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读过千遍汪曾祺的小说，不如去一

次江苏高邮，品尝“吱，红油就冒出来了”

的咸鸭蛋；在福建平潭岛看“蓝眼泪”，像

是漫天星辰坠入了大海；走近山西应县

木塔，凝神注视，一窥千年前匠心的绝妙

……在社交媒体上，“县城旅游”成为备

受关注的话题，人们热情分享值得一去

的“宝藏小城”。

近日，《全国县域旅游发展研究报告

2024》发布。报告提出，受益于政策引领、

经济支撑、科技赋能、流量赋能等多重因

素驱动，旅游市场下沉趋势明显，“县域

游 ”逐 渐 成 为 文 旅 消 费 新 宠 。 今 年“ 五

一”、端午期间，越来越多的游客涌入县

城，使得不少县城成为热门旅游目的地。

县域旅游火爆看似偶然，实则厚积

薄发。许多低调的小县城，有着深厚的

底蕴。400 多年前，徐霞客从浙东小城宁

海出发，开启长达 30 多年的游历，在他

的笔下，小城的自然美景、风土人情引人

入胜。船行至浙江常山，两岸的橘绿枫

丹令他目不暇接，他写道“橘奴千树，筐

篚满家，市橘之舟，鳞次河下”，游客至今

也能看到这般丰收的景象；在澜沧江南

岸 的 云 南 凤 庆 县 ，他 写 下“ 店 主 老 人 梅

姓，颇能慰客，特煎太华茶饮予”，滇红茶

制作技艺成为非遗，悠悠茶香飘扬至今

……深厚的历史底蕴使一座座小城极具

魅力，有着别样的人文特色，如同一本读

不完的书，等待着游客不断去探寻。

县城那有滋有味的烟火气，用平凡

的日常触动着游客的情感“开关”。在安

徽黄山黟县，朴拙的民居依山而建，雨后

的青石板街道上，挑着扁担、背着竹篓的

当地人穿梭其间，灰白色的建筑错落有

致地点缀在翠绿的山谷中，炊烟袅袅升

起 。 走 在 徽 州 古 镇 和 周 边 的 田 野 山 林

中，离开快节奏的城市生活，抚平内心的

焦躁。一些看似平凡的日常，却构成了

最有温度的部分。县城生活的“松弛感”

“烟火气”，给人们提供多元的情绪价值

和社交价值。游客选择用脚步去寻找美

景和风土人情，也是在用乡村度假的方

式放松心情。

旅游目的地的下沉，背后是游客需求

的升级，和对于旅游体验感的强调。人们

的需求由注重观光向兼顾观光与休闲度

假转变，沉浸式体验受到欢迎。在浙江湖

州安吉县，背靠绿水青山，“露营热”持续

走高。安吉结合市场需求，积极推出文体

旅深度融合的露营基地群。让不同的露

营基地承办与其规模、条件相匹配的相关

赛事，如射箭、滑翔伞、皮划艇等，将赛场

延伸到环境优美的乡村，增强度假的趣味

性、参与感。如今，很多县域的交通通达

性大幅提高，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小城供

给“上新”能力在增强，应更多围绕游客需

求进行微创新、微聚焦，向高品质和多样

化旅游转变。

县域旅游因其“小众”吸引游客，也

容易因为激增的人流，出现接待能力不

足等问题。有游客表示，在一些县城旅

游 ，一 天 就 能 把 核 心 景 区 逛 完 ，后 续 就

会觉得无聊。去年，贵州黔东南苗族侗

族 自 治 州 榕 江 县 因 为“ 村 超 ”走 入 大 众

视 线 ，为 了 给 游 客 更 好 的 体 验 感 ，黔 东

南 州 推 出 乡 村 公 路 旅 游 。 这 条 旅 游 路

线全长上千公里，把数个县市的民族村

寨串珠成链，进行整体提升打造。贵州

省内多个支线机场还开通了空中快线，

把支线机场串联起来，游客可以快速地

抵 达 贵 州 的 知 名 景 点 。 对 旅 游 资 源 相

对匮乏或不够集中的县城而言，可以通

过加强规划和设计，将分散的景点串联

起 来 ，或 是 与 毗 邻 的 县 城 加 强 合 作 ，深

度整合、错位发展、跨县联动。

有着深厚历史底蕴和别样人文特色

的中国县城，未来定会有更多可能。

挖掘深厚历史底蕴

展现别样人文特色
李卓尔

■■人文茶座人文茶座R

■■长城脚下是我家长城脚下是我家R

清晨，甘肃张掖山丹县老军乡硖口村。

5 点半，刘祯贤（见右图，黄盼欣摄）

便起床，开始给圈舍里的小羊羔准备草

料。6 点半，小羊羔吃饱，刘祯贤自己填

饱肚子，踏上放羊路。带上水，抄上馍馍，

赶着羊出圈。直到晚上 8 点多，刘祯贤才

迎着月光回到家。

—— 这 是 硖 口 村 村 民 刘 祯 贤 平 凡

的一天。

直到两年前，刘祯贤的平静生活突然

有了些许不同，他“解锁”了一个新身份

——长城文保员。作为村里的 4 名长城

文保员之一，刘祯贤自豪得很，他指指手

机，“绝对能胜任！每次上山巡查完，我都

仔细拍下照片发到工作群，无一例外。”

刘祯贤从小在长城脚下长大，站在自

家院子里就能看到长城，“小时候，到了夏

天，起伏的城墙边长满了各种野花野草，

山上的烽火台高高耸立。沿着长城一路

走走停停，有小鸟、蜜蜂做伴儿，这是我童

年美好的回忆。”

“我今年 50 岁了，每天睁开眼就能看

到长城，可就是看不够。我常想：长城还

能陪伴我们多久，我又能陪伴长城多久

呢？”刘祯贤说。

山丹县位于河西走廊“蜂腰”，有“甘凉

咽喉”之称。沿着连霍高速公路一路驱车

向东南，途经 312国道，在广袤戈壁上，于草

坡、荒滩中突然跃出了一段段残墙，山丹汉

明长城就这样裹着历史风霜迎面而来。

这 是 一 座“ 露 天 长 城 博 物 馆 ”。 细

细 看 去 ，跨 越 千 年 的 两 代 长 城 蜿 蜒 起

伏，同向而行，最相近处不过 10 米。汉

长城在北，长 94 公里，依托山险，以壕堑

为主；明长城在南，长 271 公里，由黄土

版筑而成。在同一地点，汉明长城比肩

而 立 、并 行 存 在 的 景 色 ，在 万 里 长 城 沿

线并不多见。

“硖口古城是古丝绸之路上的重要驿

站。硖口段长城像一道金色的屏障，向西

延伸，守护着硖口古城。”硖口村村委会干

部黄盼欣介绍。

刘祯贤负责硖口长城 1、2段，以及墩墩

洼烽火台等 8 处点位的长城巡查。8 处点

位，分布在远近不一的山中，翻过一座山，

再越过一座峰，仅仅去程就要 6个小时。全

部巡完，一来一回，对天天放羊的刘祯贤来

说，也要走上一整天的时间。“上次带一个

年轻人走，还没到第一个点，山爬了一半他

就走不动啦。”刘祯贤憨笑着说。

“以前村里盖房，有人把长城当成了

自家院子的后墙，甚至为了方便出入，把

墙体凿开了洞。”黄盼欣说，“现在村民们

的长城保护意识很强。在长城脚下增设

围栏，自发劝阻游客不翻越围栏踩踏长

城、不往围栏里扔垃圾。”

从砖砌拱形的硖口古城门向外看去，

村民们的自建房统一往前搬离，院墙距离

长 城 50 米 。 家 家 户 户 外 墙 经 由 统 一 设

计，古风韵味十足，干净整齐的环境使古

老长城风貌完整展露。

修建巡查步道、设立导览标识、复原

古代驿站……2022 年，长城国家文化公

园“甘凉咽喉”风景道示范段建设开工。

在硖口村，民俗馆、露营地、书法石廊、研

学基地等新建筑与古老长城相映生辉。

“来村子里研学、徒步的人越来越多，昨天

还有人开着房车过来露营呢！”在村口的

游客服务中心，一名工作人员难掩兴奋。

位于古城正中的过街楼，曾见证古丝

绸之路上商旅不绝的盛景。如今长城的故

事还在继续，长城脚下的村子焕发新生。

“老祖宗很伟大，建造出这么雄伟的

长城。我的祖祖辈辈都住在这里，守护长

城，是我们这代人的使命。”在山丹县，像

刘祯贤这样的长城文保员已有 118 名。

说话间，望着山上他巡查的路，刘祯

贤的眼睛清澈明亮。

顺着他的目光看去，古往今来，长城

一直在那里。

甘肃山丹县硖口村

“守护长城，是我们这代人的使命”
本报记者 何思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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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山东威海荣成市，狭长的渔村

海边，处处可见别具风格的海草房。

海草房以石为墙，海草为顶，堆尖如

垛，屋顶质感蓬松，是胶东沿海地区

极具地方特色的代表性生态民居。

2022年，荣成市被确定为全国第

一批传统村落集中连片保护利用示

范县。截至目前，荣成共有 300 多个

以海草房为代表的传统渔家村落，其

中国家级、省级传统村落 25个。

近 日 ，记 者 实 地 探 访 荣 成 多 个

传 统 村 落 ，漫 步 其 中 ，切 身 感 受 到

传 统 村 落 在 保 护 与 发 展 中 焕 发 的

勃勃生机。

陆海统筹，强化
保护修缮

从市区出发到宁津街道，沿着马

沙线，车行向东，沿途海风微拂，路

旁，一座座灰色的海草房鳞次栉比。

不多时，行车来到陆地尽头，只

见一片错落有致的海草房。沿路左

转，便一头扎进东楮岛村。

东楮岛村位于荣成宁津街道，三

面环海，海岸线长达 10 公里，依海而

生。村内拥有海草房 144 户 650 间，

是胶东地区海草房保留最完整的村

庄之一。

海草房的建造历史悠久。当地

居民以厚石砌墙，用晒干后的海草

作 为 材 料 苫 盖 屋 顶 ，搭 建 房 屋 居

住。 2006 年，荣成海草房建筑技艺

被 列 入 山 东 省 级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名录。

“冲上海岸的海草会被微生物逐

渐分解，随着海草中有机物逐渐消

失，其中储存的碳会以二氧化碳的形

式释放到空气中。但将海草晒干用

于制作海草房，干海草的使用时间可

以长达十几年，降低二氧化碳的释放

速度。”威海海洋职业学院海洋生物

系副教授王珊珊说，建造海草房，对

海草实现再次利用，对保护环境起着

积极作用。

走近村头的海草房，阳光洒在斑

驳的花岗岩上，诉说着岁月变迁。

这本是上世纪 30 年代村里兴建

的一所小学。 2014 年，当地对房屋

进行翻新修缮，在保留老教室的基础

上，活化利用，建立村史馆，展陈反映

村庄变迁的文物 300 多件。

在 这 里 ，记 者 遇 到 了 村 民 王 本

胜。75 岁的王本胜是土生土长的东

楮岛村人，村史馆建成后，他负责场

馆的日常维护工作。

“俺家就住在海草房，走，去瞧

瞧。”跟着王本胜，记者走进村落深处。

推开大门，一座安静的民居院落

映入眼帘，“我居住的这间海草房建

于上世纪 70 年代，我和老伴一直住

在这里。”相伴半个世纪，王本胜心中

对这间海草房充满感情。

2015 年 ，东 楮 岛 村 启 动 海 草 房

修缮工程，邀请专业团队对年久失修

的海草房进行修缮，并由文物部门现

场验收。修缮过程中，专业苫制海草

房的手艺人来到王本胜家，对屋顶的

海草进行重新覆盖加固。“我们坚持

‘修旧如旧’的原则，取材鳗草，添加

山贝草，铺底增厚，确保房屋可以抵

挡严寒、抗拒海风。”修缮项目负责人

介绍。

自 2013 年起，荣成市将具有较

高历史、文化、艺术价值的海草房民

居院落相继列入文物保护单位。为

最大限度维系传统村落的真实性和

完整性，对传统村落中的海草房进行

维护性抢修和保护性开发。截至目

前，东楮岛村、东墩村、小西村等 7 个

村落的海草房被列入山东省级文物

保护单位。

“我们聘请专家编制东楮岛历史

村落保护规划、东楮岛村风貌保护区

控制性规划，系统科学推进传统村落

的保护。”荣成市宁津街道党工委书

记姜义强介绍，通过对全村海草房进

行全面细致的修缮，东楮岛村的古朴

风貌得以留存传承。

同 时 ，荣 成 市 委 组 织 部 重 点 发

掘 一 批 熟 悉 传 统 建 筑 修 缮 的 工 匠

人才，引进一批热爱古村落保护事

业的本土青年人才。截至目前，累

计培育引进各类人才超过 2000 人，

为 传 统 村 落 保 护 提 供 有 力 的 人 才

支撑。

荣成市港西镇巍巍村的刘玉启

就是其中的代表。生长在滨海渔村，

他从小就学习海草房民居建筑技艺，

逐步成长为当地海草房民居建筑领

域有名的工匠。近年来，海草房文化

遗产的保护和传承有待进一步加强，

他担负起海草房民居文化的保护和

传承重担。

刘玉启以自己的手工技艺积极

推动传承海草房民居建筑技艺，他

参 与 海 草 房 民 居 研 究 ，参 与 撰 写

《威 海 海 草 房 历 史 文 化 研 究》。 为

提高村民对海草房的保护意识，几

十年来，每到一户村民家中修缮海

草房，他都详细叮嘱海草房保护的

注意事项。前段时间，巍巍村组织

开 展“ 海 草 房 的 保 护 与 传 承 ”专 题

讲座，在讲座上，刘玉启现身说法，

向 村 民 阐 释 现 阶 段 海 草 房 保 护 面

临 的 取 材 难 、工 艺 传 承 难 等 问 题 ，

帮 助 村 民 树 立 保 护 意 识 。“ 把 保 护

和 传 承 海 草 房 的 观 念 融 入 日 常 生

活，我们的传统民居才能得到更好

的保护与发展。”刘玉启说。

完善配套，提
升人居环境

白天忙着学习制作胶东传统美

食花馍，晚上到文化广场跟村民们一

起跳广场舞，人居环境持续改善，留

村村民程翠娟的生活丰富多彩。

中国传统村落留村，位于荣成市

宁 津 街 道 西 南 部 ，群 山 环 绕 ，拥 有

700 多年历史，村内遍布 140 多间海

草房。海草房以灰白丝质的海草苫

顶，屋脊两头翘，屋顶坡度大，形状像

一个元宝。

“建造一栋海草房需要 70 多道

工序，全部都是手艺活。”留村村委

会主任程中安说，建造海草房需要

经 过 备 料 、垒 墙 、苫 顶 3 个 大 的 步

骤，“最关键的步骤就是往屋顶上苫

海草，一栋海草房顶需用海草、麦秸

秆 数 万 斤 ，苫 盖 的 海 草 最 厚 处 达 4
米，三四个工匠要花费十几天的时

间才能完成。”

太阳晒不透，寒风吹不透，冬暖

夏凉，海草房居住起来非常舒适惬

意。但是，程翠娟却一度动过搬离村

庄的念头。

本 世 纪 初 ，村 里 环 境 脏 乱 不

堪 ，没 有 一 条 像 样 的 马 路 ，不 少 乡

亲 搬 离 ，海 草 房 空 置 ，村 庄 渐 显 凋

敝 。“ 过 去 ，家 里 用 的 都 是 旱 厕 ，冬

天 还 没 有 暖 气 。”程 翠 娟 回 忆 说 ，

“ 留 村 ，留 村 ，空 有 海 草 房 ，却 留 不

住乡亲们的心。”

让传统村落留得住乡亲、护得住

乡土，首先要让村民在传统村落中过

得舒心、住得安心，改善人居环境势

在必行。

“传统村落的保护不仅是保存建

筑历史风貌，更重要的是改善村民的

生产生活条件。”荣成市住建局局长

王华治说，荣成市启动传统村落人居

环境整治工程，先后投入 5 亿多元，

围绕水、电、路、气、暖等，全方位补齐

传统村落基础设施建设短板。

2018 年 ，荣 成 市 在 全 市 范 围 内

启动传统村落改厕治污工程，按照

“分村定位、一村一案”的原则，统筹

推进传统村落改厕和污水治理专项

行动。25 个传统村落所在的 7 个镇

街驻地全部建成污水处理设施，8000
多户传统民居院落的旱厕实现“应改

尽改”。

改变接踵而来，2018 年底，程翠

娟家中安装了崭新的冲水马桶。一

年后，荣成市对传统村落统一进行清

洁取暖改造，1 万多户村民实现清洁

取暖、温暖过冬。暖气管道通到了自

家床头边，程翠娟身暖，心更暖。

不多久，笔直整洁的公路又通

到了程翠娟的家门口。“公路通了，

村里还建起文化广场，俺打心

底里愿意留在村里住。”程

翠娟笑得合不拢嘴。

村 里 还 组 建

了 39 人 的 志 愿 服

务队，每两周开

展 一 次 村 居

整 治 行 动 ，程

翠 娟 第 一 时 间 报

了名。“维护好传统村

落 良 好 的 居 住 环 境 ，建

设美丽宜居的传统村落，一

定 能 够 让 村 庄 的 风 貌 传 承 下

去。”程翠娟信心满满。

突出特色，发展
文旅产业

傍晚时分，华灯初上，荣成市俚

岛镇烟墩角村观鸿步道上，游客熙熙

攘攘，分外热闹。步道依海而建，另

一侧分布着各式依托海草房打造的

餐馆、酒吧、民宿，游客来到这里，休

憩娱乐。

观鸿步道中部，一家渔家乐人声

鼎沸。今天店里又是满客，老板于海

洋在厨房中翻动炒锅，忙个不停。

于海洋从小在烟墩角村长大，10
年前，他回到村里创业。烟墩角村有

保存较完整的海草房 1300 余间，当

时，不少海草房都长期闲置。

与其守着传统民居，不如将其利

用，吃上旅游饭。经过考察，于海洋

流转 3 户海草房，计划将其打造成渔

家乐和民宿。

发展文旅产业，保护好海草房是

先决条件。改造之初，于海洋与村委

会协议规定：改造不能更改海草房外

观，不得违反传统村落的保护规划。

改造完成，村委会验收通过之后，渔

家乐和民宿才开门迎客。

“我的生意越来越好，去年收入超

过 10万元。”于海洋乐呵呵地告诉记者，

这几年不少年轻人都选择回村投身文

旅产业，村里的游客日渐增多。

截至目前，这个 500 多户人家的

传统村落已拥有 70多家海草房特色民

宿和渔家乐，全村 95%以上的村民从

事旅游服务行业，2023年接待游客超

10万人次，旅游收入达 200余万元。

清晨时分，来到观鸿步道西头，

迎着晨光，李淑雯支开画板，调好颜

色，手握画笔，聚精会神勾勒日出景

象。李淑雯来自河南安阳工学院油

画系，她与同学们一起来到烟墩角村

进行写生实践，“这里风景优美，海草

房风格独特，配套设施完善，我每天

要创作 8 个多小时。”

在前期发展文旅产业的基础上，

2020 年以来，烟墩角村充分挖掘海

草房资源优势，先后投资 750 万元，

打造艺术写生基地，与山东艺术学

院、安阳工学院等省内外十几所院校

开展合作，每年吸引 6000 余人次前

来写生，收入超过 100 万元。

在保持街巷肌理、环境格局的基

础上，荣成市内各传统村落着力于文

化挖掘，探索出适合发展的文旅路

径，推动文旅深度融合，打造各具特

色的文旅产业。

大庄许家村利用海草房打造一

处 800 多 平 方 米 的 海 带 展 览 馆 ，集

体验、科普、销售于一体；渠隔村利

用海草房建设非遗展馆，向游客展

示 、传 授 胶 东 剪 纸 、绣 品 等 民 间 工

艺 美 术 ，开 展 非 遗 研 学 项 目 ，带 动

村民增收……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以传统村

落保护引领全域旅游发展，依托古村

落、海草房等区域特色，着力构建全

地域、全季节、全业态的旅游服务体

系，让传统村落在保护中发展，在活

化利用中焕发新的生命力。”荣成市

有关负责人说。

图①：东楮岛海草房。

图②：东墩村渔家三弄小吃街海

草房。

图③：东楮岛海草房航拍。

图①②③均为杨志礼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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