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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生在苏北水乡，是在吱吱
呀呀的橹声中，在渔人噼噼啪啪的跺
板（催促鱼鹰入水）声中，在老式水
车的泼剌声中长大的。”著名作家曹
文轩曾这样回忆自己的童年。

曹文轩生长在江苏省盐城市盐都
区学富镇周伙村。“曹老师不仅牵挂
着家乡的发展，每次回家乡他还亲自
指导孩子们阅读和写作。作为家乡人
和晚辈，我们一定会加倍努力，向曹
老师学习，不仅要留住‘草房子’的
乡愁，更要让‘草房子’变成富脑
袋、富口袋的‘金房子’。”盐城市政
协委员、周伙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
主任李天庆说。

建草房子乐园 留住乡愁

李天庆是一名“90后”，也是一
名“年轻的老同志”，他担任村党总
支书记已经6年多了，年轻的面庞上
时刻洋溢着干事的激情，老练的大脑
中总是谋划着创业的思路。这些年，
他获得了江苏省“千名领先”村书
记、盐城市优秀共产党员等荣誉。

李天庆说的“草房子”有两层含
义。一是指曹文轩的儿童文学作品
《草房子》。这部作品首次出版于
1997年，曹文轩凭借此作品，获得
了冰心文学奖等重要奖项。

二是指坐落于周伙村的草房子乐
园。作为盐城市“十三五”期间的重
大文旅项目，在曹文轩的大力支持
下，盐城市将草房子乐园打造成国内
第一座儿童文学主题公园。通过亲子
度假、儿童研学等手段，以参与、互
动、体验的形式，为广大游客带来了
与众不同的“文学研学新体验”。国
内首个儿童文学主题亲子酒店、首个
儿童文学作家博物馆，也都坐落在园
区内。乐园于2021年6月1日开园。

当年，得知要建设草房子乐园，
这让李天庆和同事们兴奋起来。他们
看到了村子获得新发展的契机。

“无论是留住乡愁，还是留住游
客，我们都要让村子美起来。”带着这
样的理念，李天庆和同事们持续大力
抓村庄环境整治。他们坚持村容村貌
与草房子乐园景区联动提升，投入
2000万元，在原砂石场码头上新建集
中居住点亲水平台500平方米、木桩
生态护坡1.2公里和景观墙50米、景
观码头1座。还在防洪墙上建设浮雕
景墙，并通过拆除违建、拓宽旅游线
路、疏浚河道等办法，做美道路沿线，
让村民和游客一进村就有好心情。

“目前，我们初步形成了步步有
景、处处如画的独特风貌。但是这还
不够。我们要把全域旅游发展理念和
特色田园乡村建设理念融为一体，在

前期人居环境提升建设的基础上，由
点及面，不断优化和拓展乡村空间。
营造‘村在林中、人在景中、三季有
花、四季常青、开窗见绿、出门见
园、村园相融’的生态旅游环境，建
成环境优美、配套齐全、产业跟进、
舒适宜居的美丽乡村。”李天庆说。

给“草房子”配套文化味

看着村庄环境美起来，李天庆依
然时时放心不下。“草房子是文学主
题公园，我们怎么才能给草房子配套
出文化味？”李天庆和同事们经常讨
论。

“其实我们村物华天宝，人杰地
灵，老祠堂历史文化、西乡红色文
化、民俗传统文化、自然生态文化等
特色文化资源得天独厚。”

“我们还是要依托曹文轩文化名
片，倾力打造集红色文化、淮剧文
化、名人文化、民俗文化为一体的文
化名村。充分放大草房子乐园景区优
势，综合打造以文化熏陶、生态观
光、农耕体验、乡村美食为主导功能
的特色田园乡村。”

商量越多，思路越清。目前，周
伙村正在深入挖掘文化内涵，对地方
非遗项目腰鼓表演改编成地方特色戏
曲——草房子音乐快板；对地方特色
美食麦芽糖，加强保护与传承，留住
记忆中的味道；常态化在草房子乐园
开展全民阅读周活动；把“生态＋旅
游＋文化”作为推动发展的重要抓
手，以旅游文化带动农村环境长效提
升。

今年初，李天庆成为盐城市政协
委员。他注意到，盐城市政协正在抓
实委员读书活动，着力放大综合效
应。“盐城市政协启动了‘强基提质
增效年’，把组织委员读书学习、加
强履职能力建设作为五项重点任务之
一。今年要组织委员积极参与市里开
展的红色经典诵读盐阜行等巡回阅读
活动，当好红色家乡的代言人。鼓励
委员争做全民阅读推广人，将个人学
习与带动身边群众学习结合起来，传
播书香正能量。作为曹老师的家乡人
和晚辈，我们更有责任诵读红色经
典、推广全民阅读、带动群众学习。
我会在市政协的组织下，做好这些工
作。”李天庆说。

今年“五一”假期，草房子乐园
里的酒店担当隔离酒店的重任，草房
子乐园也闭园谢客。李天庆带领同事
们做好外围服务保障工作。“疫情要
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我
们将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
展，努力让‘草房子’变成‘金房
子’。”李天庆说。

江苏“90后”青年李天庆：

把“草房子”变成“金房子”
本报记者 江迪 通讯员 刘行

乡 村美途

读 图时代

日前，国家植物园在北京正式揭牌的消息在网络刷屏，不少市民
和游客来到国家植物园“打卡”拍照。未来，国家植物园将以开展植
物迁地保护、科学研究为主，成为兼具科学传播、园林园艺展示和生
态休闲等功能的综合性场所。

本报记者 贾宁 摄

北京市民北京市民““打卡打卡””国家植物园国家植物园

车抵宁波市区，尚未找到宾馆歇
脚，便决定先去天一阁参观。

对于天一阁，我早有所闻却一直
未敢访谒，原因之一是我怕自己疏浅
的知识储备看不懂它蕴藏的博大精
深。天一阁是读书人心中的至伟圣殿，
自黄宗羲开外姓人登阁入室阅览之先
例，其后近 200 年能够入阁一览藏书
者也不过10余人，且都是彪炳文坛之
大家。吾辈进去造访岂不自惭形秽愈
显得自己浅薄。

但对文化的仰慕始终激荡着我对
天一阁的念想。

所幸如今天一阁已降低了文化层

面上的高不可攀，它与月湖一起合成
“天一阁·月湖”景区，成为宁波的标志
景观。那么就以旅游者的身份去游览
一下吧。

从西门购票进入，参天的树木庇
荫门楼。外檐悬挂着潘天寿题写的“南
国书城”匾，两侧楹联用钟鼎文写就，
曰“天一遗行源长垂远，南雷深意藏久
尤难”，上联是说天一阁藏书历史悠
久，下联是讲黄宗羲感叹藏书久而不
散难之难矣。内侧额联则是郭沫若所
题“好事流芳千古，良书播惠九州”。跨
入大门，迎面是天一阁主人范钦座像，
手持书卷，若有所思，仿佛至今尚未放

下对藏书阁的眷恋。顺北而南参观，先
后瞻北书库、天一阁、尊经阁，明州碑
林、百鹤亭、凝晖堂、南园、东园等各
处，殿宇庄严，园林巧倩，文物浩繁，环
境清幽。所见之处虽对其脉不甚了然，
但那种震慑心灵的文化气韵却让人肃
然起敬。艳阳炽热的中午，景区内参天
古树和如茵花草让人如沐清风般舒
爽，宜人的庭院环境让人心绪宁静，脚
步缓慢。

范钦没料到的是，自己用毕生精
力建成的天一阁，400 余年后成了自
己的丰碑。如今恐怕少有人知道范钦
作为官员曾有哪些政绩和功名，但天

一阁的延续却让范钦作为图书收藏家
而永垂青史。在范钦死后187年，乾隆
下令编撰《四库全书》，期间焚书无数，
而天一阁进呈的600余种图书有96种
被收录其中，有370余种列入存目，不
得不说天一阁成就了范钦英名。

后人把仰羡的目光投向天一阁苍
老的屋宇和庭院，但我深知，比起欣赏
环境和建筑，对文化的朝圣更让人激
动澎湃。不管周遭如何繁荣和昌盛，一
走进天一阁，驿动的心便自觉安静下
来。人类对文化的渴求和珍视需要一
个道场，天一阁就是这样的道场。

（作者系杭州市政协干部）

走进天一阁
王翔

行 走故事

“五一”假期
户外露营成“新宠”

本报记者 刘圆圆

近日，“露营”相关话题频频登上热搜。疫情之下，传统旅游受
到限制，露营成为“微度假”的“新宠”。

文旅部发布的“五一”假期旅游数据显示，露营正在成为潮流，
“赏花+露营”“房车+露营”“露天音乐会+露营”“旅拍+露营”等众
多特色精致露营产品受游客追捧。

“露营”刷屏朋友圈

一张床垫、一顶帐篷、几把折
叠椅，露营马灯微光闪烁、野餐桌
上摆满餐食……无论是“精致露
营”还是“路边野餐”，上述场景
在这个假期里的社交平台上成为

“顶流”。
“去露营的人太多了，感觉整

个朋友圈都在露营！”受朋友圈中
照片吸引，露营新手“80后”王
南在“五一”假期的第3天，和朋
友相约来到了广州塔下的宏城公
园，在户外搭起了天幕，大家一起
野餐、遛狗、晒太阳，度过一段悠
闲的时光。“我们从白天待到晚
上，华灯初上的时候露营生活非常
惊艳。”王南告诉记者，这次尝试
后 ， 她 算 是 彻 底 入 了 露 营 的

“坑”，准备时间充裕的时候，来次
深度的露营旅行。

“远离城市的喧嚣，享受阳
光、草地、蓝天、白云的户外生
活，自己搭帐篷、冲咖啡、煮米
线，这有些像成年人的过家家，但
也是露营吸引我的地方。”上班族
李青在网络上分享自己“诗与远
方”的休闲时光。他说，“只要心
中有沙，哪里都是马尔代夫。”

作为今年“五一”假期最热

门的度假方式，露营从原本的小
众户外活动进入大众视野。驴妈
妈发布的 《2022“五一”假期出
游总结报告》显示，“五一”假期
平台预订露营产品的游客同比增
长70%，露营游客主力军是“95
后”“00后”的年轻游客与“80
后”“90后”亲子家庭客群。除
了不过夜的“日营”，也有不少游
客偏向选择“一站式”露营的酒
店或营地，在风景优美的度假胜
地中感受野奢之乐。多地露营营
地和野奢酒店结合自身特色，推
出“露营+玩乐”“露营+亲子”

“露营+赏花”“露营+垂钓”“露
营+采摘”等多种项目，并提供氛
围灯、烤架、焖烧炉等多项服
务，为游客营造满满的假日“仪
式感”。

携程发布的 《2022“五一”
假期出游报告》 也显示，“五
一”假期首日，“露营”在平台
的访问热度达到历史峰值，搜索
热度环比上周增长 90%。广州、
深圳、博罗的露营地热度最高，
而从访问用户来看，珠三角地区
用户则是这个假期露营旅行的

“铁粉”。
此外，露营旅行的辐射效应也

十分凸显，其流量直接带动了露营
地周边的旅游商家热度，对目的地

旅游经济亦产生带动效应。其中，
榜单第一名境见茶野里野奢帐篷露
营地的周边酒店“五一”假期订单
量增长67%，露营地所在城市湖
州在“五一”假期的整体旅游产品
订单量增长54%，酒店、民宿订
单量分别增长 57%、144%。在

“五一”假期露营热度最高的广
州，酒店及民宿累计订单量较清明
假期增长130%。此外，在携程此
前披露的2022年最受欢迎十大露
营游目的地中，广州、清远、佛
山、惠州、深圳、三亚等地的“五
一”假期旅游订单量较清明均有不
同程度上涨。

对此，中国旅游研究院黄璜博
士认为，今年“五一”假期，受疫
情不确定性和管控因素的影响，短
距离、少切换的本地深度游和品质
游是主流趋势。特别是核心大城市
的客群明显向周边郊区、乡村流
动。以享受户外风光、家人小聚、
休闲放松为核心的露营成为游客休
闲的新热点。

“露营”成为行业风口？

露营营地以一种区别于酒店、
民宿的业态迅速进入大众视野，俨
然成为一大风口。

据携程提供数据显示，自
2021年下半年至今，携程平台的
露营产品数量增长近10倍。2022
年 1-4月上旬，通过携程报名露
营游的用户数量是2021全年的 5
倍以上。过夜露营产品人均花费约
700元，不过夜的产品人均花费在
400元上下。

“很多民宿、旅行社这一两年
转头入局，都想追寻风口。”一位
连锁露营地商家表示，自己也是从
民宿业转换赛道而来，“在疫情影
响下，人们的出游空间受限，周边

游、本地游成为主流出行趋势，同
时对户外游的向往更甚，而露营恰
好能够同时满足市场需求。”

不过也有露营商家坦言，受制
于天气影响，露营地一年内的可营
业天数较传统酒店要少很多：5-6
月的梅雨季、7-8月的酷暑、12-
2月的严冬均是露营的淡季。

如何让露营淡季不淡？“露
营+”成为很多露营商家选择的突
破口。“在‘露营+玩乐’方面，
我们已经推出飞盘、射箭、木工等
不过夜活动；在‘露营+亲子’方
面，还会针对亲子或学生群体推出
夏令营活动。这些对淡季订单都能
起到较好的补充作用。”光源露营
CEO张怡介绍。

目前，携程也结合自身优势推
出“露营+玩乐”“露营+亲子”

“露营+景区”等产品；另一方
面，在近期举行的“宝藏露营地”
活动中，携程还为用户种草了优质
露营地和周边酒店、美食等旅游产
品，以露营为出发点拉动更多的旅
游业态消费。

与此同时，Go Safari 野奢
营地创始人龙伟涛坦言，实现露营
大众化的前提，就是需要提升行业
标准。只有先对供给端做出要求，
在露营安全、露营环境、露营服
务、露营环保等方面设立高标准，
才能为需求端的用户提供美好的露
营体验，行业才能真正地走向正
轨。

“近期，携程在线上线下联动
推出了‘携程宝藏露营地’活动
IP，助力露营合作伙伴将节假日的
销量和声量最大化。”携程露营负
责人表示，“露营作为新近蹿红的
消费方式，目前也存在着一些乱
象，我们作为交易服务平台的介入
与引导，也是要保护大众对露营旅
行的信心与口碑。”

游客在草房子乐园追忆怀旧区参与文创活动游客在草房子乐园追忆怀旧区参与文创活动

旅 业视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