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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门山下，白沫江畔，5 个
白色鹅卵石形状的建筑错落有致
点缀林间，与自然融为一体，呈
现出一幅“山涧灵石”的生态画卷。

这是位于四川省邛崃市的龙
门山生物多样性博览园，也是
2024年成都世界园艺博览会 （以
下简称“成都世园会”） 的四大
分会场之一。以生物多样性为主
题，立足当地优势生态本底和丰
富动植物资源，龙门山生物多样
性博览园为游客带来一场奇妙的
生态之旅。

屏幕上的萤火虫漫天飞舞，
犹如璀璨星河。走进龙门山生物
多样性博览园的星空影院，一场
萤火虫的观影盛宴让人目不暇
接。而距离博览园不远的天台
山，也迎来了萤火虫飞舞的高峰
期。两处“荧光星海”遥相呼
应，描绘了一幅龙门山的蓬勃生
命画卷。

点点萤火闪烁在树林里、草
丛中，汇聚成一片“萤光星海”，
如梦似幻……在夜色中走进天台
山，仿佛进入一场“追光之旅”，
让人沉浸在神秘的自然中，意犹
未尽。记者了解到，天台山是远
近闻名的萤火虫观赏基地，这里
的萤火虫具有“品种多、数量大、分
布广、观赏时间长”的特点。

“每年4月至11月，是天台山
萤火虫的最佳观赏期。”邛崃市平
乐古镇天台山景区管理局工作人
员刘强介绍，萤火虫是典型的

“生态环境指示物种”，对栖息地
的环境要求很高。得益于天台山
清新的空气、洁净的水体和茂密
的森林，以三叶虫萤为代表的 20
多种萤火虫聚集生活在此，数量
和品种均居全国前列。

近年来，邛崃市积极加强生
物多样性保护，以小小萤火虫唤
醒公众对生态环境的保护意识。
邛崃市平乐古镇天台山景区管理
局副局长王帅告诉记者，依托天
台山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景区
正在大力发展生态文化旅游产业。

生态环境好了，萤火虫飞舞
起来了，村民的钱包也鼓起来
了。65岁的邛崃市天台山镇三角
社区村民王兴海感触很深，看到
每年来看萤火虫的游客多了，他

带着老伴儿把自家房子改建成了
农家乐，如今已经有了一批稳定
的客源。“去年旅游旺季一个月接
待了近2000人，今年我们提前打
扫 出 16 间 客 房 ， 准 备 迎 接 客
人。”王兴海说，他还准备了炒腊
肉、酸菜汤等特色农家菜。

在发展生态文化旅游产业的
同时，为确保萤火虫种群的稳
定，平乐古镇天台山景区还和高
校合作，成立了天台山萤火虫研
究院，划定萤火虫生态保护红
线，设立了萤火虫保护区，采用
多种方式长期持续开展生态保护
工作。

王帅告诉记者，景区还成立
了“萤火虫志愿者保护队”，引导
游客文明观赏萤火虫，保护萤火
虫的栖息环境。

生态领航，萤光汇火。小小
的萤火虫已经成了邛崃市的一张
生态名片，萤火虫生态旅游也发
展成天台山的特色旅游项目。

（据新华社电 记者董小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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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手踏镫上马、挥舞缰绳，
骏马奋蹄疾驰、长鬃飞扬……在
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达茂旗希拉
穆仁镇“呼和点素杯”赛马积分
联赛现场，人们的欢呼声、呐喊
声和骏马的嘶鸣声此起彼伏。热
闹非凡的比赛成为这片草原的夏
日盛事。

“呼和点素杯”赛马积分联
赛是当地举办的集赛马、演艺、
娱乐、商贸为一体的特色文旅活
动。近年来，希拉穆仁镇呼和点
素嘎查依托集体经济，投资 300
余 万 元 建 成 1100 余 亩 赛 马 场 ，
这 里 也 成 为 2024 赛 马 ‘ 村 超 ’
联赛活动的专用场地。当地文旅
融合的多样活动吸引了来自天南
地北的游客。

“听说赛马运动在达茂旗有
着悠久的历史，深受当地群众喜
爱。”从广东省广州市慕名而来
的游客娜娜说，“我专程赶过来
现场观赛，感觉值了！各位骑手
就像马背上自由的风，感觉非常
震撼。”

“太神奇了！这是我第一次
在现场观看赛马比赛，真是令人
印 象 深 刻 ， 很 幸 运 能 参 与 其
中。”外国游客杰西卡和薇薇安
难 掩 激 动 的 心 情 ，“ 草 原 好 美
丽，这里的人都非常友好，如果
我们有机会再来中国，一定再来
达茂。”

“赛马积分联赛不仅是骑手
的比赛，也是所有游客共同的

‘狂欢’。来自全国的游客都可以
体验马匹骑乘、射箭、美食品尝
等草原特色文娱活动，感受达茂
旗别具特色的马文化。”希拉穆
仁镇党委副书记潘波说。

“目前，希拉穆仁镇不仅筹
建了呼和点素嘎查马产业园，举
办‘呼和点素杯’赛马积分联
赛，还通过带动全镇的牧民进行
蒙古马的繁殖和育种，拓宽了农
牧民的增收渠道，提高农牧民收
入。”希拉穆仁镇党委副书记、
镇长赵志文说。

近些年，坐落于呼和点素嘎
查的“花海景区”“丝路梦郡景
区”等 4A 级景区，以“支部+企
业”的合作模式，每年可从景区
的收益中稳定获取分红，带动嘎
查 120 余名牧民实现“家门口”
就业，两大景区平均每年为嘎查
创收 40余万元。

“希拉穆仁镇将农牧民群众
闲暇时的‘乐子’，转变为发展
壮 大 嘎 查 集 体 经 济 的 ‘ 好 路
子’。一场场赛马比赛，跑出了
达茂旗促乡村全面振兴的‘加速
度’。这些文旅项目不仅推动文
化传承和农文旅深度融合，也壮
大集体经济，为当地可持续发展
赋能。”达茂旗委常委、组织部
部长刘烨说。

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达茂旗希拉穆仁镇“呼和点素杯”赛马积分
联赛现场。 额日和木图、李小蝉摄

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

赛马奔腾达茂草原
赵云鹏

年久失修的建筑焕新了，山川相
隔的道路打通了，乡村旅游热起来了，
在外的年轻人也陆续返乡了……在河
北省沙河市，通过传统村落集中连片
保护利用工作，曾经沉寂的深山古村
都披上了新装，焕发出新生机。

修旧如旧
乡村民居有看头

青石墙、鱼鳞瓦顶，柴关乡石门
沟村高家大院的一处院子里，一簇竹
子生机盎然。行走在院前的石板路
上，用手触摸白灰青石的墙体，抬头
望向屋檐的那一抹绿，在清幽之中仿
佛能听到历史的回音，感受到岁月的
厚重。

高家大院始建于清代，属“一进
七全院”，由 7 个相连的院子组成。

“由于建设时间不同，7个院子的用材
也不尽相同。比如，主院用的是红色
石英石，后来扩建的院落便以青砖为
主。”沙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村镇
科科长李瑞刚介绍。

在沙河市众多传统村落里，像高
家大院这样的古院有很多。别看如今
完好无缺、古朴依旧，这背后的修复
工作可花费了不少力气。

“年久失修，很多古民居都出现
了坍塌、老化等问题。”李瑞刚介
绍，为了修复这些古建筑，自 2013
年起，当地政府便依据相关政策陆
续争取资金，通过多轮普查、全面
摸 清 家 底 ， 按 照“ 修 旧 如 旧 ”的 原
则，引入专业的修缮团队，对现存
村落中的古建筑分门别类开展集中
式修复保护。

让李瑞刚印象最深的便是高家大
院的修复。“由于年久失修，高家大
院的墙体、地面的大量砖瓦被风化和
磨 损 ， 需 要 进 行 替 换 ， 整 体 缺 失
30%—40%的青砖。”由于规格限制，
市面上很难买到合适的砖瓦。但若是
采用现代烧制技术进行定制，又面临
着成本高、砖体棱角分明、年代感不
强等问题。如何化解这一难题？经过
修缮团队多次讨论，最终决定到周边
县 （市、区） 寻访、搜集因拆迁翻盖
而闲置的相近时期的青砖。

“找砖并不容易。”石门沟村党支
部书记高晓峰说，很多村民知道这件
事以后，自己主动四处寻找。为了确
保修复后古宅的安全，寻找来的青砖
都要经过专业人员的抽样检测后才能
使用。历时近 3个月，高家大院的青
砖墙修复终于完成。

建筑风貌一致，建材大小一致，
整体结构一致……遵循“修旧如旧、
最小干预”原则修缮完成的古民居保
留了原始韵味，留住了村落的“根”。

“修旧如旧并非一成不变，为使
传统建筑得以更好地保存，我们在

‘看不见的地方’融合了很多现代技
术。”柴关乡党委书记王镜宇说。以
高家大院的鱼鳞瓦顶为例，施工时，
修缮团队在内部架构了防水层，在尽
量保留原有建筑结构和风格的前提
下，大幅度提高了建筑的寿命。

新与旧的融合不仅体现在古建筑的
修复中，更融入了村民的日常生活里。

“古村落只有挥别了‘好看不好
住’的尴尬，才能守住乡愁、留住乡
亲。”王硇村党支部书记王天印说，
在修缮村落时，除了坚持文物保护修
缮原则，也要充分植入宜居性功能，
改善居住条件。

修旧如旧而不泥古，融入新法而
不违和。铺设石板路、安装古巷路
灯，设置古风村标……步入王硇村，
古朴的风貌融合现代的气息，村民的
生活更舒适了，来往游客的体验感也
更好了。

王镜宇表示，传统村落修缮要遵

循固态保护、活态传承、业态提升的
原则，并不是一味追寻“照旧”，将古村
落围起来观赏，而是要将历史的厚重
感和现代的气息相结合，以用促保，让
历史文化遗产在有效利用中成为城市
和乡村的特色标识和公众的时代记
忆，让历史文化和现代生活融为一体。

“去年以来，我们还与北京清华
同衡规划研究院进行合作，选聘了 4
名驻乡村规划师，按照分片区包联方
式，确保每村都有一位规划师全程指
导传统村落保护工作。”李瑞刚说。

“在沙河市传统村落集中连片保
护利用规划设计实践中，我们规划师
从进场调研开始，在王硇村、石门沟
村、白庄村、西沟村等村中居住了58
天的时间，跟村民一起日出而作、日
落而息，共同商议如何让自己的家园
变得更美好。”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
计研究院规划师孙瑞介绍，乡村规划
的重点是找准村民居住环境的“真问
题”，生活就业的“真诉求”，实现规
划方案的“真落实”。

文化赋能
乡村旅游好势头

太行山脚下的王硇村是一座有丰
富红色资源的村庄。1937 年 10 月至
11月，八路军一二九师385旅13团和
一二九师先遣支队，先后开赴沙河开
展抗日活动。自 2012 年起，王硇村
深挖红色历史文化资源，修复了抗日
县政府、抗日地下交通站、抗日高级
小学等红色基地，修建了红色文化展
馆、王硇村史馆、红色宣誓广场等红
色阵地，与当地古石楼群相融合，打
造了一张传统村落红色旅游新名片。

如今，到王硇村看古石楼群、重
温红色历史已经成为游客不容错过的
游览行程。“1940 年至 1942 年，抗日
高级小学迁至王硇村。抗日战争期间，
村里有60余人参军参战，其中有14人
为国捐躯……”在王硇村传统文化展
馆，讲解员李立芳正在为游客讲解这
座传奇村落曾发生的革命故事。

如果说修复古建筑是为了留住
“根”，那么挖掘发扬当地文化便是守
住了传统村落的“魂”。“修复只是前
提，传统村落要发展离不开文化的支
撑。”李瑞刚介绍，目前，沙河市充
分挖掘传统村落的资源优势与文化优
势，依托各村的独特条件，将山水文
化、非遗文化、农耕文化、红色文化
与村庄古貌进行融合，带动乡村旅游
提档升级。

夜幕降临，十里亭镇下解村的广
场上，幕布灯光亮起，数个演职人员手
提皮影挑、抵、推、拉、抖、摇……光影
之下、动静之间，传统皮影戏的魅力展
现得淋漓尽致，吸引众人的目光。

在下解村，皮影戏有着 300 多年
的传承和积淀，吸收了山西、河南等
地传统戏剧的精华，是多元融合的典
范。2021 年，“沙河皮影戏”入选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旅游旺季，皮影戏剧团就在村
里搭台表演；淡季，剧团成员还会应
邀去外地表演，或者走进校园。”下
解村党支部书记任进生说，眼下，为
了把皮影戏发扬光大，村里还对传统
戏楼进行了改造，启动建设了展览
厅、表演厅、皮影创作厅。

2023 年，下解村还引进了年轻的
研发团队，与当地老艺人一起创作设
计皮影戏文创产品。皮影画、皮影扇、
皮影摆件还有皮影道具……各式各样
的文创产品推出后便颇受市场欢迎。

“去年，我们推出的 500 余套皮
影戏文创产品，仅两个月时间就销售
一空。”任进生说，未来将进一步做
好“非遗+”文章，让文化遗产“活
起来”，让传统村落热闹起来。

依托绿色生态发展休闲农业、挖
掘革命历史发展红色旅游、传承非遗
文化打造艺术村庄……文化的融入让
古老村落有了更深刻的内涵。2023
年，在传统村落与全域旅游推动下，
沙河市共接待海内外游客 305 万人
次，实现旅游总收入4.66亿元。

人才振兴
乡村发展有奔头

“咔哧咔哧……”在王硇村金梭
姐妹土布店里，随着梭子快速穿梭，
五彩的粗布倾泻而出。

“城里来的游客喜欢这种土布，
不少游客还亲自织上一截。我一个人
经营这个店的收入，比两个人出去打
工的收入还强！”原本空有一身手艺
无处用，如今手艺让前几年返乡的王
香鱼在家乡发展中“闪闪发光”。在
她的带动下，村里不少姑娘、媳妇儿
也回到家乡开始织土布。同时，还激
发了创造力，将土布纺织由过去单一
的床单向粗布鞋、粗布服装发展。

传统村落集中连片保护利用释放
了村落发展的新动能。在沙河市，越
来越多的年轻人在家乡变化的吸引
下、政府政策的支持下返回家乡，为
村落发展注入了新活力。

3 年前，32 岁的彭龙飞在沙河市
“引凤还巢”政策吸引下回归，让太行山
脚下的刘石岗镇大坪村迎来了新生。

“路不通，人气也难聚。要打通道
路，让村里的人动起来，让村外的人都
进来，这样整个村子才有活力。”上任
大坪村党支部书记后，彭龙飞做的第
一件事便是修路。

拓宽进村路、硬化田间路……历
时近两年，3700 米的田间道路硬化
了，2000米的进村道路更宽阔了，原
本冷清的古居中、梯田里，村民忙碌
的身影越来越多了。

一边“缝制嫁衣”，一边“牵线
搭桥”。摸清旅游“家底”后，在彭
龙飞的带领下，由大坪村村集体经济
合作社流转承包村民房屋，与一家旅
游公司达成合作，总投资 3.6 亿元的
大坪古村保护利用旅游项目正式立
项。预计项目落成后，将带动村集体
和村民增收年均约160万元。

集思广益，共谋发展。“世世代代
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村民，是对这片
土地满怀深情的人。保护传统村落中
的文化遗产，离不开村民的参与。”彭
龙飞说，今年以来，大坪村还开展了
三次村民座谈会，百余户村民齐聚文
化长廊，为村子发展出谋划策。

年轻力量的加入，激发了传统生
产的新活力，也带来了新事物、新气
象。位于新城镇北掌村的创梦工艺葫
芦车间内，市级非遗传承人崔刚毅正
手把手教授周边村民制作景泰蓝掐丝
珐琅工艺葫芦。葫芦本不是当地特
色，可如今却打造出 300亩的葫芦种
植基地，带动就业超600人。

毕业返乡后，如何带动村民致富
成为崔刚毅最关心的问题。几年前登
山时偶然瞥见的小葫芦，让崔刚毅想
起小时候见过的葫芦容器，并萌发了
发展葫芦产业的想法。经过外出考
察、学习、实验，崔刚毅不断摸索，
带着周边村民打造了从种植、加工、
制作到创建销售、旅游观光五位一体
的产业链，一起蹚出一条工艺葫芦的
致富路，产品远销海外。

乡村发展，人才是关键。沙河市
副市长郭英军表示，下一步，沙河将
通过建立传统村落人才库，将各类人
才资源整合起来，为传统村落的发展
提供更多的人才支持。

“邢台市历史文化底蕴深厚，目前
全市已有 75 个村落列入中国传统村
落名录，均完成挂牌保护，并建立了传
统村落信息档案。”邢台市住房和城乡
建设局党组书记康现芳表示，接下来，
邢台市将持续加大传统村落保护利用
力度，以沙河市传统村落集中连片保
护利用示范为契机，着力探索传统村
落保护、利用、传承、发展机制和模式，
形成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先进经验，
为传统村落注入活力，推进文化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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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车驶入河北邢台沙河
市西部山区，群山叠翠下，
错落有致的梯田、古朴清幽
的石头村时隐时现。沙河市
历史悠久，这里有国家级传
统村落38个。

太行迢迢，古村连绵——
去王硇村看古石楼群，在下解
村体验皮影戏非遗文化……
近年来，沙河市以留住传统
村落的“根”与“魂”为目
标，探索“政府牵头、村民
主体、社会参与、保护为
本、合理利用、示范引领、
联动发展”的保护利用模
式，通过古建筑修复、旅游
线路建设、文化赋能、人才
振兴等措施，将一个个各具
特色的传统村落串点连线，
连片发展。2023 年，沙河
市入选国家级传统村落集中
连片保护利用示范县（市、
区）名单。

——编 者

上图：村民正在进行扎花。
左下图：在柴关乡石门沟村，街

巷地面全由红石板铺成，石板街道随
地势起伏，陡坡处垒砌有石板台阶。
图为村民走过石门沟村的古巷。

邵玉姿、高儒森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