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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寨村“拔穷根”

大寨村地处桂北山区的高山和半高山地带，境内
山体陡峭，地势险峻，偏僻的地理位置让这个小山村
的村民们一度在贫困线上挣扎——种田是唯一收入来
源，人均年收入不足700元。“半边铁锅半边屋，半边
床板半边窝”是百姓生活的真实写照。

2003年，在政府引导下，大寨村与旅游公司共同
开发梯田景区，村民们的收入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龙脊镇大寨村党支部书记潘保玉说：“目前，村民
们负责种好水稻、维护梯田景观，旅游公司及索道公
司分别将每年门票收入的7%返还给村里，村委就拿这
笔钱给村民们‘分红’。”

此外，当地群众自发成立“大寨村农业生态旅游
协会”等合作组织，通过为游客提供向导背包服务，
出售民族工艺品、土特产品以及创办农家旅馆和餐饮
店等途径增加收入。

乡村旅游成为扶贫“主力军”。据统计，2015
年，大寨村游客接待量突破46万人次，旅游公司和索
道公司共返还 397 万元给村民，村民人均年收入达到
约7800元，彻底拔掉了穷根。

“旅游扶贫”鼓起“钱袋子”

不仅是大寨村，广西许多贫困地区生态良好、环
境优美，蕴藏着丰富的旅游资源，发展乡村旅游已经
成为了全区积极推进的扶贫模式。

“过去，我们大多数乡村旅游项目由农户散户经
营，单打独斗，做不大规模，做不强产业。”广西壮族

自治区扶贫开发办主任蒋家柏告诉记者，通过这些年乡
村旅游发展，广西总结出不同的乡村旅游发展模式，包
括政府引导模式、景区帮扶模式、亦农亦旅模式、异地
安置模式、城企相助模式等，引导和推动贫困地区发展
乡村旅游。

旅游扶贫，关键在于立足当地资源特色，拓宽
群众创业就业途径。

2013 年起，广西开展了“美丽广西·清洁乡村”
“美丽广西·生态乡村”等系列乡村建设活动，为发
展乡村旅游创造了良好环境。以此为契机，各地市
立足当地乡村旅游资源特色，创建了一批特色旅游
名县、特色旅游名镇 （村）、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
范县和示范点、生态旅游示范区、星级乡村旅游区
与农家乐、渔家乐等，引导和扶持农户参与乡村旅
游开发经营。

位于中越边境的大新县明仕村，倾力打造了“明
仕农家乐”一条街。政府引导村民们大力发展珍珠
鸭、明仕无公害香米、无公害蔬菜等特色产业，并且
引导农户开办了50家农家乐超市，旅游扶贫经济效益
逐渐突显。2015年，全村接待国内外游客总计80万人
次，农民人均纯收入约8500元。

“特别是旅游黄金周，几十公里一路的农家乐全部
客满，甚至供不应求。很多群众体会了‘炒菜炒到脚发
抖、数钱数到手抽筋’的感觉。”广西崇左市委常委、
大新县委书记赵丽告诉记者，“以乡村旅游为主业的农
户，年收入多的有二三十万元，少的也有三万元。”

乡村旅游前景看好

开发旅游，离不开资金的投入，钱从哪里来？据

广西壮族自治区旅游发展委员会主任甘霖介绍， 近3
年来，广西全区安排 3亿元旅游发展专项资金，扶持
重点乡村旅游区和旅游点的发展，光是2015年就安排
了1.75亿元，支持上林、三江、巴马等25个贫困县38
个旅游项目的建设。

此外，广西整合部门资金，投入乡村旅游各项
建设。

据了解，广西壮族自治区发改委争取中央专项
资金约 4.3 亿元，用于支持贫困地区旅游景点基础设
施建设。2012年以来，广西壮族自治区扶贫办先后投
入近7000万元实施旅游扶贫试点项目，旅游扶贫项目
试点县从 2012年的 2个扩大到 2015年的 16个。各市、
县政府相应加大了财政资金投入的力度，并积极引导
社会资金投入乡村旅游开发扶贫。

贫困地区乡村旅游扶贫投资快速增长，旅游环境
明显改善，高星级、高品质乡村旅游产品不断涌现，
不少贫困县的县城风貌也大为改善。与此同时，一些
贫困群众走出承包地，走进农业园区，走出乡村，走
进景区和酒店，转变为产业工人，收入大幅提高，摘
掉了穷帽子。

目前，广西乡村旅游产品类型多样，涵盖了农业的
各种业态，产业规模初步形成，并取得了良好的社会、
经济、生态效益。据测算，全区共有1000多个乡村旅
游区（点）、3500多家农家乐，从事乡村旅游的就业人
数约100万人。

“下一步，我们还将积极开发乡村智慧旅游产品，
发展乡村旅游与生态休闲产业电子商务，实施‘美丽
乡村行’市场推广行动计划，着力打造‘桂北山水田
园风光’等乡村旅游品牌，提高和扩大广西乡村旅游
的知名度。”甘霖说。

“农家乐”，顾名思义，就是有吃
有喝，有玩有乐，面向大自然，回归
大自然。换个环境，换个口味，陶冶
情操，放飞心灵……

“农家乐”是建立在农村的“城
市乐园”；“农家乐”，玩的是城里人，
富的是农村人。我到内蒙古鄂尔多
斯市伊金霍洛旗乌兰木伦镇哈沙图
村四社旅游，发现这里的“农家乐”
与其它地区大不相同，有着草原的

粗犷民风民俗。
位于哈沙图村西部的四社总面

积达 5.7 平方公里，仅有 40 户居民
106 人，可谓“地广人稀”，而这里的
民风民俗却是丰富多彩。在村头，
迎客的有高脚茶楼、电动观光车、老
式小火车，还有马栈道、林荫大道、
蒙古包……累了渴了，有风雨亭、有
民俗风情表演、有奶茶、有水果，有
秀色可餐的上等农家宴席。

在内蒙古自治区“十个全覆盖”
工程的引领下，在当地知名企业——
光亚集团支持下，这里的“农家乐”充
满了民族文化气息和浓厚的科技含
量。想在哈沙图村四社“吃喝玩乐”
一天，可以乘坐观光车，或策马扬鞭参
观村容村貌；也可结伴到现代农业观
光园体验耕作，享受“当农民的滋味”，
感受采摘农副产品带来的“丰收喜
悦”；可到水上乐园，过过“水上娱乐
瘾”；在休闲度假区玩玩垂钓；到草原
上，欣赏“那达慕”精彩瞬间……

现在，这里有上百名来自陕西、
山西、天津等地的打工者的支持，

“农家乐”开得越来越红火，越来越
吸引人。伊金霍洛旗宣传部部长何
向国表示，“目前，农牧区产业正在
向第三产业旅游服务业转型”。

举目远眺，呈现在我眼帘的是随
处可见的蒙古包。在茫茫大草原上，
它们可谓“星罗棋布”、“鳞次栉比”，
勾勒出鄂尔多斯市、内蒙古自治区

“农家乐”兴旺发达的壮丽画卷。

不知从何时开始，遥远的乡愁，土生土长
的乡趣以及浓稠得化不开的乡情，成为心头
越来越热烈的向往。而天津的毛家峪，便成
了首选之地——

毛家峪，是一个让时间天荒地老的地方，
朴实、淡泊、平和，不张不扬；深入进来，却像是
一幅缓缓展开的山水画卷。正是这好山好水
好环境，孕育了一代又一代的寿星，也吸引着
一批又一批的游客前来探访长寿之谜——

以和为养

《老子章句》曰：“天道与人道同，天人相
通，精气相贯。”每个人的健康状况，在很大程
度上依赖于他所生活的环境。气候宜人的毛
家峪四面环山，北拱皇家园林九龙山国家森
林公园，南邻碧波万倾的翠屏湖，气候温和湿
润。山环水绕，万木葱茏，构成了“村在山中，
山在林中，林在户中，户在水中”的独特自然
景观。相对封闭的空间安宁清静，既无噪音，
又无污染，是一处天然形成的“世外桃源”。
漫步村中，不禁让人联想到《桃花源记》里所
描述的“黄发垂髫，怡然自乐”。

以水为养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健康长寿与水有着
密切的关系。毛家峪水源来自特定受保护的
山区，区域内无污染，山泉水流经无污染之
山区，经过山体层层过滤的同时，也溶入了
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成分。毛家峪天然山泉
水富含锗、钙、镁、钾、偏硅酸等天然矿物质和
微量元素，对于增强机体免疫功能、延缓衰老
等有着良好的作用。毛家峪的水不仅是生命
之源，更是长寿之泉。

以食为养

毛家峪这个以长寿为主题的旅游度假
村，把长寿文化发挥得淋漓尽致，村中的主街
打造了图文并茂的长寿文化墙，详实介绍了

毛家峪的特色物产和养生功效。
毛家峪的“以食养生”主要体现在时令养

生和有机养生两方面。时令养生指根据季
节，注重“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不同养生
之法，坚持“不时不食”的理念。有机养生则
是指由村里提供的绿色、无污染食材构建的
养生食品。不同食材具有不同的养生功能。

《黄帝内经》指出，“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
为益，五菜为充”，是指谷物是人们赖以生存
的根本，而水果、蔬菜和肉类等都是作为主食
的辅助、补益和补充，其中的五谷指粳米、小
豆、麦、大豆、黄黍，五果指桃、梨、杏、李、枣；
五畜指牛、犬、羊、猪、鸡；五菜指葵、韭、藿、
薤、葱。根据中国传统的时令养生理念，利用
乡村的特色有机食品，针对不同人的体质，毛
家峪户户开发养生食谱、养生宴、养生套餐，
家家都做得一手养生招牌菜。

以睡为养

清代李渔说过“养生之诀，当以睡眠为
先”，莎士比亚把睡眠称为“生命宴席”上的

“滋补品”。入夜，静静躺在毛家峪的祥云阁
中。耳畔回响着各种声音构成的美妙催眠曲
——淅淅沥沥的雨声、叮咚缠绵的泉水声、千
回百转的鸟鸣声，加上乡村“日出而作，日落
而息”的生活习惯，很容易养成健康的生物
钟，沉沉地进入深度睡眠。一觉醒来，神清气
爽，整个人像被更新了一般。

以乐为养

在毛家峪的最佳享受，是漫步村中的山间
小路。清晨，笼罩着一层淡淡的水雾，若隐若
现，恍如仙境。傍晚，夕阳斜射，树影投落在山
道上，斑斓如画，如梦如幻。看惯了名山大川，
慢慢地徜徉在这个精致的山村，身上的每一个
毛孔都在享受着大自然释放的芬芳，舒缓而
又起伏，恬静而又激荡。

如果说爬爬山、玩玩水、吃农家饭才是乡
村游的玩法，那么，毛家峪则会更多给人耳目一
新的体验。这个以“养生”为主题，集红色旅游、
山水旅游、休闲度假、健康理疗、文化体育、生态
宜居于一体的长寿旅游度假村，拥有演艺大厅、
滑雪场，山地体育公园18洞72杆国际标准的高
尔夫球场，是华北地区唯一纯山地、全国落差最
大的峪景高尔夫球场，以地势险峻，球道落差明
显，坡度刁钻而闻名。放眼望去，满目葱绿，如
茵的草坪与蓝天白云、高山丘陵构成了一幅浓
郁的油画。置身于这绿色的海洋，即使不打球，
在上面走一走，跑一跑，打个滚儿，撒个欢儿，感
受一下，也让人心醉不已。

生态生活生命，亲山亲水亲情，是毛家峪
长寿村的长寿经。乡村始终都在，而我们感
受乡村的形式却在发生变化。兴许，这承载
着“心乡何处是”般的乡愁，沾染着“故人具鸡
黍，邀我至田家”似的乡情，勾勒着“暧暧远人
村，依依墟里烟”样的乡趣，才是厚植于这片
乡土之上的屐旅印迹。

乡音是什么？乡音就是一个人出生的根。它教会
了你说话，它扶着你学步。无论你走到天涯海角，那浓
浓的乡音总会时不时流露出来。

中国是多民族、多语言、多方言的人口大国。56个
民族有不胜枚举的地区方言。我们常常会遇到“隔河语
不同，两村话不一”的方言现象，体会到十里乡俗、方言
不同的地域特色。

乡音，是当地人智慧的结晶。方言，是人们在长期
的历史发展中分化出来的地域性变体，是局部地方的通
用语言。我是山西运城市区人，这里的方言就是民众根
据当地实际总结和摸索的。比如，把“前天”说成“前
个”，把“后天”说成“后个”，遇到邋遢的人会说这人“扑
里扑西”。运城与陕西相连，所以运城话比较接近陕西
话，是前鼻音发音，经常把en发成ei的音，所以运城人说

“门”是“没”，把“春天”说成“吹天”。外地人调侃运城
话：把篮筐叫成矬，把狼叫成猡。

乡音，是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山西万荣是全国有
名的笑话之乡，这些笑话用“土得掉渣”的方言讲，让人
捧腹大笑，被称为中国民间艺术的一朵奇葩。它生动有
趣，机智幽默，来源于人们生活中的谐趣言行，是万荣及

河东地区群众的口头创作，广泛地流传于山西及全国的
许多省市。

从语言学的角度看，万荣笑话幽默产生的机制在于
其对语言、叙述策略、对象、情景、逻辑机制和框架对立
等语言知识资源的灵活处理和运用。笑一笑，品一品，
万荣乡土上这一道独特的“挣（zeng）”味，活灵活现地反
映出万荣人的憨厚和淳朴。现在，“万荣笑话”已被列入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散布于中国各地的地方戏，深受当地群众的欢迎，也
是一种乡音的体现。山西晋南的蒲剧唱腔，由于适应当地
人民的生活习性和语言音调，在当地长盛不衰，就有浓浓
的乡味支撑。《薛刚反朝》《麟骨床》《杀驿》《挂画》等戏里的
帽翅功、髯口功、翎子功、梢子功、鞭子功、椅子功、扇子功、
耍纸幡、彩功等表演特技在全国享有盛名。许多赞赏近代
蒲剧及著名演员的谚语，至今仍流传不衰：“宁误打夏收
秋，不误广盛《藏舟》”、“宁看存才《挂画》，不坐民国天下”。

乡音，是游子梦想起步的地方。乡音在他们心里深深
地扎下根，成为一生难改的口音。有一位在海外创业的游
子，听到家乡遭灾，主动向家乡捐款，尽在外游子的一份
力。有人问他，是什么让他做出善举，他说“是电视上的乡
音让我动情，是家乡养育了我，乡恋是我一生的情”。

乡音是一碗水，是一铣土，只要我们精心呵护，就能
像山丹丹开花红艳艳一样永远旺盛。乡音难改，乡情难
却。我们要珍惜、爱护自己的方言、乡音，它是泥土里浇
灌的语言，有着纯朴、诚实、仁义、孝道的传统。记着乡
音，就记住了根。

（作者为山西作家协会会员）

中国最早的城市、世界农业稻
作文化的发源地——湖南澧县城头
山遗址，正在演绎一场热闹非凡的

“稻田喜事”。
8月28日，城头山海峡两岸稻田

彩绘节上，一幅用五色水稻绘制的
150 亩巨型水稻田亮相澧县。据介
绍，这幅巨型稻田彩绘被命名为“米
宝一家亲”，由稻田彩绘节的吉祥物

“米宝宝”组成，象征海峡两岸血浓于
水的关系和城头山为世界稻作之源
的双重寓意。

为创作稻田彩绘，中国台湾魔力
创意团队30余人常住城头山农户，深
入了解城头山稻作文化，为稻田彩绘
节设计出泥雕、稻梦空间等一系列作
品。7月初，十多名从台湾来的稻田
彩绘专家在50亩稻田里，用传统画线
器画出九宫格，依图样定出坐标，种上
不同颜色的秧苗。随着水稻生长，稻
田里渐渐呈现出“米宝一家亲”的图
案，此图案可维持两个半月左右。

城头山古城遗址距离澧县县城
约 10 公里，1979 年被考古工作者发

现，先后进行了15次考古发掘，共揭
露面积近9000平方米，出土文物1.6
万余件。1996年，考古工作者在城墙
底部发现了 3块距今 6500年的水稻
田，改写了世界稻作农业考古的历史，
震惊海内外。据考证，城头山古城遗
址距今6000年以上，是中国迄今所发
现的历史最早的古城址。

去年 10 月，城头山古文化遗址
公园基本落成。今年1月，城头山国
家 4A级旅游景区揭牌，澧县首个国

家4A级旅游景区诞生。
城头山旅游景区将文化遗产保

护与旅游相结合，以古城文化、稻作文
化、祭祀文化为灵魂，将遗址景观和周
边生态环境、建筑景观等要素结合起
来，按照旅游“六要素”的要求，配套一
系列体验产品、休闲项目、生态景观，
形成完整的游憩体系。景区主要分为
城头山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澧阳平原
史前遗址博物馆、城头山农业大观园
和城头山风情小镇四大部分。

“稻田喜事”情系海峡两岸
刘显全 孙 超

草原上的“农家乐”
李德金

广西：乡村旅游的致富经广西广西：：乡村旅游的致富经乡村旅游的致富经
本报记者 庞革平 王云娜

在广西龙胜各族自治县龙脊镇，翠绿的梯田从
山脚盘绕而上，连绵成片，好像一级级通达云端的
天梯。山谷中、山腰上，黛青色的吊脚楼古朴雅
致，与山水田园融为一体。宛若人间仙境的美景吸
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也彻底改变了当地村民
们的命运。

在广西，“桂北山水田园风光”等乡村旅游品
牌，拓展出了一条新的发展之路，乡村旅游正在这
片土地上，上演着“旅游致富”的传奇。 记住乡音

梁 冬

毛家峪鸟瞰

广西如诗如画广西如诗如画的田园风光的田园风光。。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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