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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金枝

走 进 庆 成 楼 参 观 客 家 家 训 ，感 受

客 家 土 楼 家 训 文 化 精 华 ；深 入 土 楼 参

与 书 法 等 研 学 体 验 ，在 世 遗 土 楼 中 书

写 家 国 情 怀 …… 盛 夏 时 节 ，福 建 省 龙

岩市永定区各大景区景点人流络绎不

绝 ，成 为 永 定 乡 村 旅 游 一 道 亮 丽 的 风

景线。

永 定 区 是 著 名 土 楼 之 乡 。 近 年

来 ，永 定 区 积 极 推 动 文 化 和 旅 游 深 度

融合，大力实施“文化进土楼”工程，通

过 挖 掘 内 涵 、打 造 文 化 场 馆 ，创 新 产

品 、丰 富 游 览 业 态 ，开 展 研 学 体 验 、带

动 当 地 村 民 致 富 等 方 式 ，积 极 推 动 土

楼 保 护 与 传 承 ，吸 引 众 多 省 内 外 游 客

走进永定，领略客家文化的深厚底蕴，

感 受 浓 郁 的 土 楼 民 俗 风 情 ，让 永 定 土

楼 这 颗 千 年 明 珠 更 加 璀 璨 ，让 这 里 的

乡村绽放更加迷人的光彩。

创新保护 让古建活起来

“ 百 善 孝 为 本 ，先 知 敬 爷 娘 。”“ 逢

人 开 口 笑 ，邻 里 互 相 帮 。”“ 忠 孝 传 家

国, 诗 书 教 子 孙 。”走 进 位 于 永 定 区 湖

坑 镇 洪 坑 村 庆 成 楼 的 永 定 客 家 家 训

馆 ，这 里 展 陈 的 楹 联 、书 法 作 品 等 ，讲

述 的 都 是 客 家 祖 训 家 规 ，引 来 众 多 游

客啧啧称赞。

数 百 年 来 ，客 家 先 人 把 祖 训 家 规

记 入 族 谱 ，写 在 门 楼 厅 堂 、宗 祠 墙 壁

上 ，成 为 客 家 人 创 业 持 家 的 座 右 铭 。

2014 年 ，永 定 区 在 近 百 年 历 史 的 庆 成

楼里，创立了全国首家客家家训馆，分

为客家源流、家训家规、楹联匾额等 10

个部分，通过图片、文字、书法等形式，

展 陈 了 永 定 60 个 姓 氏 的 祖 训 家 规 ，内

容 涵 盖 了“ 孝 悌 忠 信 礼 义 廉 耻 ”等 方

面，展示了客家土楼家训文化精华。

据 了 解 ，永 定 区 现 存 土 楼 2.3 万 余

座 ，分 布 在 全 区 24 个 乡 镇 ，已 经 形 成

景点的土楼聚集区有高头镇高北村土

楼群、湖坑镇洪坑村土楼群、下洋镇初

溪 村 土 楼 群 等 。 这 些 土 楼 中 ，有 10 座

是 全 国 重 点 文 物 保 护 单 位 ，13 座 是 省

级文物保护单位。

“近 年 来 ，永 定 积 极 创 新 土 楼 保 护

模式，按照‘一楼一景致、一楼一特色、

一 楼 一 主 题 ’的 理 念 ，投 入 约 1 亿 元 ，

利用文物建筑，建造、改造了庆成楼客

家家训馆、振福楼客家家风楼、光裕楼

客 家 婚 庆 馆 等 场 所 ，让 更 多 游 客 了 解

永定传统非遗艺术以及独特的客家文

化。”福建省客家文化旅游集团董事长

张开梅说。

走 近 位 于 湖 坑 镇 西 片 村 的 省 级 文

物保护单位振福楼，率先映入眼帘的是

“凤起丹山秀，蛟腾碧水环”门联。该楼

是 1913 年由经营条丝烟成为富翁的苏

振太动工兴建的，融合了近代西方建筑

艺术和中国园林艺术，是世界文化遗产

本体土楼，被称为“土楼公主”。

2018 年 ，永 定 将 振 福 楼 修 缮、改 造

成为客家家风楼。其中，一楼展陈“客

家 好 家 风 ”，以 客 家 家 风 世 代 传 为 主

题 ，讲 述 了 41 个 家 风 故 事 ；二 楼 展 陈

“ 中 华 好 家 风 ”，以 中 华 好 家 风 世 代 传

为 主 题 ，讲 述 了 45 个 家 风 故 事 。 该 楼

2018 年 开 放 以 来 ，截 至 目 前 累 计 接 待

游 客 12 万 人 次 ，成 为 阐 释 中 华 传 统 文

化中的慈孝、忠诚，开展家风教育的好

场所。

“家 风 是 每 个 人 成 长 的 精 神 足 印 ，

能 够 在 世 界 文 化 遗 产 福 建 土 楼 里 ，让

儿子接受客家家风以及中华好家风的

熏 陶 ，这 次 体 验 之 旅 物 超 所 值 。”江 西

游客陈先生激动地说。

完善产品 让体验好起来

古 典 舞《天 涯》舞 姿 灵 动 缥 缈 ，击

鼓 传 福 互 动 体 验 气 氛 热 烈 ，绚 丽 夺 目

的 烟 火 秀 ……8 月 7 日 晚 ，《天 涯 共 此

楼》沉 浸 式 剧 场 在 洪 坑 村 的 环 兴 楼 火

热 上 演 ，吸 引 了 众 多 市 民 和 游 客 参 与

体 验 。 据 悉 ，这 是 永 定 区 通 过 数 字 文

创 赋 能 世 界 文 化 遗 产 ，推 动 永 定 土 楼

活化利用、助推乡村振兴的结果。

“ 永 定 客 家 人 传 承 了 丰 富 的 客 家

文化和千姿百态的民俗风情。在保护

好 文 物 建 筑 的 同 时 ，如 何 创 新 旅 游 产

品 ，让 游 览 体 验‘ 火 ’起 来 是 近 年 来 我

们着力解决的问题。”福建省客家土楼

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市场总监李长流介

绍 ，近 年 来 ，永 定 区 通 过 数 字 文 创 赋

能、推进‘非遗进土楼’工程等方式，打

造 了 一 系 列 沉 浸 式 文 旅 项 目 ，不 断 丰

富旅游产品，增强游客互动体验。

夜 幕 降 临 ，在 洪 坑 村 振 成 楼 ，以

《梦回土楼》为主题的 3D 全息投影，生

动 还 原 了 客 家 人 南 迁 的 历 史 文 化 背

景，吸引了众多游客驻足观看。

3D 全 息 投 影 是 洪 坑 村“ 梦 境 土

楼 ”沉 浸 式 文 旅 夜 游 项 目 之 一 。“ 为 了

让 游 客 充 分 领 略 土 楼 魅 力 ，永 定 采 用

了‘ 文 化 故 事 +全 息 演 艺 +交 互 体 验 +

艺术光影’的方式，打造了‘梦境土楼’

夜 游 项 目 ，包 括 6 个 重 点 沉 浸 式 互 动

区 。 还 重 点 打 造 了 福 建 土 楼 风 情 街 、

游客服务中心、景区步道、一河两岸及

15 座重点楼院基础灯光夜景和主体亮

化工程，让洪坑村的夜晚亮起来，夜间

消费火起来。”李长流说。

2021 年 12 月 ，永 定 区 与 腾 讯 公 司

达成战略合作，发布了《天涯明月刀》沉

浸式文旅体验项目。“项目是推进‘非世

遗’土楼资源整合、资本导入、资产转化

的创新性探索。目前，《天涯共此楼》沉

浸式剧场已于 7 月 22 日开始上演，每周

3 天演出 6 场。夜游土楼、体验非遗、入

住 华 服 国 风 主 题 民 宿 等 ，‘ 土 楼 +电 竞

赛 事 +沉 浸 式 体 验 +度 假 民 宿 ’新 品 也

将陆续陆和游客见面。”该项目相关负

责人介绍。

“ 据 统 计 ，2021 年 ，永 定 土 楼 景 区

接 待 游 客 人 数 460 万 余 人 次 。 今 年 暑

期 ，景 区 接 待 人 次 有 望 恢 复 至 2019 年

同期的 65%以上。”张开梅说。

多方合力 让村民富起来

7 月 24 日 ，洪 坑 村 迎 来 了 一 群 特

殊 的 小 朋 友 ，他 们 是 土 楼 风 情 书 法 夏

令营的成员们。

不 止 他 们 ，炎 炎 夏 日 ，永 定 土 楼 景

区掀起了一波波研学旅游热潮。为了

吸引更多学子体验文物建筑的独特魅

力 ，永 定 土 楼 景 区 策 划 了 探 访 客 家 家

训 馆 学 习 土 楼 楹 联 、夯 筑 土 楼 技 术 体

验等一批研学体验项目，推出了“耕读

传 家 ”“ 弘 扬 客 家 文 化 ”“ 探 秘 世 遗 土

楼”等研学之旅精品线路，吸引了众多

青年学子。“据不完全统计，2021 年，永

定 吸 引 了 5 万 人 次 中 小 学 生 前 来 体

验 。 今 年 1 月 至 7 月 ，累 计 2 万 人 次 中

小学生在永定开启研学之旅。”福建省

客家土楼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洪坑土楼

景区经理苏雪珍说。

与 此 同 时 ，永 定 区 还 依 托 文 物 建

筑 ，积 极 吸 引 社 会 资 本 ，建 设 农 家 乐 、

民 宿 等 旅 游 休 闲 服 务 场 所 。 其 中 ，在

南 江 村 、洪 坑 村 ，就 相 继 改 造 了 读 旅·

朝 阳 楼 、读 旅·东 昌 楼 、读 旅·书 苑 、读

旅·升恒楼等高端民宿，不断满足游客

的住宿需求。

“这座 300 岁的长形土楼改造前已

经 濒 临 破 败 ，有 一 侧 房 屋 已 经 倒 塌 。”

在 湖 坑 镇 南 江 村 的 朝 阳 楼 前 ，福 建 土

楼沟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兼

总经理李联铭介绍，为了让土楼重生，

村 里 引 进 厦 门 读 旅 集 团 ，对 朝 阳 楼 进

行 保 护 性 修 复 。 通 过 打 造 高 端 民 宿 ，

进 一 步 丰 富 南 江 村 旅 游 业 态 ，延 长 乡

村旅游产业链。

走 进 朝 阳 楼 ，只 见 那 些 历 史 久 远

的 垂 柱 花 篮 、镂 空 花 窗 等 土 楼 元 素 原

汁 原 味 保 留 着 ，为 了 让 游 客 住 得 更 舒

适 ，原 来 的 几 十 个 房 间“ 变 身 ”为 6 间

客 房 ，老 土 楼 成 了“ 香 饽 饽 ”。“ 这 里 的

民宿每间客房门市价为 800—1200 元，

周末、节假日还要翻一番，平时入住要

提前半个月预订。”李联铭说。

民 宿 开 发 也 带 动 了 当 地 村 民 增

收。如今，南江村村民的收入来源有 3

种：一是出租土楼或土地流转的租金，

二 是 到 民 宿 打 工 的 收 入 ，三 是 当 地 旅

游 项 目 的 总 体 盈 利 分 红 。 2021 年 ，村

民 人 均 收 入 接 近 2.5 万 元 。 外 出 务 工

人 员 纷 纷 回 乡 就 业 ，乡 村 旅 游 从 业 人

员超过 300 人。

“这座享有‘土楼王子’美誉的振成

楼，是我生长的地方……”近日，在洪坑

村 振 成 楼 里 ，71 岁 高 龄 的 林 日 耕 正 热

情地为游客介绍客家土楼。从 1984 年

从 事 导 游 工 作 以 来 ，他 已 经 做 了 30 多

年 的 讲 解 ，接 待 游 客 数 超 过 100 万 人

次，大家都亲切地称他为“阿耕”。

“土 楼 是 老 祖 宗 留 下 来 的 遗 产 ，依

托 土 楼 ，当 地 村 民 吃 上 了‘ 旅 游 饭 ’。

我 们 一 定 要 把 它 守 护 、传 承 好 。”林 日

耕 感 慨 地 说 。 如 今 ，在 外 当 教 师 的 儿

子、儿媳妇都回来当导游了，女儿女婿

也 回 来 办 起 了 农 家 乐 ，全 家 都 吃 上 了

“旅游饭”，日子越过越幸福。

古建筑活化 乡村游添彩

依托土楼 村民吃上“旅游饭”

□ 本报记者 任丽

“玩”泼水大战、“食”山野小院烧

烤 趴 、“ 做 ”创 意 亲 子 手 工 、“ 赏 ”古 韵

唐村美景、“住”艺术之所诗唐宿集民

宿 …… 暑 期 ，秦 岭 终 南 山 脚 下 的 长 安

唐 村 带 给 市 民 和 游 客 许 多 惊 喜 。 在

经 过 4 年 多 的 实 践 后 ，长 安 唐 村 的 文

化 特 色 更 鲜 明 、旅 游 业 态 更 丰 富 ，村

里 环 境 美 、生 活 更 美 ，成 为 西 安 及 周

边市民游客休闲的好去处。

“三链重构”复活古寨

传 统 村 落 历 经 沧 桑 ，凝 聚 着 厚 重

的地方文化，在业者的精心设计下，成

为游客寄托乡愁、怀古思人、亲近自然

的一方天地。长安唐村是依托西安市

长安区王曲街道南堡寨村搬迁以后的

旧址开发建设的农文旅融合项目。该

村 有 记 载 的 历 史 可 追 溯 至 清 嘉 庆 年

间 ，是 一 处 典 型 的 关 中 农 耕 古 村 落 。

村子位于 30 余米高的台原之上，村民

生产生活极为不便 ，因而整村搬迁至

原下，老村被废弃。2017 年，当地政府

引入社会资本 ，启动长安唐村文旅项

目，废弃的老村迎来新生。

传 统 村 落 的 复 活 ，先 从 文 化 传 承

开始。村中的道路被修复 ，每一户老

宅、每一棵老树、每一口老井都被精心

标 注 ，在 修 复 中 留 住 乡 村 文 明 的 根 。

旅 游 是 发 挥 传 统 村 落 价 值 的 手 段 之

一。王曲街道办事处藏龙寨村村委会

相关负责人介绍 ，长安唐村项目改善

了村里的基础设施，引来游客，增加了

农民收入。至今 ，长安唐村文旅项目

已经为村民们提供了 330 个就业岗位。

“ 要 让 村 庄 和 田 园 重 新 复 活 ，让

农 耕 文 明 得 以 传 承 。”长 安 唐 村 文 旅

项目投 资 方 、天 朗 控 股 集 团 董 事 长 孙

茵 介 绍 ，在 长 安 唐 村 建 设 中 ，他 们 着

眼于产业升级，坚持产业链、价值链、

供应链“三链重构”，依托地域资源优

势 ，推 动“ 农 文 旅 康 ”融 合 发 展 ，发 掘

长安唐村的农业农村生态、柳青精神

文 化 等 各 类 资 源 ，打 造 了 休 闲 农 业 、

乡 村 旅 游 、餐 饮 民 宿 、创 意 农 业 农 耕

体 验 、研 学 培 训 等 综 合 业 态 ，众 多 创

新创意项目相继落地 ，提升农文旅产

业聚合力。

如 今 ，长 安 唐 村 修 建 了 两 大 无 动

力 乐 园 、三 大 主 题 市 集 、18 家 精 致 小

铺 和 数 十 个 旅 拍 打 卡 点 位 等 。 2020

年 ，南堡寨村被评为全国乡村旅游重

点村，年均吸引游客 100 多万人次。

文旅结伴暑期热潮

有 游 客 说 ，长 安 唐 村 就 像 是 一 座

“农业公园”。长安唐村营销总监赵璐

介绍，区别于一般的农家乐、乡村游览

点和农村民俗观赏园 ，长安唐村是现

代农业乡村旅游综合体 ，以生活区域

为核心，包含园林化的乡村景观、生态

化的郊野田园、景观化的农耕文化、产

业化的组织形式、现代化的农业生产，

更能体现和谐发展模式、浪漫主义色

彩、简约生活理念和返璞归真追求。

暑 期 ，很 多 孩 子 在 村 里 体 验 插

秧 ，在 水 田 泥 塘 里 自 由 玩 耍 ，追 着 白

鹭 野 鸡 奔 跑 …… 这 里 承 载 着 孩 子 们

记忆中快乐的童年 ，也为乡村旅游增

添了“暑”不尽的精彩。

家 长 袁 宁 说 ：“ 趣 味 插 秧 活 动 ，让

孩子在劳动中懂得粒粒皆辛苦 ，在自

然中感受万物蓬勃生长 ，劳作玩闹后

欣赏整齐的青青稻秧 ，是最有收获的

暑期生活。”

除 了 满 足 亲 子 游 家 庭 ，该 村 还 推

出 了 3 天 2 夜 国 潮 风 非 遗 主 题 夏 令

营。“我们以家乡为地图，带孩子们感

受家乡的历史和文化 ，尤其突出学与

玩并行 ，每个非遗主题都会请到一位

非遗传承人为孩子们讲解、展示手艺，

孩子们独立完成非遗作品。”赵璐说。

盛 夏 ，十 里 水 乡 稻 香 渔 歌 、南 堡

古 寨 静 谧 悠 然 、终 南 青 山 苍 翠 雄 伟 。

在 长 安 唐 村 ，文 化 传 承 和 生 态 平 衡 ，

人与自然构成一幅和谐的景象。

耕读生活圆梦乡愁

从 传 统 村 落 到 乡 村 旅 游 示 范 点 ，

长 安 唐 村 凭 借“ 望 得 见 秦 岭 ，看 得 见

乡村，记得住乡愁”，成为市民和游客

体验民宿微度假的首选地。

走 进 长 安 唐 村 ，散 落 在 古 寨 中 的

精致小铺 ，可以满足人们对于烟火原

乡 的 所 有 想 象 。 不 管 是 有 地 方 特 色

的 凉 皮 夹 馍 、羊 血 饸 饹 ，还 是 唐 果 子

中式点心等精致的现代美食 ，甚至是

泡 泡 油 糕 、烙 油 饼 这 样 的 街 边 小 食 ，

村里应有尽有。

与 此 同 时 ，“ 花 开 深 处 有 人 家 ”的

诗 唐 花 朝 艺 术 民 宿 、“ 终 南 竹 影 入 晴

川 ”的 初 晴 山 房 、“ 半 是 烟 云 半 青 山 ”

的半入山、“云间树色千满花”的浮云

川……原本闲置的民居被“激活”，形

成了设计感十足的民宿集群 ，吸引了

众 多 游 客 。 据 统 计 ，暑 假 期 间 ，非 周

末游客达 300 多人次。

诗 唐 花 朝 艺 术 民 宿 是 在 老 宅 基

础 上 改 造 而 成 的 。 该 民 宿 相 关 负 责

人介绍 ，这里房间布局设置质朴中带

有 古 典 韵 味 ，精 致 中 又 不 失 烟 火 气 ，

好似展开了一幅耕读生活图卷。

站 在 半 入 山 民 宿 的 庭 院 中 ，可 看

到 青 翠 巍 峨 的 终 南 山 。 前 来 避 暑 的

西 安 游 客 田 女 士 说 ：“ 住 在 这 样 的 民

宿 里 ，日 出 观 仙 境 ，日 暮 闻 饭 香 。 房

间内 ，复古的收纳盒里洗漱用品均为

单独包装 ，每一次更换都会经过层层

消 毒 ，用 来 喝 水 的 水 晶 杯 干 净 清 透 ，

让旅居时光变得更加诗意美好。”

“ 传 统 不 是 束 缚 的 借 口 而 应 成 为

突破的动力 ，这是我在长安唐村的新

体会。”在旅游行业工作多年的游客高

大美认为，对于年轻人来说，有一个地

方能够拾回被遗忘的文化和传统 ，真

的太重要了。乡村旅游项目将新活力

与老传统恰到好处地融合 ，让乡村生

活充满趣味又富足 ，这正是乡村振兴

的意义所在。

废弃古寨变身 数不尽的精彩

“土楼走古事”行走式沉浸演艺在振成楼火热上演 福建永定土楼景区 供图

□ 倪怡雯

文 物 建 筑 是 一 座 城 市 亮 眼 的 文 化

符 号 。 上 海 文 物 建 筑 数 量 众 多 、分 布

广泛，如何利用社会和市场的力量，加

强保护和利用，让它们焕发新活力，上

海 浦 东 的 第 一 网 红 咖 啡 店—— 一 尺 花

园（陶家宅店）给出了这样的答案。

一 尺 花 园（陶 家 宅 店）位 于 浦 东 新

区川沙镇，由有着 100 多年历史的文物

保护建筑陶家宅改建而成。这里曾是

清 末 儒 商 陶 长 青 的 故 居 ，始 建 于 1908

年 ，是 典 型 的 海 派 四 合 院 建 筑 。 随 着

陶 氏 家 道 衰 落 和 后 代 迁 移 ，这 栋 百 年

大宅逐渐荒凉破旧。

为了赓续城市文脉、实现社区功能

更新，2000 年，中邦集团出资对陶家宅

进行修缮，先是在原有基础上将其改造

成一尺花园民宿，后经过多年复建、修

葺，逐步将其变为一个集咖啡、下午茶、

西餐、展览于一身的文化艺术空间，成

为上海市民游客争相打卡的网红地。

走 进 一 尺 花 园（陶 家 宅 店），映 入

眼帘的是随处可见的绿植和露天玻璃

房。白墙黑瓦、庭院深深，古树遮天蔽

日，浓郁的咖啡香让老宅绽放新颜。

循 着 咖 啡 的 香 气 走 进 室 内 ，咖 啡

师 们 正 在 制 作 拉 花 ，游 客 三 三 两 两 坐

在 沿 河 古 宅 中 ，品 尝 自 带 微 凉 海 风 气

息的“湖岸咖啡”……

一 尺 之 间 文 化 传 播 公 司 副 总 裁 张

梦 翔 说 ：“ 我 们 这 里 有 许 多 创 新 产 品 ，

比 如 这 道‘ 湖 岸 咖 啡 ’，就 是 由 威 海 一

尺 花 园 团 队 结 合 当 地 食 材 推 出 的 新

品 ，深 受 客 人 喜 爱 。 我 们 希 望 游 客 在

品 尝 咖 啡 的 同 时 放 松 下 来 ，享 受 片 刻

宁静。”

为 了 将 原 本 有 些 沉 闷 的 百 年 老

宅，变身以咖啡为主的时尚生活秀，改

造设计时颇费工夫。

张 梦 翔 说 ：“ 最 初 设 计 时 ，我 们 在

中 庭 做 了 一 个 玻 璃 花 房 ，里 面 摆 满 了

绿 植 ，这 就 相 当 于 给 老 宅 装 了 一 个

‘肺’，它是有生命气息的。再看吧台，

这 里 相 当 于 老 宅 的 心 脏 ，咖 啡 机 的 操

作 声 打 破 沉 闷 ，给 老 宅 增 添 了 几 分 活

力。室外的帐篷象征着‘慢生活’。”

这座百年老宅中的咖啡店，近年来

一直在大众点评中稳居浦东地区热门

咖啡馆之首。一尺之间文化传播公司

创始人禇玉玺说：“人生来就是与自然

亲近的，如今快节奏的生活让都市人对

自然的渴望更为强烈。我们希望大隐

隐于市的一尺花园，可以成为他们忙里

偷得半日闲的心灵憩所，成为点亮城市

的新星之光。”

作 为 上 海 自 创 的 海 派 咖 啡 店 品

牌 ，一 尺 花 园 已 有 18 家 门 店 ，很 多 开

在老宅里。当被问及为何会对老宅情

有独钟时，褚玉玺说：“其实刚开始，我

们并没有特地去寻找老宅。一次机缘

巧 合 ，我 们 走 进 了 陶 家 宅 ，试 水 成 功

后 ，我 们 发 现 咖 啡 是 一 个 让 年 轻 人 走

入 老 建 筑 去 了 解 文 化 历 史 的 切 入 点 。

因 此 ，我 们 希 望 在 上 海 挖 掘 更 多 的 宝

藏之地，并通过我们所擅长的方式，将

它们更好地展现出来。”

作 为 沪 上 当 红 咖 啡 馆 ，一 尺 花 园

（陶家宅店）走出了一条让古宅换新颜

的成功之路。

近日，国家文物局印发

了《关 于 鼓 励 和 支 持 社 会

力 量 参 与 文 物 建 筑 保 护 利

用 的 意 见》（以 下 简 称《意

见》），明 确 社 会 力 量 可 以

通 过 多 种 方 式 参 与 文 物 建

筑 保 护 利 用 ，包 括 利 用 文

物 建 筑 开 设 博 物 馆 、陈 列

馆 、艺 术 馆 、农 村 书 屋 、乡

土 文 化 馆 和 专 题 文 化 活 动

中 心 等 公 共 文 化 场 所 ，也

可 以 开 办 民 宿 、客 栈 、茶 社

等旅游休闲服务场所。

很 多 文 物 建 筑 分 布 在

乡 村 ，《意 见》的 出 台 在 业

界 人 士 看 来 让 乡 村 旅 游 有

了 更 多 讲 故 事 的 空 间 。 事

实 上 ，如 何 在 保 护 的 基 础

上 ，对 文 物 建 筑“ 修 旧 如

旧 ”有 效 开 发 ，各 地 文 旅 人

已经在探索——

一尺花园“慢生活” 老宅飘满咖啡香

亲子家庭在长安唐村田间体验农趣 长安唐村 供图

由古宅改建，位于苏州昆山千灯镇的一尺花园(歇马桥店)

一尺之间文化传播公司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