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风格各异的乡村民居间，或升起
袅袅炊烟，或飘出阵阵酒香，或陈列
件件手工艺品，九眼泉水间木索桥悠
悠荡荡，100多株百年以上的核桃、
桑葚等古树遍布全村，让人悠然
忘忧。

“贺兰山下果园成，塞北江南旧
有名。”位于宁夏贺兰山下的石嘴山
市龙泉村，是一个有着 300多年历
史，集历史遗迹、乡村民俗、塞北文
化和田园风光于一体的古村落。
2018年以来，该村依托独特的资源
环境优势，大力发展乡村旅游，成了
远近闻名的“贺兰山下第一村”。

从“空巢村”到“第一村”

几年前，龙泉村还是土坯房墙斑
驳、年轻人纷纷离开的“空巢村”。

“不说远的，就跟2017年比，当
时全村 355户，七成的房子是空着
的。咋回事？村子发展慢，村民外出
打工了。”村口古树下，龙泉村所在
的长胜街道办事处主任张震告诉
记者。

龙泉村位于石嘴山市大武口区南
郊，紧邻星海湖、沙湖景区，西依贺
兰山，北邻武当生态旅游景区，村域
面积 8 平方公里，耕地面积 1700
亩，拥有住户300多户。“这里最早
叫九泉村，因为村子里有九口泉眼，
第一批村民是明朝永乐年间在此修筑
烽火台的士兵，后来才改名为龙泉
村。”张震说。

变化始于2018年夏天，龙泉村

借助“乡村振兴”有利契机，开展美
丽家园项目建设，推动农业产业化进
程。短短两年，曾经留不住人的龙泉
村，村民纷纷返乡创业。2019年，
村民自己创办的客栈、酒坊、茶馆、
特产商铺等已达35家，村集体收入
达到创纪录的150万元。

年近50岁的陈玉龙在龙泉村生
活了30余年，村里的变化他都看在
眼里。“以前家门口是烂泥沟、旧房
区，如今，干净村道户户直通、秀美
景观令人流连……感觉和城里没有什
么区别。”陈玉龙笑道。

陈玉龙说，旅游季节漫步村中，
惊喜会更多。一幢幢庭院青砖灰瓦、
错落有致，路两边的杏子树压弯了枝
头，百年老树、巨型水车更是别具风
味。山水相映间，宛如贺兰山下展开
的一幅舒适惬意的田园画卷。

村民许丽前些年陪着丈夫东奔西
走外出务工，日子过得很辛苦。这两
年，看着村子的变化，两口子索性回
到村里，修葺好家中庭院开起农家
乐。“村里真是一天一个样儿，我们
房屋饰面也被统一打造，别致的景色
时常吸引游客驻足拍照。如今，生活
环境改善了，钱包也鼓了，生活更有
底气了。”许丽笑着说。

正如一首歌所唱：幸福像花儿一
样！随着村容村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
化，村民的幸福感也越来越强，不少
在外务工村民回村开办农家乐等项目

“创业”，实现增收致富。如今，龙泉
村已成为远近闻名的休闲旅游特色
村庄。

龙泉村的诗和远方

休闲旅游产业的发展给龙泉村带
来生机和希望。走进龙泉村，眼界所
到之处，贺兰山下，依托绵延起伏的
山势，修建了沿山健身步道，串联了
防空洞、古汉墓、明代烽火台等遗
迹，山地旅游产品已经初具雏形。

为了丰富旅游资源，龙泉村将现
代农业和旅游业相结合，重新规划土
地，开辟了开心农场、田园花海、花
卉和草莓采摘基地、油葵基地等区
域。开心农场可以供游客认种各种绿
色有机蔬菜；田园花海种植向日葵、
节节高、格桑花等，每年花期吸引大
量游客前来观光拍照；草莓、油葵观
光采摘，让游客们开心而来、满载而
归。仅这几项每年可增加收入200多
万元。说到这几年村民节节攀升的收
入，龙泉村党支部书记董继龙兴奋地
撸起了袖子。

龙泉村还成立了合作社，将村民
闲置的房屋流转起来，进行招商引
资、改造利用。厚德酒坊就是改造民
房后成立的特色酒坊。坊主张林景原
本在市区生活和工作，平时喜欢在家
里酿酒，发现这里的泉水可以酿造好
酒，就趁着村里开发旅游业的机会，
回村开起了酒坊。“龙泉村的山泉水
富含矿物质硒、锶，酿出来的酒特别
甘甜。”张林景告诉记者，来这里开
酒坊不光为了做生意，还增加了生活
的幸福感，“这里景色好、吃得好、
住得好，生活节奏不紧不慢，是我理

想中的小康生活。”
蓬勃发展的旅游业让龙泉村成为

远近闻名的小康村。2020年，村民
人均收入第一次超过了2万元。“村
中优质的土壤、优良的空气、天然的
冷泉、悠久的历史等资源，都是打造
高质量生态乡村游的‘核心竞争力’。
今年‘十一’黄金周期间，参观游客
达30.2万人次。”董继龙自豪地说。

“接下来有什么打算吗？”记者问。
“我们规划建设体验式豆腐坊、面

粉厂、榨油坊，让游客体验亲自耕种、
亲手制作食物的乐趣。我们的目标就是
打造集乡村旅游、民俗体验、休闲度假
于一体的塞北美丽村落，让龙泉村成为
名副其实的贺兰山下第一村。”对于未
来，董继龙显然有着更多的期望。

家乡变美了，飞走的“凤凰”又
回来了。近两年，龙泉村村民回流
50余户，尤其是一批年轻人回村创
业，为龙泉村旅游业做大做强注入了
强劲的活力。村里通过产业链的优化
组合，带动整体旅游发展规划布局，
盘活村民闲置房屋46户，打造出乡
间别墅、郭江老磨坊、聚香园面馆等
本土农家乐51家，龙泉山庄、休闲
观光旅游田园综合体、宁夏济仁堂、
柏杨天泰、马来风情、厚德酒坊、暖
锅城、义乌小商品一条街、高端民宿
等 15 家社会投资主体项目先后投
产，实现剩余劳动力就业400余人。

从曾经的“空巢村”，到如今
“栽好梧桐引凤来”的贺兰山下第一
村，抬眼望去，一幅乡村振兴的优美
画卷正在龙泉村徐徐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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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龙泉村：

古村落的古村落的““凤凰涅槃凤凰涅槃””
本报记者 范文杰

前不久，前中国跳水队运动
员、奥运冠军郭晶晶更新了一则社
交动态，迅速登上微博热搜。“周
末和先生一起参加了‘全港华服
日’活动，我们都有机会穿起了汉
服。此次活动鼓励大家每逢传统节
日可以带上一家老小，感受我们中
华传统文化的魅力。以汉服为色
彩，勾绘东方画卷，以汉服为笔
墨，书写华夏风情，更好地向我们
的下一代传承、传播、传递属于我
们的中华文化！”

配文中，郭晶晶身着一袭裁剪得
体、气质飘逸、颜色淡雅的汉服亮
相，与多位表演者走上舞台，端庄、
温婉的风情迎屏扑来。原来，这是当
天在香港大学陆佑堂举行的“全港华
服日”倡议盛典现场。倡议书建议香
港特区政府将每年 11月 22 日定为

“全港华服日”，鼓励市民和游客在每
年节假日及重大场合穿汉服、旗袍、
长衫和中山装等中华服饰，以更好地
传扬中华传统文化、树立民族自信。

和热搜一起进入眼帘的，还有一
张张活动现场的走秀靓照：身着秦汉
曲裾深衣、晚唐仕女服、宋代褙子、
明初方领对襟袄等各式汉服的姑娘们
环绕秀场，观众瞬间置身于不同朝代
汉服变迁的唯美意境中。

作为此次走秀活动的组织者之
一，看到观众热烈反馈的国风雅集社
执行会长冯惠菁笑意款款。从接触汉
服文化以来，她最开心的事，便是让
更多人了解汉服、感知汉服文化的无
穷魅力。

“3年前，我在内地第一次接触
汉服。当时，我组织学生到内地交

流，惊奇地发现，无论是在上海、北
京、广州还是其他城市，都有很多年
轻人身着汉服走在街上，仙气十足，
俨然成为城市中最亮丽的风景。”这
般“一见钟情”的相遇，让回到香港
的她难以忘怀，甚至悄然改变了她的
生活轨迹，让她从一个只是远观的欣
赏者，变成了一个为之着迷的超级发
烧友。

“汉服承载了华夏子孙的工艺、
美学和礼仪文化，被视为传统文化的
重要载体之一。穿汉服体现了中国人
对民族身份的认同，咱们中国人也要
以穿汉服为荣。”冯惠菁说，正是这
样的兴趣和初衷，让她结识越来越多
志同道合的伙伴，并由此加入了中国
香港国风雅集社的核心团队，旨在将
国风、文化、礼乐、美学汇集为一
体，推广中华五千年灿烂文明。

“社群于今年6月份成立，短短5
个月，已聚集了300多位喜爱汉服、
热爱汉文化的同袍。我们每月组织文

化学习、培训，还设有汉服出行日活
动，大家身着汉服，一起到街上打卡
拍照。为了让香港市民更好地了解汉
服礼仪的文化魅力，我们借助节庆热
潮，发起端阳快闪活动、七夕汉服市
集‘鹊桥圆梦会’、中秋节秋风汉服
花月夜汉服体验、7 月 1 日‘贺建
党 庆回归’青年接力跑表演活动
等。”冯惠菁说，她常常会在街上听
到热情路人的赞美声，“你们穿的是
汉服吗？真的太美了！”

在国庆节当天，社员自发组织到
维多利亚港进行歌唱表演，很多外国
友人围上来边拍边问。“香港中西文
化交融，是我国对外交流的重要城
市，我们正好借此优势，通过汉服
独特的美，来传播中国的传统文
化，讲好中国故事。”冯惠菁说，他
们同期也在利用线上直播、线下活
动的方式，面向社会不同年龄层推
广汉服文化。“我现在是香港天猫主
播，基本上每天晚上会直播至少 1

个小时，也会时常身着汉服来推广
传统文化；我们会走进校园，带学
生们实际体验汉服；我们还计划为
老人专门定制汉服过寿，希望为他
们带来美好记忆。”

冯惠菁期待“全港华服日”倡议
能够得到特区政府和社会的认可。

“之所以提倡将‘全港华服日’定为
11月22日，是因为河南郑州男子王
乐天于2003年 11月 22日身穿汉服
走上街头，汉服随后引起广泛关注。
我希望以后的每个11月22日，我们
都能欢聚一堂，身着汉服庆祝这一美
丽的节日。”

冯惠菁欣喜地看到，从3年前，
香港路上几乎见不到有人穿汉服出
行，到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年轻
汉服爱好者亮相香港街头。“香港兴
起的这股汉服热，将会把美的享受、
情感的认同、文化的滋养潜移默化地
融入人们的生活中。汉服，让我们的
生活更美好。”冯惠菁说。

香港青年掀起汉服热
本报记者 徐金玉 作为《中国国家地理》杂志评定

的“江南最后的秘境”，松阳不知不
觉成为“网红”。它的走红是理所当
然的，这座早在东汉时期就建县的浙
西南重镇，有着深厚历史底蕴和博大
人文风范，经年累月间藏着沧海桑田
的故事。纯粹自然的绿水青山和拙朴
真实的人文故里，容易让疲惫于都市
生活的人心动。

抵达松阳先去延庆塔寺参观。恰
逢农历霜降，碧野之畔，人迹寥寥，
只有一座青砖古塔孤独在此守望。这
座始建于北宋咸平二年 （999） 的楼
阁式砖木塔，比杭州六和塔还要早
160余年。传说塔底藏有行达禅师历
十年寒暑西行得道带回的舍利。进入
塔身，第一层塔壁立有四尊罗汉，形
态各异。登至二楼，凭栏远眺，山峦
叠翠，田垅葱茏。站在正门甬道直视
古塔，塔身已明显倾斜，正因此，延
庆寺塔有了“东方比萨斜塔”之誉。

离开延庆寺塔，又去参观黄家大
院。大院隐藏在民居楼群之间，并不
十分张扬。宅前是一块大空地，左侧
有棵硕大挺拔的香樟树，浓荫蔽日。
黄家大院是清朝同治年间松阳首富黄
中和祖孙三代之私宅，其厅堂雕梁画
栋之技艺精湛，堪称一绝。尤其是被
誉为“百寿厅”的前后厅牛腿、雀替
上有 204 个“寿”字，笔法无一雷
同，令人叹为观止。中国的古建筑积
淀着深厚的中华文化，一砖一瓦、一
梁一柱、一檐一墙无不蕴含天地乾
坤、藏风聚气等寓意，正是这种风水
讲究，才使中国古建筑有了看不尽，
赏不够的审美价值。

作为山区县，松阳有众多乡村。
这些村大多避世绝俗、藏形匿影，维
持着百十年来的原生态，秘而不宣地
跟着时代的年轮星移斗转。我们决定
探访的杨家堂村和陈家铺村是松阳最
典范的两个村。杨家堂村因山腰分布
着一片灰瓦黄墙的土屋被冠誉为“江
南小布达拉宫”，而陈家铺村山顶上
改造的先锋书店因地理位置独特而成
为网红打卡地，一时都风光无两。

去杨家堂村是盘山路，却不难
走。村村公路的建成使原先闭塞的小
村有了迎来送往的通途，乡村旅游随
之而兴。到村口下车，沿村道往里
走，最先看见村口两株夫妻般缠绕亲
密的大樟树，枝繁叶茂，蓬勃旺盛，
其荫如盖。透过樟树前景，山势凹陷
处有几十幢夯土民居，土黄墙体灰色
瓦片，沿山坡错落有致地分布，在视
野中展现出一个完美而震撼的画面。
这场景正是松阳旅游宣传中看到最多
的经典。

根据预约，我们落座建在山顶上
的“有名堂”民宿，这是一家由上海
画家打造的艺术空间，堂主阿彬热情

接待了我们。稍事休息，我们去村里
转悠。村寨不大，却似桃源，有小桥
流水，有果树杏花，一幢幢黄色夯土
泥墙的老屋点缀在绿色葱茏中充满诗
情画意。

午餐后我们下山，接着去往陈家
铺村。陈家铺村基础设施要好许多。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一些头脑
灵敏的资本嗅到了后发之地的商机，
开始进入古村改造领域，他们以低廉
价格收购废弃或濒危的农舍，又投入
巨资进行修缮加固和改造，使之成为
人们返璞归真的向往之所。陈家铺村
就是在这样的时代大背景下开始重
生。这座悬崖边上有600多年历史的
阶梯式村庄，已少有年轻村民，但慕
名来打卡网红先锋书店的又多是时髦
的年轻人，这是很有趣的文化现象。
书店开在悬崖边上，进店者少有安静
读书的，大多是找个亮眼座位，装模
作样捧一本并不看的书，咔嚓咔嚓拍
几张照，算是打卡了。可以预料的
是，随着整村改造正在加快，民宿多
了起来，一些文创企业也开始进驻，
这儿将成为一个网红旅游热点。但我
内心却更钟情于杨家堂村的朴素真
实，那是一种没有雕琢没有整容的原
生美，虽素面朝天，却触动灵魂。

为了更深切体验古村之美，我们
决定到吊坛村的“云顶仙坑”民宿住
一宿。上山的路狭窄又曲折，七转八
拐绕得人头晕脑涨，但达到山顶目的
地后，所有的艰辛都变成了“此生值
得”的惊喜。这是一家建在海拔 600
米之上由老屋改造的高级民宿，体量
宏大，几乎占据了整个村庄的最佳位
置。我们订的小隐·禅音独居山巅，
是观景最好的位置。暖阳的下午，围
坐在露台，拿出自带的茶具和肉桂、
水仙等茶类，一泡泡地品，海阔天空
地神聊闲吹，无比享受身心放空的当
下。当夜幕低垂后，山坡上家家户户
亮起的灯光让整个村庄充满了祥和温
暖的氛围。夜晚，万籁俱寂，依稀可
以看见天空星光闪烁。第二天清晨，
又喜见晨雾氤氲，山峦葱郁，初升的
阳光把天上的云染成彩霞。身临其
境，由衷感叹生之美好！

松阳之美，美在古村、古宅、古
街。

在县城的一清早，我去看了“明
清古街”。大清早街上无人，门面紧
闭，可以真真实实看透古街的外貌。

品味松阳的美，一个深刻体会是
它的真实。无论是古村古宅还是古
街，都没有刻意雕琢和装饰，也拒绝
了过度商业化。它以朴实美还原了生
活的纯真，是时间留给我们可看、可
亲、可信的岁月印迹。

留住历史，才有未来。
（作者系杭州市政协干部）

探访“江南最后的秘境”
王翔

在广西环江毛南族自治县江滨体
育公园附近的江面上，环江毛南族自
治县第二高级中学学生罗国杰和同学
们坐在龙舟上，随着鼓声的节奏奋力
挥桨。他们的动作整齐划一，下桨时
水花飞溅，划动龙舟在碧绿的江面上
破浪前行，气势十足。

龙舟运动是中华传统民族体育项
目，环江毛南族自治县境内有多条河
流，群众对水上项目有着天然的亲近
感。近年来，环江县多次组织龙舟比
赛，龙舟项目在当地得到普及，涌现
出一批民间龙舟队伍，并多次拿下赛
事奖项，环江二高龙舟队就是其中的
佼佼者。

环江毛南族自治县第二高级中学
校长谭远聪介绍，在2018年一次广
西龙舟赛事中，环江县派出的代表队
参加 10 个项目比赛，获得 5 个第
一，其余项目也都在前三。当时广西
体育部门的负责同志就跟环江县商
议，由环江县在青年中选拔优秀人才
组成一支队伍，参加2019年举办的
一项全国专业赛事。

“县里接到任务后认为我们二高
体育生多，具备组队条件，要求我们
组建龙舟队进行备战。”谭远聪说，
以前参加龙舟赛主要是兴趣爱好，代
表广西参加全国的专业赛事还是头一
回，但环江二高不少学生从小就有划
竹筏和小船的经历，也懂水性，所以
学校接受了这项任务。

由于群众基础较好，环江二高很
快就组织了一支由30多人组成的男
子龙舟队，并定期在江滨体育公园进
行龙舟训练。队员们都是学校的体育
生，由县体育部门的教练和学校体育
老师共同进行辅导，周一至周五在陆
上训练体能，周末到船上训练坐姿、

握桨、入水、节奏等，经过几个月的
训练，队员们的技巧和配合有了较大
的提高。

令人惊喜的是，这支训练时间不
长的年轻队伍凭借良好的基础，在二
青会预选赛上以男女队总分第11名
的成绩晋级决赛，成为赛事的一匹

“黑马”。两个月后，又在6个决赛项
目中挺进前8，对于一支刚组建几个
月的队伍来说实属不易。

比赛的成功给这支年轻的队伍增
添了信心，带动了龙舟运动在校园的
开展。去年11月底，环江二高组织
了一场龙舟运动会，高一年级18个
班组队参赛，共有男子、女子、混合
共54支队伍参加男子200米、女子
200米和混合200米的角逐。一所高
中能举办如此规模的龙舟大赛，在当
地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我很喜欢划船时整齐划一的声
音和动作，感觉那一刻自己完全融
入这个集体之中。”高一体育生韦凤
议今年加入环江二高龙舟队，她认
为龙舟比赛对运动员的耐力、协调
性、动作细节要求较高，有了体育
训练的基础后，练习龙舟项目更容
易上手。

“现在环江二高每个班级都有龙
舟队，我们从高一学生中选拔了一些
好的苗子。”龙舟队教练之一、环江
县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三级主任科
员陈少华表示，环江运动员的特点是
身材适中、爆发力好、划桨频率高，
而且团队意识强，经过一段时间的训
练和磨合，完全有机会在全国大赛中
取得好成绩。现在环江二高龙舟队正
在积极备战 2023 年全国学生 （青
年）运动会，目标是拿到奖牌。

（黄浩铭）

龙舟划进毛南山乡高中校园

走故事行

香 港 兴 起
的汉服热，把
美的享受、情
感的认同、文
化的滋养潜移
默化地融入人
们的生活中。

村美途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