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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挖内涵 丰富体验

“ 品 尝 了 沙 县 小 吃 、永 安 全 笋 宴

意 犹 未 尽 ，这 些 口 感 和 台 湾 非 常 相

近 ，有 家 乡 的 味 道 。 两 岸 同 根 同 源 ，

饮食习惯相似，美食成为一触即发的

乡愁，承载着彼此丰富的情感内涵。”

近日，在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举办的

“情系福建·寻味美食”——两岸文化

联谊行活动中，台湾美食家陈鸿激动

地说。

福 建 依 山 傍 海 ，气 候 宜 人 ，兼 容

并蓄的八闽文化，孕育了丰富多彩的

乡 村 特 色 美 食 。 其 中 ，享 有“ 沙 县 小

吃第一村”美誉的沙县区夏茂镇俞邦

村 ，就 是 通 过 推 动 美 食 与 生 态 、旅 游

等深度融合发展起来的。

走 进 俞 邦 村“寻 根 追 味 ”一 条 街 ，

扁 肉 、米 冻 等 招 牌 迎 风 飘 扬 ，手 打 扁

肉 、拌 面 、芋 饺 等 特 色 小 吃 令 人 垂 涎

欲 滴 ，此 起 彼 伏 的 叫 卖 声 烟 火 气 十

足，吸引众多游客前来品尝。

“ 近 年 来 ，我 们 村 不 断 深 挖 沙 县

小 吃 文 化 内 涵 ，小 吃 品 类 达 到 50 多

种，像豆腐丸、甜烧麦等特色美食，在

外 面 是 吃 不 到 的 。”俞 邦 村 党 支 部 书

记 张 昌 松 介 绍 ，为 了 培 育“ 沙 县 小 吃

第 一 村 ”这 块 金 字 招 牌 ，村 里 设 立 了

“寻味俞邦”小吃制作体验区，推出了

“沙县小吃原材料种植—小吃制作非

遗技艺体验—小吃品尝”互动体验项

目，让游客深入了解沙县小吃文化。

近 年 来 ，三 明 各 地 乡 村 注 重 创

意 ，不 断 丰 富 游 客 体 验 ，到 目 的 地 美

食店“打卡”成为越来越多游客的“必

选项”。

三 明 市 泰 宁 县 梅 口 乡 水 际 村 积

极 挖 掘 本 地 特 有 食 材 ，如 金 湖 有 机

鱼，野生食材木槿花、红菇等，通过原

生 态 制 作 手 法 ，吸 引 游 客 前 来 尝 鲜 。

该村妇女主任邵娟娟介绍，水际村非

常 注 重 互 动 体 验 ，推 出 了“ 农 田 美 食

体 验 ”项 目 ，带 领 游 客 参 与 采 摘 和 制

作 ，享 受 从 田 间 到 餐 桌 的 全 过 程 ；在

“美食制作工作坊”，游客可以在厨师

的指导下，亲手制作鱼糕、碧玉卷、鱼

肉 水 饺 等 。 邵 娟 娟 说 ：“ 水 际 村 曾 经

是 贫 困 村 ，如 今 成 为 远 近 闻 名 的‘ 旅

游 村 ’，与 村 里 发 展 美 食 产 业 是 分 不

开的。”

活动引流 做热消费

富 贵 牛 肉 、美 味 腊 鸭 、鸿 运 牛 腩

煲 、漂“ 福 ”牛 肉 汤 、喜 庆 牛 膜 王 ……

近日，第二十八届中国（沙县）小吃旅

游文化节夏茂分会场活动——福牛宴

在俞邦村举办。活动现场推出了 100

多桌牛系列及沙县小吃宴席，开展了

小 吃 制 作 体 验 、小 吃 美 食 品 鉴 、山 地

越 野 车 体 验 、民 间 艺 术 表 演 等 活 动 ，

吸引了近 3000 人次游客慕名而来。

“中 国（沙 县）小 吃 旅 游 文 化 节 已

成 功 举 办 了 28 届 ，通 过 以‘ 食 ’会 友 、

以‘食’连心，积极推进沙县小吃产业

创 新 发 展 ，不 断 打 响‘ 沙 县 小 吃 第 一

村’品牌。”张昌松说。

通 过 更 加 丰 富 的 活 动 内 容 来 引

流 ，通 过 提 供 更 高 效 的 交 互 、更 有 质

感 的 体 验 吸 引 更 多 游 客 走 进 乡 村 品

美食，是当下三明多个乡村的做法。

10 月 1 日 晚 ，在 三 明 市 尤 溪 县 洋

中 镇 ，近 万 人 参 加 了“ 绿 都 三 明 踏 歌

行·闽 心 尤 溪 第 五 届 洋 中 草 根 音 乐

汇 ”活 动 ，当 地 村 民 带 来 了 地 道 的 草

根 汤 等 美 食 ，组 成 了 近 600 桌 宴 席 。

桂峰豆腐、洋中草根汤等特色美食让

游 客 流 连 忘 返 ，黄 酒 酿 造 技 术 、麦 芽

糖制作技艺、手工豆腐制作技艺等广

受赞誉。

“近年来，洋中镇桂峰村依托当地

美食特色 ，举 办 了 玫 瑰 长 桌 宴 、百 家

宴 、年 味 桂 峰 等 节 庆 活 动 ，一 道 道 桂

峰特色美食让游客体验‘舌尖上的盛

宴 ’。 同 时 ，我 们 还 推 出 了 美 食制作

互动项目，为游客提供难忘的美食体

验之旅。”洋中镇文旅办工作人员潘文

妍说。

加强营销 打响品牌

近 几 年 来 ，三 明 乡 村 美 食“ 圈 粉

效 应 ”不 断 显 现 ，这 与 各 方 多 元 创 意

营销是分不开的。

近日，2024 年福建文旅美食推广

季暨海峡两岸美食展在沙县区举办。

此次活动聚焦“‘一碗福建’福味来”主

题，策划推出《“一碗福建”福味来》主

题宣传片、福建美食 RAP《舌尖上的节

奏》、福 建 文 旅 创 意 推 介 秀 、《福 味 共

享·欢聚沙县》无人机表演秀等，吸引

全国各地游客“来福建，享福味”。

三明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副主

任廖丽青表示，三明作为闽中腹地，自

古以来就是美食的沃土，孕育了无数

令人垂涎欲滴的美味佳肴。这里有沙

县小吃、永安小吃和宁化客家小吃，还

有沙县全牛宴等“11 桌全宴”。希望通

过美食这一无国界的语言，深入挖掘

并传承中华饮食文化精髓，推动文化

和旅游深度融合，加深海峡两岸同胞

的心灵契合与情感共鸣。

记 者 在 采 访 中 发 现 ，近 年 来 ，随

着网络直播的兴起，在直播中推介乡

村美食正逐渐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

主播通过在线直播展示美食制作、品

尝 的 过 程 ，吸 引 了 大 量 网 友 的 关 注 。

张昌松就是其中一个主播。

2020 年 ，为 了 推 广 俞 邦 村 美 食 ，

张 昌 松 就 开 始 拍 视 频 、做 直 播 ，通 过

抖 音 账 号“ 小 吃 书 记 ”积 极 宣 传 沙 县

小吃文化，收获了大批粉丝。他发布

的“你真的吃过沙县小吃吗？”这一视

频 收 获 了 1.6 万 个 赞 。 后 来 ，俞 邦 村

火了起来，他又积极推动“跨村联建”

模 式 。 6 个 村 联 合 ，成 立 片 区 党 委 和

联 村 公 司 ，6 位 村 党 支 部 书 记 一 起 做

主 角 ，开 展 线 上 带 货 直 播 ，积 极 推 介

家乡更多的农特产品，抱团式带动共

同富裕。

如 今 ，

“ 小 吃 书 记 ”

账 号 已 拥 有

6 万 多 名 粉

丝 。“ 很 多 游

客 是 因 为 刷

到 我 们 的 视

频，才特意来到

俞 邦 村 以 及 周 围

各 村 打 卡 体 验 ，品

尝 沙 县 小 吃 的 。”张

昌松略带自豪地说。

“ 近 年 来 ，三 明 市 深

入 挖 掘 各 地 非 遗 和 特 色 美

食，着力打造独具地方特色的

‘一县一全宴’，如三元全鸭宴、

沙 县 全 牛 宴 、永 安 全 笋 宴 、明 溪

淮山宴等，同时注重挖掘美食背

后 的 文 化 故 事 ，结 合 非 遗 创 新

提升就餐仪式，吸引省内外游

客在品尝美食的同时，了解

三 明 美 食 文 化 ，丰 富 就 餐

体验。”三明市文化和旅

游局党组书记、局长杨

永 生 告 诉 记 者 ，2025

年 ，三 明 将 继 续 实

施 文 旅 消 费 提 升

年 行 动 ，推 动

“ 吃 ”成 为 旅 游

吸 引 物 ，推 出

一 批 文 化 主

题 旅 游 团

餐 ，让“ 全

宴 ”吃 得 到 、

吃 得 好 ，通 过

美 食 助 力 三 明

文 旅 经 济 高 质

量发展。

“ 一 场 大 雪 ，让 黄 羊 古 落 旅 游 度

假区更美了，不过最让我享受的还是

这碗热气腾腾的蒿子面……”12 月 14

日，上海油画创作者王民峰已经在宁

夏 回 族 自 治 区 中 卫 市 中 宁 县 余 丁 乡

黄羊古落旅游度假区住了 10 多天，创

作 之 余 ，他 每 天 都 要 吃 上 一 碗“ 宁 夏

最好吃的面食”蒿子面。

蒿 子 面 是 中 宁 人 喜 欢 的 一 种 面

食 。 2021 年 ，中 宁 蒿 子 面 制 作 技

艺 被 列 入 国 家 级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代 表 性 项 目 名 录 。 中 宁 县

位 于 西 北 腾 格 里 沙 漠 边 缘 ，

黄 河 自 西 向 东 穿 境 而 过 。 特

殊 的 半 干 旱 气 候 ，孕 育 了 随

处 可 见 的 野 生 沙 蒿 。 沙 蒿

籽 含 有 天 然 植 物 胶 ，在 水 中

会 形 成 强 韧 的 凝 胶 ，和 面 粉

结 合 能 够 做 出 韧 性 十 足 的 面

条 。 据 史 料 记 载 ，朱 元 璋 的 儿

子 在 宁 夏 做 官 时 带 着 几 位 御 厨 ，

就 是 他 们 将 蒿 子 面 的 制 作 技 术 传

授 给 了 当 地 人 。

蒿 子 面 的 制 作 过 程 十 分 讲 究 ，需

要 经 过 和 、揉 、饧 、擀 、晾 、叠 、切 、放 8

道工序。面点师傅凭借精湛的手艺，

将蒿籽粉与面粉巧妙结合，揉成光滑

的 面 团 ，再 经 过 严 格 的 步 骤 ，面 团 最

终变成了一根根细如丝线的面条，不

仅外观诱人，而且筋道爽滑。

每 逢 节 假 日 、婚 庆 等 喜 庆 的 日

子 ，中 宁 人 总 喜 欢 吃 一 碗 蒿 子 面 。

如 今 ，蒿 子 面 不 仅 成 为 中 宁 饮 食 文

化 的 标 识 ，更 是 宁 夏 文 化 和 旅 游 的

一 张 名 片 。

“ 这 是 我 第 一 次 亲 手 做 面 条 ，这

样 的 体 验 太 难 忘 了 。”在 黄 羊 古 落 旅

游度假区蒿子面体验馆，不太会做饭

的西安游客刘女士说，这里的体验项

目很独特，以后她会经常给家人朋友

做面吃。

这 几 天 ，福 建 游 客 赵 晨 专 程 带 着

家 人 来 到 黄 羊 古 落 旅 游 度 假 区 。 作

为闽宁协作扶贫干部，他曾在宁夏工

作 过 3 年 。 赵 晨 说 ：“ 黄 羊 古 落 风 景

独 特 ，西 北 风 格 的 民 宿 很 有 特 色 ，但

让我心心念念的是蒿子面，实在太好

吃了！”

看 到 自 己 从 小 吃 到 大 的 面 条 赢

得了游客的心，黄羊村村民郭红翻高

兴 地 说 ：“ 我 在 黄 羊 古 落 旅 游 度 假 区

工作，每天为游客展示、制作蒿子面，

每 月 收 入 超 过 5000 元 。 没 想 到 这 碗

面让我过上了好生活。”

郭 红 翻 是 黄 羊 古 落 旅 游 度 假 区

蒿 子 面 展 示 馆 的 一 名 工 作 人 员 。 度

假 区 副 总 监 从 容 介 绍 ，当 年 ，度 假 区

在规划设计时，就把中宁蒿子面当作

吸 引 游 客 的 重 点 。“ 我 们 利 用 村 民 的

老房子建设了中宁蒿子面博物馆、蒿

子面作坊和蒿子面展示馆，从当地选

聘 了 4 名 厨 娘 ，现 场 向 游 客 展 示 蒿 子

面制作技艺。如今，蒿子面已经成为

度假区的一张名片。”

从 容 介 绍 ，预 计 今 年 度 假 区 接 待

游 客 数 量 超 过 8 万 人 次 ，其 中 特 色 美

食功不可没。

“中 宁 枸 杞 甲 天 下 。”中 宁 不 只 有

蒿 子 面 ，还 有 枸 杞 。 中 宁 枸 杞 以 色

艳 、粒 大 、皮 薄 、肉 厚 、籽 少 、甘 甜 、养

肝明目闻名。近年来，黄羊古落旅游

度假区不断挖掘枸杞文化，创新推出

了枸杞八宝茶、枸杞面膜、枸杞口红、

枸 杞 饼 干 、枸 杞 原 浆 、康 养 枸 杞 宴 等

枸杞系列康养旅游产品，对游客的吸

引力越来越大。

中 宁 县 文 化 旅 游 广 电 局 相 关 负

责 人 介 绍 ，近 年 来 ，中 宁 县 将 特 色 鲜

明的美食文化融入乡村旅游发展，努

力打造康养旅游目的地，培育了倪丁

村 、太 平 村 、黄 羊 村 3 个 全 国 乡 村 旅

游 重 点 村 ；开 发 了 康 养 生 态 民 宿 ，推

出 了 枸 杞 浴 养 生 体 验 、枸 杞 养 生 宴 、

非 遗 美 食 ，不 断 优 化 康 养 旅 游 体 验 。

截至目前，今年中宁县累计接待游客

184 万 余 人 次 ，实 现 旅 游 收 入 4.3 亿

元 ，游 客 接 待 量 和 旅 游 收 入 均 实 现

10%以上增长。

蒿子面枸杞宴蒿子面枸杞宴 中宁美食引客来中宁美食引客来
□ 王 涛

盘点 2024 年，海口哪个乡村名气

大 ？ 当 属 荣 山 寮 村 。 在 自 媒 体 发 展

迅 速 的 当 下 ，“ 百 年 历 史 ”“ 海 口 西 海

岸最后的渔村”“海鲜新鲜”等特色成

为 荣 山 寮 村 的“ 吸 粉 ”标 签 。 一 面 是

碧波荡漾的大海，一面是错落有致的

村 庄 ；一 面 是 装 扮 精 致 的 潮 人 ，一 面

是编织渔网的渔民。在这里，传统与

时 尚 碰 撞 、渔 业 与 商 机 交 融 ，勾 勒 出

一幅和美渔村新画卷。

乡村颜值变了

荣山寮村位于海口市秀英区西秀

镇 西 北 部 ，紧 邻 琼 州 海 峡 ，至 今 已 有

200 多年历史，是传统渔业村庄，被誉

为“海口西海岸最后的渔村”。荣山寮

村保留着近百栋以火山石为建筑主材

的老屋，房屋装饰、结构布局很有海南

岛北部传统民居的特色。今年以来，

为方便荣山寮村村民及游客出行、提

升荣山寮村整体旅游形象，秀英区把

荣山寮村旅游路“白改黑”及配套工程

列入为民办实事项目。

荣山寮村的旅游路“白改黑”项目，

就是将 2 条水泥路改为沥青路。同时，

以沿海道路为中轴，改造 7 条与之相交

的巷子道路。此外，荣山寮村还计划打

造 6个中心：游客休闲中心、渔业交易中

心、渔业休闲中心、商业销售中心、海上

养殖中心和海上运动中心。简而言之

就是“两轴七巷六中心”。

荣 山 寮 村 党 支 部 书 记 、村 委 会 主

任 符 德 关 介 绍 ，围 绕 这 一 空 间 格 局 ，

荣 山 寮 村 正 在 加 快 推 进 沿 海 一 线 景

观建设，规划建设沙滩集市、村史馆、

农 产 品 展 销 中 心 等 项 目 ，优 化 生 产 、

生活、生态空间。同时加强村庄风貌

管 控 ，突 出 火 山 民 居 特 色 和 滨 海 风

情 ，确 保 房 屋 样 式 、风 格 与 村 庄 整 体

环境相协调。

因 为 喜 欢 荣 山 寮 村 的 环 境 、看 好

荣 山 寮 村 的 发 展 ，今 年 ，来 自 内 蒙 古

的 主 理 人 李 宗 昊 租 下 了 村 里 的 13 间

房屋，一口气签下了 12 年合约。他打

算将房屋改造成民宿，最终形成一个

集 住 宿 、餐 饮 、团 建 等 功 能 于 一 体 的

微型商业综合体。

让 李 宗 昊 如 此 有 信 心 的 是 荣 山

寮村的改造速度。“短短几个月时间，

不 但 路 修 好 了 ，旅 游 标 识 牌 竖 起 来

了 ，停 车 场 、游 客 中 心 等 配 套 设 施 也

建 成 投 入 使 用 了 。 相 信 很 快 客 人 就

会多起来。”

消费业态多了

随 着 村 庄 颜 值 不 断 提 升 ，水 上 运

动 、主 题 民 宿 、户 外 露 营 、研 学 旅 游 、

美 食 旅 游 等 多 种 消 费 业 态 和 场 景 吸

引了众多年轻创业者入驻。

走 在 荣 山 寮 村 街 巷 中 ，古 色 古 香

的餐厅和咖啡小馆、精致有格调的民

宿等吸引着游人的目光。在海边，市

民游客有的在散步，有的在玩桨板，享

受 着 惬 意 的 时 光 …… 海 景 民 宿 、观 海

书 屋 、音 乐 餐 吧 、露 营 基 地 等 20 多 种

新业态，与荣山寮村传承百年的定置

网捕鱼技艺、独特的沙滩鱼市拍卖一

起，吸引了越来越多市民游客到访，沉

浸式体验休闲渔业与海洋文化。

今 年 3 月 ，“90 后 ”李 政 桐 在 荣 山

寮 村 海 边 开 了 一 家 民 宿 ，起 名“ 造 梦

乌 托 邦 ”。 轻 松 的 休 闲 度 假 氛 围 、观

海看落日的独特角度，以及渔民现捕

鱼货的鲜活场景，李政桐通过镜头在

社 交 平 台 时 时 更 新 。“ 不 少 游 客 看 了

我 的 分 享 慕 名 而 来 ，因 为 喜 欢 这 里 ，

临时改变行程多住几晚。”

荣 山 寮 村 的 民 宿 数 量 自 2023 年

初的 3 家增长至目前的 13 家 ，客房数

量 超 过 120 间 。 今 年 以 来 ，客 房 总 收

入 同 比 增 长 350%。 特 别 是 在 重 要 节

假 日 期 间 ，民 宿 的 平 均 入 住 率 超 过

80% ，网 络 上 火 出 圈 的 几 家 民 宿 更 是

每逢节假日就会被提前订满。

“ 这 个 村 子 算 不 上 繁 华 ，正 是 没

有 过 度 商 业 化 ，才 保 留 了 那 份 淳 朴 。

渔 民 们 出 海 捕 鱼 ，在 沙 滩 上 直 接 出

售，很原生态，不在城中又离城不远，

特 别 符 合 我 们 的 需 求 ，很 解 压 很 疗

愈。”湖北游客吴云说，她们一家人专

程过来一连住了好几天。

融合效应强了

今 年 国 庆 假 期 ，荣 山 寮 村 火 了 一

把。2024 海口市 CITY SUP 桨板嘉年

华 与 2024 海 口 市 全 民 健 身 沙 滩 主 题

嘉年华活动在村里举办。市民游客在

海上参与紧张刺激的追逐战，在落日余

晖下开启趣味十足的沙滩游戏，吹着海

风感受动感十足的海边音乐会……不

仅有速度与激情的碰撞，更在欢笑中

感受人与自然的和谐共融。

“ 之 前 ，我 们 在 上 海 经 营 了 两 家

赛艇俱乐部，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们来

到 了 荣 山 寮 村 ，发 现 了 这 块‘ 璞 玉 ’，

于是留在这里开展赛艇运动，也在带

领村民转产，培训他们做赛艇教练和

救 生 员 。”西 海 岸 之 光 海 岸 赛 艇 营 地

主理人陈宇说，他们在村里举办了海

岸赛艇赛事，吸引了不少热爱赛艇运

动的游客。

“ 荣 山 寮 村 的‘ 出 圈 ’很 难 得 ，要

想 持 续‘ 长 红 ’，首 先 要 把 乡 村 生 态 、

生 产 、生 活 的 本 来 底 色 保 护 好 、挖 掘

好、呈现好。”海南大学国际旅游与公

共管理学院副教授谢祥项建议，政府

相关部门也须做好营商环境优化，提

升旅游公共服务能力，让荣山寮村变

为好口碑的“长红”经典旅游胜地。

海南热带海洋学院智库专家方礼

刚认为，传统渔村的建筑风格、渔民的

生产生活方式是宝贵的文旅资源，要

予以更好保护，还要挖掘每个村除了

海洋文化之外的亮点，形成独特文化

符号，促进村与村的差异化发展。

对荣山寮村的未来发展，不少“新

村民”也有自己的思考。他们希望在

不 破 坏 村 子 原 有 渔 业 和 生 态 的 前 提

下，开发休闲渔业等特色项目，营造更

多消费新场景，带动当地村民在家门

口就业致富，建设和美渔村。

“ 期 待 更 多 有 情 怀 的 创 业 者 落 户

荣山寮村，发挥新老村民的创造力抱

团发展，推动休闲旅游与生态渔业融

合，打造海口文旅新 IP，走出一条具有

荣山寮村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符德

关说。

吃作为旅游六要素之一，是旅途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近年来，福建省

文化和旅游厅选择了带有浓浓烟火味的美食作为切入口，引导各地打造乡村新

“食”尚，发展乡村旅游。福建省三明市积极响应，不断讲好新时代三明美食故

事，开创三明文旅新“味”来，助力做强做优做大文旅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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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山寮村一景 海口市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 供图

水际村长桌宴 水际村 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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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 羊 古 落 旅 游 度 假 区 里 的 蒿 子

面馆 度假区 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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