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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安徽省含山县铜闸
镇太湖村入选第四批全国乡村旅
游重点村，太湖村青舍民宿的经营
者任荣入选文化和旅游部“2022年
度乡村文化和旅游带头人”……

含山，历史文化悠久、生态
环境优美，具有得天独厚的文旅
发展优势。距今 5800年到 5300年
的凌家滩遗址，入选全国“百年
百大考古新发现”；公元前 522
年，“伍子胥过昭关”演绎了“一
人过关，几国兴亡”的传奇故
事，代代相传；公元 1054 年，王
安石游览含山，写下名篇 《游褒
禅山记》，褒禅山因文而名，至今
回荡着“非有志者不能至也”的
千古吟唱。

含山县立足当地资源优势，
坚定不移实施文旅兴县战略，先
后荣获中国最美人文休闲旅游名
县、安徽十大全域旅游目的地等
荣誉称号。

“旅游+红色”
擦亮发展新底色

汪祖兵自小就生长在仙踪镇
六衖石头部落，原先家中一座破
败的百年老屋藏在深山中。2020
年，随着村内道路的修通，人气
渐旺，他修缮了老屋，恢复了原
貌，老屋摇身一变成为远近闻名
的“姚庙客栈”。

2021 年 6 月，汪祖兵家附近
的“黄山游击队旧址”正式对外
开放，前来参观学习的客人接连
不断。“我沾了红色旅游的光，很
多朋友参观完就直接在我这就
餐。”汪祖兵笑着说。

近年来，仙踪镇深入挖掘红
色资源，立足山水优势，建设

“石头特色小镇”六衖村，有效保
护石头村古部落、千年柏树、马
蹄泉、古桥古墙等特色景观。为
了增强游客体验感，石头部落内
新增“喊泉”“索道”“天路”等
游玩项目，将红色资源、自然景
观和人文景观连成一片。2022年1
月，六衖石头部落被正式确定为
AAA 级旅游景区，这座藏在深山
里的古村落不断焕发新生机。

与此同时，含山县以弘扬革
命精神、传承红色基因为核心，
系统梳理全县的红色资源，已确
定凌家滩遗址文化教育基地、太
湖山生态文明教育基地等 11 个具

有红色基因的教育点作为首批
“含山红”红色教育基地，并推出
3条精品教育 （游览） 线路。

随着“含山红”品牌内涵不
断挖掘，品牌创建形式不断丰
富，品牌知名度也不断提升。自
2022 年 5 月以来，全县各红色教
育基地累计开展各类活动 1600 多
场次，前来参观学习的达 5 万多
人次。

“旅游+生态”
注入发展新动能

好生态带来了好风光，也让
人看到发展的好“钱”景。在
AAAA 级景区太湖山国家森林公
园脚下，“中国美丽休闲乡村”铜
闸镇太湖村，烟雨朦胧中宛如一
座世外桃源，原生态的自然风光
和历史风貌，吸引着周边的游客
前来观光游玩、休闲度假。

太湖村村内有解放军渡江战
役野战医院旧址、安徽省户外

“和平使命”综合性拓展基地，旅
游资源特色明显。几年前，热爱
旅游、喜爱乡村的任荣来到太湖
村后，被这里的美景、环境所吸
引，扎根在此，成功创办了青舍
民宿与汤和谐院农家乐。在她的
精心打理下，生意蒸蒸日上、红
红火火。

6公里外的千年商贸古镇——
运漕镇，新春和“十一”期间的
灯光秀吸引了不少游客和居民来
此观赏游玩。墨瓦白墙与青石铺
就的长巷相映成趣，充满着古老

的人文气息，原始的老街风貌在
梦幻绚丽的灯光下散发出不一样
的魅力。

2020 年 11 月，运漕艺创小镇
入选安徽省级特色小镇。含山县
和运漕镇以“艺创”破题，将传
统的“路过看看游”升级转型为

“文化体验游”。
如今，运漕镇已有了“鲍义

兴”早点，“伍福和”餐饮，“洪
仪泰”“漕川”酱品，“启云堂”

“德昌源”“和泰祥”文化等诸多
安徽省认定的老字号。每个老字
号的认定成功，都在唤醒一个个

“温暖的记忆”。与此同时，以原
创艺术家集聚为主要内容的漕川
国际文化艺术创意产业园也在如
火如荼地建设。这里已成为长三
角区域高校和安徽省多所高校的
写生基地。

含山县根据文化旅游资源禀
赋，大力发展民宿经济，促进乡
村旅游提档升级。运漕老街风貌
提升、运漕沿河客栈、陶厂潘村
民宿和褒禅山枕水涧度假村等 29
个文旅项目已经建成并投入运
营，全域旅游发展呈现较好势头。

“旅游+文化”
增添发展新内涵

12 月 10 日，星期六，来自马
鞍山的王女士兴致勃勃地带着家
人来到褒禅山附近游玩。“以前都
是从课本上了解褒禅山，如今景
区对市民免费开放，早上就带着
老人和孩子来这边游玩散心，进
华阳洞感觉确实很不错。”王女士
笑着说道。

在景区工作人员的引导下，
游客们出示有效身份证件后，便
可进入景区自由游玩。每个双休
日，一场场亲子定向趣味闯关赛
给现场所有人带来了欢乐。掷沙
包、同舟共济、投壶游戏、摆造
型拍照、同心运球，家长和孩子
都沉浸在5个闯关打卡游戏中，齐

心协力通过每个关卡。
白天是孩子们欢乐的海洋，

而夜幕下的褒禅山，又把孩子们
带到了童话世界。草坪上铺满了
灯珠，周围的树上垂着长长的灯
带，不同灯光与成片的光影交相
呼应，形成了一片璀璨的银河灯
海，仿佛洒落在人间的点点繁
星。“航模、宇宙星系夜灯”“海
蜇灯”“旋转泡泡机”等科技元素
的融入，让无数大朋友、小朋友
流连忘返，人们纷纷驻足拍照打
卡，不时传来阵阵欢笑声，为夜
色增添浓浓欢乐气氛。

“我的生日正好和‘文化和自
然遗产日’是同一天，我已经连
续 3 年在凌家滩遗址过生日了。”
游客童心笑着说。6 月 11 日，她
带着孩子参加了在凌家滩国家考
古遗址公园举办的“玉见文明 触
摸历史”陶塑亲子体验活动。每
年的“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在凌
家滩都会举办相关主题活动。

目前，凌家滩已入选“安徽
省六大主题研学旅游示范基地”，
通过 AAAA 级景区的景观价值评
定，含山县正在加快凌家滩遗址
申遗步伐，争创国家级研学旅行
基地。

上图：初雪过后的褒禅山景
区。 含山网供图

左图：网红小火车从陶厂镇
潘村稻田里穿过。 卫道胜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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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日时节，走进浙江省首批传统古
村落、省级历史文化名村象山县墙头镇
溪里方村，连片的古建筑曲折幽深，农
家房前屋后绿树环绕。

“通过‘村民说事’，村里沉睡的古
建筑文化资源‘活’了起来，吸引更多
的人来溪里方寻找乡愁，促进美丽乡村
向‘美丽经济’嬗变，从而实现共同富
裕。”溪里方村党支部书记娄善成说。

近年来，象山县不断擦亮“村民说
事”金字招牌，推广新农人说事、乡贤
参事、代表督事等乡村治理模式，小乡
村善治走出大变化，兴了旅游，富了村
民，书写了绿色共富美好故事。

走进象山县涂茨镇旭拱岙村，农家
小院遍布花草，文化礼堂歌声袅袅。这
个国家级乡村治理示范村，10 年前却是
一个“说话没人听、办事没人跟”的落
后村。

管用的制度是乡村振兴的保障。干
部党员义务劳动制度等一批极具旭拱岙
村特色的“八项制度”相继出台。

“这些制度，都是我们‘村民说事’
时，按照村民需求与村庄实际情况逐步
形成的。”该村党支部书记葛聪敏说，伴
随着“村民说事”制度的推广，村里的
大事小事变得公开透明，村民对村里的
发展也充满信心，干劲更足了。

从最初的说纠纷抱怨，到现在的说
发展建设，“村民说事”说出了旭拱岙的
红火发展。

走进贤庠镇青莱村，俨然一幅秀丽
的乡村画卷。民居错落有致，树木挺立
两旁，柏油路穿村而过，露营、民宿、
书店、渔船、海钓，看潮起潮落、赏跨
海大桥、观风车公路……这个滨海小渔
村独有的颜值，成为外地游客向往的

“诗和远方”。
近年来，青莱村坚持党建引领，积

极推行农村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
汇聚乡贤力量，盘活乡村资源，走出了
一条具有青莱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

听说湖州莫干山的民宿产业干得有

声有色，青莱村党支部书记樊开英和村
干部去湖州不下 20 次。终于，2018 年，
投资 2500 万元的“西坡象山”高端精品
民宿项目落户青莱。

西坡民宿项目就像一支强心针，为
青莱村发展按下了快进键。十步一景、
四季皆美的青莱蓝图正一步步变成现实。

来到象山茅洋乡白岩下村，走上村
里“初代网红”玻璃栈道，仿佛在空中
漫步，既可俯瞰割稻的田园风光，又可
远眺蟹钳港的迷人风姿。

“‘村民说事’说出来的玻璃栈道给
了我们村第二次生命。”该村党支部书记
胡凯感慨地说。这里原先是远近闻名的
养猪村，为了改善村庄环境，村里陆续
关停了养猪场。

此时，周边几个村乡村旅游正搞得
如火如荼，胡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
如何开发属于白岩下村的乡村游拳头产
品，成了摆在村干部面前的一道难题。

通过多次“说事”后，村里决定尝

试建设宁波市第一条海景玻璃栈道，以
村民入股，年底分红的模式，让全体村
民共建项目、共治景区、共享受益。

为了运营管理好这条栈道，白岩下
村成立了象山县白岩下旅游开发有限公
司，与200多家旅行社达成战略合作。当
年6月开业的玻璃栈道，到年底接待游客
18万人次，门票收入460万元。

“除了让村民成为股东，我更希望他
们能在家门口实现就业。这也是唱好下
一篇共富曲的关键所在。”胡凯描绘着白
岩下村的发展蓝图。

如今，行走在象山县的一个个村
落，犹如置身风情各异的山水画中，既
有小桥流水人家、翠竹亭台篱笆、古井
菜园黛瓦，又有碧海银滩、渔歌唱晚、
港畔帆影。在这条神奇的北纬 30 度最美
海岸线上，以乡村善治为椽笔的“万象
山海”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上图：象山县旭拱岙村新风貌。
张美芳张美芳供图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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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旅游 富村民
陈光曙陈光曙 象象 水水

艳阳高照的一天，我和几位朋
友来到了四川省西昌市邛海湿地公
园湖畔。只见沿途石滩干净整洁，
湖水清澈如镜，给人以美的享受。

水鸟是湿地的精灵。能够在邛
海看到的鸟儿，除了常见的白鹭、
苍鹭、池鹭等留鸟外，还有红嘴
鸥、绿头鸭、凤头潜鸭、骨顶鸡等
越冬的候鸟，其中数量最多的，也
是与游客互动最为亲密的，是邛海
精灵红嘴鸥。

红嘴鸥通体洁白晶莹，眼睛乌
黑明亮，朱唇点缀。每当游人将小
块的鸟食高高举起，它们就会展翅
腾飞，精准地衔起食物飞向天空。
红嘴鸥一边享受着美味佳肴，一边
在游人的头上盘旋鸣啼，听起来就
像是孩子们开心的笑声。

在邛海边，一些吃饱喝足的红
嘴鸥们，静静地在水面上游来游
去，偶尔振翅腾空，在游人头顶盘
旋一圈，然后又飞回水面。

红嘴鸥在天空恣意撒欢，与白

云齐飞，与游人互动。同行的朋友
即兴吟道：“蔚蓝深处谁舒翅？双
双白羽翩翩至。出没浪涛间，凌空
信步闲。叼鱼轻掠水，惊得霞光
坠。相逐更相怜，相随越海天。”

邛海精灵红嘴鸥，自由自在地
飞翔在蓝天中，点缀了大自然，增
添了勃勃生机；人类的生态保护和
精心呵护，为红嘴鸥等飞禽提供了
适宜的生存空间。

在美丽的邛海边，我们一边欣
赏红嘴鸥，一边品尝当地特色美
食，一边听关于邛海的故事。

邛海属长江流域雅砻江水系，
不仅是人们体验自然风情的好去
处，更是鸟类栖息嬉戏的天堂。但
过去邛海边的鸟很少，经过凉山彝
族自治州、西昌市数十年持之以恒
的保护，湿地公园建成，生态环境
大为改善，红嘴鸥、青头潜鸭等都
飞到这里栖息，西昌的旅游业也得
到快速发展。

夕阳西下，邛海的湖水清澈如
镜，宛如明眸脉脉含情，轻舟驶
过，碧波荡漾，令人心旷神怡，流
连忘返。晚上，在睡梦中，我们仍
然漫步邛海湖畔，与红嘴鸥嬉戏
玩耍。

翌日凌晨，邛海旭日东升，霞
光万道，蔚为壮观。晨曦中，渔民
已在湖面上劳作，红嘴鸥飞翔在湖
面，早起的游人在邛海湖畔欣赏日
出霞光红似火的美景。一幅浑然天
成的“霞光万丈海鸥飞，生态湿地
人安居”的写意山水画卷展现在人
们眼前。

观赏拍摄了邛海日出之后，我
们与邛海精灵红嘴鸥挥手告别，依
依不舍地离开了邛海。我们这群

“大候鸟”暗自约定：明年春天在
美丽的邛海湖畔我们再与红嘴鸥这
群“小候鸟”相会，不见不散！

左图：红嘴鸥在水面嬉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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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 上 黄 飘 高
坡，放眼望去，层
层叠叠的梯田，若
隐 若 现 的 “ 小 集
镇”，茂密的林木
包 围 其 中 ， 清 澈
的 小 溪 以 及 袅 袅
炊烟，弯弯的山间
小路……青山、绿
水、田 园 融 为 一
体 ， 映 入 眼 帘 的
是 一 幅 人 与 自 然
和谐相处的美丽
画卷。

黄 飘 苗 寨 位
于 海 拔 1334.1 米
的黄飘高坡半山
腰上，距贵州省
黄 平 县 城 15 公
里。全寨现有 500
余 户 人 家 ， 2000
多人基本都是苗
族，从县城到黄
飘一条柏油马路
犹如一条青龙蜿
蜒顺坡而上。

黄 飘 苗 寨 是
红军长征经过并
战斗过的红色故
土 ， 1934 年 秋 冬
时节，红军长征
先遣队红六军团
曾 经 过 黄 平 黄
飘，把革命的声
威 、 斗 争 的 星
火 、 真 理 的 种
子，播撒在黄平
苗乡。如今，在黄
飘苗寨一带还流
传着红军战士“马
红军”的故事，前
几年还拍成了电
影《马红军》。

黄 飘 苗 寨 是
淳朴的苗寨，群众热情好客，能歌善舞。黄
飘苗寨民族文化浓厚，民间艺术源远流长，
这里有参天的古树，古老的神话，淳朴的民
风，数不清的大小节日。

每到春天，黄飘苗寨都要联合“古壁
翁”（苗语山坡地名） 周边的蒙加、翁开、白
保、太坑、白记、团仓等苗寨一起举办一年
一度的黄飘“古壁翁”苗族三月芦笙会，又
名“三月爬坡情人节”。会场距黄飘乡政府所
在地黄飘苗寨 5 公里，距黄平县城 21 公里。
盛会期间，凯里、贵阳、施秉、镇远、台
江、剑河等邻近县市及当地群众纷至沓来，
游客多时达四五万。

芦笙会场上，五颜六色的芦笙彩带高高
飘扬，缤纷多彩。吹芦笙、跳芦笙舞、赛
马、斗鸟、游方、对歌是芦笙盛会的主要内
容，淋漓尽致地展现着苗族深厚的民族文
化。除此之外，黄飘苗寨的主要节庆二月二
祭桥节、七月半祭祖节等民族节日，也正随
着时代的发展，不断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黄飘苗寨得天独厚、民族风情多姿多
彩，这位“养在深闺人不识”的“闺秀”，这
块藏在大山深处的“翡翠”，必将为更多的世
人所知晓、所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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