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非凡十年非凡十年··旅游休闲篇旅游休闲篇奋进新征程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建功新时代

这些

年
这

春天来了，婺源篁岭的油菜
花开了；

秋天到了，腾冲银杏村的叶
子黄了；

夏天来了，阿勒泰的禾木村
的民宿火了；

冬天到了，黔东南的高华村，
更多的北方客人来泡瑶浴了……

日前，中共中央宣传部举行
“中国这十年”系列主题新闻发布
会，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饶权表示，
党的十八大以来，旅游已经成为人
民生活水平提高的一个重要指标，
在传承弘扬中华文化、促进经济增
长、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理念等方面更是成果显著。

其中，令人瞩目的是，在旅游
业的快速发展过程中，许多曾经
的“贫困乡村”，通过旅游业的发
展变成了“美丽乡村”“幸福乡
村”。开篇所述的四个村庄，便是
其中的特色案例。

在过去，这些村庄曾一穷二
白，也曾无人问津。或因山高路
远，或因土地贫瘠，或因产业单
一，或因人口稀少，总之，这样那
样的原因，造成它们相当一段时
间处于贫困之中，甚至出现人走
屋空、田荒村散的窘境。

但当“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的号角吹响，当“望得见山、看
得见水、记得住乡愁”成为目标，

当我国乡村旅游业以前所
未有的速度大跨步地向

前飞跃，一座座田园
变身“乐园”，乡村旅
游产业“带火”美
丽乡村建设，成为
共富路上的“好
风景”。

于是，一座
座村庄活起来，火
起来，并在乡村旅
游产业的大舞台

上，演绎出一则则动
人的故事。

受感于此，本刊在
“非凡十年之旅游休闲篇”开

篇之日，在全国各地遴选乡村旅
游发展代表性村庄进行采访，展示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乡村旅游产业
的蓬勃发展中，这些村的这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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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秋时节，在位于云南省腾冲市固东镇
江东社区，万亩连片的银杏林已陆续蜕变出
耀眼的金色，村民们一年中最忙碌的季节即
将到来。

这个全国闻名的“银杏村”，虽然距腾冲
市区尚有35公里之遥，只是极小的一个区域，
却吸引着全国各地游客纷至沓来。更令人难
联想到，眼前这个生态环境良好、村民生活富
足的美丽村寨，在十多年前还是个交通闭塞、
基础薄弱，全村70%的村民都是低收入人口
的贫困村。

村民们那时不曾想到，天然连片的1万余
亩、4万余株银杏林（其中百年以上的1200余
株），成为村庄的“摇钱树”。而让银杏叶成为
真正“金叶子”的，正是近年来新崛起的乡村
旅游产业。

党的十八大以来，乡村旅游产业发展迅
速。“银杏村”依托当地生态资源优势，引入旅
游开发公司，“村企合作”大力发展乡村旅游，
并逐步完善旅游配套设施，改造民居旅馆，引
导村民积极投身乡村旅游业，使村庄变景区、
农舍变旅馆、村民变导游，让乡亲们在家门口
端上了“金饭碗”。

“近年来，我们引进了腾冲旅投公司对全
村进行规划建设和管理，通过发展生态民宿
和农家乐，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0余年前
的几千元，增长到如今的1.5万余元。”江东社
区党总支书记黄超金介绍道。

发展乡村游的过程中，当地党委、政府积
极转变思路，充分发挥银杏村资源优势。一
方面，先后引资成立“腾冲古银杏文化旅游发
展有限公司”“腾冲东方银杏旅游开发管理有
限公司”等公司，通过“公司+合作社+基地+
农户”的模式，鼓励群众发展餐饮住宿、旅游
观光、农特产品销售；另一方面，围绕“一叶、
一果、一居、一绣”，实施“四大工程”，把赏“银
杏叶”、吃“白果宴”、购“白果礼”、住“银杏家”
做成产业链。

与此同时，不断强化基础建设，累计投入
1.92亿元，建设了长6.6千米、宽12米的旅游

风景区二级公路，实施村庄道路硬化，建设水
体景观、公厕、停车场、垃圾收
运处理等，推动小镇传统
村落向规范性景区升
级，使“银杏村”从
远近闻名的贫困
村摇身一变为

“宜居、宜业、
宜游”的美丽
乡村，并先后
荣获了中国
最美银杏村
落、全国生
态文化村等
荣誉称号。

“银杏树
是老祖宗留下
的遗产。村里靠
银杏树发展乡村旅
游，让我们过上了好日
子。”作为最早依托银杏树
开办农家乐的村民，杨祝英对村
里发展乡村旅游带来的变化深有感触，说起
以前的苦日子，她更是记忆犹新。“发展旅游
前，家门口是泥泞的土路，吃水要到几里外的
山里挑，家庭收入仅靠种自家的两亩地，收成
不好的时候，可愁死人了。”

几年前，杨祝英向亲友借了3万多元，政
府补助2.9万元，改造自家小院办起农家乐，
生意红火，每年有近10万的收入。“这两年受
疫情影响，虽然收入有所下降，但相比以前，
还是好很多。我相信以后也会更好。”

如今，江东社区170户农户开办了农家
乐，从事土特产品销售和其他旅游产品的村民
达2000余人，就连银杏果也成了当地人的“致
富果”，每年仅果子收入可达万元，银杏果产品
年销售达600余万元。2020年，共计接待游客
40余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8000余万元。

金秋十月即将到来，“银杏村”的村民们
在“金叶子”下必将迎来更美好的新生活。

云南腾冲“银杏村”：

“金叶子”游出新图景
本报记者 吕金平 通讯员 李茜茜

入秋，姑苏城外的树山村迎来了一年中
最舒适的季节。

“民宿都是满房，订单排到了‘十一’假期
以后。”30多岁苏州市高新区政协委员吴辰
是土生土长的树山人，家里有150棵梨树、
30多棵杨梅树和6亩多的茶园。

大学刚毕业时，吴辰和不少年轻人一样，
选择在城里工作。近十年来，乡村游带活了乡
村经济，吸引了越来越多从村里走到城里的人
回流，从乡村游中谋求致富路。这不，2018年
辞职回村的吴辰，投入100多万元改造家中的
二层小楼，打造民宿“竹里山居”，还发挥厨艺
特长开起了农家乐。仅仅几年，成果呈现。

在树山村，走上乡村游创业路的吴辰，只
是一个代表。这个村庄的经济，也仅是近年来
才红火起来的。

位于江苏苏州高新区通安镇的树山村，东接
姑苏古城、西邻太湖，村内有三山四坞五条浜，是
一个粉墙黛瓦、小桥流水的江南水乡村落。

曾经，树山村由于“九山半水半分田”，山
地多耕地少。树山村党总支书记吴雪春回忆

“当时全村仅有耕地1000余亩，人均不到六分
地。由于山高坡陡，家家户户种水稻，光浇水
就是个大工程，依靠种粮仅能填饱肚子。”

如何发挥树山村坐拥4700多亩山地，拥
有优良生态资源的优势？近年来，依托得天独
厚的生态环境和富含硒等微量元素的独特土
质，树山村选择种植茶叶 1000余亩、杨梅
2000余亩、梨1060亩，打造出由翠冠梨、杨梅、
云泉茶构成的“树山三宝”特色品牌。

每年3月，树山村里的千亩梨园梨花盛开
都会吸引周边无数游客前来踏青、赏花。于
是，树山村积极打响树山梨花文化旅游节品

牌，深度开发树山旅游产业。在抢抓生态旅游
发展契机的同时，树山村还一手扶持民宿、农
家乐，一手引进花间堂、喜马拉雅等知名品牌，
打造“圌山文驿”音乐会客厅，丰富旅游业态。

目前，树山村已有19家精品民宿及30多
家农家乐集聚，形成了以“树山三宝”为主，“农
家乐”“精品民宿”为辅的生态旅游产业。近年
来，树山乡村旅游收入持续增长，2021年更是
达到了1.65亿元，村民户均年收入达12万元。

村民们富起来了，生态旅游品牌也已经打
响。树山村又请来了一批“智囊团”。从2012
年起，苏州科技大学建筑城乡规划学院城乡规
划系的教师彭锐及其团队来到了树山村。作
为“驻村规划师”，他们利用周末和寒暑假扎根
树山出谋划策，开创了“陪伴式乡建”模式。

“‘驻村规划师’从文化、产业、旅游等多个
角度对树山村进行了二次挖掘，他们几乎参与
了树山所有的文旅产品的挖掘、设计、打造包
装，也正是有了他们，我们迎来了更多的旅客，
也获得了更佳的口碑。”通安镇党委副书记、政
协工委主任王一飞说。

如今，树山村处处凸显着古吴文化底蕴。
从树山数尊百年历史的年兽石像里演变而来
的乡土文化IP——“树山守”系列文创产品已
达到了近百种。这里树山、忘了咖啡、兰兮小
筑、都喜天丽酒店等成为一批“网红”打卡点。
此外，村内民俗文化得到传承和发扬，至今仍
然有“抬猛将”“中秋编兔灯”“云泉腊八节”等传
统民俗活动。

“远处是姑苏古城的车水马龙，近处是树
山村的人间烟火。”在返乡青年代表吴辰的眼
里，“游客追寻的绿色生态，体味的浓浓乡愁，
这里通通都有。”

姑苏城外树山村：

“九山半水半分田”的富裕乡村
张彪 金华诞

近年来，安徽省舒城县各乡镇大力发展乡
村旅游，有力带动农民增收。这个曾经的贫困
县，如今已经拥有省优秀旅游乡镇8个，省乡村
旅游示范村15个，省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示范
点3个，省乡村旅游创客基地1家，省研学旅行
基地3个。在品牌项目的带动下，当地乡村旅
游正呈现多彩多样、百花齐放的态势。

如：被誉为“文翁故里，花谷之乡”的春秋
乡，以“三产融合”为契机，按照“以旅兴农、农
旅一体”的发展思路，逐步推行“旅游+研学”

“农特+生态”等模式，推进农业、林业与旅
游、教育、文化、康养等产业深度融合，获评

“中国美丽休闲乡村”和“省级旅游示范村”。
素有“舒城县南大门”之称的舒茶镇，立

足茶旅融合发展，以“红色传承、绿色发展”为
主基调，以毛泽东同志视察舒茶纪念馆和九
一六茶园为核心，以天子寨风景区、大小岩瀑
布、开国茶园、归耕园田园综合体、沙墩村两
千亩花海基地等景点为配套，着力打造让游
客“来了忘不了、来了不想走、走了还想来”
的茶旅特色旅游目的地。

位于西南的晓天镇，充分发挥新媒
体优势，利用拍摄短视频、开展直播等
方式，展示手工炒茶、手工蒲扇及竹
制品编织技艺，再现舞龙舞狮、闹花
船、传统迎亲、吃杀猪饭、月饼制作
等民俗活动，介绍二胡、唢呐、大鼓
书、黄梅戏、小调等传统民间艺术，
助推乡村旅游发展，使晓天镇的知
名度进一步攀升。

据悉，目前舒城县22个乡镇和
开发区中，资源禀赋优越、旅游独具
特色的乡镇还有很多。舒城县委、
县政府对乡村旅游工作加强组织领

导，先后成立“舒城县假日旅游指导委
员会”“舒城县旅游重点项目推进工作领

导小组”等。此外，还创新旅游宣传方式，
开展“云游龙舒”和“食在舒城”系列活动，发
挥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等旅游宣传矩
阵优势。 （梁嫣嫣 窦贤赟）

安徽舒城：

乡村旅游百花齐放

这里远离都市喧嚣，闹中取静；这里有着
勤劳质朴的村民，开着装修别致、温馨舒适的
民宿客栈；这里有便利的交通、清新自然的风
景……十几年来，宁波的毛岙村吸引了来自
全市乃至全国各地的游人前来度假休闲。

近日，看着进进出出的一拨拨游客，村民
陈桂良心里有着家有儿女初长成的满足。“你
们很难想象，二十年前，毛岙村只是名不见经
传的‘穷沟沟’，村民以种地砍柴维持生计，村
集体收入也十分拮据。当时做过工程、跑过
生意的方国君回乡当村党支部书记后第一件
事就是造路。当一条3.5公里长的通外公路
实现拓宽、硬化、亮化，拉近了毛岙村与外面
世界的距离。后来，方国君还引进并带领村
民种植了‘浑身都是宝’的红豆杉。现在的毛
岙村，门前屋后、山径村道，成林的红豆杉郁
郁葱葱，宛然一个‘天然氧吧’。环境也变好
了，公园里木屋也搭起来了，游步道建好后，
周末好多人来这里旅游爬山。”

正是感受到村子日新月异的变化，头脑
灵活的陈桂良趁势而发，成了第一个吃螃蟹
的人。2014年，陈桂良就用山上砍来的毛竹
搭起棚子，搭配树墩做的天然板凳，开出了村
里首家民宿——茶语山庄，年近60岁的他打
理14个房间，同时还要兼顾农家乐的生意。

“当时村里民宿就我这一家，生意好的时
候房间还不够住，大家都愿意住在山里，吃农
家菜。农家乐最火爆的时候同时有十三四
桌，后厨都忙不过来。”陈桂良笑着说。

总之，随着乡村旅游的发展，村子里可选
的致富经越来越多。

勿舍书吧，便是宁波江北区政协委员龚
红波的一个“得意作品”。而这个书吧，只是

“大乐之野·勿舍”连锁民宿旗下旅游产品之
一。

“中秋期间虽然受疫情影响许多人都出
不了远门，但这里的好山好水还是吸引有不
少附近的市民来住一住。每到周末、节假日，
许多游客慕名前来。刚刚过去的暑假，我们

这里的几个民宿生意都非常好。” 作为品牌
的负责人，龚红波是在2017年前的一次偶然

“闯进”而被毛岙村“圈粉”的。
那一次，来到这个村庄，龚红波才知，村

子一旁，便是妈妈参与建造过的毛力水库！
这个村庄瞬间和自己亲切起来。与村书记一
聊后，他更是觉得在这里推广乡村旅游大有
可为，于是便决定在这里投资开民宿。

于是，毛岙村第一个现代化的乡村文旅
项目——勿舍书吧诞生了。在青山绿水间，
原汁原味的乡村庭院中，村里百岁古槐树旁，
宁静的书吧带给都市人全然不同的阅读环
境，使其迅速成为网红打卡点。

随后，大乐之野·勿舍店、勿舍·莲心谷、
勿舍·茶语小院等系列民宿在毛岙村脱颖而
出。

引进的社会资本，带动全村民宿质的提
升，也成为村民运营民宿、提高服务水平的

“活教材”。而美丽乡村带动着美丽经济，吸
引越来越多年轻人回到村里。90后的王力
胜，便是其中的一位。

两年前，王力胜承包了村口的民宿，如
今，一年能有近20万的收入。“在村里能照顾
家里，收入也稳定，何乐而不为呢。”王力胜觉
得，这样的日子挺好。

“要富口袋，更要富脑袋。”在村书记方国
君看来，毛岙村的经济条件的提升，得益于党
的政策好，也得益于大家紧跟时代、抓住好的
时机。“借着乡村旅游的东风，毛岙村的旅游
产业迅速发展、产业链不断延伸，成功跻身长
三角民宿生态村。如今年接待游客超5万人
次，实现餐饮、住宿、农副产品等经营收入
500余万元。去年，毛岙村创造了超2000万
元的经济总收入，村集体可支配收入近180
万元，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年前的不到5千
元翻倍至近6万元。如今，我们要做的是继
续提升村民的文化水平、精神风貌……”

绿水青山，在毛岙村真的就是金山银山，
滋养着村民奔向更加美好的生活。

宁波毛岙村：

“绿水青山”造就村民旅游致富路
通讯员 王溪 本报记者 鲍蔓华

本报记者 刘圆圆

毛岙村勿舍莲心谷民宿毛岙村勿舍莲心谷民宿。。

舒城县沙墩村的舒城县沙墩村的““茶梦茶梦
花田花田””，，蔚为壮观蔚为壮观。。

每年三月每年三月，，树山村千亩梨园梨花盛开树山村千亩梨园梨花盛开。。

游 客 慕 名 来 到 银 杏游 客 慕 名 来 到 银 杏
村村，，品尝各种银杏美食品尝各种银杏美食。。

解宏伟解宏伟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