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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 进 寿 宁 县 南 阳 镇 含 溪 村 ，立 面

改造正在紧锣密鼓施工中。这是含溪

村 建 设 金 牌 旅 游 村 的 重 点 项 目 之 一 ，

旨在展现传统古村落的独特魅力。

含 溪 村 驻 村 第 一 书 记 杨 龙 贺 介

绍 ，今 年 以 来 ，含 溪 村 充 分 做 好“ 红

色 + 绿 色 + 古 色 ”三 色 融 合 文 章 ，重 点

打造以“碑、亭、馆、厝、洞”为核心的红

色 资 源 群 落 ，同 时 培 育 民 宿 、露 营 地 、

农家乐、茶研工坊等旅游业态，努力将

含溪村打造为闽东有影响力的红色旅

游目的地。

在 宁 德 市 金 牌 旅 游 村 项 目 集 中 开

工开业启动仪式现场，宁德市推出了 9

条“ 周 末 趣 玩·每 周 一 线 ”周 末 微 旅 游

精品线路。“我们期望让更多的市民游

客 走 进 宁 德 ，在 山 水 间 探 寻 避 暑 秘

境。”宁德市文化和旅游局资源开发科

科长陈扬州说。

仲 夏 时 节 ，走 进 位 于 福 建 闽 东 与

浙 西 交 界 处 的 寿 宁 县 下 党 乡 ，只 见 这

里 青 山 如 黛 ，一 栋 栋 乌 瓦 黄 墙 的 古 民

居 错 落 有 致 ，游 客 欢 声 笑 语 不 绝 于

耳 。 近 年 来 ，下 党 乡 以“ 下 党 的 力 道 ”

打造“下乡的味道”，修建提升“下乡的

味道”一条街，建设难忘下党主题展新

馆，修缮党群连心路，组建“难忘下党”

研学合作联社，实施老屋盘活计划，建

设了一批特色民宿、业态，引进了寿宁

八 大 干 、乡 村 画 廊 、乌 金 陶 技 艺 传 习

所、75 号直播间等旅游新业态，不断讲

好“下党故事”。

“下 一 步 ，我 们 将 利 用 金 牌 旅 游 村

建设资金，把下党古村的栈道、夜景拓

展到新村，实施村庄靓化美化工程，配

套建设景观公园、旅游公厕，把下党村

打造成为‘幸福家园’。”寿宁县下党乡

乡长吴德说。

乡 村 旅 游 要 发 展 ，人 才 是 关 键 。

霍 立 昀 介 绍 ，宁 德 市 将 聘 请 省 、市 高

校 、旅 游 企 业 、行 业 协 会 的 教 授 、管 理

人 员 组 成 金 牌 旅 游 村 专 家 智 库 ，对 金

牌旅游村的规划设计、业态培育、产品

开 发 、验 收 管 理 等 方 面 提 供 全 过 程 的

智 力 支 持 和 指 导 。 同 时 ，制 定 出 台 金

牌旅游村讲解员培训计划，培育 100 名

金 牌 旅 游 村 讲 解 员 ，不 断 壮 大 乡 村 旅

游 人 才 队 伍 ，为 做 大 做 强 做 优 金 牌 旅

游村提供人才支撑。

霍 立 昀 表 示 ，下 一 步 ，宁 德 市 将 在

沿 福 建 G228 滨 海 风 景 道 等“ 六 沿 ”重

点 布 局 旅 游 产 品 和 线 路 ，力 争 通 过 百

个金牌旅游村建设，每个县（市、区）都

打 造 一 批 金 牌 线 路 。 在 此 基 础 上 ，全

市因地制宜培育一批让游客‘住得下、

玩得好’的乡村旅游产品，形成野奢探

秘 、茶 乡 休 闲 、红 色 研 学 、山 海 行 摄 等

10 条“ 两 天 一 夜 ”微 旅 游 精 品 线 路 ，推

动全市乡村在“品质、内容、品牌”上提

质 增 效 ，不 断 打 响 宁 德 市 乡 村 旅 游 品

牌 ，让 乡 村 旅 游 成 为 宁 德 市 乡 村 振 兴

的重要支撑。

宁德：百个“金牌”带动乡村旅游蝶变

近日，福建省宁德市金牌

旅 游 村 项 目 集 中 开 工 开 业 仪

式在屏南县寿山乡举办，掀起

了 宁 德 金 牌 旅 游 村 的 建 设 热

潮 。 此 次 纳 入 首 批 集 中 开 工

的 金 牌 旅 游 村 有 42 个 ，集 中

开 工 建 设 项 目 283 个 ，年 度 投

资 5.52 亿元。

近 年 来 ，宁 德 市 以 打 造

100 个 金 牌 旅 游 村 为 着 力 点 ，

坚 持“ 一 体 统 筹 、协 作 推 动 ”，

不 断 创 新 乡 村 旅 游 的 融 资 模

式、建设模式、发展模式，积极

推动乡村旅游“化蛹蝶变”，着

力打造乡村旅游宁德样板，走

好闽东特色乡村振兴之路，助

力构建全域旅游新格局。

“要按照成熟一个、开工一个、串点

成线、以点成面的要求，一体统筹、协作

推动，创新乡村旅游发展在融资、政企

合作等方面的建设模式，引导撬动社会

资 本 赋 能 乡 村 旅 游 发 展 。”今 年 3 月 9

日 ，第 五 届 宁 德 市 委 常 委 会 第 25 次 会

议对金牌旅游村建设提出了新要求。

宁 德 市 拥 有“山 海 川 岛 湖 林 洞 ”为

一 体 的 旅 游 资 源 。 为 了 壮 大 文 旅 经

济 ，2021 年 9 月 ，宁 德 市 第 五 次 代 表 大

会 提 出 ，要 以 打 造 金 牌 旅 游 村 作 为 发

展 文 旅 经 济 的 着 力 点 ，大 力 发 展 旅 游

业 ，争 取 到 2023 年 培 育 100 个 左 右 各

具 特 色 的 金 牌 旅 游 村 ，推 出 10 条 串 联

山 海 的 精 品 旅 游 线 ，打 造 全 国 知 名 的

山海休闲旅游度假目的地。

想 要 完 成 培 育 百 个 金 牌 旅 游 村 的

目 标 ，宁 德 面 对 的 最 大 问 题 是 资 金 。

钱 从 哪 里 来 ？ 为 了 解 决 资 金 问 题 ，宁

德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部署推动，并

多 次 召 开 专 题 会 议 ，确 保 金 牌 旅 游 村

建设高标准推进、高质量开展。

同时，宁德市文化和旅游部门牵头

统筹融资工作。首先，围绕健全旅游要

素、培育产品、业态等方面，摸底梳理一

批“金牌旅游村”建设项目清单。其次，

加强项目策划包装，紧抓乡村产业振兴

政策机遇，积极对接政策性银行，推动

以 PPP 项目、专项债、贷款、林权赎买等

模式筹集资金 20 亿元。

“宁德市支持各县（市、区）金牌旅

游 村 项 目 采 用 PPP 模 式 融 资 ，灵 活 解

决 项 目 建 设 资 金 需 求 ”。 今 年 4 月 26

日 ，宁 德 市 政 府 召 开 金 牌 旅 游 村 专 题

会 议 ，明 确 要 加 强 全 市 金 牌 旅 游 村 运

营统筹，各县（市、区）要建立收益共享

的 运 营 管 理 机 制 ，促 进 全 市 金 牌 旅 游

村实现可持续发展。

为 了 加 快 推 动 金 牌 旅 游 村 建 设 ，

宁 德 市 坚 持“ 任 务 项 目 化 、项 目 清 单

化 、清 单 具 体 化 ”，市 级 相 关 部 门 成 立

了 建 设 工 作 专 班 ，全 流 程 统 筹 金 牌 旅

游 村 建 设 、检 查 、指 导 等 工 作 。 同 时 ，

加 强 市 县 联 动 ，市 级 层 面 统 筹 谋 划 金

牌 旅 游 村 总 体 布 局 ，做 好 政 策 引 导 和

具 体 指 导 ，县 级 层 面 对 标 对 表 抓 好 项

目推进。

此 外 ，宁 德 市 还 将 金 牌 旅 游 村 建

设 纳 入 市 对 县 乡 村 振 兴 考 评 内 容 ，对

金牌旅游村建设实行“一周一报送、一

旬一分析、一月一调度”。宁德市文化

和 旅 游 部 门 将 牵 头 组 织 开 展 专 项 督

查 、建 立 周 报 制 度 、现 场 观 摩 推 进 会 、

验 收 考 评 等 工 作 ，确 保 金 牌 旅 游 村 建

设扎实推进。

“ 第 一 季 度 先 行 启 动 建 设 的 42 个

金 牌 旅 游 村 ，将 于 9 月 全 面 完 成 建 设 ，

同 时 ，做 好 分 批 次 滚 动 推 进 ，争 取 到

2023 年 全 市 100 个 及 以 上 的 金 牌 旅 游

村 全 部 完 成 建 设 ，助 力 宁 德 乡 村 旅 游

高质量发展。”宁德市文化和旅游局局

长霍立昀说。

多元模式 筹集资金

日 前 ，在 屏 南 县 寿 山 乡 寿 山 村 的

“邮驿文化”主题馆，工人们正在抓紧进

行内部软装。据寿山村驻村第一书记

陈进兴介绍，今年以来，寿山村充分挖

掘资源优势，提出打造“茶盐古道·清新

寿山”特色 IP，着力建设“一街三馆五中

心”，为游客提供沉浸式体验。

目 前 ，“ 茶 盐 古 道 ”明 清 风 貌 特 色

商 品 一 条 街 的 9 家 店 铺 已 开 业 ，“ 邮 驿

文化”主题馆、“茶盐古道”文化展陈中

心 、智 慧 乡 村 及 创 客 服 务 中 心 等 项 目

已陆续开工，将进一步活化和传承“茶

盐古道”特色文化。

寿 山 村 是 宁 德 市 打 造 金 牌 旅 游 村

的一个缩影。“宁德金牌旅游村建设坚

持标准化和差异化发展，从发展规划、

区 位 交 通 、村 居 环 境 、资 源 品 牌 等 8 个

方面合理设置金牌旅游村的基本建设

标 准 ，并 坚 持 走 特 色 化 、差 异 化 路 子 ，

因 地 制 宜 地 开 展 金 牌 旅 游 村 建 设 ，积

极 开 发 滨 海 渔 家 、田 园 观 光 、康 养 旅

居、红色文化、研学体验等乡村旅游新

业态，实现‘一村一品、一村一景、一村

一 韵 ’，让 青 山 绿 水 、乡 愁 记 忆 成 为 游

客的寄情体验。”宁德市文化和旅游局

副局长雷雯说。

宁 德 市 建 设 金 牌 旅 游 村 时 注 重 资

源挖掘。如在沿海岸线重点布局滨海

度假、海滩休闲、海岛旅游、摄影打卡、

民宿体验、渔家体验等新业态，打造以

“滨海渔家行”为特色的金牌旅游村；挖

掘“天山绿茶”“坦洋工夫”“福鼎白茶”

等品牌优势，打造以茶旅产业为特色的

金牌旅游村；挖掘畲族传统村落、文化

遗产、民俗风情资源，打造以畲族风情

为特色的金牌旅游村；依托红色旅游资

源，构建红色研学联动带，打造以红色

研学为特色的金牌旅游村。

走 进 素 有“ 醉 美 滩 涂 ”之 美 称 的

霞 浦 县 三 沙 镇 东 壁 村 ，只 见 海 上 风 光

如 画 ，滩 涂 风 景 旖 旎 ，影 友 如 织 。 近

年 来 ，东 壁 村 依 托 优 美 的 海 岸 线 景 观

和 摄 影 资 源 ，建 设 了 两 期 三 沙 光 影 栈

道，设置多个摄影台，摄影爱好者可以

多 角 度 拍 摄 日 落 美 景 。 同 时 ，通 过 支

持 返 乡 创 业 、引 进 投 资 等 措 施 ，大 力

发 展 民 宿 产 业 。“ 3 年 来 ，东 壁 村 建 成

各 类 民 宿 25 家 ，涌 现 出 拾 间 海 、陶 时

光 、夕 映 、逅 海 、壹 栖 壹 宿 等 多 家 精 品

民 宿 ，在 有 效 解 决 当 地 村 民 就 业 问 题

的 同 时 ，逐 步 向 周 边 村 落 辐 射 ，形 成

区 域 产 业 带 ，带 动 全 县 兴 起 旅 游 民 宿

建设热潮。”霞浦县文体和旅游局局长

张剑说。

“ 宁 德 力 争 通 过 百 个 金 牌 旅 游 村

建设，让每个县（市、区）都有一个全省

知名、辐射浙南的爆款村，吸引更多省

内外游客前来参观体验。”雷雯说。

因地制宜 一村一品

□ 李金枝

形成合力 擦亮品牌

□ 罗赟鹏 记者 张陇堂

初 秋 时 节 ，位 于 甘 肃 省 陇 南 市 康

县岸门口镇的朱家沟村山明水秀。村

前 ，清 澈 的 燕 子 河 自 西 向 东 流 向 嘉 陵

江；村口，一棵 1800 年多岁的麻柳树宛

如一把撑开的巨伞静静守护着这座古

老而神秘的村庄。从麻柳树沿村道爬

坡 而 上 ，一 条 从 山 峰 峭 壁 间 流 涌 而 出

的 溪 流 绵 延 不 断 ，构 成 了 朱 家 沟 山 水

风 景 画 的 主 脉 络 。 古 道 、古 宅 、古 泉 ，

古意盎然；石碾、磨盘、拴马桩，拙朴自

然 ；“ 归 朴 园 ”“ 炼 炉 房 ”、朱 家 大 院 ，一

步一景。

“ 村 里 以 前 的 路 是 又 窄 又 脏 的 乱

石土路，沟里到处是垃圾，天热时恶臭

难闻，村民院里乱搭圈舍，房屋破旧不

堪 。”回 想 起 6 年 前 村 里 的 景 象 ，住 在

村口麻柳树旁的李成秀忍不住感慨。

据了解，朱家沟全村平整耕地只有

450 亩 ，其 余 的 都 是 半 山 地 ，退 耕 还 林

后，大批青壮年选择外出打工，村里只

剩 下 了 一 些 留 守 儿 童 和 空 巢 老 人 。

2016 年 3 月，康县县委决定，在岸门口街

道村朱家沟推进美丽乡村建设。得知

消息后，麻柳树下的村民们乐开了花。

“ 村 子 历 史 文 化 悠 久 ，所 以 朱 家

沟 村 的 美 丽 乡 村 建 设 ，就 以 修 复 古 村

落 和 挖 掘 弘 扬 红 色 文 化 相 结 合 的 方

式 稳 步 推 进 。”岸 门 口 镇 街 道 村（下 辖

朱 家 沟 等 自 然 村）党 支 部 副 书 记 朱 彦

杰 说 。

“村道 变 宽 ，而 且 全 部 硬 化 了 。 村

民 素 质 不 断 提 高 ，不 再 乱 扔 垃 圾 ，垃

圾 还 能 集 中 定 时 清 运。乡亲们的房子

漂亮结实更加古色古香了。”李成秀笑

着说。

虽 然 村 子 变 美 了 ，可 是 如 何 将 美

丽 乡 村 打 造 成 旅 游 村 ，又 成 了 一 道 难

题。2017 年年初，在镇党委支持下，朱

彦杰决定带领乡亲发展乡村旅游。村

委会组织村里的家庭主妇做起了地道

小吃，打铁老艺人重新开起了铁匠铺，

村 里 还 请 来 一 批 老 艺 人 弹 起 土 琵 琶 ，

唱响了毛山歌……

2017 年 4 月 15 日，朱家沟旅游村正

式运营，以“康县印象”为主题，通过味

觉让游客感受民俗小吃美味，通过听觉

让游客感受传统音乐的美妙，通过触觉

让游客体验打铁磨面，通过视觉让游客

感受中国传统古村落的质朴……就 这

样 朱 家 沟 村 成 为“ 康 县 农 耕 文 化 博

物 馆 ”。

2018 年 ，中 建 集 团 投 资 6300 万 元

在朱家沟村援建康县旅游产业扶贫示

范园。由 10 多栋民宿客栈组成的古典

建筑群在燕子河畔“亮相”，集住宿、餐

饮、会议于一体的燕河湾接待中心，提

升了朱家沟村的旅游接待能力和乡村

旅游品质。

“ 我 们 流 转 了 10 户 村 民 空 闲 的 房

屋改建民宿客栈，2 户村民从事旅游产

业 销 售 ，1 户 做 电 子 商 务 中 心 ，先 后 带

动 30 户 人 家 直 接 参 与 乡 村 旅 游 发 展 ，

直接受益的村民达 100 多人，间接受益

的村民达到 300 多人。”朱彦杰说。

村 民 陈 彩 梅 当 年 高 中 毕 业 后 因 家

庭困难外出务工，在接待中心投用后，

她回乡被聘为服务员。“家门口就能上

班，真的挺好。”陈彩梅说。

干 净 整 洁 的 人 居 环 境 、旖 旎 的 山

水风光、古朴的农家小院，建成美丽乡

村以后，朱家沟很快就声名鹊起，吸引

不少外地人在此创业就业。在接待中

心 前 台 工 作 的 何 丹 来 自 陕 西 商 洛 ，看

到 朱 家 沟 近 年 来 的 变 化 ，她 决 定 和 老

公留下来发展。“我现在每月有 2400 元

收 入 ，从 家 里 步 行 10 分 钟 就 能 到 接 待

中心，工作稳定还能照顾孩子，日子美

着呢。”何丹高兴地说。

如 今 ，朱 家 沟 村 的 游 客 日 渐 增 多 ，

村 民 们 的 日 子 也 越 来 越 好 ，大 家 期 盼

着 为 远 道 而 来 的 游 客 送 上 更 好 的 服

务，提升游客的满意度和获得感。

甘肃朱家沟：村子变美 生活变甜

□ 本报记者 李凤

近 日 ，“ 情 醉 葡 萄 园 区 筑 梦 生 态

采育”主题集市地推活动在北京市大

兴 区 采 育 镇 开 启 。 活 动 主 场 地 设 在

京沪高速（出京方向）采育出口，从活

动场景铺设、道具设计到工作人员衣

着 打 扮 ，生 动 再 现 了 古 代 的 集 市 景

象 。 采 育 葡 萄 成 为 集 市 上 当 之 无 愧

的 主 角 ，阳 光 玫 瑰 、香 缇 、金 手 指 、夏

黑、蜜 汁 …… 品 种 多 样 的 葡 萄 琳 琅 满

目，引来市民游客争相品尝购买。

活 动 现 场 分 为 镇 域 特 色 产 品 展

卖 区 和 打 卡 拍 照 点 位 两 个 功 能 区 。

在 展 卖 区 ，用 茅 草 、榆 木 等 元 素 搭 建

的仿古摊位错落有致，葡萄、番薯、黄

瓜等农产品整齐摆放，展销员化身古

代“ 店 小 二 ”，吆 喝 售 卖 ，热 闹 非 凡 。

在拍照点，一张榆木桌，两把木长椅，

以 及 棉 麻 老 粗 布 古 旗 、蓑 衣 斗 笠 、茶

盏等老物件元素，高度还原了古代道

旁 的 茅 草 茶 棚 。 游 客 纷 纷 带 着 在 展

卖区消费获得的“铜钱”，到此换装拍

照、打卡留念。

“这是香缇，是巨峰葡萄和玫瑰香

葡 萄 杂 交 的 品 种 ，香 味 浓 ，吃 起 来 不

涩；这是金手指，含糖量高，非常甜，小

朋友比较喜欢；这是阳光玫瑰，又叫晴

王葡萄，是今年的网红葡萄……”活动

现场，北京采育喜山葡萄生态采摘园

负 责 人 杜 喜 山 指 着 摊 位 上 的 一 串 串

葡萄逐一介绍，并向游客讲述自己和

家乡的“葡萄故事”。

采 育 镇 葡 萄 种 植 历 史 悠 久 ，独 特

的气候、水土条件孕育了风味独特的

采 育 葡 萄 ，被 誉 为“ 中 国 葡 萄 之 乡 ”

“ 京 南 吐 鲁 番 ”。 随 着 葡 萄 种 植 产 业

的 发 展 ，近 年 来 ，采 育 镇 的 乡 村 采 摘

游风生水起。

“ 我 种 葡 萄 已 经 40 多 年 了 ，以 前

开 着 小 车 沿 街 售 卖 ，一 天 下 来 卖 200

多 块 钱 ，现 在 发 展 葡 萄 采 摘 游 ，旺 季

时 仅 周 末 两 天 就 可 以 接 待 八 九 百

游 客 。”杜 喜 山 说 ，他 家 现 有 260 亩 葡

萄 园 ，主 要 种 植 夏 黑 葡 萄 、阳 光 玫 瑰

等，很多老顾客年年都来他家的葡萄

园 采 摘 。“ 有 的 客 人 孩 子 上 小 学 时 就

来采摘，现在孩子都工作了还来呢。”

讲 到 采 育 葡 萄 受 欢 迎 的 秘 诀 ，杜

喜 山 笑 着 说 ：“ 葡 萄 甜 的 就 是 甜 的 、

酸 的 就 是 酸 的 ，打 上 除 草 剂 、催 熟

剂 ，口 味 就 不 一 样 了 。 我 们 从 始 至

终 坚 持 安 全 、优 质 的 理 念 ，不 打 农

药 ，不 催 熟 ，保 证 客 人 吃 到 的 葡 萄 既

美 味 又 健 康 。”

近年来，采育镇采取“网格化”管理

服务，组建镇村两级农业技术员队伍，

提升葡萄生产管护水平。得益于标准

化无公害生产技术及葡萄质量和产后

处理研究室的建立，采育镇目前拥有阳

光玫瑰、香缇、红缇、醉金香等百余个葡

萄品种。其中，夏黑葡萄还曾两度在全

国葡萄擂台赛上斩获金奖。

葡 萄 搭 台 ，经 济 唱 戏 。 采 育 镇 利

用葡萄产业优势，打造北京采育喜山

葡 萄 生 态 采 摘 园 、绿 思 维 葡 萄 庄 园 、

北 京 京 采 兴 农 农 产 品 产 销 专 业 合 作

社联合社等示范样板基地，推出果蔬

采 摘 、非 遗 、亲 子 露 营 等 多 条 精 品 旅

游线路，形成采摘园、农家乐、古籍印

刷、黑陶体验等闭合发展产业链。

昔 日 畿 辅 重 镇 ，今 日 葡 萄 之 乡 。

采育镇政府相关负责人表示，如今，采

育已成为产城融合、宜居宜业宜游的

现代新市镇。未来，采育镇将坚持以

产业创新激活力、以民生保障解难题、

以 生 态 文 明 聚 人 气 ，绘 就“ 幸 福 采 育

人”生动画卷。

“京南吐鲁番”的葡萄熟了

□ 本报记者 高慧 通讯员 温琳

仙庾岭村位于湖南省株洲市荷塘

区仙庾镇，是一个民风淳朴的城郊村。

每 到 夜 幕 降 临 ，千 亩 荷 塘 旁 总

是 欢 声 笑 语 ，城 里 的 游 客 围 坐 在 帐

篷周围喝啤酒、吃烧烤，好不惬意。

近 日 结 束 的 株 洲 市 首 届 乡 村 音

乐节暨第七季“穿越荷塘”系列活动，

为 仙 庾 岭 村 带 来 了 更 多 城 里 的 游

客 。“ 情 在 荷 塘 ，爱 在 荷 塘 ，一 株 亭 亭

芙 蓉 ，绽 放 锦 绣 潇 湘 。 荷 塘 月 色 ，文

昌 塔 旁 ，我 心 归 处 ，就 是 梦 里 诗 和 远

方 ……”在 株 洲 市 戏 剧 传 承 中 心 管 弦

乐 团 的 伴 奏 下 ，《在 荷 塘》《我 有 一 个

梦》等 一 首 首 悠 扬 的 乐 曲 划 破 夜 空 ，

为游客带来一场视听盛宴。

“白 天 登 山 ，夜 晚 纳 凉 ，可 以 开 赛

车、滑滑梯，坐在帐篷里看夜景、赏荷

花、品美食、听民乐，仙庾岭村可玩的

项 目 太 多 了 。”游 客 易 芳 华 带 着 一 家

老小前来体验，盛赞仙庾岭村多样的

游玩方式。

“荷 乡 ”之 所 以 越 来 越 有 吸 引 力 ，

跟 荷 野 公 社 有 不 小 的 关 系 。 今 年 5

月 ，荷 野 公 社 负 责 人 许 建 辉 带 领 工

人，紧靠荷塘平整出了万余平方米土

地。铺上草皮，相继开发了儿童游乐

区 、越 野 赛 车 区 、露 营 区 和 亲 子 研 学

区，打造了一个集观赏性、体验性、互

动 性 为 一 体 的“ 网 红 打 卡 地 ”。 卖 荷

香 、卖“ 夜 色 ”，荷 野 公 社 成 为 仙 庾 岭

村继仙庾古庙、文昌塔、千亩荷塘、耕

食人家后新晋的“网红打卡地”。

许建辉介绍，近年来，到仙庾岭村

的游客越来越多，晚上留下来的人也多

了。“我们顺势而为打造了这个网红景

点，为‘荷乡’增添新业态。”许建辉说，

荷野公社日均接待游客超过 500人次。

纷 至 沓 来 的 游 客 增 加 了 农 户 收

入，提升了村民的幸福感。村内 40 多

户 农 家 乐 ，15 户 年 收 入 营 业 额 突 破

100 万 元 ，当 中 还 带 动 了 700 多 人 就

业，村民年均增收过万元。

“荷乡”夜色引来八方客

近日 ，贵州省玉屏侗族自治县朱家场镇桐木村举行摸鱼 、抢鸭子 、敲击鼟

锣、吹奏唢呐等乡村旅游活动，吸引游客观看并参与。图为民间艺人进行鼟锣

表演。 中新社发 胡攀学 摄

下党村全景 寿宁县文体和旅游局 供图

游客采摘采育葡萄 王武强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