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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油、欢呼、呐喊……刚刚
过去的中秋国庆假期，每天下午
3点，湖北省潜江市体育馆里便
会传出鼎沸人声，成百上千位观
众不约而同走进球馆，只为在现
场一睹潜江市和美乡村篮球联赛
邀请赛的风采。

不久前，来自园林小东门社
区的“油焖大虾队”在潜江市和
美乡村篮球赛中取得冠军。这个
假期，他们代表潜江坐镇主场，
连续6天以球会友，迎战其他城
市的代表队。这样一场谈不上职
业的球赛，却意外吸引了大家的
关注。

球场上，“油焖大虾队”与“洪
湖赤卫队”的球员们奋力拼抢，扣
篮、转身跳投、三分球，球员们的
精彩表现引发阵阵欢呼。看台
上，来自洪湖的陈女士和朋友不
时举起手机拍照、录制视频，还
短暂做了场网络直播。

“我们专程自驾一个半小时
赶来为洪湖队加油，准备比赛结
束后就返程。”陈女士告诉记者，

“这里的蒜蓉大虾和油焖大虾都
挺好吃，比我们家乡的做法多了
一分辣和麻。后面时间充裕时，
我肯定会再来潜江仔细游玩。”

位于江汉平原的潜江水网密
布，全年小龙虾综合产值预计可
达750亿元，超过20万人从事小
龙虾相关产业。每逢节假日，都
会有大批游客与食客到访这座水
乡园林之城。

中秋节前一天，为期近1个
月的潜江市和美乡村篮球联赛落
幕，来自潜江各区、镇、街道的
128 支队伍联袂奉上近 300 场比
赛，其中有不少球员和观众专程
从学校和工作岗位上请假返乡参
赛、观赛。在中秋国庆假期，潜
江面向外地球队办起和美乡村篮
球联赛邀请赛。除此之外，潜江
还举办了乒乓球赛、摩托行等多
项体育活动，同时推出包括吃、
住、行、游、购等多个行业的
19 项活动，旨在让游客玩得尽
兴、不虚此行。

“这是我们‘农体旅融合’
的新尝试，旨在激励大家参与体
育活动，推广全民健身理念，同
时也希望借体育赛事拉动节日消
费、促进文化交流。”潜江市文
化和旅游局副局长田丰说。

乡村体育赛事蓬勃发展的

背后，是乡村振兴激发的新活
力。来自潜江莫岭村的“蒜蓉
大虾队”在潜江市和美乡村篮
球联赛中获得铜牌，其主力队
员陈晓波便是一名返乡创业的
大学生。

3 年前，看到街坊邻居的养
虾效益与日渐富饶的乡村图景，
陈晓波辞去广东广州的工作，回
到家乡养虾种稻，并开办一家名
为“马拉松民宿”的小店。取这个
名字，是因为与陈晓波家相隔一
条水渠和马路的地方，便是潜江
市马拉松运动公园。

“以这个公园为起点的潜江
返湾湖湿地马拉松每年有上万人
参赛，这个公园也因此成为潜江
的地标之一。公园里，塑胶跑
道、篮球场、足球场、网球场、
排球场一应俱全，附近村民也都
喜欢来这里健身。”陈晓波说。
他的生意越做越红火，今年又在
民宿旁新开了一家私房菜馆。

午饭时间，记者看到民宿一
楼大厅和后院的七八张大圆桌坐
满了食客，私房菜馆的不少包间
里也传来谈笑声。“这个假期，
我 家 民 宿 的 15 间 客 房 全 部 订
满，房客既有周边城市的游客，
也有走亲访友的乡亲。晚上食客
尤其多，不少人饭后都会去对面
公园走一走。”陈晓波说。

体育爱好者陈晓波，透过球
场设施的变化看见了潜江的发
展。“2003 年，我第一次在村里
看篮球赛，是在泥土地上顶着大
太阳看球，后来很长一段时间比
赛是在水泥地球场上举办的，这
几年到处都是配备专业灯光系统
的塑胶球场。”

潜江人对体育运动，尤其是
对篮球的热爱，由来已久。潜江
市篮球协会会长田应明表示，潜
江后湖管理区、浩口镇等多地举
办乡村篮球联赛已有30多年，近
年来，“小龙虾+篮球”的组合又
激发出新动能。

“这个假期各方面的数据都
增强了我们‘农体旅融合’发展的
信心。”田丰说，潜江将继续办好
和美乡村篮球联赛邀请赛，明年
计划将比赛时间提前至小龙虾新
鲜上市之际，并广邀全国各地代
表队参赛。

（据新华社武汉电 记者乐
文婉、伍志尊）

“世外桃源”古意浓

幸福古村，又称赵桥，坐落于海
拔 800 米的山上，距今已有 200 多年
历史。

龚绍荣是土生土长的古村人，吃
过早饭，他坐在龚家大院的长凳上，
头顶一片黄角兰，一边享受慢时光，
一边回忆古村的过往。

“以前最大的愿望，就是村里能
通路，路通了，孙儿、孙媳妇就会回

来了。”龚绍荣说，曾经的古村虽然
一年四季瓜果飘香，却难寻年轻人的
身影，“大山挡住了我们进城的路，
年轻人都想着出去务工，出去后，便
很少再回来了。”

古朴、静谧、祥和是古村最初的
模样。数百年来，村民们在幸福古村
农耕和繁衍，形成“山水林田路院”
一体的村落格局：土墙青瓦的川西民
居依山而建，面河而立，古桥相连，
错落有致。千年银杏“夫妻树”、龙抬
头、青蛙石、鹰嘴崖、清代石拱桥

“赵桥”、大寨梯田、丹马盐铁古道、
古城牛角寨等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交
相辉映。

原生态的古村，吸引了爱情题材
电影 《被爱情遗忘的角落》 前来拍
摄。该影片在 1981 年公映后风靡全
国，作为外景拍摄地，幸福古村声名
鹊起。但由于交通不便、经济落后、
村内人口老龄化现象严重，幸福古村
逐渐失去活力，成了一个被时光“遗
忘”的世外古村。

乡村旅游富农家

转机来了。
2014年，四川省旅游局在全省开

展乡村旅游提升试点行动，幸福古村
以 其 独 特 的 古 村 落 资 源 ， 被 列 入
2014—2016 年全省乡村旅游提升试点
13个项目之一。

“用发展乡村旅游的方式聚集人
气，不仅可以让村民回流，也能让外
来的游客进村。”丹棱县旅游发展中

心主任蒋丽艳介绍，下定决心后，幸
福古村开启了旅游综合开发项目，道
路铺装、农房风貌改造、游步道建
设、景观提升等工程逐一铺开，一系
列乡村文化建设活动也随之开展。

作为龚家大院的主人，龚绍荣率
先将家里两层小楼租给合作社进行改
造，曾经的土房摇身一变成了民宿。
不仅如此，龚绍荣还动员在城里开饭
馆的孙子回村开办农家乐。

2016 年 3 月，幸福古村开村迎
宾。龚绍荣化身古村讲解员，向游客
讲解古村历史和风俗文化，那个春天，
龚家大院天天门庭若市，仅仅两个
月，龚家收入就超过10万元。

“ 村 民 是 这 个 村 落 的 核 心 和 主
体，是古村落的灵魂，古村的发展离
不开村民的参与。”丹棱县幸福村党
委书记徐杰介绍，成立之初，幸福古
村就实行“政府+企业+村民”三方合
作，采用“租赁—运营—移交”模
式。农户实现农民身份不变、房屋产
权不变、承包土地收入不变“三个不

变”，获得房屋租金、劳务收益、合
作社分红、经营性收益和土地流转收
入等“五重收益”。

如今，经过多次升级打造的古村
大变样。笔直宽阔的丹名路将城区与
古村相连，原本 50 分钟的路程缩减至
15分钟。道路通了，产业便“活”了，桃
子、李子、樱桃、柑橘……全村水果种
植面积超过 5000 亩，再加上茶叶、水
稻，该村年产值已突破2000余万元。

四季不断的水果从古村销往全国
各地，原汁原味的“田园综合体”引
来四面八方的游客。在乡村旅游发展
的带动下，村民变导游、民房变民
宿、产品变礼品，幸福古村成了一个

“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
愁”的休闲好去处。

凭借独特魅力，幸福古村先后被
评为中国传统村落、全国一村一品示
范村、全国生态文化名村、全国乡村旅
游示范名村、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
近年来，幸福古村累计接待游客突破
180 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约 2.2 亿
元，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 1.1万元增
长到突破4万元。

追求可持续发展

金秋的幸福古村里，青瓦房的屋
檐下挂着金黄的玉米，几个村民挎着
竹筐，一边捡拾地上的板栗，一边谈
论着今年的收成。

“到乡下来，就是想看乡村原本的样
子，现在的幸福古村就是我理想中乡村
的样子，能让我忘记城市生活的喧嚣，感
受田园生活的悠然自在。”作为一名摄影
爱好者，唐琪尤为偏爱幸福古村，隔三岔
五就会来村里走一走。

农文旅融合让幸福古村在古韵中

焕发新的生机。面对纷至沓来的游
客，如何在保障足够旅游服务设施的
同时，避免过度商业化？幸福岭生态
民宿聚落应运而生。

“ 尊 重 村 落 灵 魂 ， 尊 重 原 乡 建
筑，尊重传统文化。”幸福岭项目总
设计师刘卫兵表示，幸福岭不是仿造
古村，也不是刻意创新出奇，而是遵
循古村原有的山地肌理，运用各种乡
土元素延续古村的乡土性和文化性，
营造浑然天成的山村意象。

在保护性开发中，石磨豆坊、小
院咖啡、幸福集市等一批新业态在
幸福古村诞生，打造出更多场景化消
费体验产品；幸福古村·山河音乐会
诠释着一场古村与世界的对话；唢呐
体验基地、文创体验馆、青苔博物馆
等自然研学+民俗体验的新形式，让

“沉浸式”游村更具吸引力。
“传统村落蕴含着社会变迁的基

因，是农耕文化的历史沉淀，承载着
乡 愁 情 感 ， 连 通 着 民 族 的 文 化 血
脉。”丹棱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吴
永枢表示，在未来发展中，幸福古村
将构建起“景区+合作社+农户”的共
建共享模式，形成在保护中传承、在
传承中发展、在发展中创新的格局，
促进幸福古村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

临近傍晚，幸福古村被暖暖的秋
阳包裹着，一群鸟儿从空中飞过，秋
风吹拂树叶发出沙沙声，娓娓诉说古
村人的满足与幸福。

走进乡土中国

湖北潜江“农体旅融合”有新招

“小龙虾+体育”魅力足

四川丹棱

幸福古村的幸福“密码”
王明峰 程欢悦

金秋时节，驱车穿过山田，驶入
绿野，薄雾中的幸福古村若隐若现。
村前守望千年的银杏“夫妻树”叶子
已开始发黄，挂满枝头的果子向人
们诉说丰收的喜悦。

幸福古村位于四川省眉山市丹
棱县顺龙乡，距丹棱县城 12公里，
现有农户63户，村民219人。上世纪
80年代，该村因电影《被爱情遗忘的
角落》在此拍摄外景而闻名。曾经，
由于交通不便，村民收入单一，古村
藏在深山，鲜有人知；如今，这里发
展起乡村旅游，共有民宿6户，农家
乐10余家，村民人均年纯收入超过
4万元。

这个古村的幸福“密码”是什
么？沿着青石板路，我们走进古村，
探访其变迁故事。

幸福古村风光。 丹 宣供图

幸福古村的“幸福雅韵”演出。 程 吉摄

游客观看幸福古村的民俗演出。 丹 宣供图

这个国庆假期，各地的乡村
旅游人气高涨。携程数据显示，
经历暑期连续8周增长后，国庆
假期乡村旅游依然保持高速增
长，全国乡村游酒店订单同比增
长近 1倍，较 2019 年同期增长 4
倍多。北京、杭州、广州、上
海、苏州、黄山等周边地区的乡
村成为较热门的乡村游目的地。
乡村游成为人们感受美好中国的
重要途径。

除了赏景休闲、品尝美食、
乡土文化体验等传统项目外，乡
村旅游有了更多新玩法：在乡村
咖啡馆里喝一杯咖啡，到村里的
旅拍店拍一套写真照，或是去赶
一次乡村集市、看一场科技演艺
秀……如今的乡村游不仅有“乡
土味”，也有“潮范儿”。

为了能边欣赏山景边品尝咖
啡，国庆假期，山东济南市民姚女
士驱车30多公里，从市区前往济
南南部山区的一家乡村咖啡馆。

“这是一份新奇而独特的体验”。
与姚女士有着相同消费需求的人
还有很多。在社交平台上，“村
咖”（“乡村咖啡馆”的简称）已成
搜索热词。这些“村咖”有的开在
茶园里，有的开在大山里，还有的
就开在村民家中。在许多地方，

“村咖”不仅带动了当地的乡村文
旅消费，也吸引更多人走进乡村
创业。

“发现乡村的另一面”成为许
多人到乡村旅游的目的。北京市
文化和旅游局近日举办“畅游京
郊，玩转乡村”推介活动，并推出

“乡村 walk地图”“京郊不能错过
的宝藏民宿”等系列活动，为市民
游客感受京郊乡村多元文化魅力
提供指引。其中，“乡村 walk 地
图”涵盖红色文化、历史印记、山
水之间、探索乐趣、寻味乡村、艺
术非遗 6 大主题，45 条乡村徒步
漫游线路，方便游客深度体验乡
村旅游新玩法。安徽省黄山市徽
州区则通过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

展现乡村魅力。日前，当地举办
的互动沉浸式闯关、汉服变装体
验、自助乡野烧烤、星空露营等活
动，吸引了众多游客参与，也为当
地乡村旅游发展再添“一把火”。

“乡村+露营”也是颇受欢迎
的乡村旅游新体验。国庆假期，
江苏省无锡阳山生态休闲旅游度
假区、宜兴阳羡生态旅游度假区
等乡村旅游目的地推出“房车+
露营”“露天音乐会+露营”“旅
拍+露营”等特色露营产品，受到
市民、游客追捧。

这些新消费场景、新休闲项
目，让乡村旅游变得更有活力与
魅力，也吸引了更多年轻游客。
携程数据显示，国庆假期，乡村旅
游人群中，90后占比达到30%，成
为增长最快的消费人群。中国旅
游研究院院长戴斌撰文指出，现
在的乡村旅游，已经从卖环境向
卖场景、卖创意转变，涵盖观光、
休闲、康养、避暑、冰雪、耕读、研
学、娱乐诸多产品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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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蒙村红色资源富集，1934年12
月，红军长征途中曾在这里休整 3 天，
留下了弥足珍贵的红色印记……”日
前，在贵州省锦屏县启蒙镇者蒙村红
军步道上，者蒙村党支部副书记杨丕
植为锦屏县的30余名党员干部上了一
堂生动的党课。

者蒙村依山而建，临水而居，与
周边的青山、田园、鼓楼、风雨桥、
溪流交相辉映。通过挖掘红色资源，
当地形成了以红色旅游、特色产业、
非遗文创为主的新业态，从过去“一

穷二白”的后进村蝶变成了如今村强
民富的样板村。

“现在每个月都有不少个人或集
体来者蒙村开展红色教育活动。”杨
丕植介绍，者蒙村的名气越来越大，
已有很多党支部、“重走长征路”实
践者、游客等预约前来参观。

红军步道上立着一块古石碑，印
刻着者蒙村村民共同制订的村规民
约，内容涵盖生产生活、生态环保、
民俗文化、社会变迁等，折射出了村
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

“来者蒙村参观、旅游的游客大
多会走进土特产专卖店选购，来‘打
卡’的人多了，村里的土特产也跟着
畅销起来。”者蒙村党支部书记刘青
兰介绍，者蒙村还通过“线上+线
下”“短视频+直播带货”等方式，把
村里的酸菜、腌鱼、蜂蜜、蕨粑等农
特产品销往全国各地。土特产品的销
路广了，村里的产业活了，村民的

“钱袋子”一天天鼓起来。
近年来，锦屏县以党建为引领、

搭建平台、建强队伍、聚集产业，以

“四在农家·和美乡村”建设为契机，
不断激发村民积极性，把乡村建设得
宜居宜业宜游。

“立足优势，抢抓机遇，让乡村
旅游迸发出更大的潜力。”锦屏县农
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当地推进
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带动村民发展
集休闲、观光、采摘、体验等于一体
的现代农业，全县已建起 75 家农家
乐、36 家特色餐饮、96 家民宿、488
家家庭农场，村级集体经济收入增加
1500 万余元，带动 1.7 万余户群众实
现增收。

据介绍，锦屏县还将全面推进
“农文体旅”有机融合，培育和优化
研学旅行、观光体验、休闲度假等一
批乡村旅游项目，走出一条红色游、
田园游、体验游等多业态融合发展的
乡村旅游路。

贵州省锦屏县用好红色资源

乐游乡村有了更多新选择
杨 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