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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带动 贫困村翻开新篇章

向家村曾是一个典型的偏僻山
村，交通闭塞，山多田少，土地贫
瘠，十年九旱。村民种地收成极
差，年人均收入不足2000元，大部
分劳动力只能长年在外务工。

2014年，向家村被列为隆回县
第一批贫困村。就在那一年，从向
家村七组走出去的民营企业家向长
江，积极响应原国务院扶贫办和全
国工商联关于“万企帮万村”的号
召，决定“自迁户口回村、自带资
金帮扶、待遇不取分文”，并向隆回
县委县政府和向家村的群众立下了

“苦干三年、确保脱贫”的“军令
状”。他说，“我自己富起来了，但
是不能忘记生我养我的故乡，带领
乡亲们脱贫致富，是我义不容辞的
责任！”自此，向家村的发展翻开了
新篇章。

在帮扶企业和村民的共同努力
下，村民看到了脱贫致富的希望，
内生动力逐渐激发了出来，村里发
展了一些种养殖产业，种上了板
栗，养上了蜜蜂和生猪。

为了解决贫困户创业资金短缺
难题，向长江在县农商银行开办了

1000万元存款账户，为向家村的贫
困农户提供贷款担保并补贴一年的
利息。

村民向洪贵就凭借30万元的贴
息贷款办起了生态香猪养殖场。

“我以前四处打工谋生计，当
过‘摩的’司机，当过保安，现在
的日子做梦都没想过。”向洪贵说
话时，眼睛里闪烁着喜悦的光芒。

2016年底，向家村提前退出贫
困村行列，成为隆回县第一个整体
脱贫村，并被评为湖南省“脱贫攻
坚示范村”。

发展旅游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脱贫之后，巩固脱贫成果被提上
议程。向家村有山有水，在交通不便
的时候，是典型的穷山恶水，但如今
交通方便了，情况就不一样了。

位于向家村的牛天岭景区海拔
高达 700 多米，占地面积约 7平方
公里，森林覆盖率接近95％，负离
子含量高，年相对湿度85％以上。
享有“乡村公园”“天然氧吧”“游乐
大本营”之美称，是名副其实的乡村
旅游胜地。“如果能发展旅游，一方
面能实现旅游收入，另一方面也能拓
展村里农副产品的销路，更有利于产

业发展。”向长江是这么想的，也是这
么干的。

在隆回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
向长江带领村民，根据向家村的自然风
光和地理环境，以打造“生态旅游特色
村”为目标，因地制宜发展起乡村旅
游。

从 2017 年起，围绕“旅游+体
育”，秀美的山野逐渐被开发成户外山
地运动乐园。

2019年 5月，牛天岭景区正式开
园纳客。2020年，疫情大背景下的向
家村，反而是旅游项目上马最多的一
年。游船中心、亲子乐园、儿童乐园、
青少年户外拓展中心、水上乐园、考拉
卡丁车赛场、环山观光小火车等项目相
继建成，并陆续向游客开放。当年 8
月，牛天岭获批国家3A级景区。

如今，牛天岭景区已累计接待游客
超过100万人次，旅游收入占全村总收
入的70%。纷至沓来的游客，吃、住、玩、
购，带动了村子里农家乐、民宿的兴起，
扩大了村子里农副产品的销路。向家村
人致富的门路更多、也更广了。

乡村振兴 让年轻人回乡创业

实现乡村振兴，最大的难题就是
人才。得想办法让年轻人回来！但传

统的农业显然没有太大的吸引力，得
有适合他们的产业、岗位。于是向家
村决定，结合旅游搭建一个平台，让
有能力的年轻人回到村里也能创业。

这一来，回乡创业的年轻人多了
起来。

35岁的向坤，曾经是“别人家的
孩子”——考上大学，走出农村，改
变祖祖辈辈靠山吃山的命运；如今，
他是“全村人的小伙子”——作为向
家村村委委员，向坤每天忙里忙外，
为全村发展贡献青春的力量。

2019年 5月份，向家村旅游景区
正式对外营业时，向坤承包了向家村
儿童乐园。主要针对3-16岁孩子而建
的儿童乐园，陆续建成了魔幻城堡、
日月秋千、挪威森林、低空滑索等项
目，成为隆回县乃至邵阳市孩子的乐
园。“我们的门票定价很便宜，每位孩
子收费30元，一张门票包含一个小孩
和一个大人。”向坤告诉记者，儿童乐
园不仅为向家村居民提供了若干就业
岗位，还在国庆长假、春节假期等节
假日日入4-5万元。

向家村的彩虹滑道，是最受欢迎
的游乐项目之一，它的承包经营者向
文武也是回乡创业的年轻人。

向文武大学毕业后曾在长沙工作
了几年，听说向长江在老家进行产业
扶贫和旅游开发，2018年，他回到向
家村承包了彩虹滑道，负责经营和管
理，平日里还在村里当志愿者，给前
来游玩的客人当免费导游。

向家村的游客多了，来向家村体
验农家风味的食客也逐渐增多，各种
各样的农家乐也陆陆续续地开了起来。

刚刚过去的“十一”假期，刘炳
奎经营的农家乐，锅碗瓢盆“叮叮当
当”，忙得不亦乐乎。用他的话形容就
一句：“搞不赢哩!”

“在家门口做事，收入稳定，开支
小，还能照顾一家老小，心里踏实，
有劲。”刘炳奎话虽不多，每个字说的
都是心里话。

乡村振兴，“拓荒”不止。就在今
年，向家村正陆续投资开发五星级民
宿向家小院、体育赛场、房车露营基
地。不仅如此，向家村周边的九个村
正在连片绿化美化，积极联合创建九
龙山旅游片区，向国家4A级旅游景区
目标冲刺……

站在牛天岭上，天空一片蔚蓝，
山岗田野绿意和希望一起生长。一幅
乡村振兴的美丽画卷正徐徐展开。

本报讯 （记者 刘圆圆） 自
1971年在作家李心田笔下诞生后，
就被一代代中国人熟知的“潘冬
子”，在年轻一代创作团队的演绎
下，将以全新的面貌出现在音乐剧
舞台上。

大型原创音乐剧 《闪闪的红
星》由曹瑜编剧，新锐青年导演王
哲、蒋雅頔联合执导，将于2021年
10月28日登陆北京世纪剧院。

据主创人员介绍，该剧讲述了
少年潘冬子在目睹父亲加入红军英
勇负伤，母亲在入党第二天为掩护
伤员被胡汉三烧死而壮烈牺牲后，心
中深埋信仰的火种，在爱与理想的浇
灌下，经受战火洗礼成长为革命事业
接班人的故事。这部红色经典，由平
均年龄低于 25岁的“90后”“00

后”创演班底全新演绎。通过艺术创
新，赋予红色经典更鲜明的时代意
义，让新时代的青少年更加了解历
史，感悟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传递
信仰的力量。

该剧由中共瑞金市委、瑞金市
人民政府出品，深圳鼎瀚映画文化
传播有限公司、同一首歌传媒（赣
州）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出品，瑞金
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旅游局、闪闪
红之星文化传媒（瑞金）有限公司
联袂打造。

据悉，为了让更多人走进剧
场，感受红色经典的魅力，该剧票
务奉行低价策略，最低定价低至99
元。北京首演后，该剧还将在故事
发生地江西瑞金演出，并开启巡演
之旅。

大型原创音乐剧《闪闪的红星》将在京首演

来乌鲁木齐旅游，不能不去天山
天池。

天山天池，位于昌吉回族自治州
的阜康市。清晨，从乌鲁木齐出发，
一个来小时就到了。

据考证，天池之名得自乌鲁木齐
都统富察·明亮。明亮是乾隆皇帝的
侄女婿，乌鲁木齐第三任都统，在其
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所做的《灵
山天池疏凿水渠碑记》中有云：“阜
康之阳，灵山屏列，峰势出没云雾
中，上有天池在焉。俗传此水为蛟龙
窟宅，雪淹冰封，莫穷所自。”

来到景区游客中心，四个红色毛
体字——天山天池映入眼帘，门口有
一幅嵌头长联：“天镜浮空，遐疆被
泽，画境迷蒙玄奥；池心涵梦，阆苑
懿馨，人寰逸隐神仙。”随后，我们
在这里换乘景区中巴车向天池进发。

最初沿着河谷向上，路边多是粗
大的榆树。导游介绍，这些榆树是晚
清重臣左宗棠当年挥师西进，收复新
疆时从关内带来栽植的，故称“左公
榆”。此前我只知道“左公柳”，杨昌

浚有一首《恭诵左公西行甘棠》：“大
将筹边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
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
看来，左宗棠当年在新疆种的树很
多，对于生态环境的改善功不可没。

路上曾过一池绿水，导游说这就
是‘西小天池’，也就是民间传说中的
王母娘娘的洗脚盆。明亮在《灵山天
池疏凿水渠碑记》中也写道：“从此(指

‘西小天池’)越崇岭数层，始臻绝顶，
见神池浩淼，如天镜浮空沃日荡云。
洵造物之奥区也!”另外，在传说中，天
池是西王母沐浴的仙境，所以很多的
景点皆与西王母相关。

40分钟后到达停车场。一路上
的雨也恰巧停了。到天池还有一段
路，我们便步行而上。路边山谷大
都是树干端直的冷杉，郁郁葱葱，
加之小雨初霁，空气清冽，沁人心
脾。很快就到了天池。此天池不同
于 长 白 山 天 池 。 在 2010 年 7 月 ，
我们曾到吉林长白山一游，虽路遇
到洪灾，但还是幸运地一睹天池的
真容——长白山天池多雨多雾，并

不容易见到。因为是在长白山山顶
向下俯瞰，天池的确可称“池”之
名，只不过水面辽阔，而水下起伏
丘石在水面形成黑影，在池水的荡
漾中让人不免生“水怪”之想。长
白山天池是火山口积水成池，而天
山天池则是高山冰碛湖——冰川在末
端消融后退时，挟带的砾石在地面
堆积成四周高、中间低的洼地，或
堵塞部分河床、积水形成的湖泊，
形成于 200 余万年以前第四纪大冰川
活动之中。

据资料，天山天池湖面海拔 1900
余米，南北长3000余米，东西最宽处
1500余米。站在天池边向南望去，可
见蓝色的湖面尽头的山峰形成的峡谷
和博格达峰山顶积雪，颇像加拿大的
圣路易斯湖，忽地想到“山川异域，
风月同天”这八个字。

天山天池可以坐游船游览，也可
以绕湖边栈道游览。我们选择了栈道
路线。栈道边忽见一巨石立于湖畔，上
有四个红色大字“圣水祭坛”，可见天
池在人们心目中的神圣。又见一棵巨大

的榆树，上面系满了红布条，这便是
“定海神针”了。相传王母娘娘在制服
恶龙时拔下金簪插在此处化成，无论天
池水位怎样上涨，始终淹不到树的根
部。此树具有很高的生态价值，是海拔
最高(1910米)的榆树，也是环池核心景
区方圆几公里内中唯一的榆树——想必
也是当年“左家军”所植。

追随着苍鹰的翅膀，又来到了天
池西岸边上的福寿观。福寿观坐落在
灯杆山上，被称为西北第一高观。相
传成吉思汗西征时曾登览天池，并请
长春真人丘处机上山讲道，建寺以
志。但据考证，此寺建于清乾隆年间，
因用青砖砌墙，铁瓦盖顶，又名铁瓦
寺。清光绪年间修葺，因当时博格达山
御赐为福寿山，故铁瓦寺改称“福寿
寺”。如今的福寿观乃近年重修，寺前
有长长的台阶，台阶左侧的一排灯杆上
是各种写法的“福”字，右侧则是

“寿”。可以望见寺后云雾缭绕的山顶有
石如柱耸峙，我想这便是“灯杆山”之
名的由来吧。可惜寺门封闭，参观不
得，拍照数张而返。

天山天池游记
王 永

在刚刚过去的重阳节，老年旅
游消费市场再度受到关注。以“50
后”“60后”为代表的“银发族”显示
出了强劲的旅游消费需求，“银发
族”旅行者“拥抱互联网”的比例也
在快速提升。

近年来，随着“银发族”的消费
升级，“银发”人群出游频次也在不
断提升。携程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
今年10月，平台60周岁及以上注
册用户量同比 2020年增长 22%，
整体订单量同比增长37%，其中跟
团游订单同比上涨近60%。

携程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谢晓青
说，“银发族”用户在旅行上的消费
能力不容小觑。近半年来，“50后”

“60后”人均花费同比增长35%，增
幅超过“90后”“00后”的22%。

疫情之下，“银发族”的出游方
式也呈现出新的特点，作为以往的
跟团游主力，老年游客目前更倾向
于定制游、私家团等出行方式。数据
显示，60周岁及以上用户定制游订
单量同比 2020年上涨 47%，私家
团订单量同比上涨161%。

值得关注的是，“银发族”也变
得越来越“潮”，开始自己动手做攻

略、开车上路，甚至玩法比年轻人更
加丰富。数据显示，近半年来，60周
岁及以上用户租车订单增长达
108%。老年人也喜欢在旅途中记
录美景和感受，越来越多的老年人
开始在线上旅游社区分享自己的旅
游经历。

谢晓青分析，目前旅游消费者
代际正在向“一老一少”两端延展。

“两端消费增长最快，而且银发群体
也越来越关注旅行中的品质体验和
文化感受。针对这一庞大的有钱、有
闲群体，旅行企业应当更针对性专
业化地研发和设计相关产品，让老
年消费者也更好地享受诗与远方。”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
示，我国 60 岁及以上人口已超
2.6 亿，占总人口数的 18.7%。《中
国 老 龄 产 业 发 展 报 告》预 计 ，
2030 年我国 60 岁及以上老人将
增长到3.7亿。

北京旅游学院教授刘德谦预
测，未来“银发族”旅游市场的前景
将更加广阔。“‘银发族’旅游越来越
可能成为旅游的重要主体之一，从
现在旅游方式的改变来看，它有一
个很好的发展前景。”

“银发族”旅行者正在拥抱互联网
本报记者 刘圆圆

10月的厦门银城同安，正是
一年乡村游的最佳时节。火红的枫
叶，金黄的果实……吸引着众多市
民游客前来体验游玩。

近日，厦门同安区莲花镇军营
村和白交祠村热闹非凡。原来，这
里正在开展由60名乡村旅游从业
者、种植采摘基地工作人员开讲的

“高山乡村学堂”，以及果树基地采
摘研学等复工复产活动，以此为厦
门市民游客奉上一款“别出心裁”
的银城秋季乡村游。

同安高山红教育有限公司相关负
责人吴良勇表示，游客来到我们高山军
营村和白交祠村，不仅是简单的吃住消
费，还带着想了解和体验我们这边历史
文化和风土人情的个性化需求。

“所以，我们高山乡村学堂更
要从‘软实力’方面入手，通过个

人形象礼仪、庭院微景观改造、茶
乡茶生活等方面的系统性学习，提
升高山民宿的接待品质，帮助村民
打造更有品质特点的民宿，同时，
助力高山乡村复工复产。”他说。

同安汀溪镇的生态农场采摘也
是市民游客喜爱的体验项目。目
前，在“柚”惑十足的汀溪镇，可
以看到黄色的柚子挂满枝头。位于
荏畲村思明区青少年综合实践基地
旁的琯溪蜜柚（白柚）也成熟了。

据悉，荏畲村气温偏低，这里
的柚子比别处晚熟半个月，现在正
是果肉细腻、清甜多汁的时候。

“市民游客来此，不仅可以采摘柚
子，还可以参加现代农业、科技探
索、创意手作、自然教育等研学活
动。”厦门万丰果业有限公司生产
部副经理刘志旺表示。

厦门同安秋季乡村游正当时
本报记者 照 宁

数 读旅游
乡 村美途

近日，北京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第十届奥林匹克森林公园花卉观
赏季——波斯菊展”吸引了众多游客。百亩波斯菊和百日草竞相盛
开，呈现出五彩斑斓的秋日美景。 本报记者 齐波 摄

邂逅浪漫秋色邂逅浪漫秋色

湘中腹地湘中腹地，，世外桃源世外桃源。。在九龙与凤凰两山中间在九龙与凤凰两山中间，，有座牛天岭有座牛天岭，，湖南湖南
省隆回县岩口镇向家村就坐落于此省隆回县岩口镇向家村就坐落于此。。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向家村一直戴着向家村一直戴着““贫困村贫困村””的帽子的帽子。。如今如今，，
““贫困村贫困村””摇身一变摇身一变，，成了远近闻名的网红打卡地成了远近闻名的网红打卡地，，屡被评为湖南省屡被评为湖南省““脱脱
贫攻坚示范村贫攻坚示范村”“”“美丽乡村示范村美丽乡村示范村”“”“旅游扶贫示范村旅游扶贫示范村””…………

湖南向家村：

一山一水皆风景水皆风景
美丽美丽乡村入画来乡村入画来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刘圆圆刘圆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