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告联系电话 65363547 65367287 办公室 65369330 发行部 65369319 传真：（8610） 65003109 零售3元/份 国内定价全年420元 国内统一刊号：CN11-0066

1212 旅游天地 责编：尹 婕 邮箱：rmrbyinjie@163.com

2024年3月25日 星期一

“每逢假期，60 间民宿全部预订
一空！”广西壮族自治区崇左市江州区
新和镇在野宿集运营主理人周振西
说。几年前，周振西经过考察，决定
联合国内几家头部民宿，入驻新和
镇，建设广西首个民宿集群。从零起
步规划、设计和建设，曾经无人问津
的甘蔗地，如今变身自带流量的高端
民宿集群。

新和镇是中国“甜蜜小镇”，以出
产甘蔗而得名，全镇3万人口，人均甘
蔗产量 40 多吨。在野宿集的发展壮
大，正是“甜蜜小镇”旅游业发展历程
的一个缩影。

村庄旧貌换新颜

走进新和镇卜花村，壮锦墙、微菜
园、微花园、特色民宿，乡村美景让人
耳目一新。散步、乘船、畅聊、闲游、拍
照，徜徉卜花村，人们尽情感受乡村的
青山绿水，体验独特民俗文化魅力。

2019 年 6 月，江州区被列入广西
全域乡村风貌提升示范县（区）。“我们
以此为契机，深入开展乡村风貌提升
三年行动，通过支部引领、党员带头、
乡贤助力、群众参与，积极推进‘三清
三拆’环境整治工作，让村子美起来。”
新和镇党委书记陈维锋说。其中，黑
水河流域乡村振兴风貌提升示范带全
长23公里，涉及16个村屯。

“刚开始困难重重，群众不理解不
信任不支持，清拆工作一度陷入僵
局。”陈维锋说。为了激发群众的积极
性，卜花村老支书唐拔胜带头清理自
家的旧牛栏、猪圈、沼气池等。大伙儿
也跟着行动起来，“跟着书记干，有奔
头！”村民陈宝说。

在村党总支部和党员带动下，不
到一个月，卜花村清拆 970 多间杂物
房，不到半年就完成了风貌改造。

各村通过整合党总支部、党群理
事会、村民小组会、乡贤理事会力量，
引导群众推进农村厕所、垃圾、污水专
项整治，实施微菜园、微果园、微庭院
提升工程，彻底改变了“垃圾靠风刮，
污水靠蒸发，家里现代化，家外脏乱

差”的旧貌。
如今，黑水河畔的16个村屯完成

了从“脏乱差”村庄到“网红打卡地”的
蜕变。“每天很多外地游客前来参观，
他们都羡慕我们的幸福生活。”新和镇
新村村民刘新民说。

打造休闲度假胜地

环境变好了，村子变美了，当地人
把目光投向了发展旅游业。

新和镇位于“德天—花山”乡村游
精品路线及“崇左—大新—德天”中越
边境旅游线路上。美丽的黑水河贯穿
全镇，形成多处天然水域，素有“山水
画廊”和“世外桃源”之美誉。

“我们决定用好特色资源优势，建
设新和旅游度假区。”江州区文旅局局
长张玲说，度假区按照“一带、一岛、一
宿、一山、一坡”进行规划布局，“一带”
即乡村振兴示范带、“一岛”即如意岛、

“一宿”即在野宿集、“一山”即漂流山、
“一坡”即发呆坡，推动甜蜜度假、甜蜜
乡村、甜蜜糖业一体化融合发展。

新和旅游度假区里，以“甜蜜”为

主题的乡村度假项目开展得风生水
起。甜蜜酒店、一千零一个“院”望——
黛院、卜花民宿、如意岛景区、在野宿
集、龙腾漂流、水上石林秘境竹筏游项
目投入运营，过云山居·发呆坡民宿、
民俗文化风情街等项目加快推进；滨
河风情环线、卜花农耕体验园、古法红
糖作坊、甜蜜露营基地等乡村文旅项
目相继落地……

江州区区长李红兰介绍，该区高
度重视民宿产业发展，组建了民宿产
业发展领导小组，并多次组织前往民
宿产业发达地区调研，出台了地方建
设管理办法、奖励扶持标准，为民宿产
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政策保障和资金
支持，推动民宿产业蓬勃发展。

截至目前，江州区围绕新和旅游
度假区的开发，布局了 6 个民宿产业
项目，其中建成运营4个，入驻民宿品
牌7家；即将建成2个。项目全部建成
后，可提供客房334间，年接待游客可
达12万人次，年经营收入可达6700万
元，提供就业岗位330余个，直接或间
接带动就业1000人左右。

“这里每家民宿既风格各异，又能
和谐融入群落。民宿与乡野相映成
趣，推开窗，犹如置身山水画卷。”来自
上海的游客郭春丽说。

让村民在家门口挣钱

凭借原生态的自然环境和对旅游
产业的合理规划，2023 年，新和镇共
接待游客100多万人次，旅游收入2亿
多元。

曾经靠“盘泥巴”糊口的农民，因
为旅游业的发展，变身为花农、讲解
员、保洁员、酒店工作人员等，不仅坐
拥美丽的家园，每年还有稳定可观的
收入。

“公司 100 多名员工中，90%是本
地村民。”周振西说，在野宿集带动了
周边餐饮、交通、住宿等旅游业态的发
展，让村民在家门口就能挣钱。

“ 我 在 民 宿 当 保 洁 员 ，每 月 有
2500元工资，还有土地租金、分红、产
业奖补，一年收入 6 万多元。”村民赵
月秋说。

“我原来在南宁打工，现在回乡工
作，每月工资 3000—5000 元，待遇和
南宁相差不大，而且离家近，方便照顾
老人。”村民赵元峰说，村里发展全
域旅游，不愁民宿的发展前景。

咘广屯村民陈建才和爱人之前都
在深圳务工，后来家乡的旅游发展越
来越红火，他们选择回乡。“我现在是
游泳池管理员兼教练，爱人开小卖部，
我们每个月有 5000 多元收入。”陈建
才说。

卜花屯村民小组长蔡学光说，现
在全屯半数以上的劳动力都吃上了

“旅游饭”，有开店的、做小吃的、参加
节目演出的、出租自行车的，还有到屯
里的民宿、红糖公司务工的。“一年下
来，我家纯收入可达20多万元。”蔡学
光说。

岑汉华是卜花屯的独居老人，今
年61岁，住一栋三层小楼房。屋里屋
外干净整洁，门前种满了花草。2021
年 10 月，村里发展民宿项目，他率先
报名，腾出3间空房开民宿，并带动附
近8户村民一起参与。“装修没花一分
钱，政府联合企业帮我们办，我们负责
做好服务、打扫卫生，收入我们得
80%。”岑汉华开心地说。

“2023年，卜花民宿年营业额 110
万元。目前，我们村集体和村民合作
建设的民宿项目正在装修，今年预计
可为村集体增收 10 万元左右。”卜花
村第一书记杨靖说，村民们还在家门
口经营起超市、饭庄、生态果园等。
景区的发展，辐射带动村民直接就业
千余人。

山溪、山峦密布的纳溪区位于
四川省泸州市。泸州，以酒香闻名，
地处四川、云南、贵州三省交界处。
长江和永宁河在纳溪交汇，早在汉
代，这里就人丁兴旺。纳溪区是同
纬度茶树发芽最早的区域之一，因
此有“中国特早茶之乡”的美誉。在
采茶季上山观茶，别有滋味。

我们乘车前往产茶核心区——
梅岭村，这个村由原梅岭村等六个
村合并而成，全村 46 平方公里，
户籍人口 1 万余人，现有茶园 5 万
亩，年产值10亿元。

车抵茶叶景观园大门口，石墙
上详细列出了梅岭茶的历史沿革，
并形象展示当地历史悠久的十八茶
艺图。随后，我们进入梅岭茶场。

茶场的山上种植了各种茶树，
满目翡翠绿，有木质步道通向茶丛
环绕的山丘。走不多远，就见山顶
处有亭翼然，名“二月亭”，左右
有对联：雨洗青山四季春，高山云
雾出名茶。亭为制高点，站在亭
间，微风习习。举目四顾，茶山一
山连着一山，一直铺向远方，工整
如画。顺着步道前行，穿过一垄垄
茶树，周身都被茶树的清香环绕。
下山的路上，可以看到不少标牌，
上面写着茶树品种和管理方法。其
中一块标牌吸引我停下脚步细看。
原来，这里还有来自福建省福鼎市
和浙江省余姚市的茶树。谁能想
到，远在千里之外的茶树，竟能在
这里安营扎寨，丰富了纳溪茶树的
品种。据介绍，目前这里除了黑

茶，国内其他茶品种应有尽有。
天色正好，我们放松心情，沿

着步道上上下下，继续进行茶园之
旅。偶遇杉木高耸入云，好像专为
看管矮小的茶树；又看见纯黄油茶
花，温柔地陪伴茶树；四周还有婉
转清亮的鸟鸣回响，让人心情也跟
着雀跃起来。

不多久，我们遇到一个采茶
女，看上去 40 多岁，腰挎茶篓，
正在离我们不远处采茶。我们随即
上前询问茶叶行情。她告诉我们，
所采的茶青由企业直接收购，每斤
100元左右，价格比往年稍低，但
不愁销路。当地相关负责人介绍，
全区共有茶叶基地31.5万亩，年总
产量 2.3 万吨，带动茶农 5600 多
户，培育出茶加工企业 100 余家。
发展茶产业已成为当地推动乡村全
面振兴的重要途径。

看罢茶山，我们来到离山顶不
远的一个茶产业交流区休息。端起
主人刚泡好的黄金芽细细品尝，醇
香的茶汤入口，一路走来的困乏顿
时消除了大半，我似乎也品出了纳
溪的“滋味”。这里地处北纬28度，
自然条件优越。可更打动我的是这
里的人，他们勤劳、聪明，富有工匠
精神，悉心呵护这里的自然生态，科
学繁育每一株茶树，这才有了我们
今天看到的美景如画、产业兴旺。
我想，这是我此行最大的收获。

下图：纳溪区护国镇梅岭茶山
主题公园里，游客体验茶叶采摘。

新华社记者 江宏景摄

新疆库车

留 住 古 城 的 记 忆

到纳溪，上茶山
胡 伟

到纳溪，上茶山
胡 伟

广西崇左新和镇：

“甜蜜小镇”走好旅游路
庞革平 陆华勇

走进乡土中国

美丽的卜花村。 黄成城摄美丽的卜花村。 黄成城摄

游客在景区体验古法手工红糖制作工艺。 韦芳兰摄

今年首个春季小长假清明假期
即将到来，旺盛的春游出行需求将
得到集中释放。

3月21日，清明假期首日（4月
4日）火车票开售。此前，铁路部门
已在热门线路增开列车、开行赏花
专列满足旅客出行需求。3 月 18
日，西宁至六安、黄山、南京、泰
州方向的 Y172/3 次旅游专列从西
宁发车，搭载400余名游客开启南
国赏花踏青之旅。3月初以来，中
国铁路西安局集团有限公司在西安
北至汉中先后加开多趟列车，并推
出“高铁+普速”“高铁+公益慢火
车”运力接驳模式，沿途经停佛

坪、洋县西、城固、宁强等多个油
菜花观花点，方便旅客快旅慢游。

清明假期出游已迎来预订高
峰，并呈现出新的活力与增长点。

同程旅行日前发布的 《2024
年清明小长假旅行消费趋势报告》
显示，清明假期游客出游以短途周
边游为主，部分旅行者通过拼假延
长假期，前往甘肃、新疆等目的地
旅行。赏花踏青是清明小长假最热
门的出游关键词，此外，各类地方
特色文化体验也吸引了游客前往。
截至3月20日，清明小长假出游热
度最高的旅游目的地城市为南京、
北京、武汉、重庆、南昌、济南、
西安、天津、成都和长沙。其中，
南京、武汉以其深厚的历史文化底
蕴和春季赏花景点吸引了大量游
客；北京作为文化与现代娱乐相结
合的旅游胜地，凭借北京环球度假
区等热门景点，继续保持着较高
人气。

新玩法吸引游客探索新兴目的
地。去江西景德镇烧玻璃、学陶艺
成为年轻游客到访“瓷都”的新玩
法；威海、大同、锦州等城市以其
各具特色的自然风光和文化遗产，
成为游客深度游的选择。

此外，去哪儿平台上，以拥有
“小机场”的城市为目的地的机票预
订量，同比增长2倍以上。

同程旅行数据显示，预计今年
清明假期不仅会延续近年来本地
游、周边游为主的趋势，也将见证
新兴目的地旅游市场的快速发展。

出境游也将迎来快速增长。
Airbnb爱彼迎日前发布的春季出境

游趋势数据显示，爱彼迎中国平台
上，清明假期的出境游搜索热度已
超去年同期，其中亚太地区目的地
的搜索热度同比增长 3.5 倍。尤其
是 18 至 24 岁的“Z 世代”旅行者搜
索量的增长速度，已经超过了整体
趋势。爱彼迎中国业务负责人孔直
秋表示：“从‘最长春节假期’到‘春
季拼假漫游’，中国出境游市场持续
稳定回暖，呈现出加速向好的复苏
趋势。”品尝当地美食、感受当地
独特文化以及亲近自然，已成为中
国游客出境游的三大出行动机。爱
彼迎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布莱
恩·切斯基表示，预计到今年年
底，中国出境游会超过 2019 年的
水平。

去哪儿平台上，清明假期的入
境搜索量也有明显增长，泰国、日
本、马来西亚、新加坡、韩国、澳
大利亚、印度尼西亚等地的华侨华
人旅客将回乡祭祖、旅游。

清明小长假：

开启赏花踏青之旅
本报记者 尹 婕

3 月的库车，空气中还略有一丝
寒意。

一段欢快热闹的音乐打破了老城
的寂静，瞬间驱散了寒意——在新疆
维吾尔自治区库车市萨克萨克街道民
居前，女孩子们热情奔放地旋转、舞
动，一些老人也和着音乐，踏着轻快的
舞步，脸上露出幸福的笑容……

3 月 15 日，库车国家历史文化名
城命名12周年活动暨库车“拯救老屋”
行动2024年开工仪式在这里举行。

2012年3月，国务院将库车列入国
家历史文化名城。12年来，库车经历
了撤县建市、开发区升级等一系列经
济社会发展的大事，与此同时，当地党
委和政府致力于修缮有文化传承价值
的老屋以及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利用。

库车古称“龟兹”，曾是我国唐代
的安西大都护府驻地，也是古丝绸之
路上的重要交通枢纽。库车国家历史
文化名城管理办公室副主任张雪介
绍，全市 80 年以上的历史民居共 102
座，随着岁月流逝，其中一些建筑已经
变得破旧，甚至面临倒塌风险。

这些老屋承载着古城的历史记忆
和文化传统，矗立在岁月的长河中，是
历史的见证者。

在“拯救老屋”行动开工仪式现
场，一位95后大学生工匠吸引了众人
的目光——头戴安全帽、身穿“拯救老
屋”马甲的玉素普江·亚森，去年大学
毕业后回乡工作，听说库车实施的“拯
救老屋”行动需要传统工匠，他毫不犹
豫地报名参加进来。

“专家说，老屋承载着多民族聚居

融合的历史记忆，发挥着让文物说话、
让历史说话、让文化说话的功能，能够
参与老屋修缮，我感到很荣幸和自
豪。”玉素普江说，想把自己的特长用
到保护传统古民居中。

为让这些古建筑重新焕发光彩，
库车市近年来邀请了不少国内知名文
物保护专家，对库车本地传统工匠进
行培训，提升工匠技能，传承传统技
艺，为古民居修缮保护工作提供支持。

大规模“修旧如旧”的改造，看似
只是给老城换了副“筋骨”，实则留下
了龟兹古城的“灵魂”。改造后的老城

仍保留着鲜明的民族特色，打馕的、卖
布的、做土陶的生意仍然红火，祖辈传
承下来的民族乐器、铜器制作的绝活
技艺依旧灿烂……

62 岁的阿布都卡德·买木提明，
在萨克萨克街道生活了几十年，已退
休的他最近向老城年轻人学习，开始
创业。他家所在的历史文化街区，用
不拆建只添置的“绣花”功夫，打造网
红巷子“龟兹小巷”，游客纷至沓来。

阿布都卡德从人气中嗅到商机，把
家里空闲老屋收拾出来，开了一个家庭
茶馆。“玫瑰花茶、奶茶都卖得好，一个

月能赚六七千元。”他笑着告诉记者。
“修老屋，就是修文化，更是修人

心。我们将以此次开工仪式为契机，
引导广大居民深度参与其中，把修缮
的过程变成广大游客、干部群众了解
龟兹文化、宣传龟兹文化、热爱龟兹文
化、认同中华文化的过程。同时，让更
多老百姓吃上旅游饭、走上致富路。”
库车市萨克萨克街道党工委副书记、
办事处主任玛衣努尔·艾海提说。

在保护历史文化过程中，库车注
重活态传承，通过文旅融合，实现古街
区的活化利用。

阿克苏地委委员、库车市委书记
王鲁军介绍，近年来，当地坚持保护优
先，立足地域特色，创新方式路径，由
点及面推进保护利用。通过实施“拯
救老屋行动”、建设龟兹博物馆、建成
开放历史文化名城展厅，实现老城留
古韵换新颜，打造融合历史人文与现
代气息、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历史文化
名城典范样本。

15 日揭牌的“龟兹数字创忆园”
里，大屏幕上正回放着“拯救老屋行
动”的一个个片段。

作为库车名城老屋技术指导单位
的规划师——北京清城睿现数字科技
研究院院长贺艳，18年来见证了从调
查采样、测绘建模、摸清家底，到保护
规划、更新改造、展示阐释落地生根的
全过程。她说，通过这个“过程”不断
引导古城变得更好、更有活力，真正实
现让记忆与热爱代代相传。

（据新华社乌鲁木齐电 记者谭
浩、杨皓、张瑜）

游客在库车一处集市选购新疆特产。 新华社记者 张 瑜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