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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四川乡村旅游产业规模持续扩大，产业活力持续释放，不仅夯实了四川文旅经济发展基础，也有力拉动了全省文旅经济消费，已

经成为文旅经济基本面的重要支撑。随着 2023 年春夏乡村旅游旺季的到来，四川各地乡村旅游活动丰富多彩，融合发展步伐持续加快，市场

信心和消费活力快速恢复——

□ 本报记者 白骅

“ 开 春 以 来 ，生 意 就 好 起 来 啰 ，这

段时间几乎天天满房！”四川省眉山市

青神县民宿“竹里人家”老板柳文明兴

奋地说，“生意好了，精神就爽，身上好

像有使不完的劲。”

柳 文 明 的 快 乐 生 活 并 非 个 例 。 今

年 春 季 以 来 ，眉 山 市 适 时 启 动 了 2023

“ 寻 美 乡 村·乐 游 眉 山 ”大 型 乡 村 旅 游

季 活 动 ，截 至 目 前 已 经 吸 引 了 超 过

1000 万 人 次 游 客 ，带 动 文 旅 消 费 强 劲

复苏，激活了乡村振兴发展新动能。

眉 山 市 青 神 县 的 竹 林 里 、小 溪 边 、

山野中，成千上万的绿色光点在黑夜里

如星光闪烁，恍若绿色仙子，吸引着很

多游客慕名前来。“我们通过保护萤火

虫 ，让 青 神 生 态 资 源 转 化 为 旅 游 吸 引

物。”青神县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局

长余瑶说，“截至目前，到青神观萤的游

客已经超过了 20 万人次。”为了留住游

客，青神县推出了萤火虫狂欢节、美食

节、欢乐跑、民俗表演、篝火晚会、竹竿

舞等一系列乡村旅游活动。在该县黄

水凼观萤点，村集体利用流转农房开办

的萤光餐厅和民宿，今年以来收益已经

超过 50 万元。

在眉山，“好耍”的项目还有很多。

洪 雅 县 青 杠 坪 村 依 托 2 万 多 亩 茶

园，打造了以茶文化为主题，集精品民

宿、特色餐饮、会议会务、文化体验、茶

文化研学等功能于一体的农文旅融合

项目茶客空间。春茶才冒尖儿，西安游

客王莉莉就带着全家老小来到了青杠

坪·茶客空间，体验采茶、制茶的乐趣。

今年，洪雅县春茶采摘暨品鉴展览会在

青杠坪村举行，文艺表演、非遗手工制

茶大赛、洪雅县首届汉服采茶大赛等一

系列特色活动吸引了大量游客。青杠

坪村党总支书记王顺说：“依靠着茶文

化特色旅游，村集体每年保底收入 5 万

元，示范区内农户每年固定收益达 3 万

元，有力助推群众增收。”

油菜花开时节，仁寿县青岗乡一望

无际的油菜花开遍整个原野。油菜花

节的举办，让青岗乡热闹非凡，游客纷

至沓来，各式当地小吃和旅游纪念品应

有尽有，供不应求。农家乐更是家家爆

满，让经营者和从业者乐开了花。

仁 寿 县 的 油 菜 花 节 刚 过 ，彭 山 区

黄 丰 镇 的 橘 花 就 迫 不 及 待 地 香 艳 了

各 处 。 橘 花 节 上 的 庆 丰 收 狂 欢 嘉 年

华 热 闹 非 凡 ，黄 丰 柑 橘“ 花 果 同 树 ”带

火 农 旅 经 济 ，有 效 地 带 动 了 当 地 农 民

增 收 。

眉 山 市 文 化 广 播 电 视 和 旅 游 局 局

长王枫介绍，今年春季开始，眉山市以

2023“寻美乡村·乐游眉山”大型乡村旅

游季活动为带动，结合各区县、各景区

开展的特色文旅活动，做到了月月有节

庆 ，吸 引 了 众 多 游 客 走 进 眉 山 踏 青 赏

花、休闲度假，激发了文旅消费活力。

眉山：节庆推动消费复苏

深 山 藏 古 韵 ，茶 香 飘 四 方 。 在 四

川 省 达 州 市 万 源 市 30 万 亩 富 硒 茶 园 ，

绿 意 盎 然 、茶 芽 肥 硕 ，空 气 中 弥 漫 着

淡 淡 茶 香 。 井 溪 镇 猫 坪 村 茶 园 中 ，茶

农 杜 尚 菊 用 手 指 夹 住 一 簇 鲜 叶 ，指 尖

稍 微 用 力 便 将 茶 叶 轻 松 摘 下 ，动 作 如

行 云 流 水 。 不 多 时 ，茶 篓 中 铺 满 一 层

翠 绿 的 鲜 茶 ，她 的 脸 上 也 洋 溢 着 收 获

的 喜 悦 。

被 命 名 为“ 中 国 名 茶 之 乡 ”的 万

源 市 出 产 之 茶 香 浓 、味 醇 、回 甘 ，拥 有

巴 山 雀 舌 、巴 山 早 、一 山 青 等 20 余 个

茶 叶 品 牌 。

阳 春 三 月 ，万 源 市 成 片 的 茶 园 成

为 市 民 游 客 踏 青 的 好 去 处 。 游 客 徜

徉 在 茶 园 小 道 中 ，以 漫 山 绿 茶 树 为 背

景 拍 照 留 念 ，亲 手 采 下 一 片 片 茶 叶 ，

体 验 采 摘 的 乐 趣 。

大 力 发 展 茶 旅 融 合 ，是 万 源 市 助

力 乡 村 振 兴 的 关 键 举 措 。 近 年 来 ，全

市 深 入 挖 掘 地 域 文 化 特 色 ，突 出 万 源

茶 叶 个 性 化 特 点 ，加 大 了 石 塘 、旧 院 、

固 军 等 地 沿 线 茶 叶 基 地 的 改 造 提 升

力 度 ，在 石 塘 镇 瓦 子 坪 茶 叶 基 地 进 行

了 补 植 补 造 茶 苗 ，对 沿 线 茶 园 进 行 肥

水 管 理 ，并 通 过 乡 村 振 兴 衔 接 项 目 ，

在 石 塘 镇 杉 林 湾 村 建 成 茶 叶 加 工 厂 ，

建 立 茶 叶 大 豆 融 合 示 范 基 地 ，为 精 品

旅 游 发 展 夯 实 了 产 业 基 础 。

依 托 丰 富 的 茶 资 源 ，万 源 市 近 年

来 着 重 突 出 茶 叶 、茶 村 、茶 山 主 体 ，把

茶 产 业 发 展 与 旅 游 业 发 展 相 结 合 ，推

出 色 香 味 俱 全 的 万 源 美 食 、独 具 特 色

的 茶 园 民 宿 ，吸 引 游 客 品 茶 、体 验 茶

文 化 ，大 力 延 伸 产 业 链 。 一 个 个 茶 旅

融 合 项 目 如 雨 后 春 笋 般 在 万 源 兴 盛

起 来 。

围 绕“ 茶 ”核 心 ，万 源 以 富 硒 茶 业

为 核 、以 秦 巴 文 化 为 魂 、以 现 代 科 技

为 本 ，着 力 建 设 集 茶 叶 科 研 、茶 叶 生

产 、茶 叶 加 工 、产 品 销 售 、茶 园 观 光 、

文 化 体 验 、茶 艺 培 训 等 多 功 能 多 业 态

于 一 体 的 茶 走 廊 。

通 过 深 入 挖 掘 千 年 茶 文 化 底 蕴 ，

万 源 市 还 提 炼 形 成 了“ 以 茶 立 德 、以

茶 力 行 、以 茶 励 志 、以 茶 求 同 、以 茶 促

廉 ”村 规 民 约 ，坚 持“ 以 茶 促 旅 、以 旅

带 茶 ”的 发 展 思 路 ，打 造 出 3 条 茶 旅 融

合 旅 游 环 线 。 目 前 ，万 源 市 年 接 待 游

客 量 达 500 万 人 次 以 上 ，综 合 收 入 近

50 亿 元 。 全 市 茶 旅 融 合 产 业 已 成 为

助 农 增 收 、助 推 全 域 旅 游 、促 进 乡 村

振 兴 的 重 要 支 撑 。

万 源 市 委 书 记 倪 欣 坦 言 ：“ 茶 和

旅 是 万 源 的 支 柱 产 业 、乡 村 振 兴 的

富 民 产 业 。 我 们 将 持 续 以 茶 园 为 载

体 ，以 茶 旅 游 为 主 题 ，以 茶 创 意 为 动

力 ，持 续 开 展‘ 茶 区 变 景 区 、茶 园 变 公

园 、茶 山 变 金 山 ’行 动 ，有 力 推 动 乡 村

振 兴 。”

万源：茶旅融合促进振兴

近 年 来 ，四 川 省 甘 孜 藏 族 自 治 州

丹 巴 县 以“ 古 碉·藏 寨·美 人 谷 —— 中

国最美丽乡村”为核心品牌，以全域旅

游 和 乡 村 振 兴 为 抓 手 ，大 力 发 展 乡 村

旅游特别是民宿接待，收到显著成效。

每 年 ，丹 巴 县 安 排 不 少 于 500 万

元 的 旅 游 专 项 发 展 资 金 ，重 点 用 于 乡

村 旅 游 和 民 宿 经 济 发 展 。 该 县 制 定

出 台 了《丹 巴 县 民 宿 国 际 旅 游 目 的 地

总 体 规 划 暨 重 点 村 落 特 色 民 宿 发 展

规 划》，不 断 修 订 完 善《丹 巴 县 民 宿 提

档 升 级 管 理 办 法》，对 全 县 民 宿 行 业

作 出 科 学 规 划 和 具 体 指 导 。 同 时 出

台 了《关 于 进 一 步 加 强 农 村 宅 基 地 审

批 和 传 统 民 居 建 筑 风 貌 保 护 工 作 的

意 见》《关 于 加 强 村 寨 民 居 传 统 建 筑

风 貌 保 护 工 作 的 通 知》，最 大 程 度 地

保 护 民 宿 的 形 和 文 化 的 魂 ，做 到 形 神

兼 具 。

发 展 乡 村 旅 游 和 民 宿 经 济 ，需 要

“ 环 境 、资 金 、设 施 、观 念 、人 才 ”5 个 基

本要素，从长远角度看，关键在于本土

人才的培育和聚集。为此，丹巴县把招

揽本土有识之士、企业家参与和大学生

返乡创业作为聚人聚才的重中之重。

喜 悦 秘 境 民 宿 由 一 幢 藏 式 民 居 改

造 而 成 ，房 屋 内 部 装 饰 体 现 出 浓 浓 的

民 族 传 统 文 化 ，外 部 则 与 周 边 的 农

房 、田 园 和 古 碉 完 美 地 整 合 在 一 起 。

陈 志 便 是 这 家 民 宿 的 老 板 ，他 在 西 藏

拉 萨 工 作 多 年 后 ，一 次 偶 然 的 丹 巴 旅

游 经 历 ，让 他 决 定 留 在 这 里 创 业 。

喜 悦 秘 境 只 是 丹 巴 民 宿 产 业 的 一

个 缩 影 。 截 至 目 前 ，丹 巴 县 邀 请 了 20

多 名 丹 巴 籍 公 职 人 员 或 企 业 家 回 乡 ，

累计动员大学生返乡创业发展乡村民

宿 25 户 ，对 外 招 商 引 资 发 展 30 户 。 大

学生返乡创业和招商引资企业为丹巴

发展民宿接待带来了创新的理念和先

进的管理，同时也带来了更大的市场，

这些立足长远和根本的务实举措有力

促进了民宿业的快速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丹巴县还成立了民

宿联盟协会，采用规范标准、分散经营、

统一管理、集中营销的运行模式，实现

抱团发展。目前，仅甲居镇成立的民宿

分联盟就有 50 家民宿加入其中。

目 前 ，“ 农 村 就 是 景 区 ，农 业 就 是

景 点 ，农 民 就 是 旅 游 从 业 人 员 ”的 全

域 旅 游 理 念 在 丹 巴 已 经 深 入 人 心 ；

“ 全 域 旅 游 走 村 入 寨 、乡 村 接 待 四 面

开 花 、民 宿 经 济 如 火 如 荼 ”的 产 业 格

局 已 经 形 成 。

数 据 显 示 ，2022 年 ，丹 巴 县 接 待 游

客 301 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 33 亿

元，旅游从业人员达到 1800 多人，全县

群众因旅受益达 70%以上，旅游直接从

业人员增收达 3 万元以上，示范户、高档

民宿每户年均收入突破 200 万元，初步

形成了“旅游惠民”全域增收产业体系。

丹巴：小民宿撬动大经济

近日，当记者走进位于四川省资阳

市安岳县的卧佛院时，这里游人如织。

“安岳石刻的精美程度，放之全国也是

难得一见。”来自江西的游客张明胜说，

“因为爱好石刻慕名过来，才发现安岳

有山有水有乡村，值得玩味的地方还挺

多。”他计划多留几天，在安岳好好体验

一下“石刻里的乡村”。

卧 佛 院 是 卧 佛 景 区 的 核 心 景 点 ，

是 唐 代 建 设 的 摩 崖 造 像 石 窟 群 ，全 国

重 点 文 物 保 护 单 位 。 每 逢 节 假 日 ，大

批 游 客 慕 名 而 来 。 2020 年 ，四 川 省 和

重庆市正式启动了资阳大足文旅融合

发 展 示 范 区 规 划 建 设 工 作 。 同 年 ，卧

佛村农文旅融合示范点项目建设正式

启 动 ，通 过“ 石 刻 + ”，打 造 一 个 集 旅

游 、会 议 酒 店 、考 古 研 究 、商 业 物 流 于

一 体 的 禅 养 旅 居 度 假 目 的 地 ，不 仅 吸

引 了 不 少 企 业 进 驻 ，带 动 了 文 旅 项 目

的 投 资 落 地 ，也 吸 引 着 越 来 越 多 的 游

客纷至沓来。

为 了 留 住 游 客 ，近 两 年 ，卧 佛 景 区

周 边 的 配 套 建 设 可 谓 如 火 如 荼 ：从 县

城 经 快 速 通 道 去 卧 佛 景 区 方 便 快 捷 ，

旅游绿道的打造让旅游交通环境发生

了 很 大 变 化 ，沿 途 还 建 了 许 多 农 家 特

色小院、农家乐和度假村等。

如今，在跑马滩水库码头乘坐轮渡

前往卧佛院，放眼望去，红墙黑瓦的民

宿楼房依次排开，水月集禅意主题商业

街区雏形已现……目前，该村已经建成

5 个 景 观 节 点 和 长 廊 码 头 游 客 服 务 区

等项目，正在加快建设卧佛书院、祈福

长廊等景观，三期项目预计将于今年内

全 面 完 工 ，建 成 后 预 计 带 动 经 济 增 长

2000 余万元，吸引当地群众就近创业务

工 600 余人，人均年增收 2000 元以上。

卧 佛 村 的 热 闹 只 是 安 岳 县 大 力 发

展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的缩影。

作 为 全 国 知 名 的“ 石 刻 之 乡 ”，安

岳 县 近 年 来 积 极 探 索“ 石 刻 +旅 游 ”发

展新模式，重点推动北部、中部、东部 3

个 文 旅 组 团 发 展 —— 依 托 卧 佛 院 ，建

设“石窟+水”组团，预计投入 23 亿元，

着 力 打 造 成 渝 中 部 康 养 旅 游 区 ；依 托

圆 觉 洞 、千 佛 寨 景 区 ，建 设“ 石 窟 +数 ”

组团 ，预计投入 21.7 亿元 ，着力打造安

岳石窟数字展示中心；依托毗卢洞、华

严 洞 、茗 山 寺 景 点 ，建 设“ 石 窟 +山 ”组

团 ，预 计 投 入 40 亿 元 ，着 力 打 造“ 安 柠

石光”巴蜀文化体验区。

截 至 目 前 ，安 岳 县 依 托 底 蕴 深 厚

的 石 刻 文 化 和 丰 富 的 乡 村 旅 游 资 源 ，

已建成 A 级旅游景区 6 个。

安 岳 县 文 化 广 播 电 视 和 旅 游 局 局

长李伶说，未来，安岳县还将新建一批

星 级 农 家 乐 、乡 村 酒 店 、旅 游 民 宿 ，引

导 更 多 镇 、村 争 创“ 天 府 旅 游 名 镇 ”和

“ 天 府 旅 游 名 村 ”，为 乡 村 旅 游 发 展 注

入更多活力。

安岳：“石刻+旅游”注入新动能

感 受 民 族 文 化 、品 尝 美 味 藏 餐 、赏

冰 瀑 晒 暖 阳 …… 入 夏 以 来 ，四 川 省 阿

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松潘县再度迎来旺

盛 的 旅 游 人 气 ，众 多 游 客 在 游 览 5A 级

旅 游 景 区 —— 黄 龙 景 区 之 余 ，走 进 乡

村体验别样的民族风情和特色文化。

松 潘 县 地 处 青 藏 高 原 东 端 。 近 年

来 ，当 地 把 乡 村 旅 游 作 为 加 快 推 进 全

域 旅 游 发 展 的 一 项 重 要 措 施 ，全 力 补

齐 各 项 基 础 设 施 短 板 ，努 力 丰 富 产 品

体系，以此激发乡村旅游活力。

因 距 离 县 城 近 、民 族 文 化 氛 围 浓

厚 等 因 素 ，青 云 镇 谷 斯 村 极 具 旅 游 发

展潜力。为此，青云镇党委、政府争取

了 400 余万元专项资金，用于基础设施

提档升级和乡村旅游区建设。

麦吉村则投资建设了观景平台、生

态停车场等基础设施，恢复了松茂古道

沿线关键节点茶马古道遗址遗迹，打造

了一批民宿、土特产店、民俗风情体验

馆等，为乡村振兴奠定了基础。

通 过 基 础 设 施 补 短 板 行 动 ，松 潘

县 越 来 越 多 的 乡 村 正 成 为 游 客 旅 行

度 假 的 新 选 择 ，全 县 旅 游 迸 发 出 了 新

活 力 。

“以 前 只 是 到 黄 龙 景 区 游 玩 ，现 在

还 能 去 乡 村 买 点 绿 色 果 蔬 、吃 点 藏 式

美食、住一住藏家民宿，到了晚上还能

围 着 篝 火 跳 锅 庄 吃 烧 烤 ，体 验 越 来 越

好 了 。”日 前 ，自 驾 前 往 松 潘 的 游 客 江

依林向好友分享了自己的旅游体验。

在 打 造 特 色 乡 村 旅 游 产 品 过 程

中 ，当 地 注 重 保 留 地 域 特 色 、生 态 风

貌、民族风情，推出了一条串联各景区

景 点 的 独 特 民 俗 风 景 线 ，构 建 了“ 全

域 、全 时 、多 元 ”的 生 态 文 化 旅 游 格

局 。 据 统 计 ，松 潘 县 目 前 已 建 成 上 磨

村 、牟 尼 沟 村 等 10 个 精 品 旅 游 村 寨 ，

完 成 了 17 个 乡 镇 的 25 个 特 色 微 景 观

打造，形成了集休闲旅游观光、生态康

养、民俗体验、亲子互动等于一体的乡

村旅游产品体系。

松 潘 县 乡 村 旅 游 的 蓬 勃 发 展 让 当

地 百 姓 看 到 了 机 遇 ，他 们 纷 纷 利 用 自

家 房 屋 开 餐 馆 、建 民 宿 ，在 家 门 口 实

现 就 业 增 收 ，共 享 旅 游 业 发 展 带 来 的

红 利 。

每逢夏季，自驾行驶在九环线途经

松 潘 的 路 上 ，许 多 游 客 被 占 地 3000 余

亩的薰衣草花海所吸引。“景区年均门

票 收 入 达 到 170 多 万 元 ，景 区 内 的 餐

厅、咖啡厅和其他娱乐设施多由本地百

姓承包，有效带动大家创收。”松潘高原

现代农业产业园相关负责人介绍。

最 近 几 年 ，体 验 位 于 上 纳 咪 村 的

光和云朵精品民宿出现在不少川西自

驾 游 客 的 旅 游 计 划 中 。 民 宿 的 成 功

“ 出 圈 ”还 解 决 了 村 民 们 的 就 业 ，他 们

中 有 的 成 为 藏 餐 厨 师 ，有 的 成 为 民 宿

管家，有的成为民宿摄影师。

“全村 51 户村民以土地入股，随着

游 客 数 量 的 增 加 ，每 年 村 民 们 都 能 收

到一笔不菲的分红。”上纳咪村相关负

责人说。

松潘：乡村成为度假新选择

四川乡村旅游再现勃勃生机

“ 我 们 在 此 庄 严 承 诺 ，一 定 深 入

践行全域旅游‘共建共享’的理念，以

‘100 分 的 热 情 ’提 供‘100 分 的 服

务’。”7 月 2 日，在第六届武义大田蓝

莓文化旅游节活动现场，浙江省金华

市武义县大田乡发布了一份由 100 名

干 部 群 众 共 同 书 写 并 按 下 红 手 印 的

邀请函，向八方来客发出“品美景、游

大 田 ”的 诚 挚 邀 请 ，并 承 诺 提 供 最 优

质、最诚信的服务。

与 邀 请 函 一 同 发 布 的 ，还 有 大 田

乡 推 出 的 浙 江 省 首 个 乡 镇 一 级 迎 亚

运 文 旅 专 项 优 惠 措 施 。 针 对 今 年 将

在 杭 州 举 办 的 第 19 届 亚 运 会 这 一 市

场 热 点 ，大 田 乡 面 向 亚 洲 中 小 学 生 、

杭州市民散客和旅行社团队，出台了

涵盖民宿、文创产品、特色餐饮、农特

产品等多方面的优惠措施。同时，大

田 乡 还 发 布 了“ 认 养 一 株 蓝 莓 树 ”特

色研学产品和“岭心”文创产品等，用

“真金白银”和“真材实料”邀客来玩。

我 国 对 新 冠 病 毒 感 染 实 施“ 乙 类

乙 管 ”后 ，各 行 各 业 都 在 全 面 复 苏 的

征程中加速奔跑。大田乡不仅以“共

绘 美 好‘ 蓝 ’图 ，共 富‘ 莓 ’好 大 田 ”为

主 题 ，重 启 了 因 疫 情 停 办 3 年 的 大 田

蓝莓文化旅游节，还秉持“守正创新”

的理念，推出多项抢抓文旅消费市场

复 苏 机 遇 的 全 新 行 动 ，奏 响“ 蓝 莓 搭

台、经济唱戏、文旅富乡”主旋律。

大 田 乡 位 于 武 义 县 中 部 ，是 典 型

的 山 区 乡 镇 ，森 林 面 积 3300 多 公 顷 ，

森 林 覆 盖 率 达 70.27％ ，丰 富 的 自 然

资源和优越的生态条件，成为蓝莓生

长 的 温 床 。 2009 年 ，受 市 场 、地 理 环

境等因素制约，大田乡传统优势产业

毛竹种植和茶产业收益欠佳，当地党

委、政府将目光投向了经济价值较高

的蓝莓产业。通过外出学习考察、落

实 苗 种 、引 进 主 体 开 展 种 植 等 工 作 ，

蓝莓产业在大田乡落地生根。

这 些 年 来 ，大 田 乡 坚 持“ 生 态 养

生 庄 园 、山 水 秀 美 大 田 ”总 目 标 、“ 温

泉 名 城 后 花 园 ”总 定 位 ，把 发 展 蓝 莓

产业作为支撑乡村振兴的重点工作，

通过深化党建联建机制，充分汇集乡

贤 、红 领 新 青 年 创 客 、农 旅 专 业 人 才

力 量 ，构 建 乡 村 片 区 组 团 发 展 模 式 ，

成立了全县首个蓝莓专业合作社，打

造产销共助平台，配套建设蓝莓冷库

项目，形成独具特色的“蓝莓＋”乡域

经济发展模式。目前，大田乡蓝莓种

植 面 积 达 1000 余 亩 ，亩 均 产 值 2 万 元

到 6 万 元 不 等 ，带 动 全 乡 农 户 年 均 总

收入 2500 多万元，蓝莓产业成为富民

增收的标志性产业。

徐 村 是 大 田 乡 的 蓝 莓 种 植 专 业

村，几乎家家户户种植蓝莓。作为村

里最早“试水”种植蓝莓的村民之一，

李 碧 群 坦 言 一 开 始 只 是 抱 着 试 试 看

的心态，利用自家闲置农田小范围试

种。随着产值效益逐年递增，李碧群

的蓝莓种植面积也在逐年扩大，如今

她 已 种 植 蓝 莓 近 20 亩 ，亩 产 达 1000

多 公 斤 。“ 今 年 蓝 莓 又 迎 来 丰 收 ，4 月

到 8 月 都 在 加 班 加 点 地 采 摘 ，有 时 忙

得连饭都顾不上吃。”李碧群笑着说。

兴 盛 发 展 的 蓝 莓 产 业 成 为 大 田

乡 的 一 张“ 金 名 片 ”。 通 过 深 挖 蓝 莓

产 业 优 势 ，串 联 优 质 文 旅 资 源 ，大 田

乡 培 育 出 以 乡 村 旅 游 、文 化 旅 游 、工

业旅游等为代表的休闲旅游业态，推

出 自 然 、非 遗 、农 事 等 不 同 主 题 的 系

列研学产品，开辟了以民宿经济为代

表的乡村文旅消费新市场，带动大田

乡 走 上 产 业 振 兴 的 发 展 道 路 。 截 至

目 前 ，大 田 乡 共 有 13 家 特 色 创 意 民

宿 、农 家 乐 ，年 均 接 待 游 客 6 万 多 人

次 ，带 动 上 千 农 民 就 业 ，实 现 直 接 经

济收入 1800 余万元。

“ 蓝 莓 产 业 已 经 成 为 激 发 大 田 乡

内 生 动 力 的 共 富 产 业 。”大 田 乡 党 委

书记徐平介绍，今年恰逢浙江迭代升

级“ 千 村 示 范 、万 村 整 治 ”工 程 20 周

年 ，蓝 莓 产 业 就 是 大 田 乡 在“ 千 万 工

程 ”引 领 下 ，重 点 培 育 的 美 丽 产 业 。

站在新的起点，大田乡将积极发挥基

层 主 动 探 索 的 主 观 能 动 性 ，以“ 绿 色

转型、美丽富民”为工作主线，狠抓落

实，做精、做深、做透“蓝莓＋”发展模

式，以产业振兴带动全乡实现高质量

发展。

田间长出致富果
蓝莓经济正红火

浙江大田乡：

□ 陶李

近日，北京大兴长子营镇推出以“夏日采摘”为主题的乡村旅游系列活动，

吸引众多游客前来体验乡村生活，感受采摘乐趣。近年来，长子营镇积极推动

乡村旅游发展，打造了奥肯尼克家庭农场等一大批集休闲观光、采摘体验于一

体的农业观光园项目。图为游客在奥肯尼克家庭农场体验采摘乐趣。

本报记者 陈晨 摄影报道

进入夏季，众多游客来到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荔波县，畅游青山

绿水，感受世界自然遗产地之美，乐享夏日时光。

图为游客在荔波县小七孔景区游玩。 肖伟 摄

贵州荔波县：乐享避暑游

北京长子营：夏日采摘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