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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和旅游部、教育部、自然资源
部、农业农村部、国家乡村振兴局、国
家开发银行近日联合印发《关于推动
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的意见》（以下
简称《意见》），明确将文旅融合列入文
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重点领域，并从
乡村旅游产品开发、品牌塑造等方面，
为乡村旅游发展指明方向。

“土味”有看点

又到梨花盛开的季节，紧邻黄金
旅游线109国道的北京市门头沟区妙
峰山镇谷山村景区，成为北京游客打
卡胜地。赏花踏青之外，农耕文化是
这里最大的看点。

踏着由石磨盘铺就的台阶进入谷
山村，风箱、木制平板车、拖拉机、
收割机、粮仓、水车等散布在不同的
地方。走在村中，如同在与旧时光对
话。景区内还专设一座农耕博物馆，
馆内藏品丰富，犁耙、点种筐、锄头
等农具以及东方红推土机、铁牛四轮
拖拉机、解放汽车等应有尽有，尽管
已是锈迹斑斑，却依然可以想见它们
曾经的辉煌。这些有故事的老物件，
展示了从靠双手扶犁耕地到牛拉犁耕
地、再到拖拉机耕地的变迁，记录了
农耕文明的发展历程，也成为农耕文
化的典型载体。

在农耕博物馆内，记者遇到了一
个四口之家，两个孩子对每一件农具
都充满好奇，不停地小声向父母提
问。“从小生活在城市里的孩子很少有
机会见到这些农具，对农业生产的知
识全部来自课本。所以，只要有机会，
我们就会带孩子到乡村，让他们对农
田、农具、农活有感性的认识。”孩子的
父亲张先生说。这也是许多家庭选择
乡村游的初衷。

如今，用好乡村历史文化、地域文

化、农耕文化、民俗文化等文化资源，
使之与当地优美生态相融合，已成为
各地提升乡村旅游品质的重要途径。

《意见》明确提出，支持有条件的中国
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地建设农耕文化体
验场所，弘扬优秀农耕文化。

资源巧整合

目前，本地游、近郊游是国内游
主力，乡村成为游客主要流入地。过
去乡村中散点式发展的农家乐、体验
园、农庄等，正逐渐整合串联起来，
成为成熟的乡村旅游产品。

谷山村景区就是门头沟区踏青赏
花季活动中的一环。为了吸引更多游
客前来感受短途休闲踏青之旅，门头
沟策划推出“花开”“品味”“享宿”

“活动”四大版块内容，包含7 条特
色踏青赏花线路，融入赏花、民宿、
古道、亲子等元素，串联起京西古
道、潭柘寺、妙峰山、谷山村等 10
余个景区景点，以生态+民宿、生
态+文旅、生态+农业为主线，让游客
实地体验门头沟自然、美食、非遗、红
色、文化、农业等“多业融合”。据了
解，今年，门头沟区将全面整合和宣传
推介区域历史文化旅游资源，打造特
色鲜明的精品旅游线路和旅游打卡
地，进一步提升区域文化旅游品牌的
美誉度和影响力。

广东省梅州市梅县区打造了 24
个在全国具有较高知名度的休闲农业
和乡村旅游点，形成多条乡村休闲旅
游精品线路，并不断丰富民宿、休闲
观光园区、康养和教育基地等业态类
型；江苏省宿迁市整合全市乡村旅游
资源，推出乡村旅游四季活动，涵盖
民俗文化、乡村美食、乡野赏花、田
园采摘、康体休闲、科普研学等不同
类型，包含非遗展示、美食品尝、文
艺演出、红色研学、蔬果采摘等多种
形式；甘肃省乡村旅游发展全省一盘
棋，确定了“十四五”时期全省新创
建50个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30个
省级乡村旅游示范县、300个文旅振
兴乡村样板村创建名单，加快培育生
态环境优、产业优势大、发展势头
好、示范带动能力强的乡村旅游示范
品牌。

下乡也时尚

4 月上旬的一个周末，天气晴

好。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九龙湖镇秦
山村草坪湿地公园里，散布着一顶顶
帐篷，游客们闲坐在草地上，近旁就
是一汪碧蓝清澈的湖水。

如何避免同质化，在乡村旅游竞
争中脱颖而出？这是众多乡村旅游目
的地面临的考验。九龙湖镇将目光投
向草坪空地，发展“草坪经济”，走出了
一条乡村旅游特色发展之路。2020
年以来，露营逐渐从小众走向日常，

“露营有多火”成为旅游业界的热门话
题。携程数据显示，今年清明假期，露
营产品预订量同比增长超3倍。

据了解，秦山湿地公园建成后，
秦山村客流量增长近60%，周末日均
游客量近 2000 人。不仅如此，湿地
公园还带动了周边农家乐、民宿的经
营，“草坪经济”红利初显。横溪村
是九龙湖镇另一个村，因全国首家石
墨烯应用帐篷营地——珞桐艺术帐篷
营地坐落于此，受到游客青睐。该帐
篷营地负责人介绍，帐篷房间内全部
配备石墨烯电热地暖，保证室内温度
维持在 22 摄氏度，不仅健康环保，
还可智能控制，通过应用高新技术，
带给游客舒适的体验。未来，九龙湖
镇将整合更多新元素，打造成以草坪
露营为媒介，融旅游休闲、文化娱
乐、户外赛事等于一体的大型户外活
动基地。

灯光秀、音乐节、文化集市等，
越来越多的时尚元素尝试主动与乡村

“握手”，生发出更多有生命力和市场
竞争力的业态。除“绿色”“乡愁”
之外，“时尚”正成为乡村旅游的新
标签。

一场春雨让高求村村民脸上洋
溢着喜悦，梯田里上百头牛争相耕
作，在大地上画出一幅春耕图。

高求村位于贵州省黎平县双江
镇北部，是偏远的苗族村寨，共有
276户人家1600余人，人均耕地1.25
亩。在起伏的大山里，梯田镶嵌分
布，村民世代靠肩挑背扛上山耕
种，“不撂一分田，不荒一亩地”。

受交通水利等诸多因素影响，高求
村一度发展滞后。近年来，当地政
府加强水利、交通、网电等基础设
施建设，引导村民壮大村集体经
济。如今，高求村家家有好路，户
户有好房，人人有产业，蝶变为可
持续发展的生态文明村。

“年轻人喜欢到外面去，我们留

在家里种田，国家政策那么好，种
粮还有补贴，田地不能荒哩！”在高
山梯田里，村民韦启才正牵着牛忙
春耕，见游客过来便热情搭话。

韦启才的耕牛是前两年镇里扶
贫留下的。2019年，当地政府按照

“户户有脱贫产业，家家有致富门
路”的发展路径，因地制宜在高求
村发展黄牛养殖，按照“党支部+合

作社+农户”的经营模式，新增黄牛
159头，承包到户。儿子长年在外务
工，韦启才夫妇留在家里养殖了 3
头黄牛，同时担任村里的保洁员，
除每年种植4亩水稻外，还管护3.7
亩何首乌和 17 亩油茶地。2021 年
底，韦启才把大牛出售后又购回牛
犊，“滚动”发展，在保障春耕的同

时，还给家里带来了1.8万元收入。
“村里老人喜欢养牛，现在家家

户户都有两到三头牛，每年村里卖
牛的总收入达 30 万元以上。”高求
村党支部书记滚义金介绍。

老党员滚义通介绍，祖祖辈辈的
村民为保护田地，订立了严格的契
约。在高求村不论多么富有，如果不
耕田种地，同样会被村民唾弃。“荒废
土地，受人唾弃”，折射出高求村村民
对田地的深厚情感。上世纪 80 年
代，高求农村生产大队将良田和农作
物保护纳入乡规民约。

正因为对田地如此重视，高求
村的良田得以祖祖辈辈保留下来，
世代深耕。每年春季，梯田注水后
犹如新月环绕在山间，成为美丽的
曲线。

2021 年，中国摄影旅游团来到
高求村，天光云影，高山梯田，袅
袅炊烟，人们被这里厚重的农耕文
化深深吸引。当年 4 月，中国摄影
旅游网黔东南采风创作基地在村里
挂牌，此后，高求村陆续迎来了上
百名摄影爱好者，这片曾被世人遗
忘的土地渐渐走进大众的视野。

随着人们的生活越来越好，环
境越来越美，返乡大学生尝试利用
短视频平台为家乡“代言”。滚玉平
大学毕业后回到村里，带领年轻人
学习民族文化，研究民族历史，组
建民族歌舞表演队，讲好“稻饭鱼
羹”的故事，向外传递家乡好声
音。“文旅融合闯新路，留住乡愁最
可嘉。”看着美丽的梯田景观和日益
变好的乡村面貌，滚玉平感慨道。

燕子衔泥日，春耕正当时。近
日，高求村半山腰上的盘盘梯田已开
始引渠注水，在天光云影映衬下如诗
如画，勤劳的人们在这片土地上耕
耘，而这片美好静谧的乡土也在等待
更多人前去探访。

将石塔建在大湖中，并不多
见。从湖南沅江市区出发，在风光
秀美的南洞庭湖上向东行船，30
多公里后，镇江塔出现在白茫茫的
湖面上。长年风吹雨打，塔身呈现
青褐色，没有叮叮作响的风铃和飘
扬的旗幡，显出几分过眼云烟的沧
桑、几分与世无争的沉静。它四面
环水，距离最近的湖洲也有两三
里。游客只能将船停靠在塔前台阶
边，一次两三人，分批登临。

据《沅江县志》记载，清乾隆四
十七年（1782年）十一月，镇江塔破
土动工，两年后建成。它坐北朝南，
基座用花岗岩石块垒成，上部全用
青砖砌就，外观八方八角七级，高度
超过24米，占地50多平方米。建塔
时，地基还是高高的湖洲，背靠湘江
和资水合流处的堤岸，能够俯瞰整
个南洞庭湖，远眺北面的东洞庭湖，
初衷是以塔镇江，守护垸围。由于湘
资沅澧四水带到洞庭湖的泥沙一年
年加厚，致使大区域水位日益抬高，
淹没了这片湖洲，使塔耸立波浪之
中，成就了这特殊的景观。

把船靠近，才发现湖水已经淹
没了塔的第一层。许多年前，人们
趁枯水季节，从山区运来花岗岩条
石，将第一层填实并封闭起来，与塔
基形成整体，确保上面几层坚固挺
拔，风雨无撼。当年的建塔者把“镇
江塔”三字镌刻在第二层西南门楣
上，真是有先见之明。年年水涨水
退，始终都在第一层之间起伏。今
天，我们站在塔前，抬头欣赏这斑驳
的魏碑体字迹，感叹前人的聪慧真
是超乎想象。

走进塔里，攀援木梯而上，只有
第四层和第七层有歇脚平台。第七
层的平台仅晒谷的竹垫那么大，留
了一尺五见方的口子，供人上下。游
客来到这里，倚门望去，湖上风光尽
收眼底。既可看到近处奔涌的波涛，
也能清点大大小小的渔岛水寨，还
能眺望雾霭中遥远的地平线。不管
水涨水枯，这座塔都是南洞庭水图
的精准坐标，让来往船只有了醒目
的航向。哪怕洪水滔天，它挺立中
流，纹丝不动。

这片水域是水鸟云集的家园，
四周有万亩芦苇荡，为数百种野禽
提供舒适的湿地环境。秋冬季，天
鹅、白鹭、大雁、中华秋沙鸭长途
跋涉而来，在这个中转站的飞檐上
歇脚，继而振翅高飞，奔赴南方。

蝙蝠长年栖居在石墙上，一到夜
晚，它们蹿出石窗石门，振翅飞往
芦苇荡，追赶飞虫。石板地上留下
它们干燥酥软的粪便，日积月累有
五六寸厚。我们用脚尖翻动，仿佛
翻阅原生态的故事。塔基上留有水
渍的痕迹，一线一线无数层，是洪
水留下的标记。傍晚，夕阳挂在西
面的门洞里，而东边的月亮卡在窗
口，湖面金波银粼重叠闪烁，这时候
的石塔恰似一枚长针，编织出别处
难以复制的锦绣。

在第二层门边，并没有雕刻的
楹联，或许设计者就是要让它素面
朝天，保持最本真的湖乡样子。左
边有一小块水泥板，长方形，刻着

“湖南省文物保护单位”字样；右
边的水泥板上刻着“远揖七十二峰
之岳色，近临八百余里之湖波”的
铭文，连同中间的“镇江塔”三
字，就是它全部的文字表述。我不
禁感慨，湖中塔，虽然孤单沉寂，
却挺立湖中，大风大浪，毫不畏
惧，自有一股傲然天下、敢为人先
的气势。

阳光披在肩头，湖风梳理鬓
角，水花打湿裤管，这时的来访
者，人人与塔融为了一体。

图为南洞庭湖区的大白鹭。
新华社记者 薛宇舸摄

追随春天的脚步，我慕名来到
四川省大邑县稻香渔歌艺术中心，
看油菜花海。车刚停下，推开车
门，浓郁的油菜花香扑面而来。循
香远望，金黄的油菜花仿佛从天上
倾泻而来，绵延舒展，漫无边际。
乡村的房前屋后，田坎地边，银杏
的新绿，海棠的殷红，红叶李的粉
白，在油菜花前全都失了色彩。油
菜花是乡村三月的主角，它一登
场，天底下再没有什么颜色能够与
之媲美。

如黛的西岭雪山与青葱的田
野、扶疏的翠竹、金黄的油菜花以
及星罗棋布的民居院落，构成了一
幅极富层次感的川西坝子田园画。
我入住的民宿，就是这画里的一笔。

温煦的阳光给大地注入了蓬勃
活力。暖风轻拂，田野里一株株油
菜枝叶交错，不紧不慢地等待着轻
快的脚步踏梦而来。一朵朵菜花挨
挨挤挤，轻歌曼舞般随风摇曳，张
扬着金灿灿的喜悦。我穿行在油菜
地里，身上沾满了花粉花瓣。浓郁
的花香包裹着我，身体发肤落满厚
厚一层油菜花的香味。在我眼里，
这一地的油菜才是神奇的酿造师，
他们扎根沃土，把天地之灵气调和
到自己的血液里，发酵成这人间至
美。我低下头，贴近一朵油菜花，
仿佛听到了它扑通扑通的心跳声。

我从小生活在乡下，对油菜花
太熟悉了。小时候，我经常和小伙
伴在开满油菜花的地里奔跑，一次
次被大人呵斥。稍大一点，我下地

劳作，在深秋时节，栽下一行行油
菜苗。春暖花开时，一大片一大片
金黄的油菜花，热热闹闹地改写了
那片土地的寂寞。我挑着粪桶，一
次次从油菜花旁走过，没有力气去
欣赏一朵油菜花的美，也不在意油
菜花到底有多香。在那个缺乏油水
滋润的岁月，令我馋涎欲滴的是那
滚圆饱满的油菜籽，一粒一粒，饱
胀着肥美的油！

自打从农田出走，我天天都站
立在大地上，却似乎与农田之间有
了一道深深的隔阂。我时常用菜油
炒菜做饭，却愈来愈远离了一朵油
菜花的香。踏春的日子，我也曾路
过一块块油菜地，想抽出时间去亲
近一朵朵油菜花，偶尔我确实站在
了油菜地边上，却总是匆匆一瞥，
然后转身离去。

此刻，我终于站到了一片油菜
地里。孩子们追着蝴蝶，躲着蜜
蜂，菜花深处不时传来童声稚气的
欢乐。一架旧水车，转动着古老而
悠久的农耕故事；一道秋千，荡起
了一阵阵混着花香的欢笑；一抹炊
烟，勾起了多少游客蕴藏心底的乡
愁……人们三三两两，游走在油菜
花海里，尽情享受着这春日的惬意。

这里的油菜花架起了城乡互动、
产业融合的桥梁，这里的人们把油菜
花做成了乡村振兴的大地艺术。

我继续朝油菜地深处走去。田
埂很细，仅能容下一只脚。走得有
些累了，我索性坐在田埂上，在油
菜花丛中小憩。我把黄灿灿的油菜

花顶在头上，花瓣飘下来，一瓣一
瓣，紧贴着泥土。这些花瓣率先把
舞台让给了青灰色的角果。花瓣脱
落处，角果正孕育着粒粒子实。子
实正在灌浆，不久就会化成一粒粒
滚圆饱胀的油菜籽。

午后的阳光从油菜的枝叶花朵
间筛下来，瘦了许多。远离了公路，
远离了市井喧嚣，远离了游人，田野
很静。附近可能有养蜂人，蜜蜂出奇
得多。密密匝匝的蜜蜂，在油菜花朵
间飞来飞去地忙碌，不停地扇动翅
膀，演奏着同一首歌，“嗡嗡嗡”的旋
律回响在我的耳旁。这种声音，我是
第一次用心聆听。

太阳西沉，殷红的光晕染着花
海，油菜花更加妩媚动人。我起身
继续穿行在一片一片油菜地里，有
些流连忘返。直到暮色四合，我才
匆匆回到民宿。民宿的房间外也有
大片油菜地，浓郁的油菜花香越过
竹篱笆，钻进窗户，弥散在房间
内。我放下行囊，在观景平台落座。

夜色渐浓，没有月亮，也没有
星光。油菜和我隔着竹篱相望，我
们都不说话，只用馨香和呼吸交
流。田野朦朦胧胧，油菜花渐渐归
隐，只留下一道丰盈的轮廓，油菜
花的馨香充盈了整个时空。浓香，
清香，酱香，那是油菜花释放的荷
尔蒙，让蜜蜂迷路，让蝴蝶失眠，
又让多少诗人在菜花香里沉醉。

“黄萼裳裳绿叶稠，千村欣卜榨
新油。”过段时间就要榨新菜油了，
菜油调和着人间烟火，为饭菜添了
许多滋味，让生活多了不同色彩。
我喜欢芬芳的油菜花，更喜欢肥美
的油菜籽，还有那新榨的菜油。

深夜，我敞开门窗，让花香落
满整个屋子，落在我枕边，醉了我
金色的梦。梦里，我也开成了一朵
油菜花。

乡村振兴，旅游助力
本报记者 尹 婕

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九龙湖镇秦山村草坪湿地公园内，游客们在露营。
章勇涛摄（人民视觉）

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九龙湖镇秦山村草坪湿地公园内，游客们在露营。
章勇涛摄（人民视觉）

游客在河北省晋州市周家庄乡农业观光园内游玩。 贾再兴摄（人民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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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山梯田看春耕
吴光辉 姚进忠

高求村梯田。 吴光辉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