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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日晨光洒向屋顶灰瓦与飞檐，
鸟儿正在林中轻快地歌唱——来到云
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姚安县光禄镇，
穿梭在青石板铺就的回型街上，千年
历史沉淀出的质朴与悠然让人沉醉。

光禄古镇曾是古代南方丝绸之路
上“姚嶲古道”的重要节点，是古代
姚安地区的政治、军事和文化中心，
素有“一座姚州城，半部云南史”之
称。今天的光禄古镇，在保护中深入
挖掘历史与文化积淀，将梅葛、花
灯戏、坝子腔等特色民俗文化与旅游
活动相融合，进一步开发打造文旅消
费新场景，千年古镇正焕发出新的生
机和活力。

传承古韵
深挖历史文化底蕴

在光禄古镇的南入口处，一座刻
写着“光禄”二字的青白色石牌坊进
入记者的视线。顺着南门街步入古
镇，走在回型街上，两侧的民居多为
一至二层的小楼，白墙灰瓦，檐角高
翘。临街铺面的门口悬挂着红灯笼，
廊檐和木门上刻有精致的雕花。

再往前走，只见姚安路军民总管
府矗立在一片空旷的广场上。马鞍形
状的仪门、斗拱交叠的勤勉堂、纹饰
丰富的古戏台……一砖一瓦，一步一
景。融合中西建筑风格的高雪君祠、
流传着“三步两道台”故事的民居宅
院，传递出浓郁的人文气息。

回型街有东南西北四个关口与
城外相连，街上的宅院“同梁合柱”，
比邻而建，层层向外扩展，呈现出独
特的“回”字形建筑格局。姚安县文化
和旅游局局长罗晓梅介绍：“回型街，
顾名思义，有回环往复之意，不仅指
古镇街道的形态，还有四季流转、福
禄不断的寓意。”

“原来这些宅子年久失修，面目全
非。现在通过立面改造，修旧如旧，
还原出古镇民居的原始风貌。”罗晓梅
说，光禄古镇历史悠久，保护好古建
筑是开发古镇的基础。

据介绍，早在公元前109年，汉
武 帝 就 在 光 禄 地 区 设 益 州 郡 弄 栋
县。到了公元 1328 年，元文宗在姚
安地区设姚安路军民总管府，府治
就在光禄古镇。据 《方舆纪要》 等
史料记载，大理国君段思平在光禄
地区设统矢府，后来，段氏后人将
光禄地区分封给相国高氏一族，高
奣映等文化名人从这里走出。

光禄古镇拥有深厚的历史文化

底蕴，如何将宝贵的历史文化资源与
旅游发展融合起来？姚安县政府以保
护和开发并重为原则，一方面与相关
企业签订旅游开发建设协议，修缮古
镇核心区内的姚安路军民总管府古建
筑群、高雪君祠等，留住古镇的“形”；
另一方面着手修复和改造 242 户民
居，铺筑青石板路面，改造特色民居外
立面，完善古镇供排水等基础设施。

经过多年的基础设施建设与环
境改善，千年古镇容貌焕新。“古镇
核心区内的 200 多户居民没有外迁，
居住环境也变好了。”罗晓梅说。

以文促旅
打造节庆旅游品牌

“其后有深峡下悬，峡外即危峰
高峙，庭中药栏花砌甚幽，墙外古梅
一株，花甚盛。下临深箐，外映重
峦。”公元1638年，地理学家徐霞客
来到光禄，宿在古刹龙华寺中，并将
龙华寺依山就势、梅花盛开的美景记
录在游记当中。如今，不少游客追随
徐霞客的脚步，来到已有 1100 多年
历史的龙华寺中，感受精美绝伦的雕

刻、书法、绘画等艺术的魅力。
每年农历二月初八，幽静的龙华

寺热闹非凡。这一天，光禄地区的传
统庙会龙华会在寺中举行，唱戏、耍
龙、舞狮、踩高跷、跑旱船……庙会

上的活动精彩纷呈，游人摩肩接踵。
“除了龙华会，夏天来我们这里也
有好玩的！”站在龙华寺门口，罗晓梅
指着山脚下说：“看，千亩荷塘那
里，一到夏天就人头攒动！”

罗晓梅介绍，光禄地区多沼泽，
人们习惯在沼泽地里种植莲藕。随着
文旅产业的发展，姚安县于 2013 年
对南永公路至光禄镇之间的荷塘进行
改造提升，打造近千亩观光荷塘。每
年 6—9 月，满塘翠色中盛开着娇艳
欲滴的荷花，连年举办的荷花节成为
光禄古镇吸引游客的一张旅游名片。

“荷花节上，伴随着欢快的音
乐，演员在荷塘中翩然起舞，纵情歌
唱，别有一番韵味。”罗晓梅介绍，
每年荷花节的开幕式上，姚安县的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梅葛、姚安
花灯戏和姚安坝子腔都会登台亮相，
活态传承非遗文化，促进文旅融合。
目前，光禄古镇已建成3所非遗文化
传习所，开发梅葛、姚安花灯戏和姚
安坝子腔新剧目，为古镇旅游带来新
的视听体验。

除了看表演，游客还可以在古镇
核心区和龙华寺体验放河灯、撞钟祈
福等活动。据统计，今年荷花节期
间，光禄古镇游客数量超过 20 万人
次，仅在开幕式当天，就有超过 3.1
万人次游客来到光禄古镇游玩。

今年 7 月，文旅部公布第二批
“乡村四时好风光”全国乡村旅游精
品线路，“云南·红火楚雄”夏日民
俗风情体验之旅线路入选，光禄古
镇便是其中一站。姚安县将继续结
合特色民俗文化，办好新春文化旅
游节、光禄古镇开街节、光禄东方
玫瑰谷系列活动等，以节庆活动推
动文旅产业发展。

玩法“上新”
让更多游客留下来

一年前，云南田园牧歌投资有限
公司董事长杨琪带着团队回到家乡姚
安县时，心中充满了对光禄古镇发展
前景的期待。

“回乡既是想为家乡建设出一份
力，也是看中了光禄古镇的发展潜
力，希望将古镇建设成滇西旅游环线
上的重要节点。”杨琪介绍，他与姚
安县政府合作，开发建设光禄古镇乡
村振兴旅游文化产业园。

回乡发展不是没有压力。云南田
园牧歌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姚宾说，
刚到古镇考察调研时，他就发现，光
禄古镇核心区以外的基础设施条件较
差，一到晚上，古镇周围没有路灯，
不便于游玩。此外，古镇旅游业态也
较为单一，“许多游客来到古镇只能
参观景点，逛一下就走了，没有能留
住游客的消费场景。”姚宾说。

针对这些问题，姚宾他们一边完
善古镇周边道路、电力、绿化、停车
场、旅游公厕等基础设施，一边着力
将古镇打造为集吃、住、行、游、
购、娱于一体的旅游目的地。“除了
餐饮和民宿，我们利用古镇原有建
筑，打造更受年轻人喜爱的咖啡屋、
酒吧等消费场景，并推出身穿汉服、
打卡荷塘等旅拍项目。”据姚宾介
绍，光禄古镇以完善基础设施为支
撑，推出丰富多样的旅游新业态，满
足不同游客的多元化需求。

“项目刚建成时，游客不多，古
镇运营处于亏损状态。”尽管如此，
姚宾他们仍然对古镇开发充满信心。

“做文旅不是挣快钱，首先要以优质
项目和服务吸引游客，通过自身努力
带动光禄地区文旅产业整体进步，让
古镇百姓从中获益，是我们想实现的
目标。”姚宾说。

通过“产业+龙头企业+商户+农
民”的模式，姚安县积极引进龙头企
业，带动民间投资，光禄古镇内迅速
建起农家乐、民宿、特色小吃店和土
特产商店等。

“古镇现在有 11 家民宿，其中 6
家是老百姓自己投资的，今年已经新
增 127 个房间。”罗晓梅说，古镇的
商业生态从无到有，目前已有 30 多
家小吃店和 20 多家旅游商品及手工
艺品店。“随着业态升级，游客人数
多了，停留时间长了，古镇居民有了
更多赚钱的机会。”罗晓梅介绍，光
禄古镇还成立了旅游服务公司，承接
古镇及周边地区的环卫、绿化、小区
物业等业务，新增就业岗位 80 多
个，每年实现群众增收约200万元。

焕然一新的光禄古镇正在集聚更
多人气，催热姚安县文旅产业发展。
今年1月—11月，姚安县已接待游客
141.71 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
13.42亿元。

题图：姚安路军民总管府。
本文图片均由何 祥摄

光禄古镇 焕发生机
本报记者 张 驰

“我们村是淳安县海拔最高的
革命老区村，过去交通落后、无人
问津，不像现在这么热闹！”看着
村里游人如织，浙江省淳安县屏门
乡金陵村党支部书记项家龙喜上眉
梢。近年来，淳安县将金陵村等地
的红军古道、共享民宿、露营基地
等串点成线，打造“云上千岛、梦
回金陵”文旅品牌，为昔日的空心
村带来更多人气。

为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淳安县依托运动之城、艺术之城等
旅游品牌，深耕文旅民宿产业，让
全县 23 个乡镇、数百个村庄蝶变
为旅游目的地，持续深入推动淳安
西南片区旅游产业发展，推出红色
旅游、农事体验、乡村度假、科普
研学等旅游项目，涌现出古村芹
川、红色金陵、云顶桃源等多个文

旅特色村。此外，淳安县还成立了
淳北乡村振兴联合体委员会，依托
中药材特色产业，在片区内开展中
医研学、康养旅游、药膳品鉴等活
动，走“中医药+文旅”融合发展
之路。

为了让更多百姓共享文旅发展
机遇，淳安县协同开展文旅资源共
享、项目共推、品牌共建、收益共
享，解决文旅产业发展中各类“卡
脖子”难题；积极引入人才团队和
专业运营企业，推行“企业+村党
组织+村民”合营模式，探索“资
产分离、收益共享”“入股联营、
返租倒包”等共富新模式；积极打
造睦剧、绿狮等非遗 IP，推出将
军面、威酱、八都麻绣等“千岛农
品”品牌，以文旅产业提质升级带
动村民共同富裕。

浙江淳安：

以文旅提质促百姓共富
管丽雅

浙江淳安：

以文旅提质促百姓共富
管丽雅

光禄古镇街巷一景。光禄古镇街巷一景。

光禄古镇风光。

近日，济郑高铁全线开通运
营。济南与郑州两地间最快通行时
间缩短至 1 小时 43 分，“早上在郑
州喝胡辣汤，中午在济南吃海鲜”
成为现实。通车首日，河南省文旅
厅与山东省文旅厅“双向奔赴”，
分别走进济南市和郑州市举办文旅
推介活动，加强沿黄城市文化旅游
发展合作。

在“豫鲁有约”河南文化旅游
推介会现场，河南省文旅厅推出

“乘着高铁游河南”五大主题旅游
线路，涵盖古都新韵、冰雪奇缘、
功夫体验、唐诗宋词、孔子周游列
国等特色内容。濮阳、开封、洛阳
等济郑高铁沿线城市携地方美食、
特色非遗、文创好物等登台亮相，
进行文艺展演。

河南省文旅厅副厅长周耀霞表
示，济郑高铁的开通又一次把“老
家河南”与齐鲁大地串联在一起，
为两省人民提供了更多出行选择。
希望两地不断拓展黄河文化和旅游
的广阔空间，实现资源共享、优势
互补、市场互动、客源互送，共同
推动两省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

在“沿着黄河遇见海，好客山
东豫见您”冬季文旅产品推介会现
场，山东省 16 个地市共同发布

“生态闲情”“活力激情”“人文风
情”“惬意温情”四大冬季主题旅
游产品。记者了解到，为吸引更多
游客乘坐高铁前往山东游玩，山东
省推出相应优惠政策，2023 年 12
月 9 日至 2024 年 2 月 8 日，凡乘济
郑高铁到山东的游客，凭3日内高
铁票可享国有A级旅游景区首道门
票不低于5折的票价优惠。

山东省文旅厅厅长王磊表示，
山东和河南地缘相近、人缘相亲，
同为沿黄地区人口大省、经济大
省、文化和旅游大省，长期以来互
为重要的旅游客源地和目的地。济
郑高铁的开通，让豫鲁两省联系更

加紧密、往来更加方便，进一步架
起了两省共话合作、共谋发展的连
心桥。

据了解，济郑高铁全长407公
里，始于郑州东站，止于济南西
站，途经新乡、濮阳、莘县、聊城
等历史文化名城，串联起登封少林
寺、聊城光岳楼、济南大明湖等一
批历史文化景区，是贯通豫东北、
连接胶东沿海的重要通道。济郑高
铁通车后，不仅实现了山东、河南
两省高铁“手拉手”，也将济南、
郑州、西安、西宁等黄河沿线省会
城市连点成线，为沿黄旅游目的地
建设注入新动能。

下图：列车行驶在济郑高铁长
清黄河特大桥上。

徐 舟摄 （人民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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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电（劲漪） 近日，吉林省
长春市冰雪主题乐园长春冰雪新天
地开门迎客。夜幕降临，园区内灯
光璀璨，游人如织，冰雪滑梯、冰
上自行车、雪地飞碟等冰雪娱乐项
目人气十足。

作为第 27 届长春冰雪节主会
场，长春冰雪新天地占地156万平
方米，冰雪总用量 73.8 万立方米，
建设冰雪建筑120组，设置30项体
验娱乐项目、500 余场次演艺活
动，为游客提供了畅享冰雪乐趣的
好去处。

据介绍，长春冰雪新天地共分
为冰雪丝路区、龙腾盛世区、冰雪
影都区、神童探宝区和童年乐冰区
五大主题区域，运用“数字科技+
国潮IP+时尚元素”及夜游灯光设
计营造现场氛围，打造“雪容融”
巨型雕塑，将科技、文化与艺术融
入冰雪项目。此外，园区内还设置

了东北特色小吃、中西快餐等百余
种品类的餐饮点位，提升游客游玩
体验。

长约 1260 米的“空中千米雪
漂流”是长春冰雪新天地最受欢迎
的项目之一。“玩完这个项目我的
眉毛都结冰了！”游客阮女士表
示，漂流过程中寒风扑面，缤纷灯
光在眼前快速流转，自己玩得很过
瘾。据工作人员介绍，每天体验该
项目的游客超过1000人次。

据了解，本届长春冰雪节活动
将持续到2024年3月，围绕“冰雪
旅游”“冰雪文化”“冰雪体育”

“冰雪研学”“冰雪商贸”5 个板
块，举办10项主体活动和140余项
系列活动，推动冰雪经济与夜间文
旅消费、商圈经济有机融合。长春
冰雪新天地将陆续推出新的节庆主
题活动，打造全域冰雪旅游新热
点，创造冰雪消费新场景。

长春冰雪新天地开门迎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