统 民 居 式 特 色

民 宿 与 自 然 融 合 在 了 一 起 。 度 假 村 的 经

营 者 介 绍 ，民 宿 使 用 了 传 统 建 筑 方 式“ 榫

卯 ”，“ 没 用 一 根 钢 钉 ”的 特 点 为 民 宿 增 加

了 更 原 始 的 韵 味 。 民 宿 外 观 传 统 ，内 部

地 上 、地 下 、单 层 等 多 种 格 局 却 充 满 了 新

意 。 与 山 融 为 一 体 的 民 宿 ，开 窗 可 赏 花

海，小憩可听虫鸣。

春兴村位于延吉市依兰镇，自然环境

优 美 ，人 文 景 观 独 特 。 近 年 来 ，春 兴 村 以

党 建 为 引 领 ，科 学 谋 划 ，融 合 发 展 ，大 力

发 展 乡 村 旅 游 和 特 色 农 业 ，逐 步 将 春 兴

村 打 造 成 了 村 屯 规 划 整 齐 、民 俗 特 色 鲜

明 、特 色 产 业 兴 盛 的“ 新 型 ”村 落 ，实 现 了

村 容 村 貌 换 新 颜 ，优 美 的 环 境 和 良 好 的

生态吸引着众多游客前来。

村 庄 里 的 延 吉 市 春 兴 朝 鲜 族 古 村 落

民 俗 文 化 园 ，昂 首 见 青 山 、俯 身 嗅 花 香 ，

宜 居 宜 游 。 青 瓦 飞 檐 、层 叠 矮 墙 、石 阶 木

柱 ，古 村 落 伫 立 在 绿 树 青 山 中 ，古 韵 十

足 。 石 头 铺 成 的 曲 折 小 路 将 民 俗 餐 厅 、

民 俗 客 栈 等 按 区 域 划 分 ，特 色 娱 乐 项 目

为 古 村 落 增 添 不 少 生 气 。 目 前 ，这 里 以

更 高 档 次 的 康 养 、养 生 为 重 点 的 二 期 项

目已在筹备之中。

在延边，红色精神的传承为乡村旅游

的 发 展 注 入 了 强 劲 动 力 ，也 为 乡 村 振 兴

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

“凤舞延边，凤鸣全国”。在延吉市三

道 湾 镇 五 凤 村 ，一 座 红 凤 凰 雕 塑 独 立 于

石 阶 ，蓄 势 而 上 …… 时 间 追 溯 到 20 世 纪

30 年 代 ，这 里 是 中 国 抗 日 革 命 活 动 活 跃

的 地 方 之 一 ，因 此 ，五 凤 村 不 仅 风 光 秀

丽 ，红 色 旅 游 资 源 也 丰 富 ，众 多 遗 址 分 列

村中。

在 近 几 年 的 发 展 中 ，五 凤 村 红 色 资

源 利 用 取 得 效 果 。 2019 年 ，五 凤 村 被 命

名 为“ 延 边 大 学 校 地 共 建 爱 国 主 义 教 育

基 地 ”；2020 年 ，新 建 五 凤 村 红 色 旅 游 抗

日展馆，预计 2021 年 7 月前投入使用。五

凤 村 党 支 部 书 记 、村 委 会 主 任 公 维 家 介

绍 ，此 前 ，为 了 更 好 地 发 展 乡 村 旅 游 ，完

善 了 村 里 的 基 础 设 施 ，村 内 已 有 集 聚 会 、

休 闲 于 一 体 的 生 态 山 庄 。 接 下 来 ，五 凤

村 将 进 一 步 开 发 和 利 用 红 色 旅 游 资 源 ，

结 合 生 态 ，沿 着“ 一 红 一 绿 ”的 思 路 继 续

发展。

朝 阳 河 绕 村 而 过 ，传 统 民 居 错 落 有

致 ，位 于 延 吉 市 朝 阳 川 镇 北 部 的 太 兴 村 ，

通 过 近 几 年 的 太 兴 美 丽 乡 村 建 设 ，人 居

环 境 得 到 改 善 ，民 俗 旅 游 和 红 色 教 育 也

有了长足发展。

延 吉 市 依 托 太 兴 村 历 史 文 化 底 蕴 深

厚 、红 色 资 源 丰 富 的 优 势 ，将 打 造 为“ 延

吉 市 太 兴 红 色 党 史 党 性 教 育 基 地 ”，通 过

中 共 东 满 特 委 成 立 旧 址 、中 共 东 满 特 委

纪 念 展 陈 、红 色 文 化 体 验 中 心 及 其 附 属

设 施 提 供 生 动 的 红 色 教 育 。 随 着 红 色 文

化 脉 络 的 清 晰 和 教 育 基 地 设 施 的 完 善 ，

太 兴 村 红 色 基 因 的 传 承 更 加 广 泛 。 延 吉

市 朝 阳 川 镇 人 大 主 席 王 延 波 表 示 ，太 兴

村 在 美 丽 乡 村 建 设 的 基 础 上 发 展“ 红 色

小 镇 ”，将 民 俗 旅 游 和 爱 国 主 义 教 育 相 融

合 ，让 大 家 对 中 国 共 产 党 的 发 展 历 史 都

有相应的认识和了解。

近 年 来 ，“ 强 党 建 就 是 强 发 展 ”的 理 念

在 延 边 深 入 人 心 ，强 党 建 促 振 兴 的 工 作 模

式 也 愈 发 被 重 视 ，延 边 积 极 通 过 传 承 民 族

文 化 与 开 展 党 性 教 育 打 造 研 学 文 化 旅 游 长

廊 ，以 教 育 催 生 乡 村 振 兴 的 内 生 动 力 。

诗意满园，桃李林立。明东村位于龙井市

智新镇，通过以尹东柱故居的文化底蕴为统

揽，加大发展乡村旅游力度，引进发展项目，培

育特色产业，现已成为知名的旅游乡村。

明 东 村 顺 着“ 生 态 立 村 、特 色 兴 村 、旅

游 富 村 ”的 思 路 ，利 用 当 地 文 化 底 蕴 ，为 旅

游 注 入 教 育 元 素 。 尹 东 柱 故 居 是 游 客 来 明

东 村 的 重 要 一 站 。 随 着 科 学 开 发 与 建 设 ，

尹 东 柱 故 居 扩 建 项 目 不 断 完 善 ，新 增 的 尹

东 柱 展 览 馆 、纪 念 品 展 馆 等 设 施 进 一 步 丰

富 了 村 落 游 览 内 容 。 因 此 ，延 边 大 学 等 高

校 将 这 里 作 为 学 习 教 研 基 地 ，中 国 摄 影 家

协 会 会 员 来 此 取 景 拍 摄 。 同 时 ，近 几 年 明

东 村 结 合 全 域 旅 游 发 展 ，构 建 民 俗 文 化 旅

游 体 系 ，加 快 生 态 农 业 资 源 、民 俗 文 化 资

源 、生 态 旅 游 资 源 向 经 济 优 势 转 变 步 伐 ，形

成 以 文 助 旅 、以 旅 促 产 、以 产 致 富 的 文 旅 融

合 发 展 模 式 ，为 脱 贫 攻 坚 发 挥 了 积 极 作 用 。

“ 近 年 来 ，水 南 村 紧 紧 围 绕‘ 六 个 走 在

前 ’的 目 标 定 位 ，坚 持 以 党 建 为 引 领 ，增 强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传 承 民 俗 文 化 、红 色 文 化 ，

发 展 旅 游 经 济 …… ”在 石 岘 镇 水 南 村 党 群

服 务 中 心 ，大 家 更 加 了 解 了 这 里 的 文 化 和

旅 游 特 色 。

水 南 村 抓 党 建 谋 振 兴 的 决 心 一 脉 相

承 ，老 党 员 带 新 党 员 、新 老 党 员 带 群 众 ，使

党 建 工 作 在 乡 村 振 兴 中 画 下 重 重 一 笔 。“ 文

化 强 村 、旅 游 兴 村 ”是 水 南 村 的 一 贯 坚 持 。

这 里 ，有 传 统 文 化 ，有 反 日 战 斗 遗 迹 等 红 色

文 化 资 源 ，有 与 时 俱 进 的 党 建 文 化 。 创 建

红 色 文 化 教 育 研 学 实 践 基 地 ，创 新“ 研 学 旅

行 + 教 育 扶 贫 + 大 中 小 学 生 思 想 政 治 教 育

和 社 会 实 践 教 育 ”体 验 模 式 ，水 南 村 在 党

建 、教 育 的 道 路 上 稳 步 前 行 。 截 至 目 前 ，共

接 待 大 中 小 学 生 实 践 和 研 学 旅 行 人 数 达

9000 余 人 次 ，举 行 干 部 教 育 培 训 班 5 次 ，培

训 300 余 人 。

创新的时代教育 不改的振兴信念

振兴传统文化 沉淀乡村旅游内涵

山水画卷锁住浓浓乡愁

“乡”约延边 传承红色热土星火

居 于 山 水 恋 于 乡 愁

（文/叶梓 图/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