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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20 日晚，联合国世界
旅游组织正式公布 2022 年“最
佳旅游乡村”名单。广西壮族
自治区桂林市龙胜各族自治县
龙脊镇大寨村从 57 个国家 136
个候选乡村中脱颖而出，成功
入选 2022 年联合国世界旅游组
织“最佳旅游乡村”，成为广西
壮族自治区首个成功入选 2022
年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最佳
旅游乡村”的村寨。

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称，
此次入选显示了大寨村旅游业
在提供就业、支持当地企业和
保护传统文化方面做出的卓越
贡献，同时也充分彰显了大寨
村在经济、社会和环境各方面
致力于创新和可持续性的发展
观念，并根据可持续发展目标
重点发展旅游业。毫无疑问，
大寨村的入选将吸引全世界的
目光，推动大寨村的旅游发展
迈上新台阶。

大寨村位于龙脊梯田风景
名胜区的核心地带，梯田面积
达到 66 平方公里，规模宏大，
无比壮观。

“水稻就是风景线，梯田就
是金饭碗”。近年来，大寨村在
发展旅游业的同时，始终坚持
农业生产这个根本，严格遵守
稻田耕种、收割等生产时令，
加强对梯田的保护，确保农业
生产与旅游开发同步可持续发
展，同时当地特色农耕文化得
到较为完整的保留，无论是翻
耕、耙田、梳秧、插秧，还是
割禾、脱粒、晒谷、入仓等农
耕文化，都让游客兴趣盎然、
流连忘返。

“只有身临其境才能领略到
龙脊梯田的壮观，体验少数民
族风情，这跟在手机上看到的
是不一样的。”来自湖南的蒋女
士说，经常在网上看到龙脊梯
田的照片，向往已久，来这一

看，果然名不虚传，不仅有层
层 叠 叠 、 风 光 旖 旎 的 梯 田 美
景，还能体验红瑶刺绣，感受
少数民族风情，这趟龙脊梯田
之旅让她赞不绝口。

大寨村的村民通过景区分
红、梯田补助、土地入股、民
俗展示、建设务工、餐饮、住
宿和导游等服务以及特产销售
等获得丰厚的收益，走上了致
富奔小康的康庄大道。曾外出
打工的村民纷纷返乡，在景区
经 营 农 家 旅 馆 、 出 售 手 工 艺
品、表演民族歌舞，家家户户
吃上了“旅游饭”，实现了“产
业 兴 旺 、 生 态 宜 居 、 乡 风 文
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
乡村振兴梦。

“如果没有旅游业，我们还
是 一 个 ‘ 与 世 隔 绝 ’ 的 小 村
庄”，据村民潘保玉介绍，在发
展 旅 游 业 之 前 ， 因 为 人 多 地
少，大家基本上靠着梯田种植

的水稻过活，现在梯田摇身一
变，变成了大家的“金饭碗”，
让大家吃上了“旅游饭”，“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大寨
村得到了完美的诠释。

大寨村的老一辈们不但从
青山绿水当中找到金饭碗，更
从下一代教育着手，斩断贫困
的代际传递，铸造可以代代相
传 的 金 山 银 山 。 从 2008 年 开
始，大寨村为充分调动村民人
人维护梯田参与景区发展的积
极性，从集体经济收入提留中
设立“鼓励教育奖”，补助经费
逐步提高。“我们每年都会从分
红中提取部分资金用来鼓励学
生，考取一本的学生奖励 5000
元，考取二本的学生奖励 3000
元。小学生每考取一个 A 就可
以得到50元的奖励。”大寨村党
支部书记余琼通说。

为共同建设好景区，大寨
村成立了旅游管理委员会，以
村 民 自 治 为 主 ， 大 家 共 同 参
与，配合政府、企业建设停车
场、景区步道等，开展梯田的
恢复维修，举办民族节庆等文
化活动，旅游基础设施得到完
善，民企关系融洽和谐，形成
了人人都是景区股民、人人都
是旅游建设者、人人都是形象
代言人的良好局面。

据龙胜各族自治县文广体
旅局局长阳庆国介绍，该县以
原生态的梯田景观为核心，在
旅游开发的过程中，通过村规
民约，统一制定了一系列保护
生态和景观的规定。在大家的
共同保护下，环村四周的高山
梯 田 ， 成 为 了 闪 亮 的 “ 金 饭
碗”，如今大寨的村民成了“扛
着犁耙种田地，唱着山歌搞旅
游”的“两栖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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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安新区成立五年后，
我又一次来到白洋淀。几年
不见，令人刮目相看。

水 在 船 边 泛 起 层 层 浪
花，又向远方逝去；鸟儿唱
着歌儿，在头顶飞旋；芦苇
不时伸出小手抚摸着游人的
面颊；那远处的荷塘在向你
招着手……白洋淀，一幅多
么富有诗情的画卷啊。

船 向 白 洋 淀 的 深 处 游
去，几个拐弯便不知东西南
北了。时光似乎凝聚到上世
纪40年代：小兵张嘎、神兵

“雁翎队”的传奇故事曾发
生在这里。他们不屈不挠的
民族精神，大义凛然抗击敌
寇的不泯形象，教育、影
响、感化了几代人。

乘船途中，后面一支船
队赶了上来，这是一队与小
兵张嘎一样大小的儿童。他
们不仅是旅游，更是来这里
追寻小兵张嘎的足迹。他们
静静地听着导游的讲解，这
白洋淀的水潮潮汐汐，融入
多少酸甜苦辣。白洋淀在唱
着过去，唱着今天，也必将
唱着明天。

白洋淀我要说，那芦苇

荡我也必须说，它与水朝夕
相处，没有水自然没有芦
苇，有了芦苇自然更显水的
存在，它像是水的脉搏，更
像是水的精灵。漫漫长堤长
满了芦苇，微风吹过时，芦
苇的细叶便响成一片。而芦
苇的远处，碧绿的田畴和洼
地延绵成垄，一路微风沾着
水珠，把沿岸田野里稻穗的
清香徐徐吹来。

我 仿 佛 触 摸 到 芦 苇 的
心跳，听到它的呐喊。透过
层层芦叶的掩蔽，在荡漾的
芦苇丛中，几个顽童赤脚坐

在松软的芦苇墩上，眼前放
一堆新采撷的芦叶，每人手
上都拿着几根苇杆，七缠八
绕，不一会儿，一只笋壳模
样的芦哨便变戏法似的脱颖
而出。他们把芦哨放在嘴
边，轻轻地吹奏，悠扬的哨
声瞬间在芦苇丛中飘荡……

待到秋风乍起时，大雁
便恋恋不舍地从芦苇丛中飞
出，组成新的雁阵向南飞
去。那些被大雁蓬起的芦
花，则随着风吹飘飘洒洒，
漫天飞舞，漂在水面上，落
在人身上。那时节，正是村
民忙碌的时刻，他们舞动着
镰刀，把大捆芦苇收割回
去，然后编织成芦席、芦
扉、芦帘等物品出售，成为
他们经济收入的一大支柱。

白洋淀的荷叶、荷花也
是出奇的好，不显牡丹的雍
荣华丽，不比梅花傲霜斗
雪，不似桂花十里幽香，但
出淤泥而不染，超然脱俗。
我绕行于荷塘中，静静地聆
听那荷花与绿叶的窃窃私
语，观赏那掬于绿掌的水
珠，泻入清潭的瞬间流光。
那意境真是妙哉，美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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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丽山水和深厚人文底
蕴并重的浙江省四条诗路文
化带拥有独特的文旅吸引
力 ， 其 中 ，“ 浙 东 唐 诗 之
路”是历代诗人赏山鉴水、
发兴抒怀的必经之地。

近年来，位于“浙东唐
诗之路”核心区的浙江省嵊
州，推进文旅深度融合，推
出了研学游、考古游等文旅
产品，日前又举办了“相聚
剡溪 续写诗路”2022 浙东

唐诗之路系列活动。剡溪为
嵊州境内主要河流，由南来
的澄潭江和西来的长乐江会
流而成。

诗 路 串 联 浙 江 优 渥 山
水，传承和弘扬这份诗意需
要发挥社会公众的力量，也
将助力提升市民文明素质，
提升城市形象和品位。为
此，嵊州积极创建“中国诗
词之乡”，包括建设重点诗
词社团、加强诗词文化宣传
力度等；嵊州市文化广电旅
游局将邀请全球拍客到嵊
州，从诗路重大项目、文化
保护传承、富民文旅产业、
百姓诗意生活等角度，记录
诗路沿线的景观和人文，分
享诗路文化的历史价值和时
代价值。

左图：演员在越剧广场
上和游客互动。

嵊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
供图

相聚剡溪相聚剡溪 续续写诗路写诗路
张张 婧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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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三江侗族自治县统筹各类资

源，加强服务，集中力量向易地搬迁安置点倾斜，构建安置点上下联

动、横向互动、覆盖广泛的社会融入体系，走出一条“安置即安家、安

家即安心”的管理路径，让易地搬迁安置点成为美好家园。

建设“易地搬迁+教育医疗”保障体系，实现稳得住

实施助学圆梦行动，投入 3.8 亿元在南站社区安置点新建江川

中学、江川小学、幼儿园，提供学位 5000余个，实现所有适龄子女就

学全覆盖。在其他安置点，通过与周边学校联合划片，就近解决搬

迁群众子女上学问题。实施健康助力行动，在南站社区新建江川卫

生院，配备卫生技术人员，实现医疗卫生资源配备全覆盖，确保搬迁

群众能享受到便利的城镇教育医疗公共服务，让搬迁群众快速融入

新环境、新生活。实施基础设施配套体系建设行动，完善安置点水、

电、路等基础设施建设，集中建设社区综合服务、就业社保服务、文

体活动、老年活动、物业服务和儿童之家等便民服务中心，为搬迁群

众创造共居共学共事共乐的良好条件。

建设“易地搬迁+群团组织”综合体系，实现有保障

建设“校外红领巾活动阵地”，每周一至周五开设四点半课堂，

设置绘画课、手工课等课程，为青少年提供自我保护教育、维权等方

面服务，寓教于乐，让孩子们合理利用课余时间。目前，在500人以

上的安置点共打造7家“广西青空间”青少年综合服务平台，建成“校

外红领巾活动阵地”4个。推进妇联组织建设，在各个安置点建立妇

联组织，成立“桂姐姐宣讲队”“环保妈妈志愿者服务队”“桂姐姐维

权服务队”，保障妇女儿童合法权益。建立“妇联组织+社会组织+专

业服务+志愿服务”的关爱模式，全力保障安置点妇女儿童身心健

康。目前，易地搬迁南站社区已成立妇女议事会，建立妇联组织 1

个。推进工会组织建设，开展“建工会”系列行动，积极开展易地搬

迁工会组建工作。目前，全县17个易地搬迁安置点均成立工会，其

中，工会委员会8个、工会联合会9个，共发展工会会员3117人，实现

“新市民”入会。

建设“易地搬迁+社会治理”管理体系，实现善治理

实施网格化管理，全县17个安置点安排31名县处级干部担任片

区长，挑选116名干部担任每一栋安置楼的“第一楼栋长”，挑选92名

搬迁户担任“楼长”，并在乡镇和村级安置点安排24名“两委”干部分

片包干管理，形成上下联动、全面覆盖的网格化管理体制。用好积

分激励制度，设置社会治理、善行公益、先锋楷模等五大类18小项积

分细则，居民可凭积分到社区爱心超市兑换生活用品，有效调动搬

迁群众融入社区治理的主动性和积极性，逐步实现共建共治共享的

社区治理格局。强化九个中心管理，开展搬迁群众综合事务办理事

项摸排，对能就地办理的事项直接在安置点办理，有效破解“两头

跑”难题。

建设“易地搬迁+民族团结”精神文明体系，实现易融入

丰富文体活动，组织搬迁群众在文化长廊、鼓楼、广场开展摆百

家宴、跳多耶、赛芦笙、唱侗族大歌等系列主题活动，积极举办“戏曲

进乡村”等文化活动，目前，南站社区成立文艺队9支，已组织民族特

色活动80多场次，丰富搬迁群众文化生活，促进社区搬迁群众交往

交流交融。定期深入开展助老、助幼、助残等“七助”志愿服务活动，

推动形成邻里守望互助的良好风气，有效减少矛盾纠纷。南站社区

先后荣获“柳州市民族团结进步示范社区”“广西壮族自治区综合减

灾示范社区”等称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