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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美！”来到赣中永丰县泷江
休闲观光的游客，徜徉在自然与人
文交融的美景中，总会情不自禁地
赞叹。

泷江是永丰县的母亲河，发源
于雩山山脉西北部赣州兴国县良村
镇胆坑村，又名孤江、潇泷江，古
称明德水。在群山峻岭间逶迤如龙
的泷江，穿行于江西省吉安市的永
丰县龙冈畲族乡、潭头乡、三坊乡
和吉水县、青原区。泷江，不仅滋
养赏心悦目的自然之美，也浸润底
蕴深厚的人文之美，山江湖相得益
彰，红古绿交相辉映。

泷江美在红色印记。红霞铺满
天穹，杜鹃红遍山野，万功山上红
军战旗猎猎，泷江被渲染成一条红
色飘带，辉映革命战争血与火的岁
月。1931 年，中共苏区中央局在
泷江河畔的龙冈畲族乡张家车村驻
扎。龙冈是反第一次大“围剿”主战
场，毛泽东、朱德运筹帷幄，指挥红
军全歼敌军第十八师两个旅及师
部。闻听前方捷报，毛泽东赋词《渔

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
泷江美在人杰地灵。泷江流域

是名副其实的风水宝地，北宋出了
大名鼎鼎的欧阳修，南宋出了气壮
山河的文天祥。在泷江南北两岸相
距五里的地方，出了王艮、刘俨、彭
教三名状元，留下“隔河两宰相”“五
里三状元”的千古传奇。

泷江更美在山清水秀。泷江一
路逶迤而来，流经三坊乡，这里是
泷江流域生态环境最好的河段之
一。江水清澈，水中鱼虾可数。空
气清新，令人心旷神怡。这是泷江
流域生态治理和泷江河长管护得力
的成果。

为了让泷江清水长流，当地在
泷江流域设立乡、村、组三级河
长，三坊乡下坊村河长胡气新就是
其中一员。“水脏、水浑，污染表
象在河里，根源在岸上。”胡气新
一走上河长岗位，就进行河流生态
环境调查，找出水污染问题症结所

在。他负责管护的河段没有工业企
业，造成水脏、水浑的主要原因是
禽畜粪便、农药化肥、生活垃圾和
水土流失。如果这些岸上污染源得
不到有效治理，泷江水环境质量难
以改善。护河治水离不开群众的支
持和参与，污染源防治得到了乡亲
们的积极响应。“保护好母亲河，
不只是河长的事，是所有受益村民
的事，我们要共建共治共享幸福泷
江！”在村民的提议下，每个村小
组都成立了义务护河队，村民们纷
纷争当队员，河道保洁无看客。

胡气新带动乡亲们自筹资金，
自购鱼苗开展流域增殖放流，保护
河流流域渔业资源和水域环境，维
护水生生物资源的多样性和生态平
衡，还牵头成立了全国首个河流守
望者村级教育基地，举办“泷江
缘·绿行家”乡村环保公益徒步活
动。此外，胡气新还发动群众保护
和营造水土保持经济果木林，通过
绿化荒山防止水土流失，减轻泷江
泥沙淤积，汛期下大雨，河水不再

像以前那么浑浊，生态效益明显。
经济果木林还发挥出显著的经济效
益，在为农民提供稳定的果业收入
的同时，还有助于林区农田保水、
保土、保肥，粮食生产旱涝保收。

与泷江相依相偎的龙冈畲族乡
以水为脉，连片打造碧水泷江水利
风景区、反第一次大“围剿”红色革
命传统教育基地、“三月三”蓝色畲
族风情街和绿色瓜果采摘园，建设
最美畲乡；着力推进泷江流域水环
境综合治理，除险加固防洪河堤，新
建亲水观景平台、水文化长廊、滨水
游步道。站在山巅的观景亭中，放
眼望去，天蓝云白、河畅水清、岸绿
景美的畲乡画卷令人赏心悦目。

泷江是一条绿色生态的河，也
是一条文化璀璨的河。“杜鹃花开，
碧水欢唱，我在泷江等你来呀等你
来……”畲乡姑娘用婉转动听的歌
声迎接四方前来寻美的客人。

上图：泷江流经三坊乡。

冬日暖阳，位于浙江省义乌市
苏溪镇杜村的露营基地内，不少市
民游客正在游玩。在平整的草坪上
搭一顶帐篷、摆几把折叠椅和一张
桌子，烧烤、聊天，自在地享受美
景与美味。

杜村是苏溪漫养龙祈精品线上
的一个节点，近年来，该村依托丰富
的自然资源，建起趣玩谷、露营谷等
旅游项目。“这里离城里不远，周末带
孩子来玩很方便。”市民吴先生说。

自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来，苏
溪镇根据美丽城镇建设环境美、生

活美、产业美、人文美、治理美标
准，持续推进“五水共治”“三改一
拆”“农村有机更新”，已先后完成
杜村旧村改造、欢乐杜村及趣玩谷
景区打造、三星级文化礼堂及乡村
会客厅和长廊建设、居家养老中心
及村内小公园构建、饮用水提升、
美丽河湖建设等项目。

杜村露营基地位于山谷，毗邻
伏虎水库，今年 8 月正式营业。杜
村党支部书记傅肃弟介绍，如今，
露营逐渐大众化，环境优美、设施
齐全的露营基地很受游客欢迎。

“我是一个露营爱好者，在游玩
过程中发现杜村环境好，四面傍
山，边上还有一个水库。过去这里
是荒地，常有游客乱扔垃圾，我决
定承包下来，进行规范化管理。”露
营基地负责人朱冠琦说。年轻人想
法多、主意新，说做就做，与各单
位协调对接后，朱冠琦以租赁的形
式租下水库旁的 2 亩地。这个山谷
里的一草一物都在悄然蜕变。“目
前，这里的周末日均客流量最高峰
能达200多人。”朱冠琦介绍。

远离城市，回归乡村享受宁
静，露营基地丰富了杜村的旅游产
品，增加了当地的旅游人气和知名
度。每到节假日，杜村的几家农家
乐座无虚席。陈梨花经营着杜村水
库旁的梨花餐厅，2017年，她在村
里租了几间房，和家人开起农家
乐。“这两年，来村里的游客越来越
多，我们的生意一年比一年好，节假
日20多张桌子全坐满，一天有4万多
元的收入。”陈梨花介绍。

从“树比房高”的小山村变成
道路整洁、游人如织的美丽乡村，
杜村探索了不少新模式，一步一个
脚印，走出共富路。

五古山自然村的趣玩谷里，山、
水、林、田等自然景观搭配各类游乐
设施，吸引不少带孩子的游客。“趣玩
谷占地 300 亩，总投资 3000 万元，从
2021年试运营至今，深受游客欢迎。
今年国庆假期第一天游玩人数达

7000 人次。”趣玩谷工作人员介绍，
员工招聘优先考虑当地村民。乡村
旅游的发展，带动了当地村民的再
就业，也推动着乡村振兴。

“如今，我们村越变越好，来玩
的人越来越多。节假日，村口车都
停不下。”杜村村民楼正武说。楼正
武家中的蜡梅正处盛放期，散发出
淡淡清香。“过阵子瑞香和法国香水
也将进入开花期。”说起美丽庭院中
的数十种植物，楼正武如数家珍。
每天早上起床后，他都要在院子里
摆弄这些花花草草。自从村里启动
美丽庭院工程，村民的居住环境明
显改善，村里的租客越来越多，经
常有游客走进楼正武家的美丽庭院

“打卡”拍照。楼正武觉得，自己的
日子过得就像“芝麻开花节节高”。

“如今，村里的农旅项目相继开
放，我们希望顺势搭上发展快车，
进一步发展村里的民宿产业。”傅肃
弟说，目前，村里的农旅项目每年
可为村集体带来20余万元的纯租金
收入，让60余名村民实现在家门口
创业和就业。发展民宿项目可以重
塑乡村面貌，预计每年可为村集体
带来 50 万元的经济收入，带动 100
名村民就业。

杜村只是苏溪镇探索共富乡村
的一个缩影，苏溪镇正全力打造和
美乡村，谋划 13 个未来乡村建设，
启动12个村的新时代美丽乡村创建
工作。

“一只、两只……”湖中间戏水的
野鸭一个猛子扎进水里，很快又从另
一处浮上水面；白鹭在空中盘旋、远
去，稍后又飞回来。湖的四周种着桂
花树、梧桐树、银杏树等。平静的湖面
像一面巨大的镜子，将山峦、绿树与飞
鸟尽收其中。

这是位于贵州省遵义市新蒲新区
的白鹭湖，上世纪 80 年代，它所在
的位置还只是新蒲镇一个偏僻的角
落，2009 年，为缓解中心城区压力，
新蒲新区成立，这里被划入城市的中
心。从此，这里日渐繁荣，一条条狭
窄的小路渐变成宽阔的城市大道，高
楼拔地而起。2017年，贵州省实施大
生态战略，新蒲新区将周围的荒山
与几个池塘改造成了水域面积 1000
余亩，集生态保护、科普教育、度
假娱乐、休闲养生于一体的白鹭湖
公园。

公园四周没有围墙，游客可以从
任意一个方向进入。无论站在哪个位
置，映入眼帘的都是一大片水域，成
群结队的鱼儿在水中追逐嬉戏，由浅

滩游向更深处。站在湖边远望，对面
的山像两条蜿蜒的巨龙，到了烟雨朦
胧的季节，山若隐若现，更让人觉得
如入仙境。白鹭湖中央有一片美丽的
小岛，鸟儿在那里聚集，无人打扰。
夏天，游人还可以看见乌龟趴在光滑
的石头上，懒懒地晒着太阳。白鹭在
草木间展翅，一飞而起，在高高的蓝
天上翱翔。入冬，它们也不舍离去，
将这里视作它们温馨的家。

居住在附近的人对这片湖很是喜
爱，每天晨光微露，就有不少人沿湖
晨跑，看到美景便用手机拍下，发布
在微信朋友圈；夕阳西下，散步的人
在湖边留下幸福的身影和欢声笑语。
无论是耄耋老人，还是意气风发的少
年，都沉浸在白鹭湖独特的韵律里。

湖边小山上矗立着一座文峰塔，
一层一层登塔，让人联想到“欲穷千
里目，更上一层楼”的诗句。凭栏临
风，整个白鹭湖尽收眼底。看，群群
白鹭在湖面上飞翔，似乎在向蓝天诉
说着对白鹭湖的喜爱之情。

上图：白鹭湖风光。简 垦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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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义乌苏溪镇

精致露营“热出圈”杜村拓宽共富路
王 林 象 水

白鹭湖上白鹭飞白鹭湖上白鹭飞
王兴伟

苏溪镇杜村一角。 龚茜茜供图

近年来，江苏省宿迁市宿豫区大力发展“农旅+产业+文化”乡村旅游，图为宿豫区新庄彬荷园湿地里，五彩斑
斓、错落有致的红杉树与清澈碧绿的河水相互映衬，犹如一幅色彩艳丽的“杉”水画。 陈 红摄 （人民图片）

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近日公布
2022年“最佳旅游乡村”名单，广西大
寨村和重庆荆竹村成功入选。加上此
前入选的浙江余村和安徽西递村，我
国已有4个乡村入选联合国世界旅游
组织“最佳旅游乡村”，它们向世界展
示了生态佳、产业好、生活美的中国
乡村新貌。近年来，我国乡村旅游日
益发展成熟，不仅成为推进乡村振兴
的重要途径，也成为讲述中国发展故
事的重要窗口。

看生态
美丽经济不断壮大

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天荒坪镇
余 村 堪 称 中 国 生 态 发 展 的 典 范 之
一。这个地处天目山北坡余岭、三
面环山的小山村，从采矿加工到发
展绿色经济，从靠山吃山到养山富
山，走出了一条生态发展之路。如
今的安吉不仅是中国美丽乡村的典
范，还获得“联合国人居奖”、联合国
世界旅游组织“最佳旅游乡村”等殊
荣。今年 8月，为期 3个月的山屿美
术馆暨首届余·远野艺术节在余村开
幕。这个办在余村矿山遗址的艺术
节，从艺术与人文的视角展现中国
的生态文明建设。自2005年以来，余
村集体经济收入增加近10倍，村民人
均纯收入翻了近四番，从“卖石头”到

“卖风景”再到“创模式”，好生态为余
村带来了巨大红利。余村村党支部
书记汪玉成介绍，今年7月，余村与周
边4个村整合“大余村”范围内10万平
方米创业空间、2 万余平方米厂房、
近 6万亩竹林和农田，设立 1亿元的

“余村产业基金”，吸引专业人才一
起合作创办企业、研发创新或参与
服务活动。

黑龙江省漠河市北极镇是中国
最北端的城镇，冰雪资源丰富，通过
打造冰雪游乐园、冰雪小镇等项目，
带动了当地乡村旅游发展，用实践证
明了“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

近日，文化和旅游部公布第四
批200个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和第二
批 98 个全国乡村旅游重点镇 （乡）
名单，生态环境优美是入选村镇的
共同特点之一。它们依托生态优势
发展乡村旅游，通过乡村旅游强化
生态保护机制，让乡村真正成为生
态宜居、富裕繁荣、和谐发展的美
丽家园。

看文化
乡土味更有吸引力

进入12月，地处黎母山和鹦哥岭

之间的海南省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
红毛镇什寒村凉意渐浓，然而，仍
有徒步旅行的游客到访。通往什寒
文化广场的路上，沿途可见黎族苗
族传统图案装饰，广场上也有不少
游客身着租借来的传统黎族苗族服
饰，打卡拍照。少数民族文化是这
里的特色旅游资源，有的村民掌握
着祖辈的制弩技术，教客人射弩，
讲述苗族射弩、制弩的故事；有的
村民面向游客表演黎苗特色歌舞。
什寒村还打造黎族苗族婚俗互动场
景、推出黎族苗族特色婚宴“长桌
宴”等，通过围绕黎苗文化，不断丰富
乡村旅游要素，什寒村已成为独具特
色的乡村旅游地。如今，什寒村旅游
从业人员达 436 人，占全村人口的
83.36%。据了解，琼中县通过打造“奔
格内”（黎语：来这里）乡村旅游品
牌，举办民俗节庆活动，打造民族
文化特色旅游产品，大大推动了当
地乡村旅游的发展。

什寒村是各地激发优秀传统乡
土文化活力，大力发展乡村旅游，助
力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一个缩影。

乡土文化有着独特魅力，是乡
村 旅 游 的 重 要 吸 引 物 。 2019 年 以
来，文化和旅游部会同国家发展改
革委已先后推出四批 1399 个全国乡
村旅游重点村和两批198个全国乡村
旅游重点镇 （乡）。这些村镇立足本
地文化特色和产业基础，推动乡村
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带
动 文 旅 融 合 、 产 业 融 合 、 城 乡 融
合，打造产业兴旺、乡风文明、生
活富裕的乡村旅游特色村。

看发展
“读懂中国”的新窗口

有着“中国侨都”美誉的广东省
江门市，不仅有世界文化遗产开平碉
楼，也有丰富的侨乡文化、滨海文化
和温泉文化，梅家大院、海口埠、南粤
古驿道台山段等侨乡文化遗存众多。
近年来，江门大力发展乡村生态康
养、休闲度假、文化体验等多种旅游
业态，乡村旅游发展如火如荼。如今，
江门共有 4 个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
15 个广东省文化和旅游特色村，9 条
乡村旅游线路入选广东省乡村旅游
精品线路名单。江门打造的“开平碉
楼侨乡文化之旅”，还入选“乡村是座
博物馆”全国乡村旅游精品线路 128

条。据了解，江门正以赤坎华侨古镇
为核心，打造集岭南文化、华侨文化、
乡村文化、休闲文化于一体的展示平
台，建成文旅新地标。该项目已入选
2022 年广东省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
兴典型案例。

乡村已成为“读懂中国”的一扇
窗口。近年来，蓬勃发展的乡村旅游
让百姓端上了“金饭碗”，让乡村有
了宜居宜业的新面貌。湖南十八洞
村、贵州花茂村、江西神山村等一
批曾经的贫困村，发展成为全国乡
村旅游重点村，成为村庄美、产业
兴的典型。广西大寨村还与老挝象
龙村结成“友好村”，为其提供旅游
脱贫经验。这些美丽乡村成为中国
践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
新发展理念的生动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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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浙江省建德市洋溪街道持续推进美丽城镇建设，不断完善基础配
套、丰富便民设施，打造城乡和谐一体的“美丽价值链”，切实增强群众的获得
感、幸福感。图为冬日里洋溪街道美景。 席 静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