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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村里建一座共享书屋

中山的海岸线不长，几乎集中在南朗
镇，左步村的原名“左埠头”因此得名。从
清代开始，这里便有不少村民跨越大洋，远
赴海外“淘金”。早年，徐家杰的父亲携妻去
了智利，在圣地亚哥开了家中餐馆，起早贪
黑地忙活，想要给还在国内的徐家杰攒下更
多未来的希望。

高中毕业后，徐家杰也去了智利，一边
在学校学习，闲暇时便帮着父母照看店面。
在智利的两年里，每到周末，徐家杰总会到
圣地亚哥的海边，远眺无垠的大海。湿咸的
海风有时会让他想起家乡，他告诉父亲，他
想念家乡的土地和亲人。

“坦白地说，那时我还没想好回国要做
什么。但我心中明白，我必须要回去，在外

磨炼的这几年多多少少也积累了些经验，现
在的我能为村里人做更多的事情了。”徐家
杰说。

姑姑徐东好的女儿正在上小学，那时，
徐东好赶到学校接孩子放学的时候，常常会
见到女儿和同学在楼道里坐着看书，等待家
长到来。有时天色晚了，灯光昏暗很容易影
响视力。徐东好跟侄子闲聊时说起这件事，
想到坐在阴影里捧着书本的表妹，徐家杰有
些心疼，他意识到自己应该做些什么。

“咱们给村里建一座共享书屋，让孩子们
放学之后能有地方看书、写作业，如何？”徐
家杰同姑姑商量，让他惊喜的是，徐东好也
早有此意，姑侄俩一拍即合。“我在智利的时
候，看到那里的街边有不少书店、咖啡馆，
店面并不大，但足够给来来往往的人提供一
个休息、阅读的地方。”徐家杰说。

拿定主意，姑侄俩立刻着手忙活起来。
书屋建设最终选用玻璃房子的设计方案是徐 家杰的主意，这样的设计清爽、干净、时

尚，屋内的人享受着透过玻璃房子的阳光暖
意，屋外的人则远远地便能望见书屋，来这
里歇歇脚、读几页书，不失为一件美事。

前后只用了不到 3 个月的时间，左步书
屋在2019年11月正式建成了。

“去玻璃房子打卡”

从规模上来看，左步书屋并不算大。
5000 多册藏书，大部分由徐家杰自己购入，
还有一部分来自社会捐赠。书籍种类繁多，
能够同时满足孩子与成人的阅读需求。有的
孩子一周之内会来好几天，捧着本书津津有
味地读。

书屋开起来后，更现实的问题也摆在了
徐家杰面前——从购书到基建维护，书屋的
运营费用不菲，想要一直开下去还是得盈
利。只凭“情怀”办这件事，并非长久之计。

为了创造营收，徐家杰自学饮品制作，
又在书屋旁开了间水吧。之后，又开设了新
的阅览室和餐厅。新开的阅览室承接了南朗
镇政府的“430 课堂”，下午 4 点半放学之
后，村里的孩子可以到这里写作业，书屋会
安排专人负责照顾管理。

2018 年开始，南朗镇稻田音乐节连续 3
年在左步村举办，使得村子声名鹊起，成了
中山的“网红村”。左步书屋的人气也慢慢旺
了起来，“去玻璃房子打卡”成了来左步村游
玩的新时尚。徐家杰告诉记者，一到节假
日，书屋附近的停车场停满了从广州、深圳
等地来到左步村的车辆，书屋红红火火，“我
不得不充分利用户外空间，让来到这里的读
者能够尽兴而归。”

去年，在中山深入开展“全民阅读”活
动、加快推进公共图书馆等文化服务体系建
设的契机下，左步书屋有了新的发展机会。
书屋被纳入其中进行升级改造，与中山其他
图书馆实现了通借通还。

这几间坐落于乡村稻田美景中的玻璃
房子，逐渐成为了当地一张亮丽的文化名
片。许多乡村振兴的经验交流分享会也选
择在这里举办，不少艺术家来村里采风，左
步书屋成了人们口口相传、“一定得去看
看”的一站。

书屋与村子发展相辅相成

徐家杰性格内向、话不多，用他自己的
话来讲，从小到大是那种“亲戚一来我就躲
进屋里”的孩子。

但归国创业改变了他，书屋运营过程中
的千头万绪都需要他去打理，徐家杰变得外
向了。他说，他喜欢自己如今的变化。

一批批游客和参观团体络绎不绝，左步
村的接待压力不小。闲暇之余，徐家杰也承

担了村史讲解工作，不仅讲村子的往昔，更
讲这里日新月异的发展。“我自己的经历就是
例子，没有村子的大踏步发展，书屋不可能
办得这么红火。”徐家杰说，如今，书屋每月
的营业额在七八万左右，最多的一次是去年
国庆节假期，营业额超过了15万。

事实上，书屋与村子的发展相辅相成。
依托左步书屋这个村中的文化地标，村里的
餐饮和旅游业也进一步得到了发展，饭馆数
量翻了一番，村民向往来游客售卖自家的农
特产品，也是一笔可观的收入。

眼见着徐家杰的书屋熙熙攘攘，更多在
外的年轻人看到了返乡创业的可能性。罗嘉
豪就是其中之一。他和姐姐都是学平面设计
出身，一直在外闯荡，近年来左步村的人气
越来越高，基础设施也不断完善，姐弟俩决
定返乡开一间咖啡屋，同时还设计出一系列
具有左步村风格的文创产品。

就在今年 8 月，徐家杰精心设计、装潢
的民宿也正式开张纳客。他相信，随着村内
旅游配套设施不断完善，会有更多游客愿意
来左步村，享受田园阡陌、坐看黄昏炊烟。

“民宿上线没几天，周末的房子就订满了，左
步村的名气现在可大啦！”徐家杰欣喜地说。

海归小伙返乡开了间——

田野中的玻璃书屋
本报记者 孙亚慧

在广东省中山市南朗镇左步村，徐家杰开的这间玻璃书屋很有名气。每逢节假
日，这里不仅是当地人品味书香的好去处，更吸引了不少周边地区的民众慕名来这
里“打卡”，悠然自得地度过休闲时光。

窗外是一望无际的田野，屋内是书页翻动的沙沙声，阵阵墨香飘荡其间。绿树
掩映之下，这里成为了左步村的孩子们别具一格的田园图书馆。

今天的左步书屋，已成为许多读者慕名前来的“网红打卡地”。

徐家杰在左步书屋里整理书籍。

书屋里，小读者正在认真阅读绘本。
（本文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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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牢乡村文旅发展基础

先后建成村级公共服务中心14295个，基本实现

村级公共服务中心全覆盖。各级文艺院团创作出

100多部民族文化题材文艺作品，组织开展惠民演出

7万余场次，观众达 4900多万人次。开展“非遗+乡

村振兴”、“工艺+就业”模式，共有8项传统技艺项目

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249项

传统技艺入选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名录。

推动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

坚持规划引领。按照“统筹区域资源、突出地域

特色、实现一村一主题”发展思路，指导各地充分挖

掘山水田园、民俗、文化、历史等旅游资源，因地制宜

培育乡村旅游新业态，差异化打造乡村旅游特色品

牌，形成“一村一品”品牌效应。截至目前，全区共创

建四星级及以上乡村旅游区（农家乐）630家。共有

40个村和 3个镇（乡）被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发展和

改革委员会列入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镇名录。

强化政策支持。2020年7月，出台《关于促进乡

村旅游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从加快乡村旅游业

态融合发展、加强乡村旅游品牌建设等 14 个方面，

为广西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提供政策支持。2021年

上半年，全区乡村旅游接待游客约2.09亿人次，占全

区接待游客量的 47.8%，乡村旅游消费约 1431.04亿

元，占全区旅游总消费的29.0%。

突出集约化发展。强化乡村旅游集群化、片区

化发展，重点打造南宁环大明山生态乡村旅游廊道、

柳州洛清江人文风情乡村旅游廊道、桂林兴全灌红

色文化乡村旅游廊道、防城港江山半岛京族风情乡

村旅游廊道等一批主题鲜明、景观标识突出、延续通

达、示范带动的乡村旅游廊道。

深化文旅相关产业融合发展

促进乡村旅游与农业、林业、水利、文化、体育、

康养等产业深度融合发展，打造以生态农业为基、以

美丽田园为韵、以村落民居为形的乡村旅游品牌，提

升旅游产业的辐射带动能力。

农旅融合创品牌。主动融入现代特色农业核心

示范区、田园综合体、现代农业庄园、农村产业融合

发展示范园等新型产业融合品牌创建，植入更多旅

游元素，丰富旅游业态，打造旅游新产品。截至目

前 ，全 区 共 创 建 休 闲 农 业 与 乡 村 旅游示范点

263 家。

体旅融合推精品。助力引导重点县创建广西体

育旅游示范基地，并将体育旅游精品线路、精品赛事

辐射重点地区，从项目招商引资、品牌示范工程创

建、宣传推广等方面推进帮扶地区“体育+文旅”融

合发展。

金旅融合强保障。广西文化和旅游厅联合中国

人民银行南宁中心支行出台《金融支持广西文化旅

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与广西农村信用联

社签订《支持广西农村地区文化旅游产业高质量发

展战略合作协议》，共同做好乡村文旅中小微企业金

融服务工作，助力重点地区文旅产业发展。

积极探索推进创新发展

创新旅游帮扶新模式。指导旅游帮扶村探索经

营管理模式，总结提炼出“公司+农户”“合作社+农

户”“景区+农家”“企业带动+村寨联盟”“能人+农

户”等合作模式，为重点乡村加快培育集体经济提供

多元经济支撑。在全区推广“融水双龙沟”“南丹千

家瑶寨·万户瑶乡”“金秀瑶家民宿”等乡村旅游帮扶

新模式。

创新文旅推介新途径。举办“壮族三月三·相约

游广西·携手奔小康”“冬游广西”“诗在壮乡何必远

方——广西人游广西”系列宣传推广活动；开通“高

铁畅游壮美广西”乡村振兴旅游专列。通过免除展

位费、特展费、参加竞赛评比等形式，鼓励重点帮扶

地区参加国际性、国家级文化旅游展会。

创新粤桂协作新机制。定期举办两广城市文化

旅游合作联席会议，与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签订《文

化和旅游合作发展框架协议》，构建立体多元的粤桂

旅游产业协作机制；开展“百万广东游客游广西”等

活动。2020年，广西外省游客中广东游客约占五成，

以贺州、百色、河池、崇左等粤桂结对地区为目的地

的广东游客在当地占比约22%，拉动旅游消费约200

多亿元，文化和旅游协作成效进一步显现。

近年来，广西文化和旅游系统按照党中央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决策部署，主动担当作为，积极开

拓创新，充分发挥行业优势，推动全区文化旅游高质量发展，全面助力乡村振兴战略，努力打造文化旅游乡

村振兴的广西样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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