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3 聚 焦 2024年10月10日 星期四 编辑 何勇海 版式 刘英卉 校对 任超

““网红网红村村””一时红一时红
更要更要持久火持久火

今年国庆假期，全国广大
农村开展多种多样的文化活
动，乡亲们的精气神持续提升，农耕文化
的传承发展更富活力，乡村文明绽放出瑰
丽华彩。尤其是“网红村”旅游，成为国庆
假期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贵州
民族文化引爆乡村旅游

国庆大假期间，走进贵州一些乡村，一
系列挖掘本土文化底蕴、展示少数民族风
情的活动，让文明乡风绽放出绚丽华彩。

“加油！加油……”10月4日晚，2024
年“村BA”球王争霸赛总决赛冠军争夺
战，在贵州黔东南州台江县台盘村打响，
现场加油声和欢呼声此起彼伏，气氛极为
热烈。

自“村BA”这一乡村篮球赛事诞生以
来，这里已成为广大乡村群众和篮球爱好
者的热门打卡地，成为贵州展示璀璨民族
文化的亮丽名片之一，吸引全国各地游客
纷至沓来。

除了紧张激烈的球赛，“村BA”比赛
现场还举办了丰富多彩的特色文化活动，
如万人KTV、深山音乐会、无人机表演秀、

“蹦苗迪”等，将现场气氛推向更高。
在黔东南州凯里市，苗侗民族风情园

50米风雨长廊热闹上演贵州“村T”，苗族
刺绣、侗族刺绣、水族马尾绣、布依族贴布
绣、壮族背带绣、苗族银饰、苗族蜡染等少
数民族非遗元素轮番展示，吸引了游客的
目光。

“‘村T’国庆主题活动每天的主题都
不同，比如10月 4日是童模大赛，5日是
‘寻找最美村花’，6日是‘最美银发模特’
等。”“村T”活动相关人士说，每一场“秀”
都别出心裁，结合时尚的设计，用时尚赋
能非遗，让非遗走入时尚。

黔东南州榕江县的“村超”也热闹非
凡。10月1日晚，第一届“一带一路”暨贵
州—粤港澳大湾区“村超”足球友谊赛正
式开赛，吸引了数以万计的游客和球迷奔
赴榕江。当地还策划推出“看村超、游村
寨、吃牛瘪、听大歌、住民宿”的“快旅慢
游”等精品旅游路线，让游客获得更多元
的旅游体验。

同样人气火爆的还有贵州三都水族
自治县的“村马”。10月5日，在该县“西部
赛马城”内举行的2024“贵州村马”水族端

节全国赛马邀请赛决赛
上，十几匹骏马随着哨声
一响，如箭矢般快速奔出，
马蹄哒哒，腾起阵阵尘土，

现场观众爆发出热烈的喝彩声，激烈
的赛事点燃了假日激情。

陕西
秦岭脚下乡村成出行热门地

凭借优美的自然风光和丰富的文化
底蕴，秦岭边上一些乡村吸引着游客前往
游览休闲。

金秋时节，也是收获的季节，在陕西
省西安市鄠邑区的栗峪口村，金灿灿的稻
田正等待收割的镰刀。不远处，村里的咖
啡店门口，停放着一排机车，它们的主人
是城市来的机车爱好者。此时，这群年轻
人正一边欣赏如诗如画的秋日田园风光，
一边品尝咖啡，畅谈理想。

由于距离西安仅一个多小时车程，许多
市民会在周末或骑机车、或开车来到栗峪口
村，放空身心。这个村子还有个别称——“剪
鸭村”，寓意减压。今年国庆假期，栗峪口
村还专门设计了一系列活动，游客可以在
秦岭山野徒步捡板栗，也可以跟着非遗大
师学做泥塑，在草地上玩飞盘、挥洒汗
水等。

除了栗峪口村，西安鄠邑区还有一些
“网红村”，包括有“关中小江南”之称的曲
抱村、秦岭山下的蔡家坡村等，它们凭借
优美的自然风光和丰富的文化底蕴，吸引
大量游客前往。这样的乡村，不仅承载着
一些人的乡愁记忆，更是游客追求惬意假
期生活的理想之地。

秦岭山下的蔡家坡村，被誉为“最文
艺村庄”。村里主路两侧的房屋白墙上，绘
满了内容丰富、多姿多彩的乡村壁画，有
的是村民人物肖像，有的是农忙场景，吸
引着游客的目光。

每年农忙过后，蔡家坡村都会举办
“关中忙罢艺术节”。为此，村子还聘请了5
位全国知名艺术家担任“艺术村长”，定期
驻村。近几年，村子吸引了40多名新锐艺
术家及青年创业者常驻乡村创作、表演、
创业。6年5届的“关中忙罢艺术节”，塑造
出“田园乡野、质朴简约、地方记忆”的蔡
家坡风格。

重庆
乡村旅游“热”力十足

听田园音乐会，体验手工制作皮具，

田坎上赏民俗表演……国庆黄金周假期，
重庆市璧山区七塘镇乡村艺术集市系列
活动，引来众多游客观光打卡。

“游客太多了，上百张门票不到10分
钟就销售一空。”国庆假期，重庆市涪陵区
美心红酒小镇游客中心的工作人员朱倩
忙得脚不沾地。

美心红酒小镇景区位于涪陵区蔺市
镇梨香溪西岸，景区内网红索道、乡村土
特产深受游客追捧。今年，景区将曾经的
旧民房、老校区等建筑改建为各种特色民
宿，在江畔沿线建成长江民宿集群。国庆
假期旺盛的人气，让景区内的特色民宿一
房难求。

国庆假期，重庆市不少乡村民宿凭借
“特”字出圈，一房难求——在梁平猎神
村，梦溪湉园28套民宿节前被预订一空，
管家唐攒英婉拒了数十名游客；在巴南芙
蓉村，“别花山房”民宿客满，主人张勇只
得将自己的房间腾了出来……

走进田园认识蔬果、采摘蔬果制作
美食……国庆假期，重庆市北碚区柳荫
镇东升村迎来了不少“一日村民”。近年
来，东升村通过广发“英雄帖”，引来四
川美术学院等院校艺术家深入发掘当
地农耕文化。艺术家的到来，让村里不
起眼的陶罐、老旧的车轮都“活”了。他
们将这些乡村元素融合到当地文化墙、
文化院落、民宿等建设工程中，东升村
以此打造的农事体验游、农耕研学游等
亲子游项目，让不少城市家庭成为“新
村民”。

国庆期间，重庆乡村游新玩法多点
开花。10 月 4 日，开州区长沙镇甜橙社
区文化广场，村民组成几支五人制篮球
队伍，用篮球运动庆祝国庆节，引来了
不少村民和游客观看。“如今，长沙镇已
成为一座篮球小镇，全镇 25 个村（社
区）中有 18 个村（社区）建有公共篮球
场。”长沙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服务中心
主任谈霜介绍。

在重庆市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洪
安镇边城景区，一场以沈从文先生《边
城》小说为原型故事打造的实景剧《翠翠
的心愿》正精彩上演。实景剧通过再现小
说故事情节、当地土家族婚俗文化，为游
客呈现“边城”特有的古镇民俗。

在忠县拔山镇阿金河乡村公园，当地
办起了篝火晚会以及喷火杂技表演，国
庆假期前4天，公园接待游客已超过5万
人次；在北碚区偏岩古镇，75张餐桌整齐
排列，来往游客欢聚一堂，在“长街宴”中
共庆国庆佳节……

以“网红打卡”为抓手，一些
乡村发展出特色民宿、娱乐项
目、农产品市集等文旅产业一条
龙服务，助力乡村经济发展。然
而，当打造“网红”成为乡村标
配，新的问题也随之产生。《半月
谈》最近一期“基层圆桌会”，邀
请一些基层工作人员和网友，一
起聊聊乡村“网红打卡地”那些
事儿。

好处：
“网红打卡地”

激发乡村发展新动能

“基层圆桌会”参与者都认
为，在一定程度上，打造“网红
村”或“网红打卡地”，为乡村带
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花生：乡村“网红打卡地”作
为一种新兴的旅游和文化现象，
对于乡村振兴和地方文旅发展
有着积极影响。它们可以吸引游
客，提升当地知名度，还能在农
产品销售、民宿和餐饮业建设发

展等方面提供助力。同时，依托乡村“网红”直
播和短视频等形式，乡村的自然风光、传统文
化和生活方式被充分展示，有助于传承和推广
乡村文化，增强乡村的文化自信。

贺文君：通过投资建设“网红”项目，吸引
人流，可为村民带来可观的经济收入。此外，还
能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如交通、住宿、餐饮等，
并创造更多就业机会，提高乡村居民的生活
水平。

星星火火：我是一名驻村干部，现在一些
村乘着文旅热的东风，通过打造“网红打卡
地”，让本来无人问津的乡村成为人流聚集地，
相关文旅配套设施也逐渐发展起来，这是好
事。文旅发展给村子提供了更多就业岗位，带
动了周边村民务工增收，是助力乡村振兴的好
办法。

少年游：通过“网红打卡地”带动乡村休闲
农业、农旅综合体、田园综合体、民俗体验游发
展，吸引来乡村旅游的人，本地的特色农产品
也能卖得更好。农业深度融入文旅，文旅反哺
农业，是当前比较好的发展模式。

繁花似锦：成了“网红村”后，村里很多外出求
学、务工的青年都愿意回来了，能在家里把钱
赚了。

问题：
乡村“网红打卡地”同质化倾向明显

乡村打造“网红打卡地”有其积极的一
面，但也带来了一些问题。有网友表示，很多
乡村存在“网红打卡地”同质化倾向，一座
桥、一面墙、一间屋、一棵树，所谓的“网红打

卡地”长得一样，缺乏特色，有的还存在名不
副实的情况。

易明：盲目复制“网红打卡地”模式，容易
让游客产生审美疲劳，难以持续发展。

king明：要么是“等你在某处”的牌子，要么
是牛皮糖、臭豆腐等小吃，很难有长久的效益。

化腐朽为神奇：乡村搞旅游不能有样学
样。各地文化底蕴不同，怎么可能景点都一
样呢？

Xxluv：很多“网红打卡地”没有本地特
色，千篇一律，动不动就是在“网红镇”“网红
村”喝咖啡。

阿白：不少“网红打卡地”现代味过浓，没
有贴合本地传统文化底色。体验感也不好，基
本是以拍照方式打卡，很难让游客深入体验。

海拉鲁捉虫大师：旅游打卡地在精不在
多，不宜盲目复制。

桃酥：乡村打造“网红打卡地”不能只重
“利”而忽视“本”，要因地制宜促发展、促融合，
搞清自己的定位，从实际出发，打造独属于自
己的风格。

小李不信邪：处处都有“风雨廊桥”“天生
三桥”，这确定没有“碰瓷”的嫌疑吗？作为消
费者，我听到这些景点，就能想象到大概的样
子，再配上一个似是而非的故事，就好像真的
有“灵性”似的。每当我去了一个新景点，就
感觉好像来过，忍不住想说“好亏，没意思，都
一样”。

疑问：
有必要都打造“网红打卡地”吗？

不少基层工作人员指出，现如今，乡村想
要发展文旅，就得先有“网红打卡地”，仿佛成
了“定式”。但对于村镇来说，打造“网红打卡
地”所需的成本不低，推出后能否见效，也难以
估计。在个别乡村，花大成本建造“网红打卡
地”，最后沦为空置之地，显然得不偿失。

燕舞飞扬：不可能所有村都成为旅游村，
“网红村”毕竟只是少数，还是要有资源。

一一得一：不是所有村都有条件成为“网红
村”，也没必要都向“网红村”方向发展。脚踏实
地，找准本村发展定位，才能真正实现乡村
振兴。

笑拥了：能妥善利用现有资源打造“网红打
卡地”发展文旅产业固然好，但若不具备相应
资源，强行复制、过度开发，不仅难以实现目
的，反而会增加村镇的负担，给当地环境带来
压力。

花生：不知何时，打造“网红打卡地”成了上
级对下面的考核任务。去年，上级出台文件要
求，每个单位要产生两个“网红打卡地”，作为
单位主要负责人重要考核指标之一。

本期“基层圆桌会”的参与者普遍认为，有
没有“网红打卡地”不重要，从村民需求出发，
切实提升村民获得感、幸福感才是关键。每个
村情况不同，产业也有差异，因地制宜最重要。

乡村旅游如何出新出彩，成为每个
发展旅游的乡村的必答题。对此，在《半
月谈》“基层圆桌会”中，网友们纷纷建言
献策。

察觉入微：在乡村做旅游服务，重要
的是找准定位和讲好故事。通俗来讲，就
是先做减法，然后集中资源专攻一项长
处，精耕细作。

自由如风：第一，厚植文化底蕴。结合
本地极具特色的乡土人文、非遗传承、饮
食文化，打造内容丰富的沉浸式、代入式
旅游景点。第二，实现多元发展。以旅游景
点带动周边餐饮、住宿形成多元服务体
系，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再以经济发展反
哺旅游发展，实现良性发展内循环。第三，
打造文旅标杆。以监管促规范，以自觉促
发展，以创新促体验。监管部门要以“严管
就是厚爱”的态度规范市场秩序，避免“吃
自己的饭，砸大家的锅”。

花生：第一，不能将“网红打卡地”纳
入硬性考核指标，而是据实规划，合理引
导和支持，形成健康的发展模式。第二，挖
掘和利用当地特色资源，因地制宜打造独
特的乡村文化品牌，不宜人为同质化造
景。第三，注重可持续发展，平衡旅游开发
与产业发展、环境保护、文化保护的关系。

第四，加强乡村“网红”的专业培训，提升
内容创作的质量和多样性。

今年 8 月，“浙江文化产业”微信公
众号发表的一篇文章指出，“网红村”要
将短暂的瞩目转化为持久的吸引力，实
现“一时红”到“持久火”，应把握以下三
个关键点。

发展不能停。要让“网红”效应转化为
发展动力。比如，浙江省桐乡市横港村借
助艺术和设计的力量，开展“微改造，精提
升”，有序进行点状开发，横港书院、横港
别院、莫奈花园、乡村民宿等新型业态陆
续落成。如今，横港村通过艺术赋能，推动
文化、农业、互联网与旅游等产业深度融
合，走出高质量绿色发展之路的创新模
式。又如，浙江省温岭市的海利村凭借着
得天独厚的阳光和海景，整治了环境，建
起了民宿，从“卖海鲜”转型“卖阳光”，把
石头屋变成了“黄金屋”。

创新不能少。“红起来”只是开始，持
续的创新才是关键。比如，浙江省安吉县
董岭村从历史文化和神话传说中汲取灵
感，全力打造“山海经”“神兽村”等全新
IP，开启了充满创意和奇幻色彩的乡村全
域运营之路。浙江省龙游县通过创新发展
模式打造“未来”式乡村，将溪口村作为游

戏场景，通过数字化改革思维，沉浸式“剧
本”体验方式，吸引众多游客前来打卡，成
为远近闻名的“网红打卡地”。

创新是不竭动力，不仅需要构建独特
的文旅传播矩阵，叫响乡村品牌，吸引更
多关注和流量，还需要以创新为驱动力，
不断推出新形态、新产品，满足消费者对
新鲜感和差异化的追求。

人才不能断。雁行万里靠头雁，乡村
人才振兴尤为如此。多年来，浙江通过集
成多项政策、出台多项举措，全力支持各
路人才在乡村筑梦、逐梦、圆梦。

比如，杭州市临安区在全省率先探索
“村庄经营”模式，共有36个市场化运营团
队进驻38个村落开展运营，涌现出“龙门
秘境”等“网红”村落景区；淳安县成立大
下姜乡村振兴联合体，鼓励不同区域的

“新农人”联动协作、串点连线，被评为全
国乡村振兴优秀案例。又如，安吉县余村
在2022年就推出“余村全球合伙人计划”，
诚邀全球英才共建余村，现在的余村不仅
实现了生态的蝶变，还吸引了大量新型业
态、“网红”事物也相继在这里落地生根。

（综合自《半月谈》《贵州日报》《工人
日报》《重庆日报》及“浙江文化产业”微信
公众号等）

编者按

近年来，随着乡村旅游热持续升
温，一大批“网红村”孕育而生，凭借其
迷人的自然风光、充满乡韵的乡村振兴
图景，迅速成为“网红打卡地”。尤其这
个国庆假期，一些“网红村”依旧“人从
众”，吸引了无数游客感受田园风光，品
味乡村慢生活，村民在“家门口”实现持
续增收。不过，随着乡村“网红打卡地”
的持续增多，新的问题也随之产生，比
如同质化建设、体验感差、发展乏力等。
乡村文旅如何走特色发展之路，“网红
村”如何从“一时红”发展到“持久火”，
成为关注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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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链接

2012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会同多部门启动传统村落调查。经过持续多年的工作，到
2023年，先后有六批8155个具有重要保护价值的村落被列入中国传统村落名录。2020
年，住建部开始统一设置中国传统村落保护标志，实施挂牌保护。

2012 年，北京市房山区南窖乡水峪村等 646 个村落被列入第一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
2013 年，北京市门头沟区斋堂镇马栏村等 915 个村落被列入第一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
2014 年，北京市门头沟区雁翅镇碣石村等 994 个村落被列入第三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
2016 年，北京市门头沟区斋堂镇西胡林村等 1598 个村落被列入第四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
2019 年，北京市房山区佛子庄乡黑龙关村等 2666 个村落被列入第五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
2023 年，北京市房山区史家营乡柳林水村等 1336 个村落被列入第六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

全国已有8155个传统村落
被列入国家级保护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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