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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验回家感觉 享受品质生活

乡村游跨进“ ”时代
本报记者 田晓明

由江苏省侨办、无锡市和江阴市侨办承办，江阴市天华艺术学校协办，企

业家陈家榕先生资助的“回家过节·华裔青少年江苏文化行”活动日前在江阴

天华艺校举办。来自澳大利亚的 !"名华裔学生在为期 #$天的活动中学习中国

民乐、书法、国画、民族舞、优秀古典文学赏析等中国传统文化课程，并参观

江阴及周边城市名胜古迹，从中感受中国城乡巨变，体验中华文化的博大精

深。 史 影文%图

台风“天兔”刚刚撤离福州，我来
到了马尾。天上还时断时续飘着雨丝，
湿润清新的空气叫人神清气爽。马尾，
对我而言是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名字。
曾在近代史的教科书中多次看到，却从
未走近它了解它。

我的马尾之旅从中国船政文化博物
馆开始，这是我国第一个以船政为主题
的博物馆。博物馆正面为两艘乘风破浪
的战舰，气势磅礴。大量珍贵文物、图
片、模型以及各种仿真场景带着我走进
那段已渐渐被淡忘的历史。

&'(( 年创办于福州马尾的福建船
政，被公认为“中国近代海军的摇篮”
和中国近代工业、科技、高等教育的发
源地。船政为清朝设立的国家官方造船
机构，在其存在的 )* 多年里，福建船
政轰轰烈烈地开展了建船厂、造兵舰、
制飞机、办学堂、引人才、派学童出洋
留学等一系列“富国强兵”的活动，推
动了近代中国造船、冶金、电信、铁
路、飞机制造等新式工业的诞生与发
展。#'(+ 年，福建船政造出了我国第
一艘千吨级轮船，#',# 年诞生了我国
第一台蒸汽机；#''$ 年，制造出我国
最大吨位铁肋木壳兵船……#+#+ 年马
尾制造出我国第一架飞机———“甲型一
号”水上飞机，创造中国近代史上的
“五十三个第一”。

中国真正意义上的近代海军发端于
福建船政。清末民初的海军将领、造舰
专家以及海军中坚力量主要源自船政学
堂；近代海防工业基地始建于船政，建
造近代舰船 )* 余艘；近代海军首支舰
队形成于船政……孙中山曾赞许福建船
政“足为海军根基”。

在船政博物馆一旁的轮机车间内，左侧排列着一位位船政志士的雕
像，右侧的雕塑展示着船政的工作场面。看着眼前的场景，刚才在博物
馆内见过的名字一一浮现出来：海军宿将萨镇冰、振威将军叶祖珐、造
船总督魏瀚、筑路先驱詹天佑、航空之父巴玉藻、波音首任总工程师王
助等，正是这些马尾造船博物馆内的精英们铸就了船政曾经的辉煌。

在中法马江海战的旧址前，船政大臣沈葆桢的雕像旁有他为船政撰
写的对联“以一篑为始基，自古天下无难事；致九译之新法，于今中国
有圣人”。国难之时，船政的诞生寄托着一个觉醒民族的蓝色梦想，可
落后的体制和生产力，致使船政历经波折，最终仍然走向衰落。但船政
滋养国人百年的船政文化，已经融化于国人的血脉之中。

在中法马江海战遗址的炮台上，在近代远东最大的石砌船坞旁，在
中国船政博物馆珍贵的史料前，一幅沉寂了 #**多年的中国船政的历史
画卷，清晰深刻地印在了我的脑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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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苏州光福
镇司徒庙出来，突然发

现对面有一座叫“石竹园”
的宅院，从门外看到园子里葱郁

繁茂，门口的石牌上写着：石竹园
聚集了中国名石和珍贵化石数百块，太

湖石玲珑通透.灵璧石击音清脆，昆石晶
莹如玉，英石纹理细腻，崂山绿石如黛似
翠，红河石美若彩陶，飞鱼龙、恐龙蛋、巨犀
头等几十种化石则是亿万年前大自然留下的瑰
宝。方竹、紫竹、凤尾竹、橄榄竹、琴丝竹、观
音竹等点缀在各石之间。原来石竹园是座收藏了各
种奇石名竹的私人馆藏。
走进石竹园，满园石竹交相生色，小桥流水曲

径通幽，池鱼睡莲赏心悦目。园内奇石林立，各具灵
性，耐人寻趣。翠绿碧竹枝繁叶茂，与千奇百怪的
奇石相伴，小巧玲珑的园内更增添了几分雅趣，景
致也更加幽深。每一处都是一幅曼妙惟肖的画卷，
仿佛在述说着它的唯美诗意。

石竹园内分 ( 个展区，各具特色。古木
雕、名人诗画相嵌其间，展示了来自世界各
地 /*多种竹子和千余种名贵天然奇石。

第一展区“竹石相伴”。一个小花
园，迎面一块玲珑通透的太湖石，就
像一道屏风，把园内美景似遮未
遮、似隔未隔，装扮得深幽迷

离。不禁让人想起唐代刘
禹锡咏太湖石的诗

句：“震

泽生奇石，沉
潜得地灵。初辞水府
出，犹带龙宫腥。”一下就
把我们引入了这种千古名石营
造的意境之中。

园内有几块大型灵璧石，有的像
雄鹰展翅，有的像鱼跃龙门，奇石形态
异彩纷呈、富有韵味。园内还有许多名竹，
体态优雅，让人目不暇接。

走进“象形巨石”展区，只见厅中放着一
只天然的巨型五彩灵璧石龟，龟身缠着一条蟒
蛇，背负元宝，取名“灵龟迎宾”。靠墙一个落地
大橱窗内陈列着酷似 $* 多种动物的石头，取名
“趣味动物园”。

随后，我们参观了名石区，展出的是四种印章

石：福建的寿山石、浙江的青田石和鸡血石、内蒙古
的巴林石。接着观赏化石展区，在一块块石头中，
夹藏着经过亿万年炭化、硅化、钙化、矿化而成的
古代生物遗体、遗物、遗迹。最珍贵的要数贵州
龙、恐龙蛋、飞鱼龙的化石。第五宝石展区里，
陈列有：翡翠寿星、水晶蓝铜矿晶簇、鸡冠
石、橄榄绿石、岫玉等，琳琅满目。最后一
个展区展示的是唐、宋、元、明、清的古
代石雕。

出园门时，见到了园主，得知
他是位老知青，夫妻俩钟情于奇
石雅竹，)* 年来，唯石相伴，
与竹共舞 .用深深情意书
写 着 不平 凡的 人
生。

石竹园“说石”
李 敏

庐山山南留存着颜真卿、苏轼、黄庭坚、陶渊明、朱熹、王阳明、康熙、
冯玉祥、宋美龄等历代名人 /**余处摩崖石刻和碑刻真迹，弥足珍贵，其历史
文化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极高。前些年，由于人为和自然风化等因素的影响，

有些石刻已不同程度遭受损坏。
江西省星子县政协经过专题调研，提出对庐山山南摩崖石

刻制定切实可行的保护措施等建议，引起星子县有关
部门高度重视。该县财政拨出保护专款，文物部门对
现存石刻进行了抢救性拓片，归类存档；对秀峰景区

龙潭石刻群按原貌修复，并用铁链围护，悬挂
禁止踩踏标志。

现在，庐山山南石刻以良好的风貌展现在
中外游人眼前。

庐山山南石刻获得保护
潘 浔 钱 青

马尾造船博物馆老厂房内雕塑

什么是旅游？
有一种说法：“旅游就是现代人的乡愁。”
中国乡村旅游过去主要是供人们吃吃农家饭、

逛逛古村落，如今正逐步进入乡村度假休闲的
“住”时代。

在 $*#/ 年中国休闲乡村 （蓬莱） 峰会上，旅
游专家指出：“近年来，我国乡村旅游发展迅速，
特别是随着《国民旅游休闲纲要》的实施，旅游功
能配套设施的不断完善，越来越多的游客利用闲暇
时光，离开城市喧嚣，回归自然本真，体验乡村旅
游的独特魅力，乡村旅游正逐步成为我国国内旅游
的主战场和居民消费的重要领域。”

发展黄金期已到来

记者与参会代表考察了山东蓬莱市的乡村旅游
的实际，近年来，蓬莱以创建“美丽乡村”为抓
手，依托特有的葡萄与葡萄酒优势产业，注重挖掘
各村优美景观、民俗文化、优势产业等资源，把休
闲农业、乡村旅游作为发展重点，推进传统农产品
向休闲商品、农业园区向休闲景区转变。目前，蓬
莱已拥有 #$**余户农（渔）家乐，其中 $+家被评
为山东省“好客人家”星级农 （渔） 家乐，全市
#0/的镇（街）被评为山东省旅游强镇。
“加快发展乡村旅游是形势所需，人心所向，

也是推动蓬莱旅游业全面发展的实际需要。”蓬莱
市市长孙业宝认为，发展乡村旅游的黄金期已经到
来。乡村旅游作为一种新型的休闲旅游业态，具有
轻松、自然、生态、健康等多种特征。

近年来，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推进，人
们生活和工作压力增大，回归自然、亲近自然正逐
渐成为人们的向往，乡村旅游也受到越来越多人的
追捧。加上人均收入逐年提高，交通条件全面改
善，节假日增多和私家车拥有量的增加，都为发展
乡村旅游创造了良好环境。

孙业宝说，从蓬莱实际来讲，中部的“酒、
马、湖”，南部的“山、林、泉”等自然资源都很
有特色，以这些优势资源为基础发展乡村旅游，有
助于加强旅游产业与农业、工业的融合，增加农产
品和工业产品的附加值，带动农民增收致富。

乡村旅游让蓬莱尝到了甜头，更为烟台旅游增
添了活力。烟台市旅游局局长张丛介绍：休闲度
假、渔家体验、农家旅游已成为烟台旅游经济重要
的增长点。葡萄资源、高档葡萄酒庄为烟台乡村旅
游转型升级提供了新思路。

山东省旅游局副局长王元生表示，山东省今后
!年每年再安排 $亿元用于乡村旅游发展，$"&,年
乡村游将占农村经济的 /"1，同时山东将发展 )**

个旅游强镇，$***个旅游特色村。

从新到美的转变

“第一代看光景、图热闹，第二代找感觉、看
文化，第三代体验游、享受休闲。”孙业宝这样概
括旅游业的需求变化。

其实，乡村游也经历了“吃”和“看”到
“住”的转变。由中国青年报和山东省旅游局主办
的中国休闲乡村 2蓬莱3 峰会，及时抓住“美丽中
国建设与休闲乡村发展”的主题，探索引领中国休
闲乡村的发展潮流与风向。业内专家、学者围绕新
型城镇建设，交流国内外乡村旅游经验，探索休闲
乡村发展思路。

在峰会上，旅游专家石培华明确提出：“乡村
游已进入到第三代———乡村休闲度假时代，也就是
由农家乐的点到旅游多要素的综合发展，深度体验

型的旅游时代。江西婺源景区与乡村融合在一
起，充分体现了第三代乡村游的特点：城乡互
动，形成特色产业，参与城市分工，成为都市高
品质的休闲生活区和主题生活小镇。因此，乡村
游不再是单一的。旅游发展要学习工业化思路，
实现标准化、流程化、组织化。”

开展乡村游较早的浙江对这种转变极为敏
感，来自浙江省旅游局的李剑处长说：“乡村游
&+'& 年始于浙江富阳，&++' 年，在我省大面积
发展，现在，浙江省有 &4$万户农家乐，乡村游
全年收入 ''亿元。乡村游不仅拉长了农业产业
链，提高农副产品附加值，带动农民增收致富，
而且，促进农村建设和旅游业转型升级、品质提
高。莫干山的乡村酒店的价格高于五星级酒店，
整个地区的旅游市场也因乡村游由夏季 /个月的
避暑需求转变为全年都需预订住房。浙江乡村游
已具有组织化、规模化、特色化，从观光赏景的
小旅游转变为度假休闲养生等一体的大旅游。”

国际休闲产业协会副主席朱至珍敏锐地指
出：乡村旅游是新农村建设的“美丽推手”，新农村
建设从“新”到“美”，乡村旅游也在升级。他举例分
析：浙江桐庐旅游从观光的“瑶林时代”进入乡村
休闲，如今，突破景区发展成“富春江时代”的全域
旅游。福建泰宁整合山林湖水等资源，全域建设国
际安养小城，开发生命产业。

乡村游重在体验式消费

中国的乡村游走过了从自发到自觉的过程，由
一家一户到一村一片渐成气候。住农家屋、吃农家
饭、享农家乐，一直是乡村游的最大卖点，但目前
大多数地区的农村受交通、住宿、网络、餐饮等基
础设施不健全的“短板”制约。因此，乡村旅游存
在“发展一批、倒下一批，再发展一批、再倒下一
批”现象，怎样实现分散的需求和分散的经济体之
间有效融合呢？

山东大学国际旅游研究中心主任王德
刚教授认为，品质、品位、品牌是中国乡
村游的发展方向。乡村作为休闲度假目的
地，绝不是以往的乡村，而是有
过城市经历的人重新定义的乡
村，要宜居宜住，让旅游者在洁
净美化的环境里，充分享受乡村
的悠闲，把简单的农事
劳动作为健康养生的休
闲方式，体验回家的感
觉。

乡村游不仅蕴藏巨
大的潜在需求，而且也
是世界旅游的发展趋
势。来自台湾科技大
学休闲管理系的萧新

浴教授介绍：台湾小而美，开放台湾自由行之后，
消费人群不断增加，除了看名胜古迹外，大陆游客
更多的是“上山下乡”进行乡村体验游。

萧新浴说：台湾乡村旅游几乎都要和学术相结
合，我看到的蓬莱马家沟、木兰沟发展模式，很像
是台湾 &5多年前“社区总体营造”模式。这种模
式由政府出面牵头，开发有特色的地方，环境卫生
做好。政府部门帮助设计、规划，从而将原生特色
注入当地的文化，包括将当地的饮食婚
礼等习俗注入发展。台湾现在打造“形
象商圈”，有些像“全域旅游”，对社区
建筑、景点做整体的规划，吸引游客。

到过世界 &$$个国家的萧新
浴教授认为：乡村旅游体验必须
是面对面。旅游之乐，莫过于自
己体验，自己真正了
解。乡村旅游要有特
点，俄国、瑞士、智
利、南非品酒展示会
等很多旅游产品都无
法复制。

浙江湖州裸心谷 蔡 红摄

浙江湖州“洋家乐” 蔡 红摄山东蓬莱苏各兰酒庄图书馆 门殿文摄

游客在江西婺源推农家独轮车 王国红摄

庐山秀峰景区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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