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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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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唱歌唱透桌边过，字字唱分晓贤夫；
保佑年冬做大收，一年收成万年富。
唱歌唱透桌边上，字字唱分晓仙娘，
保佑年冬做大收，一年收成万年粮。”
正是金秋时节，当再次用自己的民族

语言唱起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 《丰收
歌》，50岁的福建省华安县新圩镇官畲村
的畲族村民蓝清松心情格外好。村子里的
旅游产业越来越红火，自己家的高端民宿

“一见”的知名度也越来越高。“有附近的
厦门、漳州、泉州市的游客，也有广东的
游客。有的客人来了又来，有的还介绍了
新的客人来。”蓝清松自豪地说。

和蓝清松一样，在这个350年历史的
畲族传统村寨，家家户户都会这样快乐地
唱起《丰收歌》。用蓝清松的话讲：“你
想，我们村总共就四五百个村民，旅游搞
得最好的时候，一天来的游客就五六千
人，门票、住宿、餐饮的营业额摊在每个
村民身上，那可是不少的收入！”

曾经被称为“赊村”的畲村

但在蓝清松小的时候，官畲并不是这
样的。因为偏居大山深处，原来的官畲又
穷又落后，有限的耕地种点稻谷、木薯，
是村民聊以生活的全部来源。去乡镇里买
油盐酱醋，要步行一两个小时；倘若去趟
县城，那更是需要步行半天多。

官畲村的贫困记忆，在65岁的官畲
村老支书蓝金福的心里，更是一幕幕不堪
回首的往事。“村民生活非常困难，住的
都是土房、草房，甚至人畜混住。因为常
有村民买生活必需品都需要赊账，我们被
人笑话为‘赊村’。”蓝金福说，他小的时
候，奶奶在大锅里以三两肉煮着佐菜，

“差不多来回煮了一个礼拜”，年少的自己
忍不住偷吃了一口，被妈妈追着打了一水
瓢。打碎了瓢，却打强了他的决心——长
大后，一定要努力带着乡亲们走出贫困生
活。决心使然，让高中毕业的他逐渐成长
为村子的带头人。

从茶起步的旅游路

蓝金福带领官畲村走的第一步致富
路，是茶路。2003年，从村主任转任村

支书的他，看着村子里有些村民在附近一
个开展茶叶种植的林场打工采茶青，一天
工钱20元。“当时的林场老板告诉我，他
一天就可以卖出去9万元的茶。”巨大的
收入落差让作为村支书的蓝金福心里很不
是滋味儿，怎么带着乡亲们致富，成了他
日思夜想的问题。“那个林场老板很不
错，鼓励我买茶树回去带大家种植。但本
来就不多的耕地拿来种茶，村民们都想不
通。村民们都担心，种出来的茶万一不成
功或者卖不出去，粮食都没有了，家里的
孩子不等着饿死吗？”

和村民打保票的同时，蓝金福动员
7名党员带头，开辟了7亩茶园种茶。没
想到，第一年，每户茶青卖了 3000 多
元；第二年，就变成3万多元。村民们
看到了效果，开始积极种茶，并开垦荒
山拓展茶园，1658亩茶园如蓝金福所愿
出现在官畲村，富裕了村民，也为后期
的旅游产业打下坚实的基础。“这些年，
一户一年赚二三十万元大有人在，还有
两户种茶年收入超过50万元。村子里的
老房子都换为七彩新房，家家户户屋顶
高悬‘双凤朝阳’村庄徽标，畲族民族
语言符号——织纹图案雕刻在屋檐和窗
棂上。我们去县里请旅游局的同志来
看，大家都认同我们的观点，畲族有自
己的民族语言、歌曲，民风民俗，适合
搞旅游！”

交织成画的茶园、云海、竹林、民族
村落带来了游客，也带活了官畲的民族文

化、茶园经济。2009年畲族民歌被列入
第二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4
年官畲村更被评为首批中国少数民族特色
村寨、省级传统村落。“茶园+民族风情+
文旅”，走出官畲的致富路。

新尝试 新未来

2018 年底，一个大胆而又“新潮”
的做法再次落地官畲村——漳州市文旅康
养集团（原漳州旅游投资集团）与华安当
地政府签订官畲旅游项目合作协议书，集

“乡村旅游、亲子度假、民俗体验、特色
民宿”为一体的乡村度假旅游目的地成为
官畲新的符号。

据漳州市官畲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林
栋介绍，从公司进驻官畲以来，实现了很
多的突破：“从环境来讲，官畲不只是一
个村子，也是景区，二者相互融合在一
起；从人文来讲，村民的文化素质明显提
高，人居环境也是越来越好；从经济来
讲，茶产业和旅游产业实现并驾齐驱，景
区得到标准化打造，实现质的提升，吸引
更多的客源；此外，村民都成为股东，每
年有固定收益，并且按固定年份递增。
2020年官畲景区总营收591万元，2021
年为507万元。今年截至7月，景区经营
收入 212万元，其中门票收入 52万元，
景区二消（游玩项目、伴手礼销售）收入
44万元。2020年官畲村民人均收入提升
到24795元，文旅融合的发展直接带动当

地村民100人以上的就业，间接带动200
人以上的劳动力……”

而让官畲村民们更加兴奋的是，
2020年，官畲村入选第二批全国乡村旅
游重点村名单，并被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公
布为2020年中国美丽休闲乡村。2021年
12月，官畲成为4A级景区。

“我们官畲在半山云海之间，白天赏
美景，晚上睡觉也很安静，城市人来了后
没有不喜欢这里的。而且现在交通极为方
便，我们家家有汽车，从村子到县城只需
17分钟！”蓝清松说。

“今年以来‘七彩官畲’公众号浏览
量近2000万人次，‘蓝哥、钟妹’等畲
族人物 IP塑造深入人心；通过生活化、
场景化、互动化手段，让古老的畲族文
化以年轻的、潮流的语言呈现给消费市
场。村企联姻，富裕了村民的生活，探
索了少数民族村寨发展旅游的新路子。”
林栋说。

“致富不能光看眼前，要看未来。旅
游发展好了，新模式引进来，子孙都受
益！”结束采访的时候，蓝金福正在侍弄
着今年的秋茶。他说，今年雨少茶香，又
能卖个好价钱。有的村民一天可以卖出1
万块的茶。

接着，他悄悄和记者分享了一个小
“秘密”：“我虽然老了，还能为村子做好
服务。重要的客人来参观，他们都是让我
去讲解的！”话音落处，是一阵自豪而爽
朗的笑声……

官畲官畲：：古村落里唱新歌古村落里唱新歌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李寅峰李寅峰

这几天，每到傍晚饭点，位于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
州福贡县老姆登村的“150怒苏客栈”老板郁伍林就忙得
脚不沾地。他和妻子忙着制作漆油鸡、手抓饭、菌类火锅
等特色美食，招待着远方的客人。饭后，郁伍林还会弹起

“达比亚”（怒族古老的四弦弹拨乐器），邀请客人们载歌
载舞，大家的欢声笑语久久回荡在怒江大峡谷。

老姆登村地处全国唯一的怒族乡，坐落于碧罗雪山
半山腰，在怒族语言里，老姆登意思是“人们喜欢来的
地方”。这里曾属于中国最贫困的“三区三州”范围。

曾经，村里交通闭塞，与世隔绝。
“我小时候，家里住的是传统的老木屋，屋外下雨屋里漏，放牛和砍柴经常

被扎破脚，因为穷到没有鞋穿。”回忆起以前的苦日子，郁伍林皱起了眉头。
近年来，得益于国家乡村振兴的全面推进和各级各部门的帮扶支持，老姆登

村基础设施建设逐步完善，村里依托自然生态、民族文化等优势，积极推动旅游
业发展，促进农文旅融合发展。

“这十几年来，我们的生活真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家家户户都住上了
小洋楼、小平房，水泥路直通家门口，我们还积极发展特色产业，特别依托旅游
业，大家的收入越来越高，日子也越过越好。”作为老姆登村第一位开客栈的村
民，郁伍林亲眼见证了旅游业给村寨带来的变化。

老姆登村驻村第一书记李建文介绍，老姆登村人均耕地只有0.76亩，如果
单纯依靠种植业发展致富，很不现实。而通过发展旅游业，村民们彻底告别了过
去背着锄头“靠天吃饭”的历史，当导游、办农家乐、开民宿……收入大幅提
高。“目前，老姆登已相继建成了33家农家乐、客栈，可同时接待1200多人就
餐，年创收870多万元。”李建文自豪地说道。

2021年，在上海市浦东新区的帮扶下，福贡县还实施了老姆登·知子罗景
区乡村旅游产业公路建设、换乘中心项目，对原来的崎岖山路进行改扩建，改变
了过去道路狭窄拥堵等状况，让旅游的“金饭碗”质量更高了。

今年8月，老姆登景区成功举办了2022年“沪滇情·民族风”首届怒江峡
谷文化周活动，吸引了近万名游客到老姆登观光旅游。这让“90后”怒族小伙
段福春的民宿几乎每天满房。“党的政策好，帮我们修了又宽又美的新公路，大
巴车直接开进村，游客越来越多，我们对未来的生活也充满了信心。”

值得一提的是，老姆登村旅游业的繁荣还带动了其他产业的发展。在老姆登
高山茶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茶叶庄园，合作社理事长和大林带着社员忙着打包茶
叶，准备销往外地。“许多游客到这里体验采茶、制茶和民族农耕文化，在高山
云雾间品茶看景，享受休闲生活。”和大林说，目前，老姆登村茶叶种植面积达
3620亩，年产值达400余万元。

如今，老姆登村路畅村美产业兴，村民们种茶叶、种核桃、养蜜蜂、跑运输、开
客栈、做生意，吃上了生态饭，端稳了旅游“金饭碗”，阔步迈上了幸福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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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刘圆圆） 近日，体育总局、发展改革
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自然资源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文
化和旅游部、林草局、国铁集团印发《户外运动产业发展规划
(2022-2025年)》的通知，推进户外运动与旅游深度融合。

通知提出，到2025年，户外运动产业高质量发展成效
显著，基本形成供给与需求有效对接、产业与生态协调发
展、产品与服务品牌彰显、业态与模式持续创新的发展格
局。户外运动场地设施持续增加，普及程度大幅提升，参与
人数不断增长，户外运动产业总规模超过3万亿元。

通知提出，加强户外运动与教育融合，有序发展户外运
动教育与培训市场。推进户外运动与旅游深度融合，以徒
步、骑行、汽车自驾、航空运动等项目串联景区景点、度假
区。推动户外运动与卫生、健康、养老等融合，开展户外运
动健康干预、康复疗养、健康养老等多样化康体服务，发展
户外运动康复产业。

通知提出，鼓励开放郊野公园提供露营服务，在城市郊
野、农村地区等建设更多露营基地，满足群众就近就便露营
需求。推动露营基地完善配套服务设施，开展多种户外运动
项目，鼓励在营地周边配套登山、徒步、骑行、垂钓、冰
雪、赛车、马术、航空、水上等户外运动设施及服务，提高
露营消费黏性。加快建设露营旅游相关基础设施，因地制宜
引导城镇水、电、气、排污、垃圾处理等基础设施管网向营
地建设区延伸，支持在营地集聚区域配套建设露营服务中
心、加油（充电）站、维修站、停车场、旅游厕所、观景平
台等。鼓励户外运动装备企业立足群众露营需求，研制多系
列满足不同人群的露营装备。积极倡导文明露营，完善规章
制度，规范露营市场，推动露营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国家八部门：

鼓励开放郊野公园提供露营服务

皮划艇在清澈的麻江河上竞渡，瓜箪
酒、五福酒喜迎八方来客，瑶族阿哥阿妹
盛装歌唱……初冬的暖阳下，在湖南江华
瑶族自治县湘江乡桐冲口村的村口，驻村
第一书记、县民族文旅体局驻该村的乡村
振兴帮扶工作队队长郑艳琼正在为客人做
着向导。

“原来这个瑶山深处的小山村，只是
靠山吃山，收成难以养活自己的村民。”
郑艳琼说，2015年以前，村民散居大山
深处，以伐木为生，贫困发生率为
65.15%，人均年收入不足2000元。

如何改变现状，让古老的瑶寨焕发生
机？依托良好的生态和浓郁的民族风情发
展旅游，成了各方的共识。在湖南广播电
视台等后盾单位的帮助下，村里专门聘请
华南理工大学专家等进行全方位、专业的
旅游规划设计，将全村规划为小坳梯田观
光区、水库旅游区、滨江风光带、垂钓休
闲区、村民居住区、民俗体验区、采摘游
乐区、入口服务区等八个功能分区和“一
心一轴一带四节点”的空间构架，让“靠
山吃山”有了新寓意。

依山而建的“小别墅”是在易地搬迁
政策帮助下建设而成的。依照瑶族吊脚楼
的风格，一层自住、二层以上交由村集体
成立的旅游公司——千年瑶寨旅游服务管
理中心改造成民宿，实行统一化管理和经
营，公司和村民按3∶7的比例分成，既

有瑶族特色又有现代化服务设施，很好地满
足了大城市居民休闲度假需求，更成为瑶寨
的一道亮丽风景线。

“一到节假日和周末客房基本上都会住
满，我家里一共5间客房，今年‘十一’假
期每天都满员。仅旅游分红，我们家就可以
分2万元。除了民宿，村里每个周末的民俗
表演、长桌宴都可以分红。”能歌善舞的郑
琼是歌舞队队长，也是游客眼中的红人。

“这样美好的生活，以前想都不敢想。”
桐冲口村以打造“千年瑶寨”景区为总

目标，赋予“千年瑶寨”更多内涵，把“千
年瑶寨”做成一个好吃、好喝、好看、好
玩、好睡的地方。

做乡村旅游，游客来了只是表象，村民
富了才是根本。“这两年受疫情的影响旅游
没有刚开始那么火爆，但今年村旅游公司仍
然实现营业收入100余万元。”村支书郑江
涛介绍，旅游公司的收入只是村里发展旅游
收入中的一部分，村里有了人气，增收的方
式多得很。

每到周末，桐冲口游客爆满，长桌宴是
标配。11月 5日晚上，村里的风雨文化长
廊内，长桌宴依次摆开，在响亮的瑶歌声
中，八人一桌的五色圆箕宴摆了40多桌。
郑江涛满脸带笑地说：“今晚的长桌宴可以
带来收入2万余元。”

而在村后的大山上，依次排开的数十扇
大门是一个个深达数十米的窑洞，村里抓
住瑶山美酒和人们健康饮酒的需求，将窑
洞改为酒窖。“村旅游公司每年酿酒2万公
斤左右，一部分顾客购买后委托窖藏收取
管理费，一部分公司窖藏储备，目前已窖
藏6万多公斤。”郑江涛表示，普通米酒售
价几元一斤，每窖藏一年价值最少翻倍，
同时还注册了“醉喜多”商标提升产品知
名度和认可度，多年后村里的资产将能得
到显著提升。

在桐冲口村，酿酒的远不止村旅游公
司，歌舞队长郑琼在周末节假日等旺季表演
歌舞之余，最主要的收入来源也是酿酒。

“每年能卖几万斤，纯收入接近10万元，歌
舞表演更多是为了将村里旅游做旺，旅游旺
起来，生意也就火起来了。”

湖南江华瑶族自治县桐冲口村：

千年瑶寨换新颜
通讯员 杨丁香

本报讯（记者 徐金玉）记者从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获
悉，近日，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联合各区政府、经开区管委
会向市民和游客推出21条“漫步北京”文旅骑行主题线
路，其中包括以“最美中轴 品味古今”“梨园文化 国粹
之旅”等为主题的4条跨区文旅骑行线路及体现各区特色的
17条各区文旅骑行线路。合计骑行长度约730.8公里。

根据该线路规划，文旅骑行线路系统性填补了短程“漫
步”和长线自驾之间的中短距离文化探访线路的空白，以

“骑行+沉浸体验”为核心，以“文化+创新业态”为纽带，
串联各类消费新场景，解锁有故事的文化点、网红“打卡”
点、知识分享点，实现了文化体验、休闲健身、文旅消费多
维度融合。如“觉醒年代青春骑行”线路跨越东城区和西城
区，串联起京报馆旧址（邵飘萍故居）、广阳谷城市森林公
园、李大钊故居、鲁迅博物馆、正阳书局、北大红楼、《新
青年》编辑部旧址（陈独秀旧居）。“最美中轴 品味古今”
骑行线路，则串联起分布在东城、西城、海淀的多个中轴线
沿线点位，如天桥艺术中心、先农坛、永定门、自然博物
馆、正阳门、皇史宬、故宫角楼、什刹海、钟鼓楼、元大都
城垣遗址公园、奥林匹克公园。

与此同时，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还推出文旅新品牌“骑
游北京”，提出了“边骑边逛，有FUN有YOUNG”的口
号，以吸引年轻消费群体，推动文旅体商融合发展。

北京市发布21条文旅骑行主题线路

北京中轴线官方网站上线

近日，北京香山红叶进入最佳观赏期。黄栌、
红枫、槭树等观叶树种五彩斑斓，层林尽染，吸引
不少游客前来观赏游玩。 本报记者 贾宁 摄

香山红叶美不胜收香山红叶美不胜收

近日，北京中山公园的银杏树迎来最佳观赏
期，金黄的银杏叶在阳光的照耀下美不胜收，吸引
市民前来游玩打卡。 本报记者 齐波 摄

中山公园银杏迎来最佳观赏期中山公园银杏迎来最佳观赏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