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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山看水看花、露营民宿

徒步、手作摄影采摘……“花

活”这么多，让年轻人沉醉于

中国乡村。继 City walk（城

市漫步）火遍大江南北后，

Country walk（乡村漫游）也

成为更多人亲近大自然、感受

乡土人情、体验乡村新风尚的热

门旅行和生活方式。

有统计数据显示，我国乡村旅游已经

稳稳占据国内旅游总人次的半壁江山，成为推

动乡村振兴的重要引擎。今年前两个月，中国旅游研

究院所监测的中国300多家乡村旅游示范点接待游客同比增

长27.6%，乡村旅游收入同比增加48.7%。

承接这场“富贵”，各地应时而动，深挖资源，努力将地方特色转化为具有文化辨识

度的IP，以农业、旅游业和文化产业融合发展的助能模式激发乡村经济的活力，促进产

业转型升级，满足多元化消费需求。

春意暖暖，繁华万千。让我们去村里走一走，看看那里有什么好吃好玩好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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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游玩
应知农人难

◎ 王会亮

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近年来，乡
村旅游渐成时尚。一遇周末或节假日，许多人就会
携家带口或呼朋唤友到附近乡村赏景拍照。然而，
在欣赏乡村风景期间，却常有一些不文明的举止令
人闹心。

目前，仍有部分游客环境保护意识淡薄，以爱
之名，随意踩踏、采摘花朵，折枝损桠的现象也屡见
不鲜。若这么干的人多了，必然会破坏花海的整体
效应，使美丽的风景大打折扣。还有的人，热衷于拍
摄小视频，不顾农人耕种之艰难，养花之辛劳，或攀
爬桃李树上，或坐卧花草之间。更有甚者，随意丢弃
垃圾，田野尽是五彩缤纷的食品袋。

花草有生命，脚下应留情。一草一木皆美景，一
言一行要文明。目前许多乡村旅游尚在规划或开发
期间，管理还未到位，但观景赏花者必须要懂文明、
守规则，一定要爱护花草和保护大自然，千万不可
太任性、太随意。也只有注意了这些细节问题，乡村
旅游才会更和谐。

位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丹巴县墨尔多山镇位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丹巴县墨尔多山镇
的中路藏寨被誉为的中路藏寨被誉为““人和神向往的地方人和神向往的地方””，，8888座笔直座笔直
挺立的古碉挺立的古碉、、600600余座红白相间的藏房洒落于山谷余座红白相间的藏房洒落于山谷
田园之中田园之中，，袅袅的炊烟袅袅的炊烟、、幽静的山谷幽静的山谷、、宁静的田野与宁静的田野与
美丽的藏寨交相辉映美丽的藏寨交相辉映，，美不胜收美不胜收。。

而这里也是民宿而这里也是民宿““贡谷堡贡谷堡””的所在地的所在地。。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的人愿意为了一幢民宿、一个景点，专程前往甲居藏
寨，感受藏式碉楼建筑和周围的山谷风光，体验最美
乡村游。“2023年9月民宿正式开门迎客，营业期间
平均入住率达到 80%。”民宿老板都红满眼笑意，她
知道，自己回乡创业的选择是明智的。在都红看来，
民宿在提供住宿服务的同时，也承载着当地文化传
承和推广的责任，在注重提升住宿环境和服务质量
的同时，民宿还开展各种文化体验活动，如锅庄表
演、藏服写真等，吸引了更多游客前来体验。

数据显示，目前丹巴县共发展民宿540户，人均
收入突破3万元。

为了让“流量”变“留量”，丹巴县加快推动文旅、
农旅、艺旅、康旅等业态融合创新，已初步形成“全
域、全时、全龄”的特色乡村旅游产品集群，活态展示
嘉绒藏族非遗文化，推出土陶制作、木版画制作、手
工艺刺绣，观摩藏式酿酒技艺等体验项目，并依托红
五军政治部旧址、藏民独立师师部旧址等红色遗址、
四川省森林自然教育基地等打造研学基地。

“今年，我们将致力于挖掘新价值、发展新业态，
以乡村旅游为核心，以全域全季旅游营销模式为抓

手，再打造一批‘最美藏寨’‘最美乡村’，把景区景点
画点成珠、串珠成链、并链成片，全面提升丹巴文化
影响力、旅游吸引力、文旅产业竞争力。”丹巴县人民
政府副县长徐富智表示。

丹巴县的变化，只是四川建设美丽新农村的一
个缩影。近年来，四川各地围绕乡村全面振兴、生态
建设、文化传承等策划开发品质化、个性化、高端化
的文旅产品，让广大游客深度体验巴蜀文化的独特
魅力。

绵阳市安州区发展“体育+旅游”模式，打造环
山环湖自行车公开赛、徒步大赛、罗浮山登高等一大
批文体旅融合赛事。3月24日，中国自行车运动骑游
大会暨“骑遍四川”第七届中国·安州环山环湖自行
车公开赛在桑枣镇鸣枪开赛。从群山环绕到湖光山
色，再到金黄田野，选手们满载着热情与活力一头扎
进五彩斑斓的春天里，飞速穿行在安州的五彩画卷
中。赛事也带动当地农家乐、乡村旅游人气大增。

在田园绿道里或骑行或漫步，在草莓种植基地
体验采摘乐趣，在中药材种植基地里了解中药材的
独特魅力……内江市东兴区深耕文农旅商融合发
展，大力推进人居环境改善、乡风文明建设，创新文
旅产业模式，打造出了集度假观光、休闲康养、采摘
体验于一体的乡村旅游产品体系，不断拓展和延伸
乡村旅游产业链条，让更多村民分享到乡村旅游大
发展的红利，进一步助力乡村振兴，现代版的“富春
山居图”正逐步绘就。

“旅游+”“+旅游”，多业态为乡村振兴“开挂”

人群熙熙攘攘，吆喝声、叫卖声不绝于耳，比起
大城市中习惯“快递放驿站、外卖送上门”的生活，乡
村集市显得格外接地气。这两年，在广西柳州市，拥
有浓郁乡土气息的乡村集市愈发火热，越来越多城
市居民热衷于“反向赶集”，乡村游愈来愈火。

58岁的柳州市民刘先生热衷赶集，在网上查找
各个县区的“圩日表”，挑选目的地，是他闲暇时的一
大乐趣。“鹿寨、融安、融水等周边县区都是我常去的
地方。”他表示，近几年，乡村集市环境变好了，基础
设施愈发完善，群众赶集的体验感也越来越好。

乡村集市作为连接乡村传统与城乡经济的交汇
点，“反向赶集”让近郊游、乡村游更火热，也推动了
县域旅游资源的挖掘，进而推动基础设施建设与周
边配套的不断加强。柳州市就以推动乡镇集贸市场
升级改造为重要内容，实现乡镇商贸中心提档升级，
提升农村消费市场活力。

乡村集市里独具特色的小吃也让游客流连忘

返。“周末我喜欢约小伙伴一起来乡下‘逛吃’。”近
日，正逢鱼峰区里雍老街的圩日，95后的赖玲玲与
同伴从市区驱车赶来，只为光顾一家只有圩日才营
业的螺蛳粉店。

市民沈晓艺每逢周末，都要到柳南区洛满镇购
买水油堆，顺便淘一淘乡村好物。“我特别爱吃洛满
水油堆，每次来我还会买些时令花卉苗木。”

一碗粉、一朵花、一特产，烟火气带热一个个乡
村集市，广西各地的乡镇通过突显本地特色，“舌尖”

“脚尖”齐发力，助力乡村振兴。
在2024年“壮族三月三”即将到来之际，3月22

日，广西文化和旅游厅发布10条旅游精品线路，汇
集了广西14个设区市的美景、美食、美宿，包括了上
春山·活力徒步之旅、寻春意·一路生花之旅、赏春
韵·诗意乡村之旅、养春生·自在寿乡之旅、品春味·
美食飘香之旅等，进一步将广西的乡村游推向新的
高潮。

“舌尖”带动“脚尖”，乡村集市愈来愈火

“无中生有”“有上加优”，差异化策略引人

千村千面。面对消费新需求以及火热的业态，山
东各地依托自身独特的资源禀赋，挖掘特色，激发活
力，打造个性化、差异化特色品牌，让游客玩了这里
想那里。

位于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太河镇的潭溪山，山
清水秀，风光优美，经多年打造运营已成为文旅网红
打卡地。依托景区的持续高质量发展，周边的石沟村
等村庄的乡村旅游也兴旺起来，农家乐、民宿、农家
采摘等项目丰富了游客体验。潭溪山“景区+农户”
模式被列入全国“景区带村”旅游扶贫示范项目。

博山区则着眼新消费群体，建成老颜神博山小
吃一条街，依托万亩红叶、万亩梯田等打造了最美公
路“禹王路”和鲁中最美“城市阳台”等特色景点，带
火周边9个山村旅游，探索出“一企带多村”共同富
裕的乡村振兴模式。

若没有景观资源禀赋，乡村旅游怎么办？博山区

池上镇中郝峪村通过成立乡村旅游合作社，采取“村
民参与、股份共享”模式，让村民和商户形成利益共
同体，吸引大批年轻人返乡创业，培育打造出宜居、
宜业、宜游的“中郝峪模式”。

龙年春节期间，高青县常家镇天鹅湖村热闹非
凡，敲花鼓、舞龙狮、扭秧歌、抬花轿，精彩的民俗活
动，吸引了不少游客到这里寻找年味。

去年11月，天鹅湖村被评为山东省第四批全省
景区化村庄。依托衔接乡村振兴集中推进区建设，天
鹅湖村将传统种植养殖业与旅游业进行配套发展，
对周边的艾李湖生态湿地进行提升改造，策划观光
栈道、趣味龙虾垂钓、农业体验等旅游产品，加速传
统农业和旅游业融合发展。

声名远扬的蓑衣樊村依托紧邻黄河等地理优势
和资源发展乡村旅游，在村内建民宿开客栈，在稻田
里养螃蟹和龙虾，开发地理标志食材，大受欢迎。

地方传真 >>>>>>

青山碧水环绕，古街小巷悠悠。走进福建省龙岩市连城
县培田古村落，你可以静静地欣赏一幢幢客家古建筑之美，
慢慢地品味客家耕读文化的魅力，感悟一代代客家人的乡
愁记忆，享受惬意悠闲的慢时光。近年来，培田古村传承“崇
文重教、耕读传家”传统，把古村落当“传家宝”来保护，打造

“中国培田耕读小镇”，构建农文旅产业融合发展新格局。
连城县围绕“耕读文化”主题，以明清客家建筑遗存和客家

文化为特色，编制《连城县宣和乡培田村保护规划》《连城县宣
和乡培田村村庄规划》；相关部门积极争取上级资金扶持，按照

“修旧如旧、修古如古”的要求，分门别类地对古建筑实施抢救
性修复，先后完成官厅、大夫第、进士第等50个文物保护修缮
工程。

古村落的保护、开发、活化，让历史文脉留住了老百姓
的乡愁，同时也为古村落的旅游业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在一家大院改造成的民宿前，“80后”创业青年吴晓明
招呼着来来往往的游客。“我是这儿土生土长的，大学毕业
后先在福州打工。后来古民居修缮了，村里旅游业发展了，
我就回来看看，把祖屋改成民宿为游客服务，生意一直不
错。”不少像吴晓明一样的返乡大学生、青年纷纷回家创业，
助力古村落的开发，全村已发展民宿 28家、农家乐餐厅
72家。

夕阳落下，古村落的灯光夜景更加美丽。恩典荣光、古
墙夜话、十番古戏等“夜八景”沉浸式夜游项目形式各异、璀
璨夺目，充分融合了培田古民居的文化特色及建筑风貌，与
前来游玩的行人相融，形成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连城县围绕耕读传家主题，对修缮后的古民居进行活
化利用，建成耕读传家陈列馆、农耕农具陈列馆、粮食印记
陈列馆、红色记忆陈列馆、客家婴童服饰馆等特色展馆，让
游客直观地感受培田儒家思想“文墨之乡”兴教立教、崇文
尚武、耕读传家之风。

（综合四川经济网、网信淄博、《农村青年》等）

在“中国培田耕读小镇”里
品味“乡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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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
新增13个智慧旅游乡村示范点

重庆市乡村旅游协会、市农家乐产业协会近
日举行换届大会。大会现场为2023年重庆智慧
旅游乡村示范点和精品民宿代表授牌。

据介绍，2019年起，为加强智慧旅游云建
设，扎实推进数字文旅建设行动，重庆市文化和
旅游发展委员会委托重庆市乡村旅游协会在全
市开展智慧旅游乡村示范点创建与评定工作。
2023年，重庆评出铜梁区南城街道西来村、开州
区赵家街道周都村、垫江县沙坪镇毕桥村、江津
区吴滩镇郎家村、石柱县中益乡光明村、石柱县
桥头镇瓦屋村、万州区甘宁镇楠桥村、沙坪坝区
歌乐山街道歌乐村、万盛经开区石林镇石鼓村、
潼南区崇龛镇明月社区、奉节县青龙镇大窝社
区、南川区大观镇金龙村、璧山区丁家街道石垭
村13个智慧旅游乡村示范点。目前，重庆共评出
智慧旅游乡村示范点58个。

据了解，2023年，重庆市乡村旅游协会在行
业主管部门的支持指导下，认定了别花山房、桂
龙缘食府、桂桥缘梦、亲仁山居、秀山县三不管岛
酒店、武陵山寨、桃园洞天谷、重庆瓯莱度假酒
店、云阳绿岛山庄等43家精品民宿。这些民宿在
客房设计、氛围营造及外部环境打造等方面特色
明显。 （据《中国旅游报》）

陕西
发布乡村休闲旅游精品线路

为深入实施乡村休闲旅游精品工程，培育
“休闲农业+”多业态，满足广大城乡居民赏花、
踏青、休闲体验需求，在各市农业农村部门遴选
推荐基础上，近日，陕西省农业农村厅向社会推
介发布22条春季乡村休闲旅游精品线路。

本次发布的线路以“春观花 赏田园美景”
为主题，围绕乡村休闲、田园景观、乡土美食、乡
风民俗等内容，串点成线，以推动各地进一步用
好乡土优势资源，加快实现农业从“卖产品”向

“卖风景”转变，发展“美丽经济”，促进农民增收
致富。

线路包括西安市阎良区赏花观光体验游、长
安区踏春赏花游、高陵区观光体验游、周至县踏
青赏花游，宝鸡市千阳县乡村休闲体验游、凤翔
区休闲观光体验游，咸阳市礼泉县美丽乡村赏花
游、武功县姜嫄水乡文化游，渭南市大荔县（全国
休闲农业重点县）观光体验游、白水县休闲观光
体验游，延安市富县踏青赏花游，榆林市赏花观
光体验游，汉中市汉台区休闲赏花游、镇巴县踏
青赏花游、留坝县（全国休闲农业重点县）休闲观
光游，安康市宁陕县休闲康养游、汉阴县踏青赏
花游，杨凌示范区杨凌农业科技观光休闲游，韩
城市休闲采摘踏春游等。 （据《三秦都市报》）

湖北
老河口市乡村文化旅游月开幕

3月 31日，盛世梨花情·老河口市2024年
乡村文化旅游月系列活动在湖北省老河口市登
云湖景区正式拉开帷幕。本次活动由湖北省文
化和旅游厅指导，老河口市文化和旅游局等单
位承办。

活动当天还有“盛世梨花情”音乐节专场演
唱会、特色农文旅商品展销会，通过多样活动推
介老河口市乡村旅游资源，全方位多角度让游客
共享老河口乡村旅游盛事，擦亮“古埠老河口 汉
江明珠城”旅游城市形象品牌，助力老河口市经
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据襄阳文化旅游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