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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夏 瑾

金 兴 桥 做 梦 也 没 想 到 ，2016 年 ，他 会

迁出下河滩，搬进村部集中安置点的两层

吊脚楼。他更没想到的是，在“名誉村长”王

新法的鼓励下，他一边开办民宿小客栈，一

边兼任村里的生态护林员，再加上母亲被

安排在村部食堂做饭，家里的纯收入会达

到每年 4 万多元。

薛家村：依托“三色”资源
发展乡村旅游

金兴桥是湖南省常德市石门县南北镇

薛家村的村民。几年前，这里没有自来水，

村民们的生活用水需要用水桶从河里挑。

河流穿村而过，河上却没有桥，孩子们上学

都要打赤脚蹚河过去，遇到大水的时候，还

要动用铲车接送孩子们过河。这里也没有

公路，只有沙石土路，一座座连绵的大山几

乎将这里与外界隔绝。大多数村民居住的

都是年代已久的吊脚楼和木板房。吊脚楼

楼下养牛养猪，二楼住人，夏天臭气难闻，

冬天四处漏风。

这里家家户户以种茶为生，出产的茶

叶却卖不出好价钱。年轻人纷纷外出打工，

村里剩下的大多为老年人和儿童。过去的

薛家村也没有一个像样的村部，虽然依山

傍水，空气宜人，却是一幅落寞的景象。

短短几年间，薛家村发生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 。2014 年，退伍老兵王新法来到薛

家村义务扶贫，在当地党委政府的支持下，

他带领村民修路架桥，开凿隧道，解决了交

通不便的大难题；他还修建蓄水池，将自来

水管道接到了村民家中，同时解决了上百

亩茶园的灌溉问题。

薛家村是一个有着红色历史的村庄，

80 多年前，曾经有 68 名红军战士受到国民

党军队围剿而跳崖。他们离世后，尸骨一直

散落在四处，王新法得知此事后，带领村民

将 68 位红军烈士的遗体集中安葬在村里

的六塔山，将烈士安息地命名为“山河圆”。

他和战友创立的“与民共富军人团队”先后

投入 70 多万元，把“山河圆”打造成爱国主

义教育基地。

为改善薛家村茶叶粗放种植、收益不

高的问题，王新法引导村民由追求种植面

积与产量转向追求茶叶品质，改良品种，茶

树不沾农药、除草剂、叶肥素。每一亩茶叶

收益也由原先的 2000 元，提升到现在的近

4000 元。薛家村拥有了一栋占地 11 亩，厂

房面积 2100 多平方米，年产加工干茶 500
吨的现代化加工厂。薛家村原党支部书记

覃遵彪介绍，目前，全村共有茶园 1500 亩，

其中有机茶 300 亩，其他茶园今后将都向

有机茶转化。

覃遵彪介绍，在王新法的带动下，近年

来，薛家村依托“三色”资源，大力发展乡村

旅游，实现了脱贫增收，“三色”包括“红色”

“绿色”和“本色”。“红色”指的是党性教育

旅游产业，“绿色 ”指的是生态旅游产业，

“本色”则是土家文化旅游产业。

薛 家 村 有 着 难 得 的 原 生 态 景 致 与 风

情 ，森 林 绿 化 率 高 达 96%，高 山、清 溪、云

海、丛林、茶园构成了一幅幅美丽的画卷。

依托优越的生态环境，薛家村与湖南省的

一 家 公 司 签 订 了“ 理 山 居 ”休 闲 度 假 村 项

目，保留原有 19 栋土家风情木构房屋建筑

主体，通过改造内部设施，打造原生态休闲

避暑胜地。同时结合易地搬迁政策，建成了

薛家村土家风情寨，既解决了易地搬迁贫

困户的住房问题，又建成了高标准民宿，为

贫困户提供了有力的经济来源，也促进了

乡村旅游业发展。

通过发展乡村旅游，薛家村村民实现

了脱贫增收。通过开办农家乐和民宿，每户

年增收可达 1 万至 2 万元。村民在党和政府

的关怀下，从穷山窝搬迁到了具有土家风

情的集中安置房，水泥公路绕村进户，家家

户户都用上了自来水，开启了小康新生活。

如今的村部也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村部

门口的购物商店还设立了土特产窗口，茶

叶、葛根粉、梨膏糖、土家剁辣椒等土特产

纷纷摆上货架。

夹山镇：国学亲子园带动
周边村民致富

乡村旅游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发

生在石门县的每个村镇、每家每户。

曾建华从武汉当兵退伍后，在深圳做

了十几年物流工作，因父母年迈需要照顾，

2016 年，他回到了家乡，在夹山镇开设了

国学亲子园乡村旅游项目。亲子园主打国

学和乡村文化，园区采用的都是无动力游

乐设施，可以锻炼孩子的意志力和团队合

作精神。这样的园区在常德市独此一家，因

此很多周边县城的游客会带孩子过来玩，

游客一年有十几万人次。

游 客 的 到 来 带 动 了 当 地 餐 饮 业 的 发

展，亲子园附近有 3 家农家乐餐馆跟曾建

华的公司签了合同，有游客过来，曾建华就

会推荐到农家乐品尝当地农家菜。亲子园

也带动了当地农副产品的销售，“游客多多

少少都会买一些土鸡蛋、桃子、葡萄等土特

产带回去。”曾建华说。

亲 子 园 还 给 当 地 村 民 提 供 了 就 业 机

会。曾建华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其

员工主要是附近的村民，有些员工以前在

外面打工，孩子成了留守儿童，由爷爷奶

奶照管。孩子们到了读高中的年纪，他们

需要回来陪孩子，照顾老人。亲子园给这

些返乡人提供了就业机会，解决了他们的

后顾之忧。

公司目前有 10 个正式员工，还有 5 个

长期的钟点工，负责园区的日常维护，节

假日人多的时候还要进行安全管理和交通

疏导。这些工作不仅增加了当地村民的收

入，也改变了他们的精神面貌。以前农闲

的 时 候 ， 村 民 们 就 凑 在 一 起 打 麻 将 或 纸

牌，现在他们有了更多事情可做。“园区

的工作时间不是固定的，平时相对清闲，节

假日比较忙。员工们实行调休制，平均每人

每月可以休息 5-8 天，人均工资可达 2000
元/月。”曾建华说。

维新镇：电商让土特产走
出大山

盛孝军出生在石门维新镇，因为家里

穷，她高中一年级的时候便辍学去南方打

工。打工期间，她自学了电脑，考取了会计

证，后来在广东惠州的一家公司做了 9 年

多会计主管。

随着父母年纪越来越大，盛孝军也渐

渐有了回家尽孝的念头 。2012 年年底，她

回到家乡。2013 年 11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

湖南湘西花垣县十八洞村考察时提出“精

准扶贫”的思想，2014 年 1 月，中共中央办

公厅详细规制了精准扶贫工作模式的顶层

设计，推动了“精准扶贫”落地。返乡不久的

盛孝军正好赶上了政策红利。在当地政府

和家人的支持下，她 2016 年 5 月创建了镇

里的第一家电子销售平台——盛妹儿土特

产销售中心。

盛孝军告诉记者，盛妹儿土特产销售

中 心 的 经 营 业 务 主 要 是 通 过 线 上 线 下 平

台，多渠道销售当地的特色农产品。脐橙、

茶叶、土蜂蜜、葛根粉都是维新镇的特产，

在盛妹儿土特产销售中心出现之前，村民

不知该如何让这些土特产走出大山。

盛 孝 军 介 绍 ，销 售 中 心 通 过 采 取“ 市

场+龙头企业/合作社+基地+农户”四位一

体的运作模式，努力“让大山里原生态农产

品走出去，为乡村振兴做一点贡献”。

销售中心与当地 16 个行政村的贫困

户签订了农产品电商销售协议，采取“以购

代扶”的帮扶模式，把老百姓家里的农产品

统一收购过来，再通过线上线下平台进行

销售。销售中心也为当地扶贫龙头企业和

扶贫合作社提供免费展台，帮其销售产品。

此外，销售中心还成立了养蜂基地，跟当地

贫困户签订协议，让他们来基地集中养蜂，

由销售中心对他们进行统一的技术指导，

统一管理，年终分红。

体现当地民俗文化的手工艺品也是盛

孝军想向外界推广的特色产品。维新镇居

民大多是土家族，一些老人还保留着做纯

手工千层底鞋的手艺。盛孝军找来了六七

位有这门手艺的老人，让他们制作千层底

鞋，再由销售中心出售给外地游客。“这样，

一 方 面 可 以 推 广 我 们 当 地 的 特 色 民 俗 文

化，另一方面也可以让那些老人赚点零花

钱。”盛孝军说。

大山里盛产竹子，用竹子制作手工艺

品也是当地人的手艺。这些产品是纯手工

制作，没有多少库存，都是先有了订单，盛

孝军再找人制作。目前，做这些工艺品的是

8 名行动不便的残疾人，他们靠做竹工艺

品一个月可以赚到一两千元。

回忆起刚开始做电商时的情景，盛孝

军 十 分 感 慨 ：“2016 年 这 里 的 很 多 村 子 还

是泥巴路，晚上也没有路灯。”现在，每家每

户都通了水泥路，实现了路灯全覆盖，家家

户户都有了电视机和空调。“有了公路，什

么东西都可以往外销。城市人喜欢原生态

的产品，我们就把最原生态、最环保的东西

卖给他们。”盛孝军说。

发展多种乡村旅游模式，
实现乡村振兴

近年来，通过推行“旅游+扶贫”战略，

发展“生态+文化”“景区+农家”“农庄+购

物”等乡村旅游模式，石门县发展了一批有

示范带动效应的典型村寨。除了南北镇薛

家村被评为湖南省乡村旅游重点村、全省

文化和旅游扶贫示范村外，南北镇薛家村

和罗坪乡长梯隘村旅游扶贫工作还被列为

湖南省《让美丽战胜贫困》旅游扶贫经典案

例。此外，夹山镇杨坪社区居委会、壶瓶山

大岭村等 19 个村（居）也被列入大湘西地

区 文 化 生 态 旅 游 融 合 发 展 精 品 线 路 节 点

村。据了解，全县旅游扶贫带动脱贫贫困户

3022 户（10576 人），占 全 县 脱 贫 总 人 数 的

14.7%。

经过几年的发展，石门县已经形成了

一条文旅融合的发展道路。南北镇薛家村

党性教育基地、长梯隘、龙王洞、白云山、夹

山、泰和合茶号、福田农耕文化园等特色文

化旅游景区景点，蕴含了红色文化、土家文

化、桩巴龙文化、茶文化、农耕文化等文化

资源，丰富了旅游发展的内涵。壶瓶山镇被

评定为湖南省文旅特色小镇，泰和合茶号

已被列入万里茶道湖南段世界文化遗产申

遗名录和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目录。

石门县还打造了一条纵贯全域的景观

走 廊 。近 3 年 来 ，已 完 成 涉 旅 投 入 近 30 亿

元，相继完成了夹山闯王陵改造、壶瓶山红

茶坊、壶瓶山大峡谷景区提质、壶瓶山登顶

步道、白云山茶文化公园、龙王洞景区改造

等一批重点文旅项目，稳步推进了壶瓶山

镇、东山峰、南北镇、罗坪乡等旅游小镇建

设，形成了沿 S241 和 S308 公路为轴线，以

夹山寺、仙阳湖、壶瓶山为核心的优质旅游

景观带，并带动了一大批乡村旅游点的蓬

勃兴起，“处处是景点、路路有景观”的全域

旅游发展格局已经显现。

此外，石门还推出了一批极具特色的

文旅活动，柑橘节、茶文化活动、夹山赛牛

灯会、壶瓶山孝山冬祭、全国大学生文明旅

游背包行等特色活动，使“神奇壶瓶山、唯

美石门县”的形象深入人心，也使石门旅游

人气大幅提升。

石门县相关负责人介绍，新中国建立

初 期 的 1952 年 ，全 县 地 区 生 产 总 值 只 有

2544 万 元 ；1978 年 ，全 县 地 区 生 产 总 值

2.1192 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 176 元；2018
年，石门县顺利通过国家专项评估检查，成

功脱贫摘帽，当年全县地区生产总值 278.2
亿元，全县城乡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16740 元，其中农民人均纯收入 1.17 万元；

2020 年 ，全 县 地 区 生 产 总 值 313.61 亿 元 ，

全县城乡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1.97 万

元，其中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 1.4 万元。

近年来，石门县委、县政府坚持“红色

引领、绿色崛起”发展战略，将文化旅游产

业和脱贫攻坚、乡村振兴、构建绿色生态产

业体系紧密结合，持之以恒地作为县域经

济战略性支柱产业来打造，成功打造了“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湖南样板。

“十四五”期间，石门县将坚持“红色引

领、绿色崛起”，努力建成“畅通、开放、美

丽、幸福”新石门，形成一批主题鲜明、交通

便利、配套完善、环境优美、吸引力强的优

质旅游产品和品牌，全力打造集高山度假、

滨水休闲、禅修养心、温泉养生、户外健身

为一体的湘西北旅游门户和旅游目的地。

（本文图片由石门县全域旅游发展中
心提供）

在“红色引领”中实现“绿色崛起”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陈 鼎

坤 沙 村 里 ， 一 幢 幢 徽 派 建 筑 鳞 次 栉

比，绿水映着青山，好一派令人心旷神怡

的田园风光。坤沙村地处黄山南麓，隶属

黄山市徽州区潜口镇，区域面积 2.53 平方

公里，其中耕地面积 1200 亩 、 集 体 林 场

1600 亩，辖 3 个自然村，共有 337 户 1165
人 。 坤 沙 村 党 支 部 书 记 、 村 委 会 主 任 刘

立 红 说 起 村 里 的 情 况 如 数 家 珍 ， 作 为 土

生 土 长 的 坤 沙 村 人 ， 他 看 到 村 子 变得愈

发美丽、村民的日子过得舒心幸福是最开

心的事。

曾经的坤沙村却并不是如今的模样。

坤沙村的村民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从前村子里鸡鸭牛到处跑，走到哪里都是

臭气熏天的。刘立红带头发动村民，对村

子进行环境整治，集中解决脏、乱、差等

问题，同时进行基础设施建设，让泥巴路

变成了水泥路。在 2013 年安徽省美丽乡

村皖南片示范点考核验收中，坤沙村作为

样本点，代表徽州区参加全省验收，获得

皖南片 11 个区县第一名，并先后获评全

国 文 明 村 镇 、 全 省 “ 五 个 好 ” 党 组 织 标

兵、省廉政文化建设示范点、省级美丽乡

村示范村。

2019 年 以 来 ， 坤 沙 村 逐 步 完 成 了 村

内道路硬化黑化、污水管道敷设、农田生

产道路拓宽浇筑、水塘水渠清淤等建设项

目，既便利了村民的生产生活，又美化了

村居环境。良好的环境和基础设施进而推

动了坤沙村旅游业的发展。刘立红介绍，

坤沙村东邻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国家 5A
级 景 区 —— 唐 模 ， 西 接 全 国 文 物 保 护 单

位、国家 5A 级景区——潜口民宅，南面

是全国科普教育基地 4A 级景区谢裕大茶

叶博物馆。距合铜黄高速路口 5 公里、黄

山 高 铁 北 站 8 公 里 、 黄 山 国 际 机 场 20 公

里。“坤沙村周边景区多，坤沙村是中心

点，具有地理位置优势，交通也便利，很

适合发展旅游产业。”刘立红说。

1979 年 7 月，75 岁的邓小平克服交通

不便等诸多困难登上黄山，并在山上发表

了著名的“黄山谈话”。“黄山谈话”不仅

为黄山的旅游产业指明了方向，更确立了

旅游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中国现代

旅游业的序幕从此正式拉开。

9 年 后 ， 黄 山 市 （地 级 市） 正 式 成

立 ， 下 辖 3 区 4 县 。 其 中 ， 徽 州 区 素 有

“黄山南大门”之称，辖 4 镇、3 乡，自建

区以来，始终将发展旅游业作为重要建设

目标。2016 年至 2019 年，徽州区累计旅

游接待量达 2247.38 万人次，年均增长率

达 12.94%， 旅 游 总 收 入 151.72 亿 元 。 粉

墙黛瓦马头墙，小桥流水老街巷，如今，

一幅徽韵乡村画卷正晕染开新的墨色。

坤沙村的旅游经营模式吸引着周边的

游人。“很多游客在周边的景区游玩后都

会到我们村里来住宿，并且在我们的农家

乐里进行采摘、垂钓、农耕文化体验等活

动，老百姓家中的各种土特产也因此有了

好的销路。现在很多村民都不需要再外出

打 工 了 ， 70%的 人 在 村 里 就 可 以 工 作 。”

刘立红说。

2020 年 ， 坤 沙 村 集 体 经 济 收 入 达

102.26 万元，其中旅游业带动的收入占到

了 40%。 刘 立 红 告 诉 中 青 报 · 中 青 网 记

者 ， 下 一 步 坤 沙 村 将 与 周 边 景 区 进 行 整

合，打造“两日游”，让人们不仅“游在

乡村”也能“住在乡村”。

在徽州区，像坤沙村这样的“美丽乡

村”还有很多，它们凭借着整洁的村容村

貌 、 地 道 的 徽 州 风 韵 成 为 游 客 的 “ 打 卡

地”。黄山市徽州区文化旅游体育局党组

成员、文旅融合发展中心主任桂权介绍，

徽州区在美丽乡村建设成果的基础上，发

挥不同村庄的特色和优势，着力开展“微

空间”打造工程。桂权解释说：“‘微空

间’就是以一个村为单位，在保留农村原

有风味的基础上，融入吃、住、行、娱、

购等旅游元素，如此游客既能拥有旅游体

验，又能感受到最真实的乡村生活气息，

让‘烟雨徽州’‘田园徽州’‘村落徽州’

成为徽州乡村旅游的 IP。”

“美丽乡村建设”同时也为徽州区的

老百姓带来了实惠，推动了当地的经济发

展。“比如富溪乡碣石村通过红色旅游的

开发和建设，2020 年一年获得了 30 余万

元 的 村 集 体 经 济 收 入 。 同 样 主 打 红 色 旅

游的小练村，从 2019 年至今，仅红色旅

游一项就为当地带来了超过 60 万元的村

集 体 经 济 收 入 ， 同 时 ， 餐 饮 、 住 宿 、 土

特 产 销 售 等 让当地老百姓实现了致富。”

桂权说。

徽 州 区 现 拥 有 一 家 5A 级 旅 游 景

区 —— 古 徽 州 文 化 旅 游 区 （包 括 呈 坎 、

唐模、潜口民宅），岩寺新四军军部旧址

纪念馆等 4A 级旅游景区 3 家，黄山徽茶

文化博物馆等 3A 级旅游景区 3 家，全国

乡村旅游重点村 2 处，省级特色旅游名镇

2 处。全区现保存有明清古建筑 1200 处，

其中登记的文物点 449 处，国家级文保单

位 8 处、省级文保单位 7 处，享有“徽派

古建长廊”和“文物之海”的美誉。

据介绍，“十四五”期间，黄山市徽州

区文化旅游体育局将贯彻实施“文旅名区”

战略，以文旅农体融合发展助力乡村振兴

工程，其中，包括利用乡村闲置民房发展民

宿经济；扩展乡村农业采摘园；开展农耕文

化体验游、摄影写生游等活动；利用乡村传

统工坊和作坊以及徽州非遗基地，开展研

学体验游等，旨在持续将美丽乡村转化为

美丽经济，推进富民强村。

粉墙黛瓦里的乡村新墨色

北京工业大学艺术学院 巫 峡

打 开 历 史 的 卷 轴 ，一 山 一 水 ，一 草 一

木，一情一义，一生一代，皆寄藏于画中。

贵州的山水因为我的童年而变得格外

多情。山有着仁者的胸怀，水有着智者的

灵 动 ， 树 藏 着 玩 伴 的 微 笑 ， 花 蕴 着 山 、

石、水的拥抱。

当年我身在其中，便是这景中人。满

满的回忆成全了此景，也成全了多少人的

思乡情。

有一天我终将归去，化作一抔黄土，

祭在山头；化作一缕袅烟，了却尘缘。

枫叶红遍山头，流水潺潺不休，朝露

余晖，潮涨汐退，年复一年，循环往复，

是一处景，是一段情，是一个时代，也是

一个世界。

贵州山水

薛家村新貌。

王婷（王新法女儿）正在制作绿茶。 盛孝军正向游客推荐土特产。 夹山镇国学亲子园。

唐模村民晒秋忙。 陈 鼎/摄

他视野

油画《树色溪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