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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 乐 森 林 、蓝 山 湾 自 驾 游 车 辆“川

流 不 息 ”；先 锋 农 场 、顾 一 乡 太 空 农 场

研 学 团 队 络 绎 不 绝 ；黄 张 文 艺 村 城 市

文青围炉煮茶、以诗会友；红石咀露营

地 飞 盘 比 赛 激 战 正 酣 …… 这 是 安 徽 省

合肥市肥东县乡村旅游蓬勃发展的生

动写照。

近 年 来 ，肥 东 县 依 托 良 好 的 乡 村

文 化 旅 游 和 生 态 资 源 优 势 ，扎 实 推 进

乡村旅游提质升级，以理念创新、机制

创 新 、业 态 创 新 、模 式 创 新 ，推 动 乡 村

旅 游 高 质 量 发 展 ，让 乡 村 旅 游 体 验 日

益 年 轻 化 ，彰 显 时 尚 范 儿 。 据 统 计 ，

2022 年 ，肥 东 县 接 待 游 客 达 650 万 人

次 ，实 现 旅 游 综 合 收 入 35 亿 元 ，已 恢

复至疫情前水平。

无中生有 用年轻思维唤醒
古老乡村

走 进 坐 落 于 肥 东 县 桥 头 集 镇 双 山

脚 下 的 黄 张 村，便能看见色彩明艳、笔

触细腻的 3D 文化墙。“双山胜迹”“牧童

放牛”“儿时乡村小卖部”……每一幅墙

体彩绘都在诉说着不同的乡村记忆。

很 难 想 象 几 年 前 的 黄 张 村 还 是 一

个 人 烟 稀 少 、产 业 单 薄 、老 屋 破 败 的

“空心村”，脏、乱、差现象随处可见。

如 何 破 解“ 空 心 村 ”发 展 难 题 ，吸

引 更 多 人 来 到 村 庄 ？ 一 次 偶 然 的 机

会 ，当 地 有 关 领 导 在 与 某 高 校 研 究 者

的 交 流 中 ，碰 撞 出“ 艺 术 乡 建 ”的 发 展

思 路 。 就 此 ，一 穷 二 白 的 黄 张 村 开 启

了“破茧成蝶”的美丽嬗变。

黄 张 文 艺 村 运 营 团 队 负 责 人 吴 晓

茹 介 绍 ，黄 张 村 紧 邻 当 地 著 名 景 点 爱

情隧道，离蓝山湾景区也很近，村子对

面 便 是 顾 一 乡 太 空 农 场 ，区 位 优 势 明

显，发展乡村旅游大有可为。

近 年 来 ，黄 张 村 深 度 挖 掘 本 地 乡

土文化，在保留乡土风貌的前提下，大

力推动文化艺术改造，提升村容村貌，

聘 请 专 业 乡 村 文 旅 运 营 团 队 参 与 经

营，做好“艺术＋旅游”文章，先后引入

了 无 界 茶 舍 、燕 子 窠 茶 院 、笛 箫 工 作

室 、乡 村 书 画 院 以 及 主 题 民 宿 等 文 旅

新 业 态 ，让 村 子 既 有 可 看 可 留 的 旅 游

功 能 ，又 能 满 足 文 艺 爱 好 者 的 创 作 需

求，吸引了越来越多城市青年的目光。

兼 具 文 化 艺 术 和 美 丽 乡 愁 的 黄 张

村，不仅改善了当地村民的居住环境，

也吸引了不少外地青年来此创业。

燕 子 窠 茶 院 的 主 人 郑 燕 红 和 丈 夫

钱 巍 就 是 其 中 之 一 。 去 年 4 月 ，夫 妻

二人到黄张村参观考察，此地“暧暧远

人村，依依墟里烟”的田园生活和随处

散 发 的 文 艺 气 息 让 他 们 着 迷 ，决 定 开

设一间有文艺范儿的茶馆。

“选 好 地 址 后 ，我 们 与 当 地 农 户 签

订 了 15 年 的 租 房 协 议 ，下 定 决 心 把 根

扎 进 这 片 乡 土 里 。”郑 燕 红 介 绍 ，随 着

乡 村 旅 游 蓬 勃 发 展 ，村 里 的 人 气 越 来

越旺，茶院的生意也一天比一天好，尤

其受到年轻群体的喜爱。

推陈出新 让年轻游客爱上
多彩乡村

产 业 是 乡 村 振 兴 的 源 头 活 水 ，是

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的根本。

近 年 来 ，肥 东 县 不 断 深 化 文 旅 资

源 整 合 和 产 业 融 合 ，积 极 培 育 乡 村 旅

游消费新热点，丰富游客体验，推动旅

游 产 业 向 多 元 业 态 创 新 发 展 ，形 成 了

“ 旅 游 ＋ 农 业 ”“ 旅 游 ＋ 文 化 ”“ 旅 游 ＋

红 色 ”“ 旅 游 ＋ 体 育 ”等 一 批 深 受 年 轻

人 喜 爱 的 新 业 态 新 产 品 ，为 乡 村 旅 游

发展注入了新活力。

“这 是 用 废 弃 渔 船 改 造 成 的 书 架 ”

“ 这 个 吊 顶 的 材 料 取 自 捕 鱼 的 竹 竿 ”

“这是传统船桨做的椅子靠背”……走

进 肥 东 县 花 田·侨 乡 里 民 宿 ，小 桥 流

水、石板小路、一草一木、一饰一物，都

蕴 藏 着 浓 郁 的 文 化 气 息 和 时 代 印 记 ，

倾注着民宿主人方远浓浓的乡愁。

在 美 术 、家 居 和 建 筑 行 业“摸 爬 滚

打”多年的方远，对于民宿经营有着自

己 的 理 解 。“ 花 田·侨 乡 里 民 宿 要 最 大

程 度 地 将 在 地 文 化 表 达 出 来 ，让 更 多

年 轻 人 主 动 了 解 当 地 风 土 人 情 ，爱 上

民宿蕴含的文化内涵和个性表达。”方

远 说 。

开 业 以 来 ，花 田·侨 乡 里 民 宿 不 断

完善配套设施，创新休闲体验，推动民

宿 由 单 一 住 宿 业 态 发 展 为 集 特 色 美

食 、美 术 研 学 、手 工 文 创 、露 营 烧 烤 等

于一体的休闲旅游目的地。

在 离 花 田·侨 乡 里 民 宿 不 远 的 地

方 ，畈 塘 民 宿 群 同 样 受 到 年 轻 人 的 青

睐 。 该 民 宿 群 以 侨 乡 文 化 、淮 军 文 化

为 基 底 ，以 创 意 文 化 为 驱 动 ，通 过“ 民

宿 ＋ 文 创 ”“ 民 宿 ＋ 美 食 ”“ 民 宿 ＋ 研

学”等形式，让年轻游客有了更多沉浸

式、互动式体验。

肥 东 民 宿 产 业 的 飞 速 发 展 离 不 开

政 府 的 大 力 支 持 和 推 动 。 近 年 来 ，肥

东 县 先 后 出 台 了《关 于 大 力 推 动 民 宿

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肥东县促进旅

游 民 宿 健 康 发 展 管 理 办 法》等 多 项 措

施。同时积极引入社会资本参与民宿

建 设 ，按 照 民 宿 建 设 国 家 标 准 作 好 建

设指导、规范验收，着力提升民宿品质

和 文 化 内 涵 ，推 动 民 宿 产 业 朝 着 精 品

化 、特 色 化 、集 群 化 、品 牌 化 方 向 发

展 。 截 至 目 前 ，全 县 在 运 营 旅 游 精 品

民 宿 达 18 家 ，民 宿 市 场 投 资 总 额 逾 5

亿元。

筑巢引凤 邀年轻游子共建
美丽乡村

乡村振兴，人才为要。

近 年 来 ，肥 东 县 牢 固 树 立“人 才 资

源是第一资源，肥东发展靠人才”的意

识 ，加 强 乡 村 文 化 和 旅 游 人 才 队 伍 建

设 ，引 才 入 巢 ，筑 梦 搭 台 ，鼓 励 有 志 青

年 返 乡 创 业 ，激 发 各 类 人 才 的 创 新 活

力，不断提升乡村旅游服务人员素质、

能 力 和 水 平 ，为 乡 村 旅 游 发 展 提 供 坚

实的人才支撑。

位 于 巢 湖 东 北 岸 的 江 淮 侨 乡·六

家 畈 红 石 咀 露 营 地 是 肥 东 县 打 造 的 4

个 环 巢 湖 露 营 地 之 一 ，一 期 项 目 总 投

资 1000 万 元 ，分 为 静 态 区 、动 态 区 、配

套区和景观区，是集休闲度假、户外运

动 体 验 等 功 能 于 一 体 的 综 合 性 露 营

地。开放至今，深受年轻人的喜爱，在

多个社交平台上被网友推荐为合肥最

佳露营打卡地之一。

2 月 的 巢 湖 岸 边 ，寒 意 尚 未 消 散 ，

走 进 红 石 咀 露 营 地 ，营 地 主 理 人 马 恺

正与团队成员热火朝天地讨论着营地

即将开展的活动。

作 为 一 名 土 生 土 长 的 肥 东 人 ，马

恺多年来一直从事着与体育相关的工

作 。 怀 着 对 家 乡 土 地 的 深 深 眷 恋 ，以

及对肥东乡村旅游发展的信心，去年，

他选择扎根肥东，投身露营产业，希望

通 过 自 身 微 薄 力 量 ，让 家 乡 变 成 美 丽

的“诗和远方”。

在 马 恺 看 来 ，乡 村 旅 游 发 展 需 要

抓住年轻客群，特别是 Z 世代。为此，

该 营 地 围 绕 年 轻 群 体 喜 好 ，策 划 举 行

了音乐节、飞盘比赛、徒步大赛等一系

列时尚的户外活动，将更多新场景、新

玩 法 融 入 场 景 体 验 当 中 ，加 强 营 地 精

细 化 管 理 ，以“ 时 尚 化 、品 牌 化 、高 端

化 、年 轻 化 ”塑 造 品 牌 形 象 ，俘 获 了 众

多潮玩青年的心。

“我 自 己 就 是 年 轻 人 ，所 以 更 加 懂

得 年 轻 人 想 要 的 是 什 么 。”马 恺 介 绍 ，

为 迎 合 年 轻 消 费 群 体 个 性 化 、多 样 化

的 需 求 ，营 地 每 周 会 推 出 一 个 露 营 主

题，每月会举行一场大型露营活动，不

断 丰 富 产 品 体 系 ，延 长“ 露 营 ＋ ”产 业

链，在给予年轻游客美好体验的同时，

也 改 变 了 他 们 对 乡 村 旅 游 的 一 贯 印

象 ，让 时 尚 潮 流 的 乡 村 旅 游 目 的 地 形

象逐渐深入人心。

肥 东 县 文 化 和 旅 游 局 副 局 长 关 堂

梅表示，下一步，将继续挖掘好利用好

乡 村 资 源 ，积 极 培 育 文 旅 经 济 新 的 增

长点，不断丰富肥东乡村旅游内涵，按

照“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群众参与、形

式 多 样 ”的 原 则 ，大 力 发 展 民 宿 产 业 ，

形 成 环 巢 湖 民 宿 产 业 集 聚 效 应 ；以 乡

村旅游高质量发展“421”行动为抓手，

打 造 一 批 精 品 文 旅 项 目 ，推 动 肥 东 乡

村旅游发展迈上新台阶。

□ 朱文文

安徽肥东：业态朝年轻化发展

湖 州 是 中 国 美 丽 乡 村 发 源 地 和 全

国 生 态 文 明 先 行 示 范 区 。 近 年 来 ，湖

州深入贯彻“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理念，忠实践行“八八战略”，深入基层

乡村，挖掘乡村旅游新业态、乡村度假

新 生 活 、乡 村 文 化 新 气 象 和 乡 村 致 富

新 典 型 ，聚 焦 一 个 又 一 个“ 村 游 富 农 ”

的 鲜 活 样 本 ，描 绘 乡 村 旅 游 富 农 新 图

景，打造共同富裕的“湖州模式”。

深化产业融合 绘就乡村振
兴的青绿画卷

近 年 来 ，湖 州 各 地 乡 村 因 地 制 宜 ，

巧 打 产 业 融 合 牌 ，全 力 推 进 绿 水 青 山

向 金 山 银 山 转 化 。 以“ 生 态 +旅 居 ”度

假游、“采摘+体验”农业游、“景区+营

地 ”户 外 游 、“ 人 文 +教 育 ”研 学 游 等 为

代 表 的“ 旅 游 +”产 业 融 合 模 式 在 湖 州

乡村全面铺开。

湖 州 和 孚 镇 荻 港 村 位 于 全 球 重 要

农 业 文 化 遗 产—— 浙 江 湖 州 桑 基 鱼 塘

系统的核心区域。该村以湖州桑基鱼

塘系统为依托，以鱼桑文化为载体，引

进 桑 基 鱼 塘 农 产 品 加 工 项 目 ，举 办 鱼

文 化 节 和 系 列 研 学 活 动 ，打 造 荻 港 特

有 的“ 鱼 文 化 ”品 牌 ，推 出“ 桑 陌 系 列 ”

特色鱼桑小吃，建设荻港美食一条街，

不 断 延 伸 鱼 桑 文 化 和 旅 游 产 业 链 ，带

动 本 地 及 周 边 村 民 增 收 致 富 ，实 现 了

产村融合、村强民富。

春 天 刚 至 ，草 莓 飘 香 。 近 日 ，长 兴

县画溪街道白阜村的长兴宋莎家庭农

场 热 闹 非 凡 。 在 这 里 ，游 客 们 不 仅 可

以 体 验 草 莓 采 摘 、草 莓 种 植 、草 莓 干

DIY 等 活 动 ，还 能 购 买 已 经 加 工 好 的

草莓干、草莓酱、草莓蜂蜜等纯天然农

产 品 。 随 着“ 农 业 +旅 游 ”家 庭 农 场 模

式 成 功 落 地 ，农 场 主 人 宋 莎 收 获 了 一

笔 笔 可 观 的 收 益 。 空 闲 时 ，她 还 依 托

自己的种植模式和销售渠道开展结对

帮 扶 ，带 动 了 10 余 位 脱 贫 户 及 周 边 其

他 30 多 位 农 户 增 收 致 富 ，帮 助 解 决 了

近百位村民就业问题。

长 兴 宋 莎 家 庭 农 场 是 湖 州 产 业 融

合 带 动 乡 村 旅 游 发 展 的 缩 影 。 近 年

来 ，在 浙 江 省 政 府 及 当 地 有 关 单 位 的

支 持 引 导 下 ，“ 产 业 融 合 ”逐 渐 成 为 湖

州 发 展 乡 村 旅 游 的 关 键 词 。 随 着《推

进 露 营 旅 游 高 质 量 发 展 的 实 施 意 见》

等相关政策陆续出台，民宿生活节、超

级 管 家 争 霸 赛 、山 地 马 拉 松 等 助 民 助

企活动相继举办，“在湖州看见美丽中

国”“湖光山色·度假之州”“宿在湖州”

等 城 市 品 牌 持 续 打 响 。 去 年 8 月 ，浙

江省文化和旅游厅批复同意南浔区创

建浙江省新时代乡村旅游产业融合发

展 试 验 区 ，南 浔 区 成 为 全 省 唯 一 一 个

建设该试验区的县区。

注重文化赋能 展现美丽乡
村的诗意韵味

湖 州 是 一 个 有 着 5000 年 文 明 史 、

近 2300 年 建 制 史 的 国 家 历 史 文 化 名

城 。 近 年 来 ，湖 州 着 重 以 文 化 赋 能 乡

村 旅 游 ，展 现 美 丽 乡 村 的 诗 意 韵 味 。

通 过 发 掘 当 地 文 化 遗 产 蕴 含 的 家 风

故 事 、礼 仪 文 化 、乡 贤 文 化 ，打 造 既 有

“ 乡 土 味 ”又 有“ 高 品 位 ”的 乡 村 博 物

馆 和 文 化 长 廊 ，举 办 蚕 花 庙 会 、龙 灯

会 、鱼文化节、菰城文化旅游节等富有

地 域 特 色 的 文 化 和 旅 游 活 动 ，提 升 传

统 村 落 的 文 化 品 位 ，吸 引 更 多 市 民 走

进乡村、年轻村民回归乡村、技艺匠人

扎根乡村。

太 湖 溇 港 是 湖 州 市 太 湖 流 域 的 古

代水利工程，2016 年入选《第三批世界

灌溉工程遗产名录》。多年来，湖州以

此 作 为 重 点 打 造 生 态 文 化 旅 游 品 牌 ，

在太湖南岸之滨建立了太湖溇港文化

展示基地。基地融合了湖州市吴兴区

义皋、伍浦古村和圩田生态系统，依托

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打造“一馆两村一

带”文化品牌，构成了太湖南岸的溇港

文化带，以“鱼米乡，水成网，两岸青青

万株桑”盛景，向市民游客充分展现塘

浦圩田催生的稻文化、鱼文化、丝绸文

化等文化景观。

此 外 ，湖 州 还 非 常 注 重 村 落 历 史

文脉的挖掘，依托丝绸文化发源地、茶

文化发祥地、湖笔诞生地等文化底蕴，

“ 太 湖 、竹 乡 、古 镇 、名 山 、湿 地 、古 生

态”等地域特色，梳理挖掘“六韵”特色

文化基因，保护开发传统村落、文物遗

迹，弘扬非遗项目和传承手工技艺，建

成 了 30 家 特 色“ 文 旅 驿 站 ”，提 升 了 乡

村 文 化 场 馆 的 旅 游 体 验 价 值 ，“ 花 龙

船 ”“ 乡 村 春 晚 ”“ 文 化 街 景 ”等 乡 村 文

化活动深受游客喜爱。

坚持实践创新 创造共同富
裕的幸福场景

近 年 来 ，湖 州 深 入 探 索 绿 水 青 山

向 金 山 银 山 转 化 的 通 道 ，聚 焦 绿 色 低

碳 共 富 发 展 ，在 全 省 率 先 实 现 景 区 镇

村全覆盖的基础上，全面启动“村游富

农”共富计划，推动乡村旅游环境微改

精提，优化乡村文旅共享服务空间，打

造 望 山 见 水 有 乡 愁 的 乡 村 生 活“ 共 享

花园”。

安 吉 县 鲁 家 村 是 湖 州 乡 村 振 兴 发

展 的 典 型 代 表 。 该 村 以“ 家 庭 农 场 集

聚 区 ”为 发 展 定 位 ，以 万 竹 农 场 、葡 萄

农 场 、野 猪 农 场 等 18 个 特 色 农 场 为 载

体，推行“公司+村+家庭农场”模式，通

过 市 场 化 运 作 引 进 了 20 亿 元 资 金 ，实

现 公 司 、村 、家 庭 农 场 三 方 共 营 共 利 ，

探索出一条美丽乡村建设和经营 创 新

之 路 。

据 该 村 相 关 负 责 人 介 绍 ，经 过 几

年的发展，村民收入明显提高，村民股

权 从 2014 年 每 股 375 元 增 加 到 现 在 每

股 3.2 万 元 ，人 均 收 入 从 1.47 万 元 跃 升

到 4.98 万 元 ，村 集 体 资 产 也 从 最 初 的

不 到 30 万 元 增 长 到 约 2.9 亿 元 。 鲁 家

村 先 后 获 得 了 全 国 乡 村 旅 游 重 点 村 、

中 国 美 丽 乡 村 精 品 示 范 村 、中 国 首 个

家 庭 农 场 集 聚 区 、省 级 森 林 村 庄 等 荣

誉称号。

像 鲁 家 村 这 样 的 乡 村 蝶 变 案 例 ，

在 湖 州 还 有 很 多 。 目 前 ，湖 州 已 全 面

实 施 乡 村 文 旅 运 营“ 五 十 行 动 ”，重 点

培 养 50 名 乡 村 运 营 师 、“ 村 游 富 农 ”带

头 人 ，培 育 创 客 团 队 、运 营 团 队 ，打 造

10 个 村 游 运 营 品 牌 。 据 统 计 ，2022 年

全 市 乡 村 旅 游 经 营 总 收 入 达 到 130.25

亿 元 ，连 续 7 年 位 列 全 省 第 一 ；村 集 体

经 营 性 收 入 160 万 元 以 上 的 景 区 村 庄

达 75 个、经营性收入 80 万元以上的村

占 比 达 到 85% 以 上 ；全 市 乡 村 旅 游 直

接从业人员达 5.86 万人。

浙江湖州：描绘富农新图景
□ 章璇 蒋忠华

□ 孟萍

广西融水：非遗项目擦亮品牌

融水古龙坡会 张友豪 摄

近 期 ，广 西 融 水 苗 族 自 治 县 的 苗

族系列坡会在各乡镇村屯接连上演，

芦 笙 踩 堂 、斗 马 、斗 鸡 、芒 蒿 节 、打 同

年等活动让人应接不暇，当地各民族

群众举家、举寨前往赶坡，吸引了大量

外地游客。据了解，融水苗族系列坡

会 特 色 民 俗 活 动 累 计 吸 引 游 客 达 27

万 人 次 ，“ 赶 坡 ”“ 云 赶 坡 ”人 数 达 3 亿

人次，再次擦亮了融水“百节之乡”文

化旅游品牌。

融 水 苗 族 有 个 风 俗 ：正 月 初 一 不

吹芦笙不出门，初二可吹芦笙不可出

村，而从初三到农历十七则是集体活

动的时间。融水苗族坡会有 100 多年

的历史，已经形成了系列坡会群。从

农历正月初三到十七，以苗族为主的

各 族 人 民 聚 在 一 起 ，悼 念 先 烈 、禳 灾

祈 福 、鼓 舞 斗 志 、交 流 感 情 、聚 会 娱

乐，每天一个地方，持续不断。

融 水 是 广 西 唯 一 的 苗 族 自 治 县 ，

俗称大苗山，被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

命名为“中国百节民俗之乡”“中国芦

笙 斗 马 文 化 之 乡 ”。 目 前 ，融 水 县 有

民 族 民 间 节 日 138 个 ，最 具 代 表 性 的

有 苗 族 芦 笙 斗 马 节 、瑶 族 盘 王 节 、苗

族 春 社 节 、壮 族“ 三 月 三 ”歌 节 、良 双

闹鱼节、苗族拉鼓节等。经过多年发

展，苗族系列坡会群已成为融水春节

期 间 吸 引 游 客 的 亮 点 。 正 月 初 三 的

大年乡“忍整英”坡会、正月初四的四

荣乡荣塘“忍嘎直”坡会、正月十二的

杆洞乡“百鸟衣”坡会、正月十六的香

粉 乡 古 龙 坡 会 和 正 月 十 七 的 安 陲 乡

芒 蒿 节 等 都 具 有 较 高 知 名 度 。 苗 族

系 列 坡 会 群 被 列 入 国 家 首 批 非 物 质

文化遗产名录。

今 年 春 节 期 间 ，融 水 通 过 举 办 坡

会、打同年和芦笙比响等民俗活动，吸

引 广 大 游 客 领 略“ 秀 美 融 水·风 情 苗

乡”的独特魅力。据融水苗族自治县

文化体育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刘永琼

介 绍 ，1 月 21 日 至 2 月 5 日 ，全 县 接 待

游客 71.87 万人次，实现旅游消费 5.03

亿元，是近３年来的最好成绩，为融水

旅游市场复苏释放了积极信号，也体

现了各族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近 年 来 ，融 水 县 按 照“ 天 天 有 表

演 、月 月 有 节 庆 、年 年 有 大 型 主 题 活

动 ”的 思 路 ，加 强 节 庆 与 旅 游 融 合 发

展 。 如 今 的 融 水 ，民 俗 节 庆 涵 盖 全

年 ，春 季 举 办 新 禾 节 、农 业 主 题 文 化

节；夏季举办闹鱼节、苗族文化节；秋

季举办中国融水芦笙斗马节、金秋烧

鱼节；冬季举办苗族系列坡会，百节民

俗丰富了“风情柳州 ”内 涵 ，令 人 心 驰

神往。

今年 2 月，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

广西文联和中共柳州市委宣传部、中

共 融 水 苗 族 自 治 县 委 员 会 等 单 位 联

合举办“我们的节日·苗族坡会 ”2023

八 桂 民 俗 盛 典 系 列 活 动 。 与 会 专 家

对系列坡会给予高度评价。

“ 来 到‘ 百 节 之 乡 ’融 水 ，置 身 苗

族 坡 会 的 情 境 ，我 强 烈 感 受 到 ，只 要

传统节日习俗活态存在，便有村庄的

人气充盈、人心充实。”中国民间文艺

家协会顾问刘华说，坡会是苗族的节

日，同时也是侗、壮、汉等各族群众的

盛大节日。它像一条乡愁的纽带，用

独特绚丽的民俗风情，吸引着更广大

人群对乡村的关注。

依 托 系 列 坡 会 群 ，融 水 的 非 遗 保

护、传承和利用工作有声有色。该县

建 立 了 融 水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生 产 性

保护示范基地、苗族蜡染传承基地、苗

族银饰制作传承基地等 20 个非遗工作

平 台 ，大 力 开 展“ 非 遗 +电 商 ”扶 贫 工

作，引入融水民族传统工艺人才孵化

中心，利用苗族传统刺绣、银饰、蜡染

等基地对村民进行培训，实现群众就

业安置，并通过电商服务中心以文创

形 式 将 民 族 手 工 艺 品 转 变 为 旅 游 商

品，帮助当地群众销售，促进了文化和

旅游双赢。

令人欣喜的是，今年 2 月，广西融

水双龙沟旅游开发有限公司、融水苗

族 自 治 县 芦 笙 协 会 共 同 在 融 水 双 龙

沟梦呜苗寨创立了“十九坡会”，为系

列 坡 会 群 再 添 光 彩 。 双 龙 沟 梦 呜 苗

寨是一个易地扶贫搬迁的寨子，通过

易 地 搬 迁 安 置 点 与 景 区 融 合 的 发 展

模 式 ，实 现 了“ 变 股 民 、变 社 员 、变 职

员 、变 演 员 、变 老 板 ”的 5 个 转 变 ，实

现 了 贫 困 户 就 业 方 式 和 收 入 来 源 多

元 化 ，让 1.27 万 名 扶 贫 搬 迁 群 众 享 受

到了旅游发展红利。

日前，《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

于做好 2023 年全面推进乡村振

兴重点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

“一号文件”）发布。“一号文件”围

绕九部分提出 33 条举措，明确提

出“扎实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建设”。何为“和美”，如何推进？

各地正在积极探索中。

推进和美乡村建设 他们这样做

在福建省宁德市屏南县，四坪、龙潭、漈下等传统古村落通过与文创、文旅

结合，转型为“文化创意”古村落、乡村旅游网红打卡地，焕发勃勃生机。

图为近日游客在龙潭村参观游览。 中新社记者 王东明 摄

福建屏南：文旅结合助古村落转型

游客在江淮侨乡·六家畈红石咀露营地游玩 肥东县文化和旅游局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