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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树玲珑万树黄，清风吹拂
满橙香。初冬时节，江西省万安
县6万多亩富硒脐橙园里，橘红色
的脐橙挂满枝头，橙香四溢，收
获的喜悦萦绕于山坡田野。

日前，万安县窑头镇举办第
五届脐橙采摘节，我们慕名前往
感受收获的喜悦。活动现场征集
了当地 35 个果业基地的脐橙进行
评选，最终评选出的“富硒脐橙
王”重 8 两多，拍卖价 4386 元。
竞拍得主刘崇林高兴地说：“我今
天竞拍的不仅是脐橙，还是一份
好运，我要把吉祥带回家，把希
望带回家。”活动期间举行的签约
仪式上，农户走上红地毯与经销
商面对面签约。脐橙种植户肖金
剑说：“通过举办脐橙采摘节这样
的节庆活动，政府帮助我们开拓
市场，许多客商主动找上门来，
我们不用担心脐橙的销路。”

本届脐橙采摘节的主场地设
在窑头镇阳城村的亲情树脐橙基
地，漫山遍野的脐橙树挂满了黄
澄澄、金灿灿的果实。脐橙树虽

不高，挂果却很多，一棵树上常结有上百个脐橙。有
风吹过，脐橙在树上轻轻摇晃，在阳光下闪烁着迷人
的光彩。

我徜徉在果树林中，遇到了基地的技术人员老
肖。老肖是福建人，已在这里工作7年。他告诉我，这
个基地共有2.3万棵脐橙树，采摘后运往福建销售。万
安的自然条件很适合种植脐橙，去年，他们又在另一
个地方新建一个基地，种植了 3000多棵脐橙树，品种
比这里的更好，市场前景非常可观。

经江西省地质调查研究院调查，万安县富硒土壤
面积达120万亩，具有发展富硒产业的先天优势。万安
县种出的脐橙皮色光润橙红，果实椭圆硕大，果肉清
香爽口，富含多种营养元素，是一种绿色健康水果。

从惊蛰到立冬，从青涩的幼果到饱满的果实，历
经近300天的风霜雨晴，一树树脐橙拔节生长、发枝挂
果，将这片土地点缀得丰饶多姿。在初冬温暖的阳光
下，约上三五好友一起到脐橙园走一走，十分惬意。在
脐橙园，既可以欣赏青山绿水、呼吸新鲜空气，也可以亲
手采摘，和果农分享丰收的喜悦。每年脐橙收获季，周
边地区的人们纷纷来万安脐橙园体验采摘乐趣。

万安县现有富硒脐橙种植面积6.3万亩，年产量已
达 10万吨，富硒脐橙成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助
推乡村振兴的富民产业。脐橙真正成了吉祥果、致富
果。万安这片“硒”望田野，正焕发勃勃生机。

通川之美，美在山水，美在村
落。粮田、苗圃、果园交相辉映，四
川省达州市通川区呈现出一幅宜居宜
游、产业兴旺的喜人图景。十年间，
通川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
115%，成功创建四川省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工作先进区，入围国家乡村振
兴示范县创建名单。

沿着逶迤的山路蜿蜒向上，跨过
一个垭口，走进双龙镇玉坪寨村川东
红车厘子种植基地，数千株车厘子果
树迎风而立。5月中旬，大面积采摘
结束后，果园的维护工作一直在进
行。果树下，村民刘传会正抓紧时间
拔除杂草。“我已在园子里务工 2 年，
除草、施肥、修枝、摘果。等产业发展
起来了，我们的生活肯定会更好！”

“我们种植了红灯、美早、拉宾
斯、俄罗斯8号等10余个品种，预计
明年产量可达 15万斤，2至 3年后逐
步满产达到 70 万斤左右，实现产值
3000万元以上。”说起发展前景，基
地业主唐华平脸上满是喜悦。

2016 年以来，他和其他几位业
主一道成立川东红车厘子种植专业合
作社，通过“集体+农户+合作社”
的模式，流转土地 270 亩，投入 400
万元，种下 9000 余株优质车厘子树
苗。今年，基地车厘子首次规模挂
果，8 亩地产出 1 万多斤。尝鲜的市
民蜂拥而至，游客入园采摘带来的收
入就有十六七万元。沉寂的山村一下
热闹起来，不少村民到基地门口销售
水、方便面等，抢先享受发展红利。
目前，基地已与北京、上海、成都、
重庆等地水果经销商达成购销意向协
议，玉坪寨车厘子的市场知名度和产
品附加值大大提高。

十年来，通川区立足南北差异，
坚定走好“城市近郊发展精致农业、
偏远山区发展现代农业园区”实施路
径，新发展特色精品示范基地 39
个，“一李两莓”等特色产业 5.8 万

亩、茶叶2000余亩，“千口一品”茶
叶品牌在四川第十届茶叶博览会斩获
金奖；大力实施现代农业园区补短提
升及重点培育工程，全区全年接待游
客 950 多万人次，综合经营性收入达
1.15亿元，带动了1.5万余名贫困群众
持续增收。为进一步做好产业振兴，
通川区设立乡村振兴发展引导基金，
累计支出乡村振兴领域资金7.1亿元。

乡村要振兴，人居环境是底色。
沿着通川区北山镇铁佛村的村道前
行，干净整洁的村道两侧立着白顶红
杆、毛笔造型的路灯。道路两旁，古
色古韵的农家院落整洁怡人。“村里
以前多是土路，现在全是水泥路，都
安上了 LED 灯，晚上和城里一样亮
堂；我们都喝上了自来水；村里有四
五处健身器材，可以边摆龙门阵边锻
炼……”说起村里十年来的变化，铁

佛村村民王重奎打开的话匣子根本关
不住。

建设美丽乡村不仅要抓“颜值”，
还得抓“气质”。

通川不仅聚焦于将小家园变为小
景园、小菜园，更着力改变村民的思
想观念和精神面貌。在东岳镇凤凰村
龚家院子外，一幅写着村规民约的大
展板格外显眼。今年以来，凤凰村创
新基层治理方式，通过实行村规民约

“积分制”，进一步激发村民参与乡村
治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营造共建共
治共享乡村治理新格局。

村容整、民风淳，才有乡村美。
为切实提高乡村治理水平，通川区不
断健全完善“一核三治”乡村治理模
式，持续推广“乡贤议事厅”“党员
金点子”等经验做法，推进“一村一
法律顾问”和农村“雪亮工程”建

设，深化多元化纠纷解决“综合调处”
机制，平安乡村、法治乡村建设成效凸
显。2021年以来，累计打造省市乡村
治理示范镇3个、示范村8个。

谭家沟村以“百姓议事堂”等为
载体，实行“六老六长”制，充分发
挥退休老教师、老干部、老党员等

“六老”乡贤作用，参与河长、路
长、院长等“六长”工作，并设置5
个议事堂，引导村民参与村级事务管
理，齐心协力共建家园。“通过实行

‘六老六长’制，做到小事不出院
落，大事不出村落。”谭家沟村党支
部书记王云勇说。

夕阳下，村民的欢歌笑语和着山
溪一同流淌，流淌出一幅通川区奔小
康的美丽图景。

上图：达州市通川区凤北街道田
家塝村青脆李产业园。 柏在田摄

山如屏风，围成半圈，山下是大
片稻田——这里叫古辣，是广西壮
族自治区宾阳县的一个小镇。每年，
伴随着稻米成熟，大片稻田的图案
逐渐显现出来，孙悟空、八大仙人等
形象活灵活现。

利用稻田作画，是近十年间的
事。如何致富，古辣人思考了很
久。这里山高路远，但地好水好，
种出来的米有一种特殊的香气。当
地人便想到在稻田里作画，吸引天
南海北的游客到此看画、识稻、闻
香。第一年，大家对着规划图反复

讨论，集思广益，最终决定作一幅
“龙飞凤舞”图，蕴含展翅、腾飞
和振兴的期待。村民选来红叶稻、
紫叶稻、黄叶稻、白叶稻和本地的
常规绿叶稻，按设计图种下。看着
禾苗日渐壮硕，村民充满期待。果
然，这个创意一炮而红，最终呈现
出的效果吸引了周边大批游客，这
个偏远山乡一下子热闹起来。

有了一个好的开头，古辣人不
断涌出农旅融合发展新想法：修一
条好路，便利游客进村；造一座玻

璃桥，让游客俯瞰美景；在山的高
处建凉亭，供游客喝茶、小憩、拍
照。这一来，古辣真的红了。

近十年，古辣不断创新稻田艺
术，年年都有新看点：描绘当地民
俗的 《宾阳炮龙》、刻画腾云驾雾
的 《八仙过海》、歌颂建党 100 周
年的《红船精神》等图案，既有气
势，又有趣味。与此同时，古辣人
不断发展现代特色农业，古辣香米
成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积极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探索乡村休闲
旅游发展新模式，推出非遗民俗风

情展、手机拍摄大赛、新鲜蔬菜采
摘等活动，让村民在家门口吃上

“旅游饭”。
如今，游客来到古辣，走过干

净整洁的水泥路面，领略独具岭南
风格的民居，乘坐小火车在稻田穿
梭，体会“人在画中游”。闻稻
香、游山水、品农庄，成了古辣旅
游的特色。提着香米、蔬菜、水果
的游客乐呵呵地走在乡间小路上，
成为美丽的稻田画上的点睛之笔。

上图：古辣的稻田画。

厂区变身旅游区

看牧草种植、奶牛养殖、乳产品智
能生产……在内蒙古自治区蒙牛工业旅
游区里，游客可以进行乳业全产业链参
观体验。1999 年创立之初，蒙牛集团即
提出“参观也是生产力”，将工业旅游
融入企业文化。经过 20 多年的探索，蒙
牛已形成专有的工业旅游体验模式，通
过在生产车间设计参观通道等方式，展
示牛奶、冰淇淋、奶粉等产品的全线生
产流程。目前，蒙牛集团在全国超 30 个
工厂组织各类特色研学活动，并融入休
闲、科技等元素，推出“可观、可玩、
可学、可购、可闲”的工业旅游产品。

厂区是工业旅游的主要目的地，什
么样的厂区才能成为有看点的景区？国
家工业旅游示范基地的评选要求中有这
样的规定：应当具有较高的历史文化价
值，或观赏价值，或科普价值，游览线
路能充分展示工业生产、工艺流程、建
筑景观、科技成果、工业遗产等内容，
具有独特魅力。

位于四川宜宾的五粮液旅游景区由
五粮液江北主厂区、501车间老窖池群和
503车间“明代古窖泥活态保护群落”等
组成，融合了明初古窖池群、现代厂
房、生态湿地、摩崖石刻、园林景观等
文化旅游资源，为游客提供“五粮探
秘”文化体验产品、“趣玩工厂”工业体
验产品、“五粮悠游”生态休闲产品、

“五粮美食”品鉴体验产品、“五粮之
夜”文化夜游产品等主题产品和6条特色
体验游线路。

浙江省农夫山泉工业旅游区属于企
业观光体验型项目，其各大生产基地拥
有现代化花园式生产厂区，除了生产
外，还承担着文化、旅游、科研、科
普、技术示范等职能，多个基地被评为
国家4A级或3A级旅游风景区。

转型发展新契机

位于北京市朝阳区的751园区是此次
入选的53家单位之一。它的前身751厂始
建于 1954 年，是国家“一五”期间重点建
设的大型工业项目之一。751厂的煤气生
产曾供应整个北京市，随着北京市能源
结构的调整，2003年，751厂的煤气生产
线退出运行。如何利用煤气厂产区的工
业遗迹？发展文化创意产业成为一条可
行之路。2007年3月，751D·PARK北京时
尚设计广场诞生。对生产设备进行改造
再利用，是 751 园区最大的特色。例如，
园区北部的两座巨型煤气罐分别建成于
1979 年和 1997 年，是北京历史上第一座
和最后一座煤气罐。经过改造，它们成
为受高端品牌青睐的发布场，并保持着
原有的历史工业风貌。

如今，751园区已入选第一批国家级
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名单、国家
首批纺织服装创意设计示范园区名单，
获评2021年度中国设计产业100强十佳设
计园区、北京市级旅游休闲街区等。

深入挖掘工业遗产深厚内涵，将废旧
老厂区、老厂房、老设施等工业遗产打造
为特色文旅项目，成为保护工业文化遗
产，促进第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重要措
施，也为企业转型发展提供新契机。

浙江温州矾矿工业旅游区位于苍南
县矾山镇，始于宋末元初的明矾采炼，
为当地留下了100多处矿业遗址。当地将
闲置厂房改造为工业主题酒店、将办公
楼和老厂房改建成博物馆、奇石馆等，
开发出各类研学产品和活动，便于游客
了解矾矿的发展史、感受工矿文化魅
力。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可可托海国家矿
山公园、安徽省“铜官山 1978”文创园
等都通过这样的改造、开发，重获生机。

创意创新活力足

拓展新业态、提供新体验，已成为
旅游创新发展的要求，工业旅游也不例

外。目前，我国工业旅游还普遍存在着
产品较单一、特色不鲜明等不足。

2021 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
展和改革委员会、文化和旅游部等八部
门联合发布 《推进工业文化发展实施方
案》，提出要推动工业旅游创新发展。许
多工业旅游主体已经展开积极探索。

蒙牛工业旅游负责人表示，将更加
重视跨界融合发展，将乳业工业游与科
技、体育、农业、教育等深度融合，为
游客提供更有特色、更为智能、更有价
值的新产品新服务，将针对不同类型的
旅游群体开发定制化旅游项目，如青少
年研学游、老年养生游等，并注重与智
慧产品的深度结合，提升景区科技感和
互动性。

山东省青岛啤酒博物馆由青岛啤酒
百年前的老厂房、老设备改扩建而成，
在发展工业旅游的过程中，通过展陈互
动创新、服务模式创新、产品形态创
新、业态规划创新等方式，保护工业遗
产、传承工业文明，让“文物活起来”。如
今，这里的工业旅游早已不局限于简单
的参观，而是兼具“可观、可赏、可
吃、可玩”。例如，实景穿越剧游 《觉醒
的酿酒师》 融合年轻人喜爱的剧本杀与
密室逃脱，将博物馆参观与实景探秘融
为一体；天上来酒、啤酒隧道、4D 影
院、光影秘境等互动体验项目，让游客
身临其境。青岛啤酒博物馆已从单文化
展馆发展为多业态文旅品牌，成为重要
的城市时尚地标。

下图：黑龙江省牡丹江市把牡丹江
拖拉机制造厂、牡丹江制药厂的老厂
区，打造成工旅融合的产业园。图为在
由老厂区废旧铁路改造成的工业旅游观
光线路上，孩子们乘坐小火车观光。

新华社记者 王建威摄

工业旅游出新又出彩
本报记者 尹 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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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公布了
53个国家工业旅游示范基地名
单，入选单位包括冶金工业、
机械制造、食品工业以及博物
馆、能源利用等多种类型，具
有典型的代表性，例如，内蒙
古包钢工业旅游景区、吉林中
国一汽工业文化旅游基地、浙
江农夫山泉工业旅游区、黑龙
江大庆油田历史陈列馆、青海
龙羊峡工业旅游基地等，为游
客提供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
工业旅游体验。

自上世纪90年代至今，我
国工业旅游获得长足发展，已成
为我国旅游业中的一大亮点，也
是人们了解工业历史文化、感受
时代发展步伐的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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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在万安县窑头镇脐橙基地采摘脐橙。
邱 哲摄 （人民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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