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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为司莫拉佤族村，右图为古生村 本报记者 杨硕 摄

走 进 山 林 采 挖 人 参 、学 习 和 松 树

有关的知识；身着朝鲜族民族服饰，变

身 辣 白 菜 制 作 小 能 手 ，学 习 剪 纸 和 树

皮 画 …… 近 段 时 间 ，在 吉 林 省 延 边 朝

鲜 族 自 治 州 安 图 县 奶 头 山 村 ，前 来 研

学 的 亲 子 家 庭 和 研 学 团 体 不 在 少 数 ，

丰 富 多 彩 的 研 学 课 程 受 到 游 客 好 评 ，

尤其是吸引了很多“回头客”。

奶 头 山 村 历 史 悠 久 ，具 有 鲜 明 的

朝鲜族特色。近几年，奶头山村以“民

俗文化+红色文化+冰雪文化+林下参

文化”为主题，推动乡村旅游发展。

奶 头 山 村 有 适 合 人 参 生 长 的 山 林

环境，林下参种植优势明显，体验采参

研学之旅是游客必打卡项目。

“ 长 白 山 地 区 的 人 们 把 进 深 山 老

林寻找、采挖人参称为‘放山’，为了表

示 对 人 参 的 珍 惜 ，我 们 常 把 挖 参 称 作

‘抬参’，采参习俗的学问大着呢……”

专 业 放 山 人 从 凡 博 说 。 在 他 的 带 领

下 ，体 验 过 拜 山 、拜 老 把 头 仪 式 ，了 解

了 采 参 民 俗 文 化 之 后 ，孩 子 们 便 可 以

走 进 山 林 ，开 启 一 段 采 参 之 旅 。 他 们

紧 紧 跟 随 放 山 人 的 脚 步 ，小 心 翼 翼 地

寻 找 、采 挖 人 参 。 每 当 成 功 地 挖 出 一

根完整的人参，孩子们总会兴奋不已。

体 验 采 参 之 旅 ，孩 子 们 可 以 了 解

人参从种子选取、播种、移栽到收获的

全 过 程 ，还 可 以 了 解 人 参 的 生 长 环 境

和习性，掌握正确的采挖方法和技巧。

“ 不 仅 孩 子 们 有 所 收 获 ，家 长 们 也

觉得受益匪浅。比如，家长也跟着参与

了寻找、采挖人参的全过程。此外，为

了丰富研学体验，课程中还会加入动手

实 践 内 容 ，也 是 家 长 和 孩 子 一 起 参 与

的 。”奶 头 山 村 景 区 负 责 人 、安 图 县 铭

睿朝鲜族民俗旅游服务有限公司总经

理杨丽娜说。

奶 头 山 村 研 学 之 旅 的 另 一 个 亮 点

是红色研学之旅。奶头山抗日游击根

据地在中国抗战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

页，抗联密营地战斗指挥部遗址、抗联

小 路 等 红 色 遗 存 ，既 是 奶 头 山 村 的 宝

贵 财 富 ，也 是 开 展 红 色 研 学 的 底 蕴 。

奶 头 山 村 战 史 馆 以 文 字 、图 片 和 实 物

为 载 体 ，介 绍 了 东 北 抗 日 联 军 从 挺 进

奶头山村到撤离奶头山村浴血奋战的

全过程。

国 庆 假 期 ，游 客 曹 女 士 带 着 女 儿

到奶头山村战史馆参观。“我们特意选

择 在 这 个 时 候 来 ，就 是 希 望 通 过 所 见

所闻，让孩子体会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培养她的爱国情怀。”

在 奶 头 山 村 研 学 还 有 一 个 亮 点 是

可 以 学 到 手 艺 。 记 者 在 采 访 中 了 解

到，很多亲子家庭专程赶来，学习制作

朝鲜族特色美食辣白菜。认真听完工

作人员的讲解后，孩子们戴上手套，把

大 白 菜 分 好 层 ，将 辣 椒 均 匀 地 涂 抹 在

每 片 菜 叶 上 ，腌 制 片 刻 就 可 以 品 尝 亲

手制作的辣白菜了。

“ 在 奶 头 山 村 可 以 学 的 东 西 很 多 。

比如树皮画、长鼓舞等。下次我们再来

学。”来自南京的游客赵女士说。

□ 蒲 钰 本报记者 刘玉萍

秋意正浓 这些乡村很红火
在自然风光中享受田园诗意，在非遗体验中增进亲子感情，

在 乡 土 文 化 中 感 受 民 俗 魅 力 …… 赏 秋 好 时 节 ，游 客 纷 纷 奔 赴 乡

村 ，享 受 美 好 的 惬 意 时 光 。 游 客 到 乡 村 玩 啥 ？ 乡 村 旅 游 在 这 个

秋季呈现出哪些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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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学团队体验采挖人参 安图县铭睿朝鲜族民俗旅游服务有限公司 供图

金秋时节，众多游客在骆驼道村游览 王文华 摄

国庆假期 ，山西省阳泉市盂县骆

驼 道 村 热 闹 非 凡 。 来 自 全 国 各 地 的

游客逛古村、品美食，参加星空露营、

美 食 烧 烤 、篝 火 晚 会 ，尽 情 体 验 乡 村

生 活 的 美 好 、太 行 山 的 璀 璨 星 辰 ，感

受千年古村落的变化。

近年来 ，骆驼道村大力实施乡村

提 升 工 程 ，改 善 村 容 村 貌 、完 善 基 础

设施、修缮古街古道，发展乡村旅游，

促 进 乡 村 振 兴 ，实 现 农 民 增 收 、乡 村

兴旺。

古村换新颜

骆驼道村是一个典型的古村落 ，

位于阳泉盂县和忻州五台县交界处，

有 上 千 年 历 史 。 这 里 曾 是 晋 商 驼 帮

从太原经盂县将茶叶、花椒等运到内

蒙 古 甚 至 俄 罗 斯 的 必 经 之 地 。 村 里

至 今 保 存 着 骆 驼 古 道 、商 铺 等 ，是 北

方 晋 商 驼 道 上 为 数 不 多 的 遗 存 。 村

里现存的 72 处院落中，明清时期的院

落 有 33 处 。 2019 年 ，骆 驼 道 村 入 选

第五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

走 进 村 子 ，三 横 四 纵 7 条 街 道 将

村里划分成多个区域，曲折的石板街

巷连环贯通，平缓宽敞处，有石臼、石

碾等旧时的生活器具，显示着古村曾

经 的 繁 华 。 村 后 还 有 牛 道 岭 战 斗 遗

址等红色旅游资源。

近 年 来 ，骆 驼 道 村 按 照“ 修 旧 如

旧、原汁原味”的原则，整修了多处特

色 古 院 和 骆 驼 古 道 ，修 复 了 残 垣 断

壁 、古 街 古 道 ，古 村 遗 貌 得 以 初 步 恢

复 。 同 时 亮 化 、美 化 街 巷 ，设 置 旅 游

指引牌和乡村文化墙，让古村面貌焕

然一新。

今 年 ，村 里 启 动 了 传 统 修 缮 展 陈

工作。比如，以梁家院子乡村微博物

馆 为 核 心 ，打 造 太 行 村 落 露 天 博 物

馆 ，展 现 历 史 文 化 底 蕴 ，并 串 联 起 村

内多处观景平台，为骆驼道村开发研

学、写生、摄影等提供条件，让传统村

落、传统建筑彰显生机。

公路引客来

站 在 村 口 抬 头 望 去 ，只 见 依 山 就

势的骆驼道村掩映在绿树浓荫间，整

个村落与大山浑然一体，石头堆砌的

院 落 高 低 错 落 ，院 墙 上 、窗 台 前 的 一

盆盆鲜花，让人感到乡村质朴的美。

近 年 来 ，随 着 太 行 一 号 旅 游 公 路

分 段 贯 通 ，公 路 直 通 村 口 ，曾 经 藏 在

太行山深处的美景“触手可及”，古村

落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国 庆 假 期 ，随 着 盂 县 旅 游 惠 民 直

通车开通，一批批游客来到骆驼道村。

刚 进 村 ，浙 江 游 客 李 女 士 就 被 烧

饼 铺 里 飘 出 的 香 味 吸 引 。 只 见 几 个

村 民 正 在 用 传 统 方 式 制 作 烧 饼 。“ 这

是用柴火烤的，你们城里人吃不到。”

村民一边说，一边把热乎乎的饼子分

给 围 观 者 品 尝 。“ 我 特 别 喜 欢 这 里 的

烤 月 饼 ，柴 火 味 足 ，味 道 真 的 太 香 。”

李女士说。

沿 着 村 旁 的 盘 山 公 路 行 至 山 顶 ，

李 女 士 看 到 一 座 座 太 空 舱 在 阳 光 下

格外显眼。

骆 驼 道 村 将 古 村 与 星 空 相 结 合 ，

打 造 了 独 具 特 色 的 星 空 酒 店 。 星 空

酒 店 负 责 人 梁 英 珠 介 绍 ，仅 10 月 4

日 、5 日 两 天 ，惠 民 直 通 车 就 送 来 了

1000 多 游 客 ，此 外 还 有 近 100 辆 私 家

车。“游客来了，不仅可以住在悬崖太

空舱里，还可以品尝柴火烩菜、烙饼、

豆包等农家特色。晚上，围着篝火唱

歌 、跳 舞 ，或 在 露 营 基 地 自 己 动 手 烧

烤。”

国 庆 假 期 ，骆 驼 道 村 接 待 游 客 1

万 余 人 次 ，旅 游 收 入 约 5 万 元 。 有 村

民 感 叹 ：“ 以 前 一 年 到 头 见 不 到 几 张

新面孔，现在每天都有这么多游客”。

村民劲头足

近 几 年 ，在 村 委 会 的 引 导 下 ，一

些 村 民 把 自 家 院 子 、屋 子 收 拾 干 净 ，

在家门口办起了农家乐。

村 民 梁 培 志 开 了 一 家 农 家 乐 。

“ 去 年 收 入 不 错 ，今 年 游 客 更 多 了 。”

梁培志乐呵呵地分享道。

旅 游 业 发 展 起 来 了 ，村 里 的 老 院

子 更“ 吃 香 ”了 。 投 资 商 看 中 了 村 民

刘 变 珍 家 的 院 子 ，计 划 将 其 打 造 成

“山居农家院”民宿，让更多的游客住

下来。

目前，村里保存较好、具备民宿改

造条件的房屋有 20 座，房屋主人都有

经营民宿的意愿。村里计划引入专业

团队，高标准开发利用这部分资源。

如 今 ，只 要 有 时 间 ，77 岁 的 村 民

梁 秉 道 就 会 站 在 高 坡 上 拿 着 手 机 记

录 村 里 的 热 闹 场 景 。 他 说 ：“ 我 要 把

视 频 发 到 朋 友 圈 、抖 音 上 ，把 我 们 村

发展旅游后的变化宣传出去，让更多

的人知道骆驼道村。”

国 庆 假 期 前 夕 ，盂 县 在 骆 驼 道 村

发布《太行古村落保护白皮书》，并请

来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旅行

社代表等，共商传统古村落保护与发

展大计。

“ 我 们 要 抓 住 白 皮 书 发 布 这 一 契

机 ，让 更 多 人 知 道 骆 驼 道 村 ，要 合 理

开发利用旅游资源，吸引更多人走进

村 子 。”骆 驼 道 村 党 支 部 书 记 张 兰 英

说，“如今，村民们发展乡村旅游的劲

头更足了，信心更强了。经过这几年

的发展，我们发现骆驼道村要想有全

新的未来，就必须深挖千年古村的历

史 文 化 内 涵 ，以 古 村 落 、古 驿 道 等 资

源 为 核 心 ，联 合 周 边 的 旅 游 景 点 ，助

推 乡 村 旅 游 发 展 ，让 村 民 端 稳 旅 游

‘饭碗’。”

赏田园风光，看文物古迹，听民族歌曲，品庄园咖啡——

彩云之南村村旅游有特色
□ 本报记者 杨 硕

体验红色文化，走进山林挖人参，身着民族服饰制作辣白菜——

吉林奶头山村引来“回头客”

进 入 10 月 ，云 南 多 地 乡 村 旅 游 热

度 攀 升 ，各 村 寨 不 断 激 活 旅 游 发 展 动

能 ，创 新 旅 游 业 态 ，开 发 旅 游 产 品 ，推

动 农 文 旅 深 度 融 合 ，让 乡 村 旅 游 持 续

焕发活力。

民俗+旅游 唱响团结歌

民 族 文 化 展 魅 力 ，美 丽 乡 村 引 客

来。绘图、扎花、染色、漂洗、拆线……

在 云 南 省 大 理 市 周 城 村 ，不 少 游 客 围

坐 在 一 起 ，体 验 白 族 扎 染 技 艺 。 白 族

扎 染 技 艺 是 国 家 级 非 遗 代 表 性 项 目 ，

在 远 近 闻 名 的“ 白 族 扎 染 之 乡 ”周 城

村，相关体验项目深受游客欢迎。

江 西 游 客 王 先 生 将 手 中 的 扎 染 方

巾依次拆线，徐徐展开，蓝白交织的花

纹 便 呈 现 在 眼 前 。 王 先 生 说 ：“ 在 这

里 ，我 体 验 了 以 板 蓝 根 为 原 料 染 色 的

白 族 扎 染 ，喝 到 了 板 蓝 根 茶 。 在 这 样

美 丽 的 村 庄 ，体 验 自 然 的 、淳 朴 的 技

艺，是一种难得的享受。”

扎 染 不 仅 为 周 城 村 带 来 了 人 气 ，

还 带 动 当 地 村 民 增 收 。 段 树 坤 、段 银

开 夫 妇 是 白 族 扎 染 技 艺 的 国 家 级 代

表 性 传 承 人 ，他 们 共 同 创 建 了 璞 真 白

族 扎 染 博 物 馆 ，向 游 客 展 示 扎 染 的 历

史 以 及 创 新 应 用 。 段 树 坤 说 ：“ 在 村

里 ，从 事 扎 染 及 相 关 非 遗 产 品 销 售 的

经 营 户 从 原 来 的 三 四 十 家 增 加 到 现

在 的 200 余 家 ，解 决 了 上 千 人 的 就 业

问 题 ，销 售 额 也 从 几 十 万 元 增 至 三 四

百 万 元 。”

同 样 以 少 数 民 族 特 色 吸 引 游 客

的 ，还 有 云 南 省 腾 冲 市 的 司 莫 拉 佤 族

村 。 在 这 个 富 有 佤 族 特 色 的 古 村 落 ，

记者看到，有游客敲打着佤族木鼓，欢

乐舞蹈；有游客身着佤族服饰，旅拍打

卡 ；还 有 的 游 客 在 手 工 作 坊 制 作 佤 族

新年传统食物大米粑粑。

司 莫 拉 在 佤 语 里 的 意 思 是“ 幸 福

的 地 方 ”。 近 年 来 ，随 着 司 莫 拉 幸 福

佤 乡 综 合 开 发 项 目 的 推 进 ，村 容 村 貌

焕 然 一 新 ，旅 游 业 蓬 勃 发 展 ，村 民 的

生 活 也 更 加 幸 福 。“ 我 以 前 在 县 城 打

工 ，收 入 只 能‘ 糊 口 ’。 现 在 就 在 家 门

口 就 业 ，收 入 提 高 了 ，生 活 也 更 美

了 。”返 乡 后 ，村 民 罗 爱 艳 成 了 司 莫 拉

佤 族 村 的 讲 解 员 ，后 来 在 村 里 还 经 营

了 一 家 民 宿 。

咖啡+旅游 擦亮特色牌

高 黎 贡 山 脚 下 ，云 南 省 保 山 市 新

寨 村 的 万 亩 咖 啡 林 郁 郁 葱 葱 ，村 中 随

处可见精美的咖啡主题墙绘。新寨村

党 总 支 书 记 王 加 维 介 绍 ：“ 国 庆 假 期 ，

村里的咖啡庄园酒店提前一个月就订

满了。很多游客到村里体验咖啡豆采

摘 、烘 焙 ，住 进 咖 啡 主 题 民 宿 ，品 尝 用

咖啡制作的特色菜品。”

新 寨 村 位 于 怒 江 之 畔 ，是 独 特 的

干 热 河 谷 气 候 ，产 出 的 小 粒 咖 啡 浓 而

不 苦 、香 而 不 烈 ，略 带 果 酸 味 。 从 前 ，

因 为 咖 啡 收 购 价 格 低 迷 ，村 里 的 咖 农

多 次 想 要 放 弃 种 植 。 如 今 ，在 村 党 总

支和村委会的带领下，咖农规范种植、

改 良 品 种 。“ 村 党 总 支 牵 头 成 立 了 7 个

合作社，实现了规模化种植、统一管理

和销售，不仅降低了种植成本，提高了

咖 啡 品 质 ，还 增 强 了 抵 御 市 场 风 险 的

能力。”王加维说。

新 寨 村 咖 啡 种 植 面 积 约 907 公

顷 ，年 产 量 4000 余 吨 ，实 现 农 业 产 值

1.2 亿 元 ，人 均 咖 啡 收 入 达 1.2 万 元 。

近 年 来 ，村 里 顺 势 而 为 ，打 造 了 咖 啡

体 验 馆 、咖 啡 庄 园 、咖 啡 主 题 民 宿 等

“ 咖 旅 融 合 ”项 目 ，为 乡 村 旅 游 注 入 新

活 力 。

咖 啡 经 济 和 乡 村 旅 游 并 进 ，推 动

新寨村农文旅融合发展。咖啡园主题

乐跑、咖啡冲煮赛、咖啡鲜果采摘赛等

活动为新寨村带来了人气。王加维介

绍，新寨村还将咖啡与星空帐篷、悬崖

民宿、智慧农业等元素融合，为游客提

供休闲娱乐新选择。

如今，“咖啡+旅游”已经成为新寨

村 的 特 色 品 牌 。 王 加 维 说 ，村 里 确 立

了“ 十 百 千 万 亿 ”发 展 目 标 ，即 建 十 个

咖啡庄园、百户农家咖啡小院、千亩精

品 咖 啡 种 植 园 、万 亩 小 粒 咖 啡 种 植 基

地，逐步将新寨村发展成集观光、手工

体 验 、农 家 休 闲 于 一 体 的 热 门 旅 游 目

的地。

生态+旅游 吸引八方客

漫 步 在 云 南 省 大 理 市 古 生 村 ，水

天 一 色 的 洱 海 碧 波 荡 漾 ，青 瓦 白 墙 的

白 族 民 居 别 具 特 色 ，凤 鸣 桥 、古 戏 台 、

龙 王 庙 等 文 物 古 迹 遗 存 丰 富 。 近 年

来 ，随 着 洱 海 保 护 实 现 从“ 一 湖 之 治 ”

向“ 全 域 之 治 ”“ 生 态 之 治 ”的 转 变 ，位

于洱海边的古生村旧貌换新颜。

村 中 的 精 品 民 宿 、餐 厅 、咖 啡 店

多 了 起 来 ，游 客 服 务 中 心 、综 合 服 务

楼 、停 车 场 等 设 施 不 断 完 善 ，村 道 铺

上 了 青 石 板 ，污 水 管 网 通 到 家 家 户

户 ，古 桥 古 树 古 戏 台 也 得 以 保 护 ……

古 生 村 党 支 部 书 记 何 桥 坤 说 ：“ 这 几

年 洱 海 治 理 很 有 成 效 ，我 们 村 变 成 了

旅 游 村 ，村 集 体 、村 民 收 入 都 有 提 高 ，

变 化 很 大 。”

国 庆 假 期 ，古 生 村 举 办 了 首 届 中

国 农 民 丰 收 节 ，不 少 游 客 赶 来 赏 田 园

风 光 、看 文 物 古 迹 、听 白 族 大 本 曲 、品

白 族 长 街 宴 。“ 水 质 好 了 ，风 景 美 了 ，

游 客 自 然 也 多 了 。”何 桥 坤 介 绍 ，“ 污

水 通 过 环 湖 截 污 主 管 网 至 下 沉 式 污

水 处 理 厂 处 理 ，坚 决 不 让 一 滴 污 水 流

入 洱 海 。”

在 古 生 村 ，洱 海 保 护 成 果 转 化 为

风 景 中 的 生 产 力 和 山 水 间 的 幸 福 感 。

沿 着 洱 海 生 态 廊 道 骑 行 、住 在 古 村 特

色 民 宿 ，成 了 许 多 游 客 到 大 理 旅 游 必

打卡项目之一。

以 古 生 村 为 代 表 的 洱 海 周 边 村 庄

不断探索，既保护好了生态、又促进了

农 民 增 收 。“ 未 来 ，古 生 村 要 依 托 美 丽

山水、历史文化，走出一条文旅融合的

发展新路。”何桥坤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