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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2024“乡村创意生活
季”系列活动启动，主场活动在江
苏省苏州市举办。活动现场发布了
乡村旅游数字提升行动成果、“人
间有味 自在乡村”全国乡村旅游
精品线路和青年艺术家助力乡村振
兴计划，全国多地推出丰富的乡村
旅游线路和产品供给，开展主客共
享的乡村文旅消费活动，助力乡村
全面振兴和文旅深度融合。

丰收时节村里游

金秋时节，乡村迎来丰收季。
从江南水乡到黄土高原，从南海之
滨到北国山岭，各式各样的丰饶物
产为乡村生活“锦上添花”。到乡
村去游玩成为游客喜爱的秋季出游
选择，各地赏秋、庆丰收等活动受
到欢迎。

湖北省鄂州市梁子湖的螃蟹一
上市，就吸引了不少游客自驾前往
品尝美味，并在梁子湖环湖绿道悠
闲漫游。黄冈市黄梅县袁夫稻田、
麻城市茯苓窝康养农场推出稻田寻
宝、砍甘蔗、挖红薯、捡鸡蛋、山
野集市、土窑烤鸡+下田摸鱼、稻
田音乐焰火派对等系列活动，让游
客感受田园之乐，享受休闲时光。

在重庆市涪陵区的美心红酒小
镇景区，不少游客选择“晒秋古村
落”探秘游主题线路，来一场乡村
漫步——逛逛乡村集市，到酿酒葡
萄园小坐，再到梯田上观光、水库
里游船，沉浸式感受乡村生活的恬
淡自然。

天津市宝坻区潮白河畔的小辛
码头村推出“潮白渔韵·百渔宴”
农文旅体验活动，红烧潮白鲫鱼、
麻辣黄板泥鳅、油炸河虾等特色菜
肴让游客大快朵颐。“鱼虾都非常
鲜美，像刚从河里打捞上来的。”
游客文先生对于这场秋日美食之旅
赞不绝口。

为了充分体验乡村生活，越来
越多游客选择在乡村住下来、慢慢
玩。小猪民宿平台数据显示，今年
国庆假期，乡村民宿订单量同比增
长超两成，亲子、度假主题乡村民
宿受到市场青睐。浙江湖州、江西
上饶、浙江衢州、贵州安顺、内蒙
古赤峰等地乡村民宿订单量较去年
同期增速加快。

在地文化更吸睛

在乡村，独具特色的民俗文化
活动更能让游客感受到地域风情，
品味乡风乡韵。

在吉林，采山参习俗广为流
传。近年来，依托人参产区的资源
优势，吉林省推出与人参相关的节
庆活动及康养旅游线路，跟着把头
进山“抬参”、品尝人参宴等玩法
吸引了众多游客。

今年国庆假期，吉林省通化市
围绕乡村创意生活季，开展“走进
吉林 人参之旅”专题活动，带领
游客体验人参采挖，感受“放山
人”精神，追溯人参文化，品尝人
参盛宴。在通化老城·龙兴里景
区，游客不仅可以购买人参特产，
还能观看人参娃娃舞蹈等民俗文化
表演。

非遗创意活动也为乡村游增色

添彩。在宁夏中卫黄羊古落，国家
级非遗“黄羊钱鞭”和中宁蒿子面
制作技艺成为必打卡项目，跟着村
民在充满激情的音乐中共舞“黄羊
钱鞭”，在传承人身边学习制作有
嚼劲的蒿子面，都能让游客沉浸式
体验富有宁夏特色的黄河文化。在
辽宁本溪举办的非遗大集上，乞粒
舞、碟舞等非遗表演和满族荷包、
木版年画制作等非遗展示互动项
目，也让游客近距离感受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魅力。

中国旅游研究院副研究员韩元
军认为，发展乡村旅游要注重挖掘
自身特色，以当地传统民俗、特色
非遗等文化内容为载体，推出差异
化、个性化旅游产品，对游客形成
持续吸引力。

艺术赋能新场景

走进福建省晋江市梧林传统村
落，以装置、旧物、插画、影像等
形式为载体的展览引人注目，以

“寻艺山海”为主题的第三届梧林
艺术季近日在此拉开帷幕。本次艺
术季围绕海洋文化、华侨文化、海
上丝绸之路等主题展开，7 组艺术
家作品“走入”梧林村的楼厝、水
面、民居、树丛之中，吸引游客在
古老村落中感受侨乡独特的山海文
化与艺术气息。

据了解，近年来，依托梧林艺
术季等品牌活动，乡村艺术已成为
梧林传统村落的文旅名片。梧林传
统村落累计举办星空音乐会、侨村
秋月夜、新加坡娘惹文化节等活动
超 400 场 ， 接 待 游 客 超 过 500 万
人次。

随着乡村旅游艺术提升的深入
推进，一批新场景、新体验不断涌
现，乡村生活美学正在为更多游客
所共享。在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青
山村，在地艺术展览、众创文艺演
出、乡村文创市集、手工艺研学体
验等活动吸引了城市年轻游客和亲
子游群体；河北省举办 2024 乡村
创意生活季暨太行艺术乡建设计

展，推出 《壹页太行》 手账画册，
以手绘插画形式推介太行风物、名
胜、美食、方言等文旅资源。

据介绍，2024“乡村创意生活
季”系列活动主场活动将持续到
12 月 31 日 ， 期 间 将 在 苏 州 举 办

“村里开了艺术馆”——当代民间
工 艺 美 术 青 年 作 品 展 、“ 蝶 变 ”
——中央美术学院数字影像艺术
展、“我为乡村做设计”——青年
乡村创意研学营、“咱村都是艺术
家”——乡村创意生活体验等活

动，丰富乡村旅游新场景新业态，
让村民、艺术家和游客乐享乡村生
活里的艺术，体验艺术里的乡土
生活。

2024“乡村创意生活季”系列活动启动

体验村味生活 乐享乡村之美
本报记者  朱金宜

本报电 （记者朱金宜） 近日，
“寻味美好中国·跟着美食游河
北”二十四节气 （秋季） 旅游美食
及线路 （唐山） 宣传推广活动启
动。活动现场，主办方通过河北省
旅游美食宣传片和唐山味道游宣传
片，对棋子烧饼、饹馇、东陵糕点
等美食进行推介，推出寻味山珍、
畅享海味、回味唐山 3 条美食旅游
线路。

活动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
中国旅游报社主办，唐山市文化广
电和旅游局承办。据了解，为进一步
促进美食与旅游深度融合发展，今
年 2 月，文化和旅游部资源开发司
指导开展了“寻味美好中国·品游万
里山河”全国二十四节气旅游美食
及美食旅游线路征集和宣传推广活
动，并于 4 月、6 月、8 月相继发布了
春、夏、秋季旅游美食及线路。

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党组成
员、副厅长王荣丽介绍，近年来，
河北不断深挖美食文化内涵，大力
推动美食与旅游深度融合，举办

“跟着美食游河北”等系列美食旅
游推广活动，美食旅游已经成为广
大游客开启“这么近，那么美，周
末到河北”之旅的重要内容。唐山
是全国优秀旅游城市，以唐山为代
表的冀东沿海菜是冀菜三大流派之
一，唐山的蜂蜜麻糖、棋子烧饼等
特色小吃远近闻名，唐山宴、河头
老街、滦州古城是广受游客欢迎的
美食旅游打卡地。以美食带动旅
游、以美食促进消费，正在成为推
动唐山旅游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

走进唐山饮食文化博物馆“唐
山宴”，伴随着一声“来且了”（唐
山方言：来客人了） 的吆喝，美食
的香气扑鼻而来。这座集特色餐
饮、民俗传承、文化展示、休闲观
光和研学实践于一体的文旅商综合
体，将饹馇、十四王爷干烧鸡、棋
子烧饼、泉水豆腐等唐山本地特色
小吃汇聚一堂，游客既可以看到美
食制作过程，也可以亲口品尝。

在一处摊位上，工作人员李花
根正在为排队游客分装鲜肉、豆沙
等不同口味的棋子烧饼。“今年国
庆假期，我们棋子烧饼摊位每天的
营业额 1 万余元。”李花根告诉记
者，这种有着数百年历史的传统小
吃深受游客喜爱，是唐山宴的必吃
美食之一。

“唐山宴包含美食体验街区、
民俗文化展区等多种主题的体验和
展示空间，涵盖 150 多种唐山特色
小吃和 20 多种非遗美食。”唐山宴
副总经理魏永介绍，自 2018 年开
业以来，唐山宴人气火爆，年均接
待国内外游客 500 余万人次，单日
最高接待游客 5 万余人次，通过引
入非遗传承人、品牌直营等方式，
带动 700 多人就业，助力唐山美食
文化传承，打造唐山文旅新名片。

夜幕降临，泛舟唐津运河之
上，数百架唐风灯笼映入眼帘，河
岸边的建筑古色古香，许多身着唐
代服饰的游客在运河廊桥上漫步

——记者来到唐山市河头老街时，
正值工作日傍晚，灯火璀璨的街区
里却游人如织，热闹非凡。不少游
客手里还拿着金皮酸奶、口蘑虾
滑、打糕等小吃，在水上集市、艺
术街区等区域游逛，十分惬意。

据了解，河头老街通过推出沉
浸式唐风文化体验旅游产品，盘活
了闲置多年的“运河唐人街”项目，
将特色美食与皮影、打铁花等非遗
表演、唐风旅拍等新业态相结合，成
功创建国家级文化和旅游夜间消费
集聚区。自 2024 年常态化运营以
来，河头老街已累计接待游客 500
余万人次，其中来自北京、天津等地
的外地游客占比超过 60%。

提起唐山的“鲜味”，许多食
客都对河豚念念不忘。在唐山市曹
妃甸区十里海河豚小镇，游客可以
体验撒网垂钓，感受渔家乐趣，再
品尝一顿鲜美的河豚宴。

如今的河豚小镇，围绕河豚元
素推出主题餐厅、非遗面塑体验
馆、渔乡民宿等多种业态，村民将
闲置房屋、水塘等资源投入旅游经
营，吃上“旅游饭”，通过水产养
殖、休闲垂钓、农产品销售等方
式，人均年收入显著提升。

唐山文旅部门相关负责人表
示，通过美食与旅游的深度融合发
展，唐山这座拥有特色美食和多元
文化的城市，正在催生文旅消费新
的增长点，迎接八方来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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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子在湘南境内驰行不知多
久，几欲令人昏睡。某刻睁开眼，
车窗外已是壮美盛景：峰林葱翠，
泛着油绿，山势纵横，绵延不绝。
平坦的高速公路无尽延展，似玉带
般缠行山间。突然的视觉冲击，令
我们精神大振——

“ 哇 ， 头 一 次 见 到 这 么 白 的
云，好漂亮！”同行的友人望着天
空发出感慨。我也附和道 ：“是
啊，这云白得像雪，软得像棉，动
起来又像一群孩子，在山巅奔来跑
去。”当地人听了，笑着说：“我们
这 到 处 是 原 生 态 的 美 ， 可 有 的
看了。”

前面的路牌显示，这里距湖南
省通道侗族自治县已不足 20 公里。
据说通道县分布着许多侗寨，民风
古朴，历史悠久。我不禁想，这个
位于湘、桂、黔三省 （区） 交界处
的小县城，究竟有何魅力？

听闻通道县洞雷村早在 2016
年就被列入中国传统村落名录，我
们便不顾山路偏远，打算径直前
往。下了国道，只见洞雷村的牌匾
立在路边，村道盘山而上。驱车至
半山腰，视野变得更加开阔，山下
的村庄若隐若现，仿若一处桃源胜
境吸引着我们。

来到村口，木制凉亭下，几位
老人正在下棋，他们对我们微微一
笑，神色复归安然。沿着青石板
路，经过村民家门口，一位身着侗
族服饰的妇女正不紧不慢地编织着
手工艺品。在这里，匆匆时光似乎
也放慢了脚步。

村里老树很多，其中不少树几

乎与屋舍同体，生命的根藤就这样
通向家家户户。不知名的蝉一会儿
蛰伏无声，一会儿放肆嘶鸣，只一
嗓子便惊碎一地树荫。几支芦笙并
排靠在村居墙边，静待下一次“展
露歌喉”。

绕过几栋屋舍后，眼前突然耸
立着一座鼓楼。早就听说侗族的鼓
楼由杉木穿枋接榫而成，不用一钉
一铆，结构相当牢固。走近一看，
这鼓楼着实令人称奇：白墙黛瓦，
层层飞檐翘角，楼内的檐板上还绘
有各种山水画、风俗画，花鸟人物
形态逼真，栩栩如生。鼓楼的角落
里有只老旧的大鼓，以前的侗族人
需要议事时，便会击鼓传讯。

村中的风雨桥，也是侗族典型
建筑，因供人遮蔽风雨而得名。风
雨桥桥身通体为木质结构，融合了
复杂的榫卯嵌合工艺。桥底以青石
砌墩，桥廊在上，两端和中间设有
阁楼，上覆青瓦，桥两侧的栏杆长
凳专供人们歇息之用。

整座桥横跨在小溪之上，远远
望去，溪流汩汩，老桥静默，像是
相亲相依的两位挚友。清澈溪水从
这里向全村流去，阳光下，水面波
光粼粼，来往的鱼儿仿佛空游无
依。我向溪底细看，那些鹅卵石久
经冲刷，纹路都出奇的顺滑，每颗
鹅卵石都好像记录着侗寨的故事，
藏着村落的记忆。

待到返程时，站在半山上，我
回望这座依山傍水的侗族村寨：屋
舍俨然，溪流潺潺，青山翠绿，稻
田金黄。想那诗画里的小桥流水人
家之美，或许也比不过此景此境。

行看洞雷村
沈  学

凭借独特风情、雅致环境、文化
“加成”，甘肃省一些县域成为游客避

免扎堆、个性化旅游的优先选项。
“非著名”县域游热力十足，彰显出
县域文旅市场的生机和活力。

秋色正浓，走进位于甘肃省陇南
市宕昌县的官鹅沟大景区，云雾缭绕
中，层林尽染，瀑布飞溅。来自各地
的游客们沉醉在如诗如画的秋景中，
驻足观赏、打卡拍照。

四川省成都市的游客周敏是一名
徒步爱好者。近日，她提前做好攻
略，和两名好友相约徒步游览官鹅
沟。“沿途景色宜人、空气清新，不
时能听见鸟鸣声、水流声，亲近大自
然的旅行非常解压。”她说。

随着交通基础设施的改善和酒店
等配套设施的改造升级，在社交网络
的加持下，许多县域“非著名”景区
受到越来越多追寻小众游和体验感的
年轻游客的青睐。

在官鹅沟大景区，伴随着当地原
创旅游歌曲 《娥嫚》 的旋律，游客们

和身着民族服饰的表演者在山水之间
载歌载舞，现场不时响起阵阵掌声和
欢呼声。“如诗如画的美景，独具魅
力的民族文化，歌舞声把节日气氛拉
满。”周敏说。

赏田园风光、吃农家饭、住农家院
成为众多游客休闲度假的首选，小城、
乡村也不断“更新”游玩方式——整洁
干净的民宿、人少景“野”的露营基地、
香气扑鼻的农家小炒，丰富多样的休
闲活动为游客提供了多样化的度假
体验。

秋日清晨，在甘南藏族自治州迭
部县扎尕那景区，薄雾缓缓升起，四
周山峰奇石耸立。晨光洒落，雪山上
缭绕的云雾顿时泛起金边。这座平均
海拔 3000 多米的高原村落，又迎来
络绎不绝的游客。

位于扎尕那景区观景台附近的
“欢聚农家乐”内，游客们一边观看
日出，一边享用早餐。90 后小伙道

杰东主是这家农家乐的负责人。去年
冬天，他趁着旅游淡季，提前装修升
级了民宿，提升服务质量。今年，焕
然一新的装修和现代化的配套设备招
揽来比往年更多的游客。

甘肃省文旅厅相关负责人介绍，
今年上半年，甘肃省乡村旅游接待游
客 8445.4 万人次，实现旅游花费 226.1
亿 元 ，较 去 年 同 期 分 别 增 长 12% 和
18%。今年，甘肃省还投入 5000 万元省
级旅游发展专项资金，持续推进 5 个
乡村旅游示范县、50 个文旅振兴乡村
样板村建设。

兰州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毛锦凰
表示，旅游市场向县域下沉，反映了
人们对于高品质生活的追求。县域旅
游要持续火起来，不仅要靠“天生丽
质”，更要创新旅游产品，开发更有
特色、性价比更高的文旅产品，进一
步提高竞争力。

（据新华社兰州电 记者文 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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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在湖北省黄梅县袁夫稻田游玩。                                       新华社记者  伍志尊摄

游客在黄羊古落体验蒿子面制作。         黄羊古落度假区供图

第三届梧林艺术季展品、雕塑壁画 《藏海厝》。
                                     晋江梧林传统村落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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