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去 平 流 尾 之 前 ，我 对 那 里 了 解 甚

少 。 勾 起 我 兴 趣 的 ，是“ 平 流 尾 ”这 个

听上去有点意思的地名。

平 流 尾 的 全 称 叫 平 流 尾 地 质 公

园 。 国 内 的 地 质 公 园 我 去 过 许 多 ，比

如 四 川 九 寨 沟 、湖 南 武 陵 源 、西 藏 札

达 土 林 、云 南 昆 明 石 林 等 ，不 过 ，那 些

地 质 公 园 多 在 山 野 之 地 ，而 平 流 尾 地

质公园却是在大海边上。海边不是看

海浪沙滩的地方吗？那里的地质公园

长成啥样呢？对此，我充满了好奇。

汽车沿着七曲八弯的海岸公路行

进 ，车 窗 外 海 天 一 色 、船 行 鸥 翔 的 美

景 ，如 电 影 镜 头 般 缓 缓 划 过 。 直 到 在

景 区 停 车 场 下 车 ，我 还 是 没 能 将 眼 前

所 见 和 印 象 中 的 那 个 地 质 公 园 对 上

号。这，不就是个普普通通的渔村吗？

那 地 方 ，确 确 实 实 就 是 个 渔 村 。

在 景 区 售 票 窗 口 旁 的 墙 上 ，还 张 贴 着

一张连江县苔菉镇茭南村村民委员会

的 疫 情 防 控 宣 传 公 告 。 过 了 检 票 处 ，

沿 着 一 条 坡 道 往 里 走 ，还 可 以 看 到 一

些 头 戴 斗 笠 、脚 穿 雨 靴 的 村 民 在 路 边

翻 晒 着 虾 皮 和 鱼 干 ，空 气 里 弥 漫 着 一

股子沿海渔村特有的海腥味。要不是

旁 边 有 导 游 用 小 喇 叭 作 讲 解 ，我 都 差

点忘了自己在一个旅游景点。

不 过 ，这 种 疑 似 走 错 地 方 的 感 觉

没 有 持 续 太 久 。 随 着 脚 步 向 前 移 动 ，

平流尾地质公园的美丽姿容渐渐展露

出 来 。 一 道 道 海 味 十 足 、别 具 特 色 的

景 观 不 断 映 入 眼 帘 ，让 人 情 不 自 禁 地

驻 足 留 影 。 当 沿 着 曲 曲 弯 弯 的 木 栈

道 登 上 高 处 的 观 景 平 台 时 ，许 多 人

都 不 由 得 发 出 赞 叹 之 声 ：美 ！ 简 直

太 美 了 ！

这是一种自然天成与人工匠心和

谐 相 融 的 美 ：色 如 碧 玉 ，在 海 湾 里 起

伏 涌 动 的 海 水 ；白 似 珍 珠 ，在 岸 石 旁

追 逐 嬉 戏 的 浪 花 ；雄 健 刚 劲 ，如 刀 劈

斧 削 雕 琢 出 来 的 海 蚀 平 台 ；以 及 被 涂

成 七 彩 之 色 的 台 阶 ，白 墙 和 蓝 色 窗 户

构建起来的无顶“小屋”，用海漂木筑起

的创意“篱笆墙”，用弯月、白色桌椅和

酒 瓶 等 搭 建 而 成 的 网 红 拍 照 点 ，构 成

了平流尾地质公园与众不同的风景。

面积达 1 万平方米 ，礁崖陡峭、怪

石 嶙 峋 的 火 山 岩 海 蚀 平 台 ，是 平 流 尾

地质公园里极为亮眼的一道景观。这

个 海 蚀 平 台 的 神 奇 之 处 在 于 ，尽 管 它

处 于 海 岸 线 之 下 ，被 海 水 紧 紧 围 裹

着 ，却 从 没 有 被 汹 涌 的 海 潮 淹 没 过 。

在 亿 万 年 早 潮 晚 汐 日 复 一 日 的 冲 刷 、

啃 噬 、切 割 之 下 ，那 峭 立 海 边 的 巨 型

火 山 岩 被 海 水 冲 蚀 出 无 数 的 沟 壑 、洞

窟 和 网 状 沟 坎 ，形 成 了 海 蚀 崖 、海 蚀

沟 、海 蚀 柱 、海 蚀 巷 道 、海 蚀 岩 洞 等 形

态 各 异 的 地 质 地 貌 奇 观 ，造 就 了 一 道

独特的海岸风景线。

海蚀平台不仅是平流尾地质公园

的 一 大 景 观 ，也 是 茭 南 村 刘 氏 村 民 们

的“ 祖 石 ”。 传 说 明 朝 末 年 ，茭 南 村 刘

氏先祖刘则公乘船途经黄岐半岛时遭

遇海难，狂风巨浪之中，同船的人大都

落海身亡，而刘则公受到妈祖庇佑，被

巨浪推至近岸，爬上了海蚀平台，绝处

逢生。大难不死的刘则公感恩妈祖和

这 块 救 命 重 生 之 地 ，在 海 蚀 平 台 旁 设

神 牌 供 奉 祭 拜 妈 祖 ，并 在 那 里 落 脚 安

家 ，成 为 茭 南 村 的 开 村 始 祖 。 刘 氏 后

人为了纪念此事，在村里建了妈祖庙，

并将那海蚀平台认作“祖石”。

数 百 年 来 ，刘 氏 族 人 在“ 祖 石 ”旁

安 家 立 业 ，辛 勤 劳 作 ，建 设 着 自 己 的

美好家园。如今的茭南村已成为福建

省 著 名 的 渔 村 ，渔 业 捕 捞 、海 水 养 殖

和海产品加工业都十分兴旺。而打造

海 天 一 览 的 平 流 尾 地 质 公 园 ，又 是 茭

南村推动乡村振兴的大手笔之作。

平 流 尾 地 质 公 园 是 由 政 府 引 导 、

茭南村村民自发集资建成的生态型旅

游 项 目 。 作 为 福 建 省 首 批 海 岸 公 园 ，

这里以滨海度假和婚纱摄影为亮点进

行 打 造 ，海 钓 台 、文 体 广 场 、露 营 基

地 、观 景 平 台 等 ，吸 引 着 各 地 游 客 前

来“ 打 卡 ”。 坐 在 平 台 上 吹 海 风 、听 涛

声 ，赤 着 双 脚 踩 沙 滩 、赶 海 ，或 者 观 日

出 、看 夕 阳 、拍 靓 照 、发 发 呆 ，体 验 一

把海钓乐趣，让许多人流连忘返。

平 流 尾 地 质 公 园 的 建 设 ，融 入 了

茭南村村民们的心血和智慧。景区栈

道 旁 那 些 用 海 漂 木 制 成 的 大 型 鱿 鱼 、

鳀 鱼 、带 鱼 、海 虾 模 型 ，就 出 自 当 地 渔

民 刘 文 灯 之 手 。 这 些 制 成 模 型 的 鱼

虾 ，是 刘 文 灯 最 熟 悉 ，也 是 茭 南 村 最

拿得出手的海产品。

平流尾地质公园所在的黄岐半岛

三 面 环 海 ，有“ 福 建 的 天 涯 海 角 ”“ 连

江 的 好 望 角 ”之 称 ，距 马 祖 列 岛 的 最

近点仅 4.96 海里。在天气晴好的日子

里 ，站 在 平 流 尾 地 质 公 园 的 观 景 平 台

上，能够清晰地望见马祖岛上的村落和

建筑。若是通过景区瞭望台上的高倍

望远镜，还可以看见马祖主岛的风景。

走 出 景 区 ，拐 进 茭 南 村 。 在 这 个

有 着 300 多 年 历 史 的 古 村 落 里 ，还 保

存着极具福建沿海民居特色的石头厝

建 筑 群 。 这 些 石 头 厝 用 方 形 、长 形 或

不 规 则 形 状 的 花 岗 石 砌 成 ，坚 固 抗

风 ，冬 暖 夏 凉 。 尤 其 是 具 有 代 表 性 的

刘 家 大 厝 ，那 用 花 岗 石 砌 成 铜 钱 图 案

的外墙，让人赞叹不已。

独特的人文历史、海滨地貌，让茭

南村这座小渔村展现出独一无二的魅

力 。 快 离 开 茭 南 村 时 ，我 的 脑 海 里 又

冒 出 了 之 前 的 那 个 疑 问 ：这 地 质 公 园

的名字，为什么叫平流尾呢？

一 位 热 心 的 景 区 工 作 人 员 告 诉

我：地质公园景区位于茭南村的村尾，

景区中的海蚀平台对海水形成天然隔

断，使海流呈现左边急、右边平缓的形

态，平流尾这个名字就是这么来的。

原来如此。

凤舞天宫旅游度假区通过探索“政

府主导、社会主体、国企主力、协会主管、

农民主业”的旅游扶贫模式，精心打造了

五龙村田园生活小镇等特色小镇，创建

了集生态观光、乡村田园、精品度假、户

外运动和文化创意于一体的特色乡村旅

游度假区。

该案例的经验与启示有：一是健全

体制机制，构建标准体系。建立引导机

制，整合智力、资金和技术等资源向乡村

倾注；建立订单机制，通过公司自营的业

态，与农业和农副产业形成订单化机制，

打造“销售—采买”一体化平台。二是优

化经营管理，提升发展质量。大力开拓

和打造乡村旅游品牌，打通产品销售渠

道，走“农村包围城市”路线，将农村品牌

和乡村产品推向庞大的城市经济市场；

优化人员结构，用好用活人才，提高服务

质量，全力打造一支专注运营的精英管

理团队；瞄准目标客户群体，通过制订个

性化、定制化宣传营销方案，构建立体宣

传营销格局。

四川阆中市：凤舞天宫乡村旅游发展模式

案例经验与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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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唐村项目通过实施美丽乡村改

造、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修复、农业

产业升级、一二三产融合等系统工程，保

护文物古迹、传统村落、农业遗存、文化

遗迹，传承和复兴乡村优秀传统文化，打

造集农业旅游、人文旅游、健康养生、商

务会议、乡村休闲等多项功能于一体的

生态人文旅游名村。

该案例的经验与启示有：一是机制

创新。设立省级农村改革试验区，建立

地 方 政 府 、村 集 体 和 社 会 资 本“ 三 元 共

建”的发展模式，与村集体合作社建立合

资公司进行开发建设，让村集体、村民与

社会企业共同受益。二是合作升级。一

方面采取“农业公司＋村集体合作社”模

式，由村集体合作社以“保底＋分红”方

式对村民土地进行流转合并，并组织村

民培训，安排农业生产用工。另一方面

实施订单农业，扶持“乡村带头人”，发展

家庭农场或农业专业合作社，农业公司

对 其 产 品 进 行 加 工 销 售 。 三 是 三 产 融

合。以“乡村＋”为主线，推动城乡融合

与文旅融合，重点发展现代农业、休闲农

业、文化创意、乡村创意、乡村旅游等新

型乡村产业，构建全链条、全循环乡村产

业体系。

案例经验与启示

陕西西安市长安区南堡寨村：长安唐村项目的探索与实践

无 锡 阳 山 镇 北 靠 古 运 河 ，南 临 太

湖 ，是 中 国 著 名 的 水 蜜 桃 之 乡 。 每 年

春 天 桃 花 盛 开 时 ，当 地 政 府 都 会 举 办

桃花节，6000 亩桃花海气势浩瀚，美不

胜 收 。 到 了 夏 天 ，枝 头 上 的 水 蜜 桃 更

是 光 泽 饱 满 ，被 美 国《华 尔 街 日 报》赞

为“世上最美味的桃子”。

春 天 看 花 、夏 秋 摘 果 ，冬 天 去 阳

山 ，访 的 却 是 文 化 。 阳 山 古 称“ 安 阳

山”，晋《阳羡风土记》载：“周武王封周

章 少 子 斌 于 安 阳 乡 ，为 安 阳 侯 。”其 封

邑就在这一带，故有此称。如今，当地

人 把 大 阳 山 、小 阳 山 、狮 子 山 、长 腰 山

这 4 座 相 邻 的 小 丘 陵 合 称 为 阳 山 ，山

脚下的小镇就叫阳山镇。

冬天的阳山镇十分安静。水泥铺

就 的 公 路 由 东 向 西 穿 镇 而 过 ，新 建 的

商 店 和 住 宅 小 院 粉 墙 黛 瓦 ，别 具 风

韵。清晨雾后，绕着小镇走上一圈，耳

边尽是风声鸟语。

阳山主峰大阳山在街镇西北不远

处 。 从 阳 山 镇 乘 车 到 朱 村 ，下 车 就 可

以看见岩石裸露的山体。大阳山山壁

很 险 峻 ，据 元 代 王 仁 辅《无 锡 县 志》记

载：“山北大石，可为砻臼，始采于汉大

夫陆端，旁近数州，藉以用之。”由于历

代 采 石 ，山 间 尚 留 有 清 水 洞 、透 天 洞 、

扁 洞 等 遗 迹 。 听 当 地 人 说 ，阳 山 原 是

古 火 山 喷 发 口 ，故 地 貌 多 异 ，山 峰 突

兀，多断岩峭壁，明太祖朱元璋曾赞其

“ 八 面 威 风 ”。 山 上 有 一 座 朝 阳 禅 寺 ，

殿宇层叠，飞檐翘角，很是壮观。

大 阳 山 不 高 ，海 拔 不 过 200 米 ，最

适合我们这种漫步型登山者。我们边

走边聊，说说笑笑，不知不觉便来到半

山腰。远远望去，山间云雾缭绕，不禁

开 始 想 象 春 天 山 下 沃 野 平 畴 、桃 花 灼

灼的景象。此时，若有人从桃林四望，

则 东 有 小 阳 山 ，形 如 伏 鳖 ，玲 珑 苍 翠 ；

北 有 长 腰 山 ，状 若 卧 牛 ，长 颈 隆 背 ；更

远 处 还 有 狮 子 山 。 诸 山 连 绵 ，在 云 雾

之间若隐若现。

兜兜转转，我们来到山脚下，邂逅

了始建于清光绪年间的安阳书院。整

座书院坐西朝东，建筑格局东西对称，

二进二庑，中间天井，是典型的四合院

建 筑 ，在 江 南 地 区 并 不 多 见 。 书 院 大

门 上 仍 保 留 着“ 安 阳 书 院 ”匾 额 ，门 前

两 棵 古 银 杏 ，树 龄 已 达 150 多 年 ，护 院

河 上 的 小 石 拱 桥 则 已 有 530 多 年 历

史 。 清 朝 末 年 ，里 人 钱 禄 葭 于 此 创 办

县立新渎小学，1939 年改办安阳中学，

后 因 故 屡 变 校 名 ，至 1982 年 ，改 为 阳

山职业中学至今。

古 语 说 ：山 不 在 高 ，有 仙 则 名 ；水

不 在 深 ，有 龙 则 灵 。 四 川 阆 中 的 天 宫

镇 五 龙 村 没 有 大 山 大 水 ，却 有“ 仙 气 ”

和“灵气”。

隋唐时期的袁天罡和李淳风师徒

是最早给天宫镇带来“仙气”的人。相

传 他 们 在 玄 学 、地 学 、易 学 、天 文 学 等

方 面 造 诣 深 厚 ，上 知 天 文 ，下 晓 地 理 ，

还 可 推 算 自 己 和 他 人 的 命 运 ，堪 称 奇

人 。 今 天 ，五 龙 村 民 又 为 这 片 土 地 增

添了新的“灵气”。

曾 经 ，五 龙 村 山 高 路 远 ，交 通 不

便，信息闭塞，是有名的贫困村。村民

收 入 不 高 ，愁 吃 愁 穿 ，住 房 破 旧 ，发 展

无望。好在这里生态良好，环境优美，

是搞旅游的好地方。于是，村民修路、

架 桥 、修 电 站 、修 蓄 水 池 ，引 种 优 质 特

色果蔬，探索出新的发展定位：靠山靠

水，靠这里的原生态自然风光，建造特

色乡村旅游目的地。

一 个 个 沃 柑 园 、蔬 菜 园 、瓜 蒌 园 、

辣木园、水产园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五

龙 村 在 碧 蓝 的 天 空 下 ，迅 速 生 长 、拔

节 、繁 茂 、开 花 、结 果 ，散 发 出 勃 勃 生

机 。 每 逢 周 末 或 节 假 日 ，周 边 市 民 便

相约来这里放松身心，体验农耕。

现 在 的 五 龙 村 交 通 便 利 、条 件 优

越 ，建 成 了 新 村 聚 居 点 、村 委 会 、游 客

中 心 ，热 闹 程 度 远 胜 以 往 。 村 民 们 也

走出破旧的房屋，住进了风貌别致、风

格独特的民宿院子。他们把五龙村的

过去与现在，官家山、龙石河与农家人

世 代 耕 种 的 原 野 、栖 息 的 居 所 和 谐 统

一起来，造就一处世外桃源。

走 进 一 户 人 家 ，只 见 一 位 老 人 正

坐 在 屋 檐 下 晒 太 阳 。 看 见 我 们 进 院 ，

她忙用浓重的川北口音热情招呼：“女

娃子，快来坐……”

老 人 说 ，是 政 府 帮 她 家 建 起 了 大

房 子 ，开 了 民 宿 。 儿 媳 妇 去 地 里 采 摘

新 鲜 果 蔬 ，她 留 下 看 家 。 从 她 的 笑 容

里不难看出，一家人日子过得很滋润。

在民宿住了一晚，次日清晨，被鸟

鸣 声 唤 醒 。 站 在 窗 前 ，只 见 山 间 的 几

缕炊烟被微风指引，慢慢悠悠飘拂，如

梦 如 幻 。 田 野 里 ，有 的 村 民 正 忙 着 翻

犁下耙、栽插新苗，有的在给菜地施农

家肥，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灵气五龙
文<邹安超

冬 天 脱 去 了 大 地 的 戎 装 ，终 南 山

便如一幅水墨画展现在眼前。皴黑的

山 体 、光 秃 的 树 木 、瘦 弱 的 河 流 ，以 及

灰 瓦 泥 巴 墙 的 村 庄 ，在 山 寒 水 瘦 的 萧

瑟 中 ，构 筑 出 一 种 萧 疏 寒 冽 、沉 寂 明

净 的 美 。 顺 着 盘 山 公 路 ，我 们 蜿 蜒 进

了 西 安 神 禾 塬 上 的 长 安 唐 村·中 国 农

业公园。

现 在 的 长 安 唐 村 所 在 地 ，原 是 西

安 市 长 安 区 南 堡 寨 村 。 这 里 南 依 秦

岭 ，北 接 常 宁 宫 ，被 滈 河 和 壕 沟 夹 在

一 道 梁 上 ，地 势 非 常 险 要 。 村 子 始 建

于 清 朝 嘉 庆 年 间 ，村 内 有 戏 楼 、孙 氏

祠 堂 、药 王 庙 、七 星 庙 等 典 型 关 中 建

筑 。 当 代 作 家 柳 青 曾 在 此 生 活 、工 作

了 14 年，写下了著名的《创业史》。

2000 年 ，由 于 交 通 不 便 ，电 力 和

水 资 源 匮 乏 ，南 堡 寨 村 的 100 多 户 村

民 陆 续 搬 迁 到 神 禾 塬 下 ，这 里 成 了 一

座“ 空 心 村 ”。 2017 年 ，以 南 堡 寨 古 村

落修复保护为载体的长安唐村项目开

始 规 划 建 设 ，4 年 来 ，带 动 区 域 内 3 万

多名农村群众实现了从传统农业向乡

村 文 化 旅 游 产 业 的 转 变 ，这 个 古 老 的

村庄重新焕发了活力。

绕 过 梅 林 ，我 们 看 到 了 立 在 村 口

的“ 社 树 ”。 这 是 一 棵 有 上 百 年 树 龄

的 皂 角 树 ，树 下 有 一 座 砖 砌 的 土 地

庙 ，周 围 有 半 人 高 的 石 头 砌 护 着 。 逢

年 过 节 ，人 们 都 会 在 此 祭 拜 祈 福 。 落

光叶子的枝杈一目了然地伸展在半空

中 ，像 一 幅 简 笔 画 ，线 条 分 明 。 而 那

些 挂 在 树 枝 上 随 风 起 舞 的 祈 福 红 丝

带 ，显 得 更 加 鲜 艳 神 秘 。 也 许 ，树 木

的灵气便是一个村庄的福气。行走在

村 里 ，我 分 明 能 感 觉 到 那 些 原 生 草 木

的“神气”。

村 子 的 主 干 道 是 水 泥 路 ，通 往 各

家 各 户 的 是 石 板 路 ，庭 院 里 铺 的 是 方

砖 ，环 绕 草 木 的 是 石 子 路 ，还 有 下 水

道 、落 水 井 ，以 及 村 舍 角 落 、路 径 旁 边

的 细 致 装 扮 ，色 彩 炫 丽 ，别 具 匠 心 。

这里在保留原有土坯房风貌的基础上

进 行 了 现 代 化 改 造 ，按 照 功 能 划 分 为

古 寨 区 、文 创 区 、艺 术 区 等 。 虽 然 村

子 还 是 那 个 村 子 ，但 一 草 一 木 和 建 筑

形 态 却 极 具 唐 时 乡 村 风 貌 ，呈 现 一 幅

“诗酒花茶”的唐人生活画卷。

走 进 古 寨 区 ，只 见 路 旁 的 花 草 间

摆 放 着 大 小 陶 瓷 瓦 罐 ，柿 树 顶 端 还 挂

有几个留给鸟儿的柿子。虽然房子还

是 土 坯 黑 瓦 ，但 乌 黑 的 大 门 、修 葺 一

新 的 窗 户 ，还 有 屋 门 上 挂 的 各 种 匾

额 ，都 在 古 朴 中 透 露 出 新 意 。 房 子 一

家 挨 一 家 ，前 院 和 后 院 、邻 里 和 廊 道 ，

井 然 有 序 。 还 有 窄 小 的 安 间 房 和 厦

房 、木 扎 的 篱 笆 ，都 极 具 关 中 建 筑 特

色 。 房 子 大 多 房 门 挂 锁 ，窗 户 紧

扣 。 锁 既 有 拴 扣 的 ，也 有 合 页 锁 ，千

姿 百 态 中 保 持 着 年 代 感 。 屋 檐 下 摆

有 独 轮 推 车 、风 车 、水 桶 ，以 及 木 锨 、

扁 担 、杈 等 农 具 ，还 有 古 寨 展 厅 里 那

些 锈 迹 斑 斑 的 马 灯 、斑 驳 失 色 的 粮

食 斗 、打 水 的 辘 轳 等 ，都 掀 起 了 历 史

记 忆 碎 片 ，让 人 遥 想 当 年 ，回 忆 过

往 ，感 受 到 中 国 乡 村 农 耕 文 化 的 深

深 印 痕 。

出 了 古 寨 区 ，便 进 入 诗 唐 艺 术 中

心 。 这 里 是 唐 代 茶 文 化 、酒 文 化 和 宴

文 化 的 集 中 展 示 区 。 一 茶 、一 酒 、一

诗 、一 书 ，带 领 我 们 梦 回 大 唐 。 唐 代 ，

终 南 山 下 是 名 人 雅 士 郊 游 雅 集 之 地 。

杜 牧 、韩 愈 、崔 护 、岑 参 、韦 应 物 等 都

曾 在 此 生 活 ，并 激 扬 出 千 余 首 唐 诗 ，

涵 养 了 盛 唐 贤 达 名 士 从 容 淡 定 、洒 脱

自 如 的 田 园 诗 意 生 活 方 式 。 如 今 ，那

摆 满 酒 缸 的 三 巡 酒 馆 ，那 楮 皮 手 工 纸

流沙折扇，都充满盛唐韵味。

倘 若 不 是 进 去 探 访 ，我 怎 么 也 猜

不 出 那 些 挂 着 牌 匾 的 房 屋 里 有 什 么 。

“ 荷 染 山 房 ”是 民 宿 ，“ 诗 唐·花 朝 ”是

展 厅 ，“ 花 凤 寨 堡 ”是 餐 馆 ，“ 堡 寨 小

馆 ”是 书 店 …… 这 些 极 具 文 化 色 彩 的

店 名 ，重 现 了 唐 诗 里 的 山 水 田 园 生

活 ，激 发 了 工 业 城 市 遥 远 的 乡 愁 记

忆，透露出一股浓郁的文化气息。

屋 外 古 旧 简 朴 ，屋 内 却 充 满 现 代

气 息 ，石 砖 铺 地 ，挂 满 了 各 种 字 画 ，开

着 空 调 ，摆 着 沙 发 ，琴 声 缭 绕 。 在 融

融 暖 意 中 ，喝 咖 啡 的 情 侣 、画 画 的 文

艺 青 年 、交 谈 的 好 友 ，都 在 时 光 渐 慢

中怡然自得。

诗酒田园
文<秦延安

2015 年，为了保护海洋环境，茭南村村

民集资，开始保护性开发平流尾地质公园。

此后短短几年间，茭南村便实现了从名不见

经传的偏远小渔村到网红热门景点的飞跃，

实现了乡村产业转型升级、全体渔民脱贫致

富、“让家乡成为有梦的地方”的梦想。

该案例的经验与启示有：一是乡村旅

游开发需以人为本。要以村民为核心，重

视村民的主体性地位，鼓励村民积极参与旅

游，共享乡村旅游资源和环境，建立合理的

利益导向机制，从制度设计上保障村民的知

情权和话语权。二是乡村旅游开发需引智

聚才。针对现有农民创业旅游从业群体，建

立基层服务人员管理和培训机制，培养一

批“爱乡村、爱农业、懂技术、会经营”的新

型职业农民。政府加大返乡入乡创业政策

支持力度，招才引智，优化乡村营商环境，同

时吸引各行业专家为乡村振兴出谋划策。

案例经验与启示

福建福州市连江县苔菉镇茭南村：平流尾地质公园旅游开发助力传统渔业转型

阳山镇是特色蜜桃小镇，既有亿年

火山、万亩桃林、千年古刹、百年书院的

资源禀赋，又有特色农业、生态宜居、休

闲度假、文化养生的鲜明特征。近年来，

阳山镇高举乡村振兴的大旗，走出了农

村改革、美丽乡村建设、田园综合体的阳

山高质量发展“三部曲”。

该案例的经验与启示有：一是立足

特色，打造品牌。乡村振兴要立足于特

色产业和本地特色，紧扣核心，打出打响

品牌。因地制宜，依托当地自然和文化

优势，聚集资源，集中打造和宣传。对于

特色产业，政府要做好品牌规范管理来

提升规模效应。二是立足人才，多方聚

才。加强乡村人才建设，不仅要盘活农

村存量人力资本，实施就地取“才”，还要

打 通 人 才 要 素 融 入 乡 村 振 兴 建 设 的 渠

道，实施多方聚才。三是立足资源，村镇

联动。集体土地三权分置、允许经营权

流转，让民间资本为乡村振兴发挥杠杆

作用。可利用优质农房资源引进乡村新

产业、新业态。做好“闲置农房激活”文

章，既可带动百姓增收，又能丰富乡村旅

游业态，通过产业振兴乡村。

江苏无锡市惠山区阳山镇：田园综合体模式带动乡村脱贫

案例经验与启示

桃源仙境
文<杨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