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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李

艳 丽 明 快 的 农 民 画 墙 绘 ，与 青 山

绿 水 相 映 成 趣 ；勤 劳 而 又 富 有 艺 术 情

怀的村民，将绘画融入日常生活；高质

高 效 的 一 体 智 能 化 大 数 据 平 台 ，擘 画

出 数 字 乡 村 新 图 景 …… 要 问“ 未 来 的

乡村”是什么模样，在浙江省衢州市柯

城区沟溪乡余东村或许能找到答案。

2020 年 9 月 ，余 东 村 正 式 启 动 未

来 乡 村 建 设 工 程 。 村 庄 以“ 一 幅 农 民

画 ”带 动 全 域 产 业 联 动 ，以“ 一 颗 智 慧

大 脑 ”赋 能 乡 村 振 兴 ，描 绘 出 百 姓“ 口

袋 里 腰 包 鼓 鼓 、心 里 幸 福 融 融 、脸 上

笑 脸 盈 盈 、身 上 自 信 满 满 ”的 未 来 乡

村 美 好 画 卷 。

农民画里的叠加效应

红 红 火 火 的 柑 橘 丰 收 季 、热 闹 欢

腾 的 舞 龙 舞 狮 场 景 、欢 歌 笑 语 的 果 园

采 摘 游 …… 走 进 余 东 村 ，就 仿 佛 走 进

了 一 个 多 彩 鲜 活 的 乡 村 画 廊 。 这 些

农 民 画 墙 绘 均 由 当 地 村 民 亲 手 描 绘 ，

大 多 取 材 于 农 村 的 景 色 或 村 民 的 生

活 片 段 ，展 现 出 浙 西 乡 村 特 有 的 风 土

人 情 。

20 世 纪 70 年 代 ，衢 州 文 化 馆 下 乡

组 织 绘 画 培 训 ，给 余 东 村 村 民 种 下 了

画 画 的 种 子 。 50 多 年 来 ，余 东 村 村 民

一手拿锄头、一手拿画笔，农民画家从

最 初 的 10 多 名 骨 干 发 展 到 现 在 的 300

多人。71 岁的郑根良是第一期业余美

术 创 作 学 习 班 的 学 员 ，几 十 年 来 从 未

丢掉手里的画笔。曾是村干部的余春

良 一 开 始 不 懂 什 么 是 农 民 画 ，后 来 也

拿起了画笔，越画越有名堂，还带动家

人一起参与创作。

“ 农 民 画 改 变 了 我 们 的 村 庄 ，也 改

变了我的生活，画笔让我对未来的生活

充满了期待。”余东村农民画家余云梅

说 。 每 年 ，除 了 有 10 多 万 元 的 绘 画 和

墙绘收入以外，余云梅还能获得绘画稿

费和村集体收入分红。村里，300 多位

像余云梅这样的农民画家，通过画笔实

现了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的双丰收。

近 年 来 ，余 东 村 大 力 发 展 农 民 画

艺术活动空间、专家创作写生空间、游

客 休 闲 体 验 空 间 等 六 大 空 间 阵 地 ，成

立了农民画协会、竹编社团、非洲鼓社

团 、画 瓷 社 团 等 20 多 个 社 团 组 织 ，绘

就 乡 村 文 化“ 百 花 齐 放 ”的 多 彩 画 卷 。

茶 余 饭 后 ，村 民 们 可 以 参 与 编 排 农 民

画舞蹈、唱响乡村村歌等活动，文化生

活十分丰富。

“ 聚 焦 精 神 富 裕 是 乡 村 可 持 续 发

展的关键所在。我们希望让农民画的

艺 术 种 子 在 一 代 又 一 代 村 民 心 中 生

根 、发 芽 、开 花 ，逐 步 形 成 对 余 东 村 的

文化认同感与文化归属感。”沟溪乡党

委 书 记 陈 建 锋 说 ，余 东 村 联 合 周 边 的

八个村庄成立了余东未来乡村九村共

富 党 建 联 盟 ，着 力 形 成 以 农 民 画 为 核

心、“一画带多元”的乡土文化格局，促

进“画瓷”“诗画”“画礼”等文化融合创

新，实现“1＋1＞2”的文化叠加效应。

艺术村里的小康图景

作 为 浙 江 的 一 个 普 通 村 庄 ，余 东

村的产业发展并不具备天然优势。多

年 来 ，当 地 向 内 挖 掘“ 农 民 画 ”这 类 沉

睡的“金矿”，全面推进产业融合创新，

逐步走出了一条由过去“链接”未来的

特色路径。

在 余 东 村 内 ，一 间 间 闲 置 的 农 房

被改造成为具有农民画元素的原生态

文创店、咖啡屋、民宿、酒吧。2020 年，

中 国 乡 村 美 术 馆 在 余 东 村 落 地 建 成 ，

馆 内 除 了 色 彩 斑 斓 的 精 致 画 作 以 外 ，

还 陈 列 着 各 种 农 民 画 装 饰 、丝 巾 、雨

伞 、礼 品 包 装 等 几 十 种 衍 生 产 品 。 每

逢节假日，游客络绎不绝。

如 今 ，在 柯 城 各 级 党 委 、政 府 的 帮

助下，余东村农民画走出村域，走进北

京 恭 王 府 博 物 馆 、第 十 届 阿 曼 马 斯 卡

特文化艺术节等舞台。村里打造独具

余 东 特 色 的 农 民 画 产 业 品 牌 ，不 仅 开

发了背包、床上用品、农民画丝巾等 80

多 种 文 创 产 品 ，还 把 农 民 画“ 搬 ”上 了

华 为 手 机 壁 纸 商 城 ，将“ 农 民 画 ＋ ”产

业链由线下延伸至线上。

“ 目 前 ，我 们 通 过 村 企 合 作 组 建 了

研学旅游公司，发展露营休闲、研学写

生、陶艺体验等文旅业态，带动新增文

创 、民 宿 、餐 饮 等 50 余 家 。”陈 建 锋 表

示，“除此之外，以农民画包装赋能‘一

碗茶’‘一碗面’‘一口窑’‘一棵树’‘一

篮菜’‘一粒米’‘一壶油’等农业产业发

展。2021 年，余东乡村农民画相关产业

产 值 超 过 3000 万 元 ，村 集 体 经 营 性 收

入 从 2019 年 的 6 万 元 增 至 现 在 的 150

万元，提前 3 年实现百万元目标。”

“ 以‘ 一 幅 画 ’为 核 心 的 特 色 产 业

蓬勃发展，形成了看得到文化、留得住

乡愁、引得进人才、带得动致富的良性

循 环 ，在 打 造 未 来 乡 村 中 值 得 借 鉴 推

广。”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相关负责人

表示。

云场景里的智能家园

“ 未 来 乡 村 ”不 仅 要 追 求 美 丽 、富

裕，更应聚焦智能与便捷，余东人深谙

此道，自启动未来乡村建设工程以来，致

力于打造浙江省首个以农民画为特色、

具有高辨识度的数字化“旅居型”未来乡

村，通过一体化智能化大数据平台——

“乡村大脑”的落成，实现乡村整体“智”

治，用数字助推乡村经济发展。

“ 乡 村 大 脑 ”整 合 了 余 东 村 庄 、村

业 、村 民 等 各 种 信 息 资 源 ，连 通“ 村 情

通 ”小 程 序 、“ 浙 里 办 ”App、乡 镇“ 四 个

平台”等数字平台，并打通各平台管理

数据，构建起党建统领、自治、德治、法

治、智治“四治”融合的治理体系，实现

“ 数 字 乡 村 一 张 网 ”管 理 ，为 村 民 和 游

客 提 供 完 备 的 数 字 化 服 务 。 同 时 ，余

东 村 还 不 断 完 善 公 共 服 务 设 施 ，建 设

便民服务中心，让村民办事不出村。

“ 在 村 里 ，每 一 位 村 民 、游 客 都 可

以 是 智 慧 治 理 的‘ 哨 兵 ’，及 时 反 映 需

要 解 决 的 问 题 。 接 收 到 上 报 信 息 后 ，

工作人员会依据事件性质，通过‘乡村

大脑’发送指令，实时与有关网格员或

执 法 人 员 连 线 ，必 要 时 召 集 多 方 力 量

联 合 处 理 。”余 东 村 党 支 部 书 记 余 晓

勤介绍，“为确保大家能够积极参与到

事 件 的 爆 料 与 处 理 中 ，平 台 方 还 会 给

予相应的信用积分奖励。信用积分不

仅 能 兑 换 商 品 ，还 可 获 取 柯 城 农 商 银

行 信 用 贷 额 度 ，提 升 了 村 民 和 游 客 共

享共治的主人翁意识。”

“ 下 一 步 ，我 们 还 将 推 进 乡 镇 智 治

中心建设，打通数据壁垒，研发多跨应

用场景，完善未来‘乡村大脑’，贯通党

建 、治 理 、富 民 、服 务 等 数 字 场 景 落 地

乡 村 ，进 一 步 做 实 全 省 未 来 乡 村 数 字

化 改 革 试 点 任 务 ，让 乡 村 公 共 服 务 更

加 优 质 ，让 老 百 姓 更 有 获 得 感 。”陈 建

锋表示。

浙江余东村：农民画描绘幸福生活
□ 王赵洵

3 月 19 日 ，北 方 不 少 地 区 还 在 下

雪，位于海南白沙黎族自治县牙叉镇

的“五里路”茶韵共享农庄（以下简称

“ 五 里 路 ”）气 温 已 达 28 摄 氏 度 。 农

庄 主 人 符 小 芳 和 一 众 黎 族 姐 妹 带 领

游 客 唱 茶 歌 、采 春 茶 ，欢 声 笑 语 传 遍

了整个农庄。

一 头 忙 接 待 、一 头 盯 农 活 ，符 小

芳 一 直 处 于 忙 碌 状 态 ，但 她 乐 在 其

中。“今年不到三个月的时间，茶园吸

引了 2 万多游客前来采茶。民宿天天

爆满，夜里看星星、看萤火虫，清晨被

黎乡采茶小调唤醒，茶园成了热门打

卡地。”她言语中尽是自豪。

来自星星的礼物

70 万 年 前 的 一 次 天 体 撞 击 ，在 位

于 海 南 中 部 山 区 的 白 沙 黎 族 自 治 县

形 成 了 一 个 直 径 达 3.7 公 里 的 陨 石

坑。现今，就在距离陨石坑两三公里

的地方，一垄垄苍翠的茶树沿着低缓

的山坡排列成行，形成了独特的茶园

梯田景观。

白 沙 是 黎 族 聚 居 区 ，采 茶 、制 茶

一 直 是 白 沙 黎 族 百 姓 生 产 生 活 的 重

要内容。2008 年，地道的白沙黎族姑

娘、从小喝着野茶长大的符小芳成长

为黎族制茶传人。此后，她带着周边

村庄的乡亲们踏上了种有机茶之路，

在 距 白 沙 陨 石 坑 直 线 距 离 大 约 2.5 公

里 处 的 缓 坡 上 开 垦 种 植 了 20 多 亩 茶

树。多年来，茶园不用农药、除草剂，

坚持人工除草，合理利用黏虫板等物

理技术捕虫，茶园周边种上成片的龙

眼 、咖 啡 、黄 花 梨 等 ，作 为 隔 离 带 ，起

到 了 有 效 平 衡 茶 园 生 态 的 作 用 。 加

之 白 沙 陨 石 坑 周 边 土 壤 中 富 含 多 种

陨石矿物质，保证了有机茶叶上乘的

品 质 ，冲 泡 开 来 ，饮 几 口 顿 觉 甘 泽 润

喉 ，沁 人 心 脾 。 自 2015 年 以 来 ，五 里

路有机茶通过了我国、欧盟 27 国及美

国 有 机 认 证 。 茶 园 规 模 也 从 最 初 的

20 余亩扩大至 300 亩。

“ 因 为 海 南 温 暖 的 气 候 特 征 ，早

春 茶 一 般 在 头 年 12 月 初 就 开 始 采 摘

了 ，春 茶 采 摘 期 延 续 到 4 月 ，足 足 有 5

个 多 月 的 时 间 。”符 小 芳 介 绍 ，在 茶

园，春茶产量约占全年的 2/5，销售额

占比更高。令她骄傲的是，早春茶芽

嫩 、汤 香 ，总 能 卖 上 好 价 钱 。“ 总 共 只

有 10 多 公 斤 的 头 批 茶 ，售 价 每 公 斤

4000 元 ，早 早 地 就 被 抢 光 了 。 到 现

在 ，今 年 的 春 茶 已 产 出 1000 多 公 斤 ，

销路很好！”

好山好茶引游人

茶 园 周 围 山 岭 林 立 ，海 南 三 江 源

头分流出来的两道清泉环绕茶园，赐

予 茶 树 上 佳 的 生 长 环 境 ，且 赋 予“ 五

里 路 ”极 佳 的 旅 游 资 源 。 符 小 芳 发

现，被茶园名气吸引过来的游客越来

越多。“白沙县委、县政府对农旅融合

发展的引导，让我有了新思路。”在白

沙 县 委 、县 政 府 的 大 力 支 持 下 ，作 为

海 南 省 首 批 重 点 打 造 的 共 享 农 庄 之

一 ，2020 年 ，符 小 芳 的“ 五 里 路 ”被 评

为海南省四椰级乡村旅游点，茶旅融

合发展迎来了新机遇。

“ 品 有 机 茶 、吃 黎 家 菜 、住 茶 园

民 宿 ，‘ 五 里 路 ’有 得 玩 ！”海 口 市 民

白 鹿 和 她 的 一 双 儿 女 是 这 里 的 常

客 。“ 我 喜 欢 喝 茶 ，连 着 几 年 了 ，‘ 五

里 路 ’的 早 春 茶 采 摘 我 都 会 来 ，带 着

孩 子 们 一 起 学 习 茶 叶 制 作 ，吃 吃 农

家 菜 ，孩 子 们 对 蚯 蚓 肥 料 循 环 系 统

很 感 兴 趣 ，在 这 里 还 能 玩 到 小 时 候

的 各 种 游 戏 ，符 合 我 对 田 园 生 活 的

所 有 梦 想 。”白 鹿 说 。

几 年 来 ，围 绕 健 康 安 全 的 农 业 资

源 和 少 数 民 族 特 色 ，“ 五 里 路 ”开 发

了 采 茶 体 验 、手 工 炒 茶 、品 茶 、茶 艺

课 程 、茶 园 耕 作 等 主 题 活 动 ，让 游 客

深 度 体 验 黎 家 茶 文 化 的 底 蕴 ；富 含

黎 族 特 色 的 黎 家 长 桌 宴 ，包 括 芭 蕉

芯 、芭 蕉 蕾 、雷 公 根 、雷 公 笋 、五 脚

猪 、三 色 饭 、五 色 饭 、竹 筒 饭 、茶 叶 炒

蛋 、白 花 菜 等 菜 式 ，再 加 上 黎 家 阿 妹

热 情 的 迎 客 歌 、劝 酒 歌 ，让 游 客 沉 醉

在 幽 静 的 茶 乡 不 思 归 途 ；采 用 高 脚

结 构 的 木 屋 民 宿 ，在 保 留 黎 族 民 居

特 色 的 同 时 ，又 满 足 了 游 客 居 住 的

需 求 。 此 外 ，“ 五 里 路 ”还 推 出 了 萌

宠 互 动 区 、黎 家 叮 咚 、滚 铁 环 、蚯 蚓

饲 养 、垂 钓 、果 蔬 采 摘 、夜 观 萤 火 虫

等 多 项 活 动 。

“ 不 止 于 此 ，农 庄 附 近 还 种 有 近

千 株 龙 眼 树 、荔 枝 树 ，自 2019 年 推 出

认 养 活 动 以 来 ，受 到 了 不 少 企 业 及

市 民 的 青 睐 ，已 有 约 半 数 果 树 被 认

养 。 每 年 待 到 挂 果 时 ，大 家 相 邀 前

来 采 摘 体 验 ，共 同 分 享 收 获 的 喜

悦 。”符 小 芳 说 。

“五里路”走出致富路

一 片 茶 叶 ，成 就 一 个 产 业 ，也 造

福了一方百姓。“五里路”不仅推动了

旅游业与其他产业融合发展，而且与

农 户 增 收 致 富 相 结 合 。 在“ 五 里 路 ”

工作的农户工作岗位多样，收入不再

单一，月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2000 元

以上。农户们不仅种茶，还当起了茶

园 讲 解 员 、旅 游 特 产 销 售 员 、农 庄 餐

饮 服 务 员 、民 宿 客 房 服 务 员 等 。 从

2017 年 到 2020 年 2 月 ，“五 里 路 ”带 动

361 户 1211 人 脱 贫 ，从 2017 年 到 2021

年 年 底 ，产 业 分 红 累 计 340 万 元 。“ 五

里 路 ”接 连 荣 获“ 海 南 省 休 闲 农 业 示

范 点 ”“ 省 级 现 代 农 业 示 范 基 地 ”“ 全

国巾帼脱贫示范基地”等殊荣。

牙叉镇白沙村村民符春江曾是建

档立卡贫困户，她和三个孩子靠丈夫

在 外 打 工 过 活 ，收 入 极 不 稳 定 。 2016

年，她来到五里路茶园工作，由于勤劳

能干，很快成为采茶能手，升任班长，

去年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现在主管

茶叶加工。“如今，除了老公的收入以

外，家里的水田有收入、橡胶有收入，

还有农庄每月三四千元的乡村旅游收

入。”符春江说，去年攒够了钱盖了新

房，一家人过得越来越舒心。

“人生就是一个又一个‘五里路’走

出来的。”符小芳说，“奋斗之路永没有

终点，前头永远还有‘五里路’，我要带

着乡亲们一起走。下一步，‘五里路’

还将在亲子研学旅游、康养旅游方面

进行拓展，让乡村旅游更有品质！”

□ 朱文文 刘盼盼

鲜 红 喜 庆 的“ 草 莓 路 灯 ”、饱 含

创 意 的“ 草 莓 路 牌 ”、琳 琅 满 目 的 草

莓 主 题 乐 园 、科 技 感 十 足 的 草 莓 博

物 馆 …… 走 进 安 徽 省 合 肥 市 长 丰

县 ，宽 敞 洁 净 的 道 路 两 侧 ，一 排 排 整

齐 划 一 的 大 棚 内 弥 漫 着 草 莓 的 清

香 。 路 边 各 种 俏 皮 的“ 草 莓 ”元 素 随

处 可 见 ，令 人 置 身“ 草 莓 世 界 ”。

长 丰 县 被 誉 为“ 中 国 草 莓 之 都 ”。

近年来，长丰县立足资源禀赋，以实施

乡 村 振 兴 战 略 为 总 抓 手 ，不 断 深 化 农

旅融合，大力发展草莓产业，着力打造

“ 休 闲 采 摘 到 长 丰 ”文 旅 品 牌 ，建 设 了

一 批 具 有 地 方 特 色 的 乡 村 体 验 游 项

目 ，形 成 产 业 带 动 、文 化 引 领 、乡 村 旅

游辐射周边的乡村振兴格局，一幅“产

业 兴 、农 民 富 、乡 村 美 ”的 画 卷 正 铺 展

开来。

产业兴旺 乡村旅游添活力

“ 今 年 草 莓 大 丰 收 ，果 子 甜 ，销 路

特别好！”走进长丰县水湖镇蝶恋花草

莓园，草莓的香味扑面而来，草莓园老

板 蒋 秀 芝 笑 得 合 不 拢 嘴 。 在 她 身 后 ，

成 片 的 草 莓 大 棚 里 ，一 个 个 又 红 又 大

的 草 莓 在 绿 叶 的 映 衬 下 显 得 格 外 娇

艳，煞是诱人。

作 为 长 丰 县 较 早 一 批 种 植 草 莓 的

农 户 ，蒋 秀 芝 种 植 草 莓 已 经 20 多 年

了 。“ 以 前 在 外 打 工 ，挣 不 到 太 多 钱 。

结 婚 后 ，索 性 回 到 家 乡 跟 着 父 母 学 种

草 莓 。”那 时 的 蒋 秀 芝 怎 么 都 没 想 到 ，

自己的生活会因为一颗小小的草莓发

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最初的一两

亩地到现在的 100 多亩，蒋秀芝靠着种

草莓逐渐富裕起来。去年 11 月初草莓

上市至今，蒋秀芝的 100 多亩草莓园收

入已达 300 多万元。

草 莓 产 业 的 红 火 让 长 丰 乡 村 旅 游

越 来 越 火 。“ 最 近 ，每 到 周 末 来 采 摘 的

人 络 绎 不 绝 。 特 别 是‘ 三 八 节 ’那 天 ，

足 足 有 1500 多 游 客 。”面 对 激 增 的 游

客，蒋秀芝喜笑颜开。

在 蝶 恋 花 草 莓 园 西 南 侧 的 一 间 透

明 大 棚 内 ，有 不 少 采 摘 草 莓 的 游 客 。

与 传 统 草 莓 种 植 不 同 ，此 处 的 草 莓 采

用 超 高 垄 省 力 化 栽 培 ，草 莓 种 在 约 80

厘 米 高 的 地 垄 上 ，不 仅 可 以 提 升 草 莓

品质，还让管理和采摘变得更轻松。

“第 一 次 体 验 边 走 边 采 摘 ，没 有 满

地 的 泥 土 ，也 不 用 弯 腰 ，简 直 太 方 便

了 。”提 着 满 满 两 大 篮“ 战 果 ”，来 自 亳

州的范女士兴奋地说。

“ 小 草 莓 ”种 出“ 大 产 业 ”。 目 前 ，

长 丰 县 草 莓 种 植 面 积 达 到 21 万 亩 ，产

量 超 过 35 万 吨 ，辐 射 带 动 36 万 人 就

业 ，草 莓 产 业 形 成 了 覆 盖 研 发 、生 产 、

加 工 、包 装 、储 运 、销 售 的 全 产 业 链 服

务体系。

“ 全 县 农 民 收 入 中 近 一 半 来 自 草

莓经济。”长丰县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

李 峰 介 绍 ，草 莓 已 成 为 长 丰 县 农 民 致

富的“金果子”、乡村振兴的“大产业”、

乡村旅游的“新名片”。

品牌赋能 草莓飘香引客来

近 年 来 ，长 丰 县 以 内 引 外 拓 的 方

式 ，通 过 开 展 丰 富 多 彩 的 文 化 和 旅 游

节 庆 活 动 、创 新 多 元 的 文 化 和 旅 游 营

销 活 动 ，提 高 了 长 丰 草 莓 的 品 牌 影 响

力 和 长 丰 乡 村 旅 游 的 知 名 度 。“ 休 闲

采 摘 到 长 丰 ”品 牌 受 到 游 客 和 市 场 的

认 可 。

颁发长丰草莓“赛马”奖、开展“科

技强莓”战略签约、推出长丰草莓新品

种 、发 布 长 丰 文 化 旅 游 宣 传 口 号 及

Logo…… 在 今 年 3 月 举 办 的 长 丰 县 第

十 九 届 草 莓 文 化 旅 游 节 上 ，长 丰 县 以

“ 莓 ”为 媒 ，不 断 挖 掘 和 拓 展“ 长 丰 草

莓 ”文 化 内 涵 ，进 一 步 推 进 文 化 与 农

业 、文 化 与 旅 游 的 深 度 融 合 ，实 现“ 以

草 莓 为 媒 、以 节 庆 会 友 、兴 富 民 产 业 ”

的 目 标 ，为 推 进 乡 村 全 面 振 兴 注 入 新

动能。

依 托“ 草 莓 文 化 旅 游 节 ”IP 影 响

力 ，长 丰 县 采 用“ 互 联 网 + ”宣 传 推 广

方式，充分利用旅游节庆的聚集效应，

不 仅 带 动 了 草 莓 销 量 大 幅 提 升 ，也 带

火了周边的旅游景区。

走 进 长 丰 县 义 井 镇“水 韵 樱 田 ”樱

花基地，5000 亩樱花花开正盛，花团锦

簇绵延数公里。游客徜徉在浪漫的樱

花海中，或合影拍照，或闭眼闻香。微

风 袭 来 ，花 瓣 飞 舞 ，花 香 扑 面 ，构 成 了

一幅人在画中游的田园画卷。

义 井 镇 副 镇 长 顾 晓 祥 表 示 ，草 莓

文化旅游节为义井镇乡村旅游发展带

来了活力和充足客源，到长丰摘草莓、

赏樱花成为不少市民游客周末放松身

心的选择。

搭 好 文 化 台 ，唱 好 经 济 戏 。 为 进

一步提升长丰旅游的知名度、美誉度，

近 年 来 ，长 丰 县 相 继 开 展“ 莓 ”好 长 丰

迎 客 来 、“ 莓 ”好 长 丰 草 莓 采 摘 自 驾 游

等 系 列 文 化 和 旅 游 活 动 ，还 举 办 了 长

丰 县 农 民 丰 收 节 、桃 花 节 、樱 花 节 、龙

虾文化旅游节等节庆活动。

李 峰 介 绍 ，下 一 步 ，长 丰 县 将 充 分

发挥节庆活动对区域经济和产业的带

动作用，以旅促农、以旅助农，唱响“休

闲 采 摘 到 长 丰 ”品 牌 ，打 造“ 一 镇 一 业

一特色”“一村一品一亮点”，让长丰县

乡村振兴“有格局”“有特点”“有内容”

“有品质”。

农旅融合 托起群众致富梦

乡 村 振 兴 ，产 业 振 兴 是 关 键 ，群 众

生 活 富 裕 是 根 本 。“ 草 莓 经 济 ”不 仅 让

种 植 户 们 尝 到 甜 头 ，也 带 动 长 丰 休 闲

农家乐产业红火起来。

位 于 长 丰 县 岗 集 镇 的 北 城 生 态 养

生 庄 园 内 ，57 岁 的 农 家 乐 老 板 张 文 庆

最近忙得不亦乐乎。“一到周末庄园就

全 面 爆 满 ，食 客 都 是 来 采 摘 草 莓 和 赏

花 的 游 客 ，现 在 预 订 吃 农 家 菜 的 游 客

已经排到了 4 月中旬。”

2012 年 ，祖 籍 滁 州 定 远 的 张 文 庆

经 朋 友 介 绍 第 一 次 来 到 长 丰 ，一 眼 便

爱 上 了 这 里 。“ 长 丰 乡 村 风 景 好 ，离 市

区又近，草莓品牌更是全国知名，在这

开间农家乐生意一定好！”

出 于 对“长 丰 草 莓 ”品 牌 价 值 的 认

可和对未来乡村旅游发展的信心，张文

庆 成 为 长 丰 最 早 一 批 吃 上“ 螃 蟹 ”的

人 。 10 余 年 间 ，张 文 庆 的 农 家 乐 已 发

展成为占地 200 多亩，集餐饮、采摘、垂

钓、赏花、团队拓展于一体的大型田园

综合体。靠着热情待客、细心服务，赢

得了客人的肯定，他的农家乐生意日渐

红火，最多一天接待游客近千人次，去

年 全 年 ，他 的 农 家 乐 接 待 游 客 10 万 人

次、收入近 500 万元。

近 年 来 ，随 着 草 莓 产 业 的 规 模 化 、

品 牌 化 发 展 ，长 丰 乡 村 旅 游 进 入 了 发

展 快 车 道 。 一 拨 又 一 拨 的 采 摘 游 客 ，

让张文庆忙得不可开交。“我在农家乐

周 边 承 包 了 40 亩 土 地 种 植 草 莓 ，靠 着

自 家 农 庄 引 流 ，去 年 采 摘 收 入 七 八 十

万元。”

在 长 丰 县 ，因 为 草 莓 致 富 的 不 仅

只 有 张 文 庆 。 李 峰 介 绍 ，今 年 长 丰 莓

农 又 喜 获 大 丰 收 ，鲜 果 销 售 价 格 创 历

史 新 高 ，亩 均 效 益 达 4 万 元 ，长 丰 草 莓

总产值和品牌价值预计都将突破百亿

元 大 关 ，草 莓 已 发 展 成 为 长 丰 农 民 增

收的主导产业。

一 颗 颗 草 莓 ，串 起 一 个 个 村 民 的

致富梦。长丰县依托雄厚的草莓产业

基 础 ，正 逐 步 构 建“ 草 莓 +旅 游 、科 技 、

创 意 ”的“ 草 莓 +”产 业 体 系 ，让 小 草 莓

撬 动 更 长 产 业 链 ，带 动 更 多 农 户 享 受

“莓好生活”。

李 峰 表 示 ，下 一 步 ，长 丰 县 将 深 度

挖 掘 文 旅 资 源 ，全 面 推 进 一 二 三 产 融

合发展，进一步优化产业布局体系，积

极培育文化和旅游经济增长点，同时，

加 强 区 域 协 作 ，提 高 文 化 和 旅 游 产 业

发 展 活 力 ，重 点 推 出 一 批 乡 村 旅 游 示

范 项 目 ，将 长 丰“ 中 国 草 莓 之 都 ”金 名

片推向全国。

余东村一景 沟溪乡政府党建工作办公室 供图

安徽长丰县：“草莓之都”彰显旅游活力

好景好茶成就“五里路”

3 月，四川省成都市崇州市白头镇五星村油菜花盛开，民宿、农家乐吸

引了大量游客前来游玩。近年来，五星村以“花”为媒，打造集农林、旅游、

林盘文化、康养、娱乐、餐饮等于一体的乡村旅游特色村，扩宽了村民的就

业渠道，也为游客提供了休闲娱乐的好去处。 刘国兴 摄

油菜花开五星村
以花为媒引客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