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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 村美途
信 息速览

本报讯（记者 刘圆圆）日前，北京环球度假区“冬
季假日”主题活动正式开启，从即日起至2023年1月1
日期间，北京环球影城节庆主题装饰升级，连同首次推出
的全新娱乐演出“冬季奇境”、多款冬日主题餐饮及限定
商品等，带给游客全新的冬日体验。

步入北京环球影城主题公园，浓浓的节日氛围扑面
而来。在好莱坞大道，一场由浪漫雪景、欢快歌曲和身
着冬日盛装的电影明星们共同呈现的全新特别演出“冬
季奇境”，引来现场阵阵欢呼。

日落后，当环球影城主题音乐响起，“雪花”从天
而降、漫天飞舞，热闹的节日庆典在好莱坞大道开演
了。这场“冬季奇境”是今年首次推出的全新演出。舞
者为游客带来了经典的节日歌曲串烧，身着节日盛装的
电影明星和角色纷纷闪亮登场，伴随着从屋顶上飘落下
来的“雪花”，与游客在浓浓的节日氛围共同欢庆节日
时刻。

除了精彩的演出，“冬季假日”主题活动期间，园
区还推出多款冬日主题美味餐饮。在侏罗纪世界努布拉
岛的哈蒙德餐厅和好莱坞的落霞餐厅，游客可以一边观
赏蓝贡湖畔闪耀的节日氛围，一边赏味节日主题限定
的美味佳肴。在遍布园区的快餐厅及美食亭，还有节
日主题的特别甜品小食及热饮，如冬季假日树根蛋糕、
假日曲奇、带有主题装饰的热巧克力等，游客可以尽情

“寻宝”。
“冬季假日”活动期间，诺金度假酒店和环球影城

大酒店也将为游客提供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和味蕾享
受。此外，去年备受游客欢迎的滑冰场也将在11月下旬
升级回归。据悉，从即日起至11月 30日，自驾游客还
可享北京环球度假区停车场每日晚6点至当晚11点间免
费停车限时优惠。

北京环球度假区上新冬日体验

本报讯（记者 照宁）周末本最适合全家人一起外出
露营，草坪、水库、田地……各种自然的美景，让孩子们
去体会最纯粹与简单的快乐。近日，厦门市翔安区桂林村
里十分热闹，随处可见一顶顶安营扎寨在草坪间的帐篷。
亲子趣跑、趣味保龄球，还有原汁原味的乡间集市，大家
更是在桂林村这个闽南“古早味”小吃的重要产地品尝着
＂非遗＂美食蒜蓉枝、贡糖。

据悉，本次翔安桂林村的周末露营休闲活动是首届厦
门露营文化节暨户外时尚运动生活节（简称：露营节），
自11月5日启动后安排的第2站重要活动。之后，还将在
11月26日、12月3日的两个周末，分别在厦门市同安区
的军营村和思明区的椰风寨，开展以青春、乡村、红色传
承等主题的特色露营及户外时尚运动活动。主办方介绍，
该露营节将展现厦门“时尚、活力、绿色、健康”的城市
特质，推广厦门露营及户外运动新业态，拉动文旅、体育
产业融合发展，助力乡村振兴。以户外音乐、闽南美食、
一村一品市集、亲子趣跑等缤纷多彩的体验，为市民及游
客带来一场露营盛宴。

据了解，首届露营节将全程采用“文化旅游+休闲娱
乐+体育运动+乡村振兴”的创新模式，将露营潮旅生
活、户外体育运动、厦门乡村振兴成果有机结合“串珠成
链”，以此打造新的旅游市场热点和消费需求，引领低
碳、健康、运动、时尚的品质休闲旅游生活新方式。

露营节开启休闲生活新方式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贾宁贾宁 摄摄

本报讯 日前，首届湖南旅游发展大会开幕式暨文化
旅游推介会在张家界市举办。

开幕式以“仙境张家界”为主题，将山水实景和文艺
表演巧妙融合。当流光与焰火交汇点亮城市夜空，“盛
装”迎客的张家界再度集聚世界目光。

首届湖南旅游发展大会包括开幕式暨文化旅游推介
会、文旅项目观摩和湖南省旅游产业发展推进会议三大主
体活动，以及2022中国旅游高峰论坛、湖南首届非遗博
览会、湖南文旅产业投融资大会三个配套活动。大会还发
布了湖南旅游形象宣传口号“三湘四水 相约湖南”和新
的旅游形象标识。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
文，推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旅游业是湖南经济
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今年年初，中共湖南省委、
省政府决定从2022年起，每年举办一次全省旅游发展大
会，实现“办一次会、兴一座城”，引领旅游业全面发
展、整体提升，加快建设世界知名旅游目的地。通过竞争
申报，张家界市获得首届湖南旅游发展大会承办权。同
时，其他13个市州联动举办市级旅发大会，形成省市县
联动的“1+13+N”办会机制，展示“一地举办、全省联
动”的综合效应。

“首届湖南旅发大会带了个好头，在全国起了样板作
用，极大地提升了旅游人的信心。”中国旅游研究院院
长戴斌表示，越是时尚、有烟火气、有未来感的城市越
能够吸引游客，疫情防控常态化大背景下，一方面，广
大旅游企业要面向新需求，培育新动能；另一方面，政
府对旅游业发展既要托底，又要托举。在给予困难旅游
企业支持的同时，要进一步优化旅游市场环境，推动市
场快速恢复。

本次大会由湖南省委、省政府主办，张家界市委、市
政府、省文化和旅游厅承办。 （王双 罗慧娟）

首届湖南旅游发展大会开幕

初冬时节，走进贵州仁怀市长岗镇
蔺田村特色田园乡村·乡村振兴集成示
范试点，一幢幢黔北民居错落有致，点
缀在青山绿水间，宽敞整洁的村道、各
具特色的民宿招牌……不时有游客拖着
行李箱入住，满怀期待地开启他们美妙
的乡村之旅。

自启动特色建设以来，仁怀市坚持
党建引领，紧紧围绕“培育特色产业、
打造田园风光、创建宜居村庄”这一主
线，以全域旅游为抓手，通过以点带
线、以线带面，扎实推进特色田园乡村
建设，加快农村共同富裕步伐，全面推
进乡村振兴。

特色产业遍地开花

冬日暖阳下的学孔镇林河村，村庄
干净整洁，房前屋后随处可见兰花身
影，置身其中，花香馥郁，美不胜言。
种下兰花，扮靓了村庄，引来了游客，
这个藏于大山深处的幽静村庄，如今变
得格外热闹。

林河村距离城区42公里，海拔约
1540 米，是仁怀市较为偏远村庄之
一。全村山多水少、土地贫瘠，发展规
模农作物存在较大困难。另外，该村海

拔较高，昼夜温差大，光照时间长。如
何利用自然环境资源，破解产业发展窘
境？近年来，林河村党支部以特色田园
乡村·乡村振兴集成示范试点建设为契
机，立足当地气候特点，采取“支部+
合作社+农民”模式，积极带领群众发
展庭院兰花种植。

为吸引更多游客前来观光旅游，林
河村还建设了多个集休闲、观光、餐
饮、体验于一体的乡村生态旅游点，辐
射带动周边300余户群众增收，户均增
收9000元以上。

近年来，仁怀市依托特色“田园乡
村·乡村振兴”集成示范试点建设，按照

“一村一品、一户一策”的发展思路，大
力发展花卉，果蔬等特色经济作物，让老
百姓尝到了甜头、得到了实惠。如今，特
色产业在仁怀大地百花齐放、远近闻名：
中元村的草莓、桅杆村的果蔬，沙滩社区
的花椒，一到收获季节，游人如织，合作
社还主动上门收购，农民在家门口就可以
把农产品变成现金。

诗意乡愁各美其美

“推窗见山，出门见树，踏着乡间
小路，呼吸着山野间的空气，实在太惬

意了，是记忆中乡愁的模样。”从周边县
市驱车前来长岗镇蔺田村入住民宿的游客
李女士说。

依山而建的特色民宿，点缀在蔺田村
各个角落，家家有院、户户花开，三五成群
的游客踏着石板小道，漫步林荫小路，驻足
欣赏着千年古银杏树，诉说着绵延的乡愁
……

为让当地村民腰包鼓起，吃上“旅游
饭”，长岗镇立足当地资源禀赋，打造了
音乐喷泉，跑马场等网红打卡点，建成了
南山云逸民宿，杨家大院、荷塘月色等农
家乐，每年接待旅游团队200多个，接待
境内外游客15万多人次，乡村旅游从业
人员600余人，年均旅游收入突破300万
元，村民户均年增收2.5万元。

在特色田园乡村创建过程中，仁怀市
坚持保持村庄原本的自然风貌，结合村民
生产生活方式，充分挖掘风土乡情，将
山、水、林、文完美结合，呈现出良好的
规模效益、经济效益、带动效益，打造了
一批富有地域风貌、承载田园乡愁、体现
现代文明的特色田园乡村。

宜居宜游绘就乡村新画卷

“以前做梦都没想过，我还能自己当

小老板，年收入10万元以上。”坛厂街
道枇杷社区居民甘文杰谈及农家乐带来
的收入，高兴得合不拢嘴。

甘文杰所在的枇杷社区，地处仁怀
市南面，距市中心8公里。凭借区位优
势和绿水青山的优美环境，该市通过整
治村庄环境、增加配套设施，利用农作
物和果树、花草，在田野上拼凑出一幅
巨型八卦图，每年吸引十多万游客参观
旅游。

依托当地免费开放的八卦园全域景
观，社区党总支与仁怀市八卦园旅游有
限公司联合，先后引进游乐场、网红沙
滩、水上乐园、户外营地等项目，村民
们围绕景点资源，自发延伸产业链，有
的村民年收入超过十万元。

今年以来，该社区把景区旅游公路
再次拓宽，增设了停车位，方便游客进
出。同时，大力促进草莓、柑橘等观光
农业发展，进一步完善茶室、餐饮、农
家乐等配套建设，在推进农业现代化的
同时大力发展体验式乡村旅游。

如今的枇杷社区，农业高质高效、
乡村宜居宜业宜游、农民富裕富足，一
幢幢农家小别墅散落在田间，绘就一幅
美丽的乡村振兴新画卷。

（刘玲玲）

贵州仁怀：田园经济富农家

“博士小院”
诞生记

“这是我们组织的观鸟活
动，来住宿的孩子和村子里的孩子
一起，认识了绿头鸭、天鹅；这是我
们的粮食画活动，孩子们的作品多棒！这
是我们‘博士小院’的客房，有熊猫主题
的，有鲸鱼主题的……”朱启酒介绍的，
正是他的民宿“博士小院”。是这个小
院，开启了他的回乡创业路。

2017年，卸任校长职务的朱启酒，
关注到家乡空巢老人留守孩子多、缺乏产
业活力的现状。他不由得想，自己搞了一
辈子农业教育，为何不把所学用在家乡，
助推乡村振兴事业？而这，也正是他的族
兄朱启臻的想法，兄弟俩一拍即合——把
研究成果在本村落地，创造一个乡村振兴
的模板！经过策划、研讨，他们把切入点
放在特色民宿上面。

“作为微旅游项目，民宿在乡村最容
易见效。我们自己有祖居，可以带头搞起
来；农民家家都可以参与，人人都能当老

板；可以吸引更
多的农二代、农三代
回乡创业，形成良性循环……”兄弟俩最
看重的就是对农民的引领，两位农学专
家，喊出了一句乡土味道浓厚的口号：

“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练，教会农民
干，帮着农民赚！”

有情怀、有学识、有思路、有经验、
有资源，两位朱教授带着足足的信心说干
就干，就从“博士小院”民宿试水。兄弟
俩虽然已经预期到可能遭遇的阻力，但没
想到的是，“博士小院”尚未开工，就引
起村子里巨大的非议。“拆掉院墙改栅
栏，我老父亲就不同意。他说，那还不
四处透风？”朱启酒说，之所以倡议打掉

家家分割的高围墙，是希望让木栅
栏把整个村庄串联成景区。但是
仅推行这一项，难度就相当大。

“建设期间，街坊四邻天天来围
观，我们哥俩就在这里陪着，也顺
便做工作。”

直到2019年开业后，村口的老人
看到朱启酒还会问，今天是不是有客人

来住，如果回答没有，就会惹来一片哈哈
大笑。

令人欣慰的是，一年后，“博士小
院”如愿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城里游客，一
间屋可以售出千元一晚的好价。看到这样
的好营生，村民们非议少了，踏下心跟着
做的人多了，大家争相想当民宿的老板。

错位互补是关键

如今，走在大峪沟村街头巷尾，“柿
子红了”“梧桐小院”“云松小院”等不
同民宿的指引牌随处可见，连接其中的
墙面上，多是带有当地文化符号的宣传
美图。村容村貌干净整洁，田园步道引

人入胜。很难相信，这离“博士小院”
的开业，仅仅3年而已。“遇到节假日，
农民一个民宿小院几天赚1万块钱的大有
人在。”这样介绍村庄时，两位朱教授言
语中都是自豪。

成功的原因有很多，很重要的一条
是特色发展、错位互补。

朱启酒的“博士小院”定位于农业
和自然资源教育主题。他动员女儿 （儿
童心理学博士）、女婿 （观鸟学会会
员）、侄女 （轧花协会会员） 参与进来，
定期组织免费的农业实践活动、观鸟讲
座或活动以及一些与农耕文化相关的艺
术类讲座和实践等。对住宿的客人开
放，更对村里的留守儿童免费开放。而
朱启臻的“后院”，则吸引了许多专家学
者前来打卡。

虽然自身优势和独特资源不具可比
性，但他们始终认定：乡村民宿的发展，
一定是教授有教授的资源，农民有农民的
优势。全村一盘棋活了，各民宿之间可以
互补而又共赢。

为了让乡亲们改变思路、提升意识，
3年来，他们口口相授、行动引领，也先
后邀请外部教育资源前来举办过数十期各
类的培训班。大峪沟村十几家特色民宿先
后开了起来。

“比如，有退伍军人回乡的村民，我
们鼓励他搞军事题材的，小朋友入住先来
身迷彩服，再开展训练活动；有擅长厨艺
的，开美食民宿，其他民宿的客人也都可
以去吃饭，非常火……”在村子里参观
时，一个小巷中一处民居正在装修，朱启
酒笑着说，这本是不太具备条件开民宿的
一户，但大家集思广益，找到好的切入点
——把家里的院子和大厅打通，改造成一
个可容纳百人的室内活动场所，弥补了村
子里其他民宿的空缺。“他们马上成为老
板了！”

和美乡村展新颜

短短3年，民宿产业为大峪沟村带来
实实在在的变化，农户收益可观，村容村
貌焕然一新，连村民的生活方式、精神面
貌都有了全新的改变。

朱启臻看来，他们两兄弟在大峪沟
的乡村振兴实践，也是对党的二十大报
告中“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表述的
践行。

“我认为，宜居宜业的和美乡村建
设，首先要保持人与自然的和谐，然后是
人与人的和谐。发展民宿产业也是要坚守
这样的前提。乡村民宿不是让游客吃顿农
家饭、住一宿农家院就走，一定要让游客
体验到乡村风情，体验到乡村人的生活、
社会氛围，即所谓的乡村性。比如感受农
村邻里之间的亲情、热情，享受老百姓各
种农业产品，体会农村向善、向上的乡土
文化等。宜居了，发展民宿才有人来。宜
业了，才能留住生生不息的生活传统，让
老百姓过好平和的日子，留住乡愁。”朱
启臻说，“我觉得我们村，现在就向着

‘和美农村’发展，我们也是奔着这个目
标去努力。”

让两位朱教授欣慰的是，如今，在大
峪沟村，不仅民宿发展带活了乡村经济，
更令人欣喜的是，许多农二代、农三代带
着学识、见识、资金走上回乡路，并逐渐
成为乡村振兴的主力军。

当然，民宿建设只是一个切入口，朱
氏兄弟的目标，更为长远。“大峪沟村号
称是中国磨盘柿第一村，盛产优质磨盘
柿，从明代起就是贡品。我们建民宿之
前，就提出过一个中国柿都生态康养小镇
建设方案，村子、镇子领导都支持，各项
工作也在逐步落实中。有了民宿好的开
端，大峪沟村一定会有一个更好的明
天！”朱启酒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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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的 这 些 柿 子
树，金灿灿的果实漂亮
吧？这柿子一直在树
上，我不摘它，可以当
鸟儿的食物，吸引来更
多的鸟类；可以当景
观，摄影爱好者和游客
都喜欢来拍照；就算落
在地上，又可以当肥料
……”朗朗的笑声，朴
实的言谈，很难相信，
眼前的这位“柿农”，
是一位教授。

“我刚刚从地里摘
豆角回来，秧子上还有
好 多 呢 ！ 你 看 我 们
村 ， 四 月 开 始 摘 桑
葚，然后杏、桃、李
子……一年四季都有
采 摘 ……” 黝 黑 的 皮
肤，简朴的衣着，走
进屋来，还用粗糙的
双 手 掸 着 身 上 的 泥
土，很难相信，这位
张 口 闭 口 “ 我 们 村 ”
的“村民”，也是一位
教授。

近日，在北京市房
山区张坊镇大峪沟村，
记者遇到了两位“高
人”——同为教授的本
家老哥俩，在花甲之年
毅然返乡，重新落脚于
养育他们的小山村中，
立足自身优势，挖掘特
有资源，引领乡亲走出
一条以特色民宿为切入
点的乡村游致富路。

他们就是中国农业
大学农民问题研究所名
誉所长、博士生导师
朱启臻，北京市农业
广 播 电 视 学 校 原 校
长、北京农业职业学
院教授朱启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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