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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耘美丽资源 催生美丽经济
——各地美丽乡村建设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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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25 日，
四川省广安市
广安区大龙镇战斗
村经过风貌提升后
的农民新村，五颜
六色的民居与周边
的生态产业相互映
衬，构成一幅色彩
斑斓的美丽图画。

张国盛 摄

漫步村中小路，听吊脚木楼、卵石铺面讲
述千年历史人文；行走芦笙广场，看亭台楼阁、
蚩尤祖庙述说远古传奇故事；畅游清粼寨河，
挽一头青丝、银衣笙歌演绎漫漫迁徙路途。

走进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三
穗县台烈镇寨头村苗寨，只见四面环山，一
步一景，静亭舒适与自然浑然一体的生活节
奏，韵味无穷，令人叹为观止。这里人文资源
丰富，以苗族文化元素为传承纽带，将苗族
服饰、美食、民居、民俗、民艺等优秀传统文
化串珠成链，令人目不暇接，成为游客休闲
娱乐的打卡胜地，也为寨头村文化旅游发展
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

近年来，在当地政府和帮扶单位的帮助
下，寨头村通过改革开放，大力发展林下经
济、坝区农业、苗族刺绣等特色产业，用产业
振兴乡村。如今，村内一幅“团结、拼搏、拓
展、创新”的绚丽画卷徐徐展开。

远处的山峦如同连绵不绝的屏障，给这
片大地增添了无限的灵气。从坝上花海里走
出来，是一条静静的小河，河水清澈见底，是

寨头村的母亲河。跨过小河，沿石阶而上，大
约数十米，就来到了河边的芦笙堂。芦笙堂
上，气氛浓烈，数百人正围着一个同心圆，吹
芦笙、转圆圈、回头望、缓前进……

政通人和，美在乡村，乐在旅途，醉在心
灵。近年来，寨头村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保
护中积极创造新的就业致富门路，把传统民
族节日和现代产业发展结合起来，打造“国
字号”农文旅一体化发展模式。如今，来到寨
头苗寨游玩，早上可观摩民族传统习俗，中
午则徜徉在花的海洋里，下午去芦笙堂参观
芦笙舞表演、乡村篮球赛、苗族刺绣等，游客
与村民互动式参与的模式，体验不一样的乡
村旅游。

“寨头苗寨除了自然风景，还能让游客
在参观中体验了解民俗文化。”三穗县为寨
头村旅游产业发展定位，这里也是三穗县及
附近县市各种协会、单位的定点场地，承载
着传承苗族文化、教育交流观光的重要使
命，让人们在潜移默化中增长知识、陶冶情
操，提升文明素质，促进民族团结进步。

今年春天，陕西平利县长安镇高峰
村洪福茶山，千株梅花在万亩茶园里绽
放，吸引许多游客前来观赏。现如今，平
利人不用憧憬“诗和远方”，家门口尽可
以品茶香、赏风光。

茶乡茶歌“茶之旅”

“请到茶乡来哟，请到茶乡来哟，绿水青
山嘞，百花儿开哟！茶乡那个风光嘞……”

红梅怒放，茶香扑鼻，游客兴起，和
采茶女对唱茶歌。在洪福茶山，指着如彩
练般在茶山中蜿蜒盘旋的公路，长安镇
干部胡铃铃表示，这里春天梅花怒放，夏
季垂柳如烟，秋天丹桂飘香，初冬红枫似
火，四季景不同，天天茶飘香，长安十里
茶园因此成了网红“打卡地”。

长安十里茶园入选中国美丽田园
后，许多游客到这里游茶山茶园，看长安
茶城，观茶圣雕像，赏徽派民居，阅秦楚
文化，品女娲绿茶，打卡石牛水街。心思
活络的农民建起了观光茶园、绞股蓝博
览馆、茶业研学基地、民宿客栈，使这里
成为游客度假的好地方。

“我们走茶旅融合之路，让茶区变景
区、茶园变公园、茶山变金山。”蒋家坪
村党支部书记寇清新说，“2022年蒋家
坪不仅被评为国家AAA级旅游景区，
还获得‘中国美丽休闲乡村’称号。”在
蒋家坪，绿水青山正逐渐变成金山银山，
茶农致富之路越走越宽。

平利通过观光线路，把精美县城、特
色小镇、休闲村庄、美丽田园串联成景，
处处景美茶香。

茶农茶企“茶经济”

“今年茶叶刚刚上市时，采摘一斤鲜
叶子60元，手脚快点的一天能挣200来
元，慢点的100多元。”平利县众易乡村
建设服务公司负责人周培兵介绍，为保
证采茶质量，由专家对采茶工进行上岗
前培训，围绕采摘技巧、采茶禁忌、茶芽
挑选等，讲解如何标准化采茶。

平利县田珍茶业有限责任公司总经
理胡学华介绍：“标准化是县上大力提倡
的。我们从选种育苗、建园管护，到采摘
加工、包装销售，全过程都是标准化。”

“过去，这一片片绿叶子不过是平利人
解渴的东西。如今，成为茶农和茶企致富的
‘金叶子’。刚上市的特级平利茶，每斤售
价高达1800元。”平利县田珍茶业有限
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田珍指着茶园说道。

加工在企，基地在村，增收在户，平
利把农户嵌在茶业链上共同致富。平利
县相继印发了《加快实施茶叶主导产业
建设的决定》《加快名茶大县建设的实施
意见》等文件，发布了《女娲茶标准综合
体》《绞股蓝茶标准综合体》2个省级地方
标准体系，出台了富硒特色产业提质增
效奖扶办法，大力支持富硒茶产业。如
今，平利县累计建成茶园和绞股蓝基地
25万亩，连续三年跻身中国茶业百强县，
全县10万多人从事与茶相关的产业。

今年，平利县聚力推进茶产业延链
补链强链，加快建设因茶致富示范区、链
式发展先行区、茶旅融合样板区，让群众
在茶产业链中增收致富。

陕西平利县：
品了茶香赏了风光

张斌峰 熊荣军

农房变客房，创意变生意，农品
变商品……近年来，安徽省庐江县大
力发展“农舍经济”，让闲置农舍变成
精品民宿、创意产业，走出一条“农旅
富民”创新发展之路，形成了一批可
复制、可推广的“庐江经验”。

打造别样“诗与远方”

夏日时节，万物繁盛。漫步在庐
江县汤池镇百花村，享受大自然风
光，欣赏原生态美景，会让人感觉到
时间停止了前进。

在位于百花村石鼓山脚下的“少
间王圩里”民宿，负责人张艾友正忙
碌着，“今天我们已经接待好几拨游
客了。每到双休日和节假日，前来摄
影、旅游、养生、体验乡村生活的城里
人都会如约而至。客人如果不提前预
约，订不到房间也是常有的事情。”

笔者发现，这家民宿现有12间风
格迥异的精致客房，装潢典雅温馨，
设施简约舒适，所有房间都采用明窗
设计，远山近水、田野村庄尽收眼底，
是现代旅行者理想的栖息地。

笔者了解到，由于这个村位置偏
僻，交通闭塞，村民大多进城务工或购
房，地处山坳里的百花村成为一个地地
道道的“空心村”。得益于“农舍经济”的
启动，闲置的农村房屋“活”了，“蝶变”
特色民宿，洋溢着勃勃的生机与活力。

为壮大镇村集体经济，盘活乡村
闲置资源，庐江县发挥好山好水优
势，鼓励各镇对区域内的闲置农房进
行摸底、登记，在充分尊重农民意愿
的基础上，按照依法、自愿、有偿的原
则，置换、租赁一批闲置农房。

在此基础上，庐江县“长藤结瓜”式
发展精品民宿、大众民宿、农家乐旅馆，
创新乡村运营机制，引导鼓励有条件的
镇、村集体和乡村运营商对收储、租赁
闲置房屋进行改造，积极培育建设乡村
旅游网红打卡点，一幅幅“城在村中”

“村在景中”的美丽画卷正徐徐展开。

村民共享“发展红利”

庐江县“美丽农舍”不仅是企业

家的创业园，也成了乡村增收“动
力源”。

清晨，庐江县东顾山街道马店村
岗东组村民宛新运早早地忙完家中
的农活，便赶往离家不远处的“东郡
温泉”民宿，清扫房间、查看预订信
息、准备接待工作……干劲满满地投
入到紧张而忙碌的工作之中。

今年56岁的宛新运很早就外出
闯荡，在酒店工作过。前几年，她辞去
工作回到家乡，凭借多年酒店工作经
验，在“东郡温泉”民宿担任前台接待。

“真的没想到，在家门口就能找
到一份跟在外面打工差不多收入的
工作，还能照顾家庭。民宿发展让我
们老百姓真正享受到了实实在在的
红利。”从“靠天吃饭”到“借景生财”，
聊起现在的生活，宛新运的脸上乐开
了花。

“东郡温泉”民宿负责人朱义安
说，民宿产业发展带来大量就业机
会，促进了群众就近就业。这个民宿
从前台、保洁到厨师、管家，大都是当
地村民。

除了带动村民就业外，该民宿还
与村集体、村民达成合作，定期收购
当地的农特产品，建立乡村优质农产
品产供销链条，拓宽农产品销售渠
道，助力村民稳定增收。

“庐江‘农舍经济’起步虽然只有
短短两三年时间，但作为乡村产业的
新生业态，在带动村民务工就业、反
哺乡村经济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
用。”庐江县相关负责人说，通过发展
民宿产业，有效盘活了庐江乡村闲置
资产，带动了资金流、物流、信息流、
人流，吸引人才向乡村会聚，乡村文
化、乡村环境、乡村产业正在逐步走
向振兴。

从农舍点靓乡村，到产业赋能振
兴。当下，田园牧歌式的悠闲生活，吸
引着越来越多的市民走进山间乡野。
庐江县民宿以其独特的乡村人居环
境、民宿文化、田园风光受到游客青
睐，获得了较为稳定的客流与人气，
成为乡村振兴的催化剂。

让沉睡的美丽资源转化为美丽经济
刘予涵

山水林田皆是资本，绿水青山均是生产力。然而，如何将生态资源

转化为生态资产、将生态价值变现为经济价值，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

展优势，摆脱“守着金山银山过穷日子”的尴尬，一直以来是很多地方

发展面临的难题。

其实，很多乡村可以通过完善基础设施、旅游业态等方式，促进农

旅融合及乡村旅游提档升级，打造美丽经济，实现产业、旅游、文化与

“三农”的深度融合发展。这一蝶变路径，为乡村全面振兴提供了可

资借鉴的思路。

在广大农村，不少地方有秀美的自然景色、浓郁的乡土气息、

灿烂的民俗文化，乡村生态资源丰富，发展美丽经济基础坚实。

这些地方可以大力发展周边游、乡村游、文旅游等休闲产业，打

造返璞归真的田园风光，回应游客对“诗和远方”的期待，带动

村民开创“村庄美、腰包鼓”的美好生活。

近年来，乡村游是比较热门的旅游方式，市场需求潜力

很大，发展前景非常广阔。如何才能激活美丽经济呢？笔者

建议，首先，要因地制宜造“风景”。各地可以因地制宜、因

村施策，充分发掘和盘活乡村自然景观、特色产业、历史

遗存、聚落建筑、民俗文化等资源，通过“资源+资本+文

创”发展模式，坚持微改造、精提升、个性化，激活更多

文旅新业态，让美丽的风景变成美好的“钱景”。其

次，要农旅融合留“乡愁”。美丽乡村的内涵在于乡

愁乡韵，从实践经验来看，乡村旅游发展比较好的

地方大多是采取“乡愁”带动“乡游”的发展模

式。因此，在打造美丽经济过程中，应充分考虑

农村实际，让乡村留住记忆，让人们记住乡

愁。第三，在差异化中谋发展。打造美丽经济

贵在特色，要以鲜明的个性和特色取胜，

切忌“千村一面”。同时，以满足广大游客

体验乡村生活需求为目标，推动旅游

度假、特色小吃、休闲养生、文化创

意、展示展览等深度融合，使乡村

旅游呈现百花争艳、万紫千红

的兴旺局面。

贵州三穗县寨头村：
美在乡村，乐在旅途，醉在心灵

潘宗旭

安徽庐江县：
解锁“农舍经济”的流量密码

赵德斌

陕西平利县春日的茶山公路。王韬 摄

编者按：

“美丽经济”是在新发展

理念指导下的一种新经济形

态，是将自然生态资源、人文

民俗景观等有形或无形的美

丽资源产业化、资本化，通过

善用美丽资源、激活美丽经

济、开创美好生活，不断推进

“多美融合”，进而实现“美美

与共”。近年来，多地善用本

地美丽资源，打造规模化美

丽经济产业，通过构建乡村

休闲产业体系，实现美丽乡

村向美丽经济转化。如何让

美丽资源转化为美丽经济，

促进乡村振兴？本期关注美

丽乡村建设，看看它们是怎

么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