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去 燕 儿 谷 赏 花 去 ！”湖 北 省 罗

田 县 骆 驼 坳 镇 燕 窝 湾 村 的 燕 儿 谷 ，

常年吸引着不少外地游客。

“来我们燕儿谷徒步、赏花，再吃

上一锅热气腾腾的罗田吊锅，品尝一

口自家酿的酒，别提有多美了！”73 岁

的脱贫户王汝明笑着说。他在燕儿

谷开了一家农家乐，假期来用餐的游

客络绎不绝，他从早忙到晚，每天收

入上千元。

燕儿谷景区负责人徐志新前来

走访，王汝明高兴地给他念了一首自

己写的打油诗：“人到七十古来稀，养

猪养牛又养鸡。清早忙到黑里去，晚

上有酒笑眯眯。”

燕窝湾村地处大别山南麓，自然

环境“两山夹一沟，十种九难收”。10
年前，全村 351 户村民中，建档立卡

贫困户就有 132 户，村集体负债近百

万元，人均收入不足 1000 元，是县里

出了名的重点贫困村。

2011 年，在外当律师的本村人徐

志新毅然决定回乡担任村第一书记，

带领乡亲们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

当时对村里的未来发展有两种

声 音 ：一 种 认 为 应 该 发 展 见 效 快 的

化 工 产 业 ，一 种 认 为 应 该 发 展 见 效

可能比较慢的乡村旅游。经过深入

调 研 和 思 考 ，徐 志 新 认 为 家 乡 山 水

资源丰富，文化底蕴较深，按照规划

还将建设高速公路，应充分利用资源

禀赋，发展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将

燕窝湾村打造成武汉等周边城市的

后花园。

“现在的‘慢发展’是为了将来的

‘好发展’。”徐志新说。经过努力，

2013 年 ，燕 窝 湾 村 联 合 周 边 的 5 个

村，打造起环境优美、生态宜居的燕

儿谷景区。

发 展 旅 游 ，优 化 生 态 环 境 是 基

础。村里关停了对环境污染较大的

养殖场和采石场，并流转土地发展苗

木 产 业 ，陆 续 种 下 了 200 多 万 株 树

苗，先后建成了上千亩的茶梅园、玉

兰园、桂花园、樱花园，燕儿谷的森林

覆盖率从 67%增长到 90.2%。

把 文 化 作 为 乡 村 旅 游 的 灵 魂 ，

2015 年开始，燕儿谷景区陆续举办了

茶梅节、花朝节，吸引了大批游客。

同时，燕儿谷还推出农耕体验、

非 遗 康 养 、户 外 拓 展 等 多 种 乡 村 旅

游 的“ 新 玩 法 ”，着 力 打 造“ 乡 愁 文

化”。游客可以在景区体验打糍粑、

拔萝卜、插秧、摸鱼等特色活动，还

能 使 用 原 生 态 的 农 村 柴 火 灶 下 厨 ，

品 尝 有 机 糙 米 、茯 苓 天 麻 土 鸡 汤 等

绿色食品。

燕儿谷景区还向黄冈全市招募

木匠、铁匠、篾匠、画匠等“九佬十八

匠”，成立了一所乡村工匠学校。游客

可以在这里观赏并亲身体验竹编、陶

艺、打铁、木版画等非遗项目。这又成

为燕儿谷旅游的新亮点。

2021 年，燕儿谷接待游客 38 万

人次，旅游综合收入达 7000 万元。

村里旅游“火”了，人气也旺了，

越来越多外出务工的村民选择“燕儿

归巢”，共同投入景区发展和乡村振

兴事业中。

这几年，返乡的村民还将燕儿谷

的风景和特色旅游活动拍摄制作成

短视频，通过线上线下引流，吸引游

客参与，帮助周边农民“带货”。今年

元旦期间，徐志新连续开了 4 场直播

带货，平均每场的销售收入达 27 万

元，助力罗田板栗、罗田天麻、九资河

茯苓、麻城菊花、红安苕等当地农特

产品走向全国。

湖北罗田骆驼坳镇燕窝湾村

打造“乡愁文化” 带来农民增收
本报记者 范昊天

胶东半岛东端，黄渤海交界处，

山 东 省 荣 成 市 东 楮 岛 村 别 有 洞 天 。

石板路径直悠长、石头墙色彩斑斓、

海草房“头”戴高耸的“厚草帽”，让人

仿佛置身童话世界。一年四季，东楮

岛村游人如织。

“这里抬头是蓝天白云，远望是

碧海沙滩，呼吸的是清新海风，吃的

是原味海鲜，我们每年都来住一个星

期，体验体验渔民生活。”济南游客孙

女士一家是这里的常客。

8 年前，小小渔村靠海吃海，但

是，粗放、分散的生产方式严重污染

了 周 边 海 域 ，海 洋 生 物 数 量 开 始 减

少，村民生活环境大受影响。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2014
年，为保护海洋环境和生物资源，经

调研，村党支部决定对东楮岛村周围

海域进行统一开发管理，引导扶持村

民发展渔家乐旅游。

东楮岛村三面临海，海岸线长 10
公里，拥有 400 多年建村历史，尤其是

当地的海草房独具特色——石头为

墙，海草为顶，古朴厚重，冬暖夏凉。

渔民上岸，游客渐至。“渔家乐”

餐饮率先起势，东楮岛村“一日游”渐

盛，众多游客到此一睹海草房风采。

东楮岛村共有海草房 650 间，但

由于不少村民“上楼”了，多数被闲

置。东楮岛村近年来通过盘活闲置

资 源 ，积 极 挖 掘 海 草 房 历 史 文 化 价

值，吸引了更多游客前来观光、住宿。

2016 年，村里成立了旅游公司，

“复活”闲置院落，实现了优质资源开

发、传统村落保护与特色景点打造的

共赢。

一 条 石 板 路 老 街 ，遍 布 着 豆 腐

坊、杂货铺、海草亭、乡村画廊等，已

成为“网红打卡地”。村民钱秀竹在

这条街上开了一家杂货铺，她说，每

天游客都有不少，土特产最受欢迎。

“环境好，游客多，明年俺还要继续拓

宽经营！”她说，“日子越过越好啦！”

“一到节假日，来东楮岛旅游的

游客特别多，我家的客房都住满了，

每天忙得不可开交。”民宿老板杨华

说，“虽然忙，但心里美滋滋的。以前

收入不稳定，现在开民宿，一年可收

入近 10 万元。这是以前想都不敢想

的哩！”

东 楮 岛 村 将 乡 村 旅 游 继 续 升

级。 2017 年，村里筹集资金 2000 多

万元实施了海洋牧场项目，精细化打

造了 4 公里长的海水浴场，建设了海

上平台、海洋牧场展示厅、游艇码头、

乡村记忆馆、省级海上钓场等，打造

集海底观光、休闲垂钓、游客接待、商

务会议、餐饮服务、海洋科研于一体

的现代化海洋牧场。同时建设了污

水处理厂，严格控制污染源，防止海

水被再次污染。

目前，东楮岛村有 100 多家渔家

乐民宿，除为游客提供食宿外，还会

组织游客到海边参与亲子类、互动类

的海钓、采摘、沙滩运动等活动。

2021 年，东楮岛村的游客数量突

破 40 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 2000 多

万元，东楮岛村所在的宁津街道，被

评为全国乡村重点旅游镇。

山东荣成东楮岛村

盘活特色“海草房” 村美民富渔家乐
本报记者 王 沛

“每月 3 号，我都会来文化活动

中心看演出，好看！”浙江省嵊州市黄

泽镇的田文强吃过晚饭，早早地等候

在镇文化活动中心，翘首以盼“3 号剧

场”的演出开场。

2012 年，黄泽镇投资 400 多万元

的 文 化 活 动 中 心 免 费 开 放 ，因 活 动

时间固定在每月的 3 日，活动中心也

被当地群众称为“3 号剧场”。近年

来，黄泽镇推动建设“1+13+N”网格

体系，即依托一个“3 号剧场”，覆盖

13 个行政村文化活动中心和民间特

色 文 艺 队 伍 ，带 动 多 个 新 时 代 文 明

实践点、戏迷角、非遗特色点等。为

此，当地制定了有阵地、有文旅网格

员 、有 团 队 、有 活 动 、有 特 色 的“ 五

有”示范网格建设标准，做好阵地建

设、队伍培育培训、活动编排组织、

产业扶持发展等管理和服务。

黄泽镇风景秀丽，是中国民间艺

术之乡，拥有 3 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代表项目。全镇以“美景、美食、

美感”为主线，紧扣水资源、民间特色

美食、手工匠人等优势，加快打造精

品民宿，带动产业多元发展。

“天上掉下个林妹妹……”通过

“网格+”培育，黄泽镇民营越剧团的

发展形势喜人，目前已经涌现出 10
多家民间职业越剧团、300 多位民间

艺人。活跃的民间越剧团不但在当

地培养了忠实观众，还吸引了很多游

客慕名而来。据统计，这些民间剧团

每年演出场次逾 2500 场，年收入超

过 1000 万元。

从戏剧服装，到刀枪把子，再到

戏剧道具……戏剧服装产业也成为

黄泽镇的文化品牌。形式多样、种类

丰富的戏剧服装产品，不仅销往全国

各地，还吸引了游客参观戏剧服装制

作、试穿戏剧服装。

豆腐小笼馒头、春饼、糍糕、生炒

面、鱼头、羊肉……小吃，是黄泽的另

一特色。通过网格培育，当地引导成

立小吃协会，推动小吃规范有序发展。

“我们已开始谋划未来的文旅活

动——穿戏服、唱越剧，采春茶、品春

饼，骑骏马、采摘游，以此吸引游客前

来游玩，为百姓增收。”明山村网格管

理员张烨说。

“用‘小网格’撬起公共文旅服务

的‘大体系’。”黄泽镇党委书记童年

说，下一步，当地将以打造魅力文化

强 镇 为 发 展 目 标 ，深 化“ 网 格 + ”文

章，丰富文化事业，壮大文化产业，拟

打造戏剧、小吃、非遗技艺“沉浸式体

验”一条街，用 3 至 5 年时间建成具有

黄泽特色的文化产业新平台，打响文

化产业品牌，进一步提升文化产业的

附加值，通过文化发展来带动百姓增

收，助力乡村振兴。

浙江嵊州黄泽镇

依托“3号剧场” 推动文旅兴旺
本报记者 王 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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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下斧头当导游，小

康生活不用愁”——内蒙

古自治区阿尔山市有一个

林区，村民从前以伐木为

生，近年来发展乡村旅游，

大家吃上了“旅游饭”，于

是新年伊始写下了这副对

联。红彤彤的宣纸上，写

满了浓浓的幸福。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乡村旅游不破坏山水

又“卖”山水，村民不离故

土又增收入，在家门口就

走上致富路。湖南十八洞

村、贵州花茂村等积极发

展乡村旅游，许多村民开

起乡村民宿、农家乐，卖起

农家饭、土特产，实现资源

变资产、文化变收入。河

北德胜村、江西神山村等

都由曾经的贫困村变成了

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

进入新时代，广大人

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更加强烈，旅游需求持续

较快增长，乡村旅游的魅

力更加突出。“到乡村去旅

游 ”已 经 成 为 一 种 生 活

方式。

望得见山、看得见水、

记得住乡愁，走进大自然、

走进农村寻找精神家园，

是乡村旅游不可替代的重

要价值。不少人渴望改变

高楼大厦、喧嚣吵闹的生

活常态，换之以寄情山水、

寻味传统。许多乡村风光

秀美、生态宜人、文化资源

富 集 ，自 然 成 为 旅 游 目

的地。

乡 村 旅 游 的 热 度 逐 年 攀 升 ，离 不 开 国 家

的顶层设计和示范引领。近年来，文化和旅游

部等 17 部门印发《关于促进乡村旅游可持续发

展的指导意见》，并研究起草关于推动乡村旅游

高质量发展、促进乡村民宿发展的相关文件，加

强政策保障。此外，文化和旅游部推出了 400
多条乡村旅游精品线路，遴选出全国乡村旅游

重点镇（乡）100 个、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 1199
个，吸引更多的游客体验乡村旅游。

着眼未来，乡村旅游要实现高质量发展，还

须丰富优质供给，着力提质增效。既要满足游

客对食品安全、卫生安全的需求，对乡村民宿在

建筑、消防、治安等方面存在的隐患也要加强规

范和指导。此外，各地要推进差异化发展，依托

各具特色的山水风貌、历史文化、民族风情，注

入文化内涵、创意设计元素，打造特色鲜明的旅

游项目。各地还应尊重乡村旅游企业市场主体

地位，推动乡村旅游规模化、专业化、品牌化

发展。

培养、引进、留住人才是乡村旅游持续发展

的力量之源。令人欣喜的是，不少曾经外出务

工的年轻人纷纷回乡，他们了解城市的需求及

乡村的优长，于是种植绿色瓜果，包装特色产

品，保护祖传老屋，传承传统仪式……田间地

头，生机盎然。

需要强调的是，发展不能丢掉根本。乡村

旅游的特色在于自然、传统和本真，所以要始终

将绿色作为底色，始终将乡土气作为特色，并且

致力于通过发展乡村旅游，助力人居环境更好、

更美、更清洁。多措并举，让乡土文化更好地传

承弘扬，助力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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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在中国历史文化名镇——浙

江省绍兴市安昌古镇，古民居在灯光和

雾霭的烘托中，充满水乡诗意。

高 洁摄（人民视觉）

图②：游客在重庆市梁平区金带街

道双桂村体验采摘番茄的乐趣。

刘 辉摄（人民视觉）

图③：湖 北 省 黄 冈 市 罗 田 县 骆 驼

坳 镇 燕 窝 湾 村 燕 儿 谷 ，休 闲 农 业 和 乡

村 旅 游 蓬 勃 发 展 ，成 为 远 近 闻 名 的 旅

游目的地。 资料图片

①①

③③

版式设计：蔡华伟

②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