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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陈鼎文并摄

1994 年出生的杨文坐在工作台前，

神情认真。他左手握笔，右手持工具，双

手配合进行着湖笔制作技艺中的一道重

要工序——“择笔”。“择笔”是对半成品

的湖笔进行最后的检验和修整的环节，

其目的是让笔头达到“尖、齐、圆、健”的

品质要求，这也是湖笔与其他种类毛笔

制作工艺相比特有的一道工序。在杨文

身旁坐着一位老人，他双手进行着相同

的动作，但手法显得更加利落和娴熟。这

位老人名叫邱昌明，是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 遗 产 项 目 湖 笔 制 作 技 艺 代 表 性 传 承

人，也是杨文的师父。杨文不时侧头学习

老人的手法，老人也频频向他指点要领。

窗外的阳光铺满了工作台，也照在了新

老匠人的手上。

毛笔最初的制作方法是在枝条上扎

上一束兽毛，兽毛包围在笔杆的外围，并

以丝线缠绑。到了秦朝，大将蒙恬用兔毛

制作笔头，并将笔杆一端挖空，将笔头嵌

入其中，这种改良奠定了之后毛笔的基

本形态，而蒙恬也因此被后世称为“笔

祖 ”。 善 琏 镇 位 于 浙 江 省 湖 州 市 南 浔

区，这座充满江南水乡风韵的小镇的制

笔业历史悠久，镇上以制笔为生的居民

众多，因此地为湖州所辖，故其所产毛

笔被称为“湖笔”。著于明朝弘治年间

的 《弘治湖州府志》 如此记载：“湖州

出笔，工遍海内，制笔者皆湖人，其地

名善琏。”善琏的制笔者秉承蒙恬的制笔

之法，并在镇上建起“蒙公祠”，每年定期

祭拜，以盼笔业兴旺。南宋时期，大量笔

工 为 躲 避 战 乱 迁 往 江 南 ，部 分 定 居 湖

州，又因南宋都城迁至临安（今杭州），

于是邻近临安的善琏制笔业有了良好的

发展环境，湖笔从此逐渐兴盛。

邱 昌 明 与 杨 文 师 徒 二 人 因 湖 笔 结

缘。邱昌明出生于 1950 年，凭着对手工

制笔的兴趣，16 岁进入了善琏湖笔厂 。

他从学徒做起，学习的第一项制笔工序

便 是“ 择 笔 ”。湖 笔 的 制 作 包 括 笔 料、水

盆、结头、蒲墩、装套、镶嵌、择笔、刻字共

八大工序，每个大工序下又分为多个小

工 序 ，总 计 120 多 道 。学 习 技 艺 要 潜 下

心，要坐得住，要吃得苦，邱昌明如今是

这样说的，当年也是这样做的。在善琏湖

笔厂工作了 10 年后，他也带起了自己的

徒 弟 。1980 年 ，邱 昌 明 开 始 参 与 笔 厂 的

管理工作，这让他进一步对湖笔生产流

程 有 了 整 体 的 了 解 和 把 握 。1985 年 ，邱

昌明成为副厂长，7 年后任厂长。邱昌明

说湖笔是他一生的事业，能坚守这份热

爱的事业，他是幸福的。2008 年，邱昌明

退休，离开他工作了 42 年的笔厂。

虽然退休了，但邱昌明依然思考着

如何将湖笔制作技艺更好地传承下去。

湖笔厂是一个传授技艺的好选择，但邱

昌明发现，大多数笔厂的工人在退休后

便不再从事这一行，他说，这样一来，手

艺 终 究 还 是 要 断 的 。2019 年 ，邱 昌 明 见

到了杨文，这个相貌清秀，性格内敛，痴

迷传统手工艺的年轻人让邱昌明看到了

希望。“这孩子爱好手工艺，很喜欢湖笔，

聪明伶俐，悟性好，还沉得下心，静得下

气。他问我能不能做他的师父，我说我很

愿意。”

邱昌明决定把湖笔制作技艺传授给

杨文的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杨文经营

着一家自己的湖笔店铺，自己生产，自

己销售，不存在“退休”问题，技艺传

下去的可能性也大大地提高了。

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湖笔

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邱昌明认为，技

艺不仅要用适合的方式进行传承，也要传

给适合的人。师徒二人的传承故事从此开

始。关于技艺，邱昌明对杨文知无不言，

言无不尽，虚心勤奋的杨文也刻苦钻研，

不舍昼夜，师徒缘分持续至今。邱昌明感

慨 说 ， 如 今 年 轻 人 愿 意 做 传 统 行 业 的 少

了，认为学习过程枯燥，耗时间，最重要

的是工资低，然而湖笔制作技艺中的最重

要的两项工序“水盆”和“择笔”至今无

法机械化，技艺没有人学就会失传，这是

件非常可惜的事情。

“事实上，传统制笔是很有发展前途

的，因为笔是书写文字的工具，文字是文

化 的 载 体 ， 现 在 喜 爱 传 统 文 化 ， 喜 爱 书

法、学习书法和绘画的人很多，这就需要

大量毛笔，而湖笔作为一类优质的毛笔，

精 工 细 作 ， 书 写 体 验 好 ， 市 场 需 求 量 很

大。杨文愿意学，愿意从事这个行业，我

就会尽我的所能教给他，支持他。”

“我很感谢我的师父。”是杨文对中青

报·中青网记者说的第一句话。杨文从小

就对手工艺充满好奇与热情，经常参加学

校组织的各种手工艺比赛，他享受做手工

艺的过程，那令他心态平和，身心放松。

在 2018 年正式接触了湖笔制作之后，杨

文便决定从事这一行业，那时他最渴望的

就是能拜一位良师。在经人介绍与邱昌明

结下师徒缘分后，杨文便一头扎进了湖笔

制作技艺的学习中。学手艺是很难的，仅

仅“择笔”一项的手势动作就要学习三四

个月。杨文一点一点地学，从早上 8 点开

始做到中午 12 点，吃过饭又继续做，一

直到深夜，其间他没有觉得辛苦，也不觉

得枯燥，他说也许他和湖笔就是有缘分，注

定要成为一个手艺人。

杨文目前经营着湖笔店铺，店里摆满

了 各 式 湖 笔 ，可 以 满 足 使 用 者 对 笔 的 粗

细、大小、软硬的要求。作为年轻人，杨

文 深 知 网 络 的 重 要 性 ， 他 拥 有 自 己 的 网

店，销量亦十分可观。如今，他的店里参

与制作湖笔的员工有 12 人，平均每月能

卖出 5000 支湖笔。杨文知道如今年轻人

更青睐新兴行业，从事传统行业的较少。

为了让更多的人，尤其是年轻人了解湖笔

的制作过程，感受湖笔文化，杨文在短视

频平台上注册了账号并定期发布视频或进

行直播，内容包括对湖笔的介绍和展示，

以及他制作湖笔的过程。他会告诉观众什

么样的笔是高质量的，不同类型的湖笔的

书写体验是怎样的。杨文觉得视频这种直

观的形式在当下更容易被人们所接受，同

时 也 易 于 传 播 。 他 的 账 号 目 前 已 有 4000
多个“粉丝”，一条视频最多的时候有十

几 万 的 浏 览 量 。 不 少 网 友 会 在 视 频 下 留

言，其中令杨文感触最深的一条是这样写

的：“中国传统手工艺需要传承，希望有

更多的年轻人去从事！”

除了继承传统，杨文也在不断尝试对

湖 笔 进 行 改 良 ， 以 适 应 使 用 者 的 需 求 。

“比如，我们会在笔头的羊毫中加入猪鬃

或化纤，让笔头的弹性更好。我经常会去

和 书 法 家 聊 ， 让 他 们 试 用 ， 寻 求 改 良 建

议。我自己很喜欢书法，也在练习书法，

这样自己就可以知道用起来怎样，如何改

进。产品上我们会对笔杆等部分进行文创

设计，包装上也会加入中国风的元素，让

笔更加精致，更能吸引年轻人。我们网店

的统计显示，60%顾客都是 15-35 岁的年

轻人。”

目前，杨文还在与当地的中小学合作

组织研学，向学生展示湖笔文化。他会让学

生们走近他的工作台，他一边做一边解说，

然 后 让 学 生 亲 自 去 涂 画 。“ 我 的 想 法 很 简

单，祖辈留下来的东西要传下去，不能消

失，同时也要创新，把传统融入现代，把

非遗做得精致，让非遗可以年轻化。”

他让“非遗”精致而年轻
□ 辛酉生

中国博物馆不少，公办的、民办的，
综合的、特色的，全国的、地方的，林林
总总。说到国字头展示某一领域全貌的博
物馆，在公众印象里一般都建在中心城
市。但也不尽然，在中原腹地，一座历史
悠久的古城里就有一家国字头博物馆。

“盘庚迁殷”是商代历史上一次迁都
行动。为了解决社会不安定问题，商朝第
20 代君主盘庚搞了两次迁都活动，第二
次迁都，他将首都迁到殷即现在的河南安
阳。商朝喜欢迁都是历史上出名的，但自
从“盘庚迁殷”后，直到商灭亡，安阳始
终是其政治中心。正是由于商后期政治中
心始终稳定在安阳，这里才留下了大量商
代历史文化遗存。随着历史的演进，这些
遗存渐渐不为人所知。时间来到 19 世纪
末，这些遗存又一点点出现在世人面前。

清光绪二十五年 （1899 年），是中国
文字学历史上值得纪念的一年。这一年，
学者王懿荣生病，当时北京市面上出现了
一种叫“龙骨”的药物，他便买了一些回
来，并发现这些被称为龙骨的骨片上似乎
有古人的刻画。于是他将这个发现告诉了
讽刺小说作家刘鹗。刘鹗好奇，开始广泛
搜集龙骨，并认定这就是古代文字。刘鹗
将他的收藏集为《铁云藏龟》一书。一时
间收藏龙骨成了热门，龙骨销售者也从药
材商换成了古董商。龙骨到底出自哪里，
成了谁都想知道的问题，掌握一手货源的
古董商们却讳莫如深。这时，破局的人物
出现了。罗振玉，一位在溥仪笔下颇具商
人气质的学者，发挥了他商业方面的才
智，打探出龙骨出自河南安阳。找到出
处，下一个问题就是龙骨上的文字写的是
什么。

古文字识读往往十分困难。比如古埃
及文字一度被认为是天书，直到法国文字
学天才商博良，同时反复对读用古埃及文
字和古希腊文字所写的同样内容的罗塞塔
石碑，才终于明白了古埃及文字中的动植
物形象居然是表音字母，从而破解了古埃
及文字之谜。中国人识别龙骨上的文字，
相对简单许多。由于汉字始终沿着自己的
发展轨迹变化传承，罗振玉很快就识别出
龙骨上表达天干地支的文字，这些字的写
法几千年来基本没怎么变化过。除了文字
的传承，中国人又是最爱记录历史的民
族，将龙骨上的干支纪年和《史记》等古
籍对照，可以认定龙骨上刻的是商王占卜
的内容。龙骨就成了甲骨，其上的文字成
了甲骨文。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罗振玉
已经可以用识别出的甲骨文创作对联。此
后经过数次科学考古发现，安阳殷墟遗址
又出土了数量众多的甲骨。随着研究的深
入，现在能够识别的甲骨文字数量，已有
两千多个。

由于甲骨文是我国已知最早的成熟文
字，安阳作为甲骨文的发现地就有了特殊
意义，于是，将国字头的中国文字博物馆
放在安阳也当之无愧。

走进中国文字博物馆，首先看到一个
高 大 的 字 坊 ， 其 形 象 是 甲 骨 文 中 的

“字”，点出本馆要讲述的内容。进入展厅
首先看到的是“一片甲骨惊天下”主题展
览，展览分为“发现与发掘”“考释与研
究”两部分，所讲的就是上述内容，不过
要详细、精彩得多。从甲骨展厅出来，馆
内依次介绍了从刻画符号开始到商周战国
甲骨金文、秦始皇统一文字、由篆而隶的
文字演化、汉字简化运动等汉字发展历史
上的重要节点。

在这里能看到贾湖遗址出土的刻有类
似“八”字的陶片。甲骨文是成熟文字，
它不是凭空而来，也不是一蹴而就，文字
发展也遵循由简而繁的规律。汉字从哪个
时段开始出现？比商代早 5000 年的贾湖
遗址出土的刻画已经是文字了吗？考古发
现中缺失的环节在哪里？

似乎一提到甲骨文人们就想到商代，
其实，一直到周代初年，甲骨文仍在使
用，文字始终渐进发展，在文字博物馆也
能看到周代的甲骨文。甲骨文是商代唯一
的文字吗？并不是。商代刻画在青铜器上
的金文已经出现，其书写风格和甲骨文有
所不同，最著名的商代金文是原来被定名
为“司母戊鼎”，现在被定名为“后母戊
鼎”上的“后母戊”三个字。文字博物馆
中也有众多带有铭文的商周青铜器展示。
真实的竹简像古装剧中表现的那样吗？并
不是，真实的竹简要比电视道具小得多。
这些关于文字的知识在文字博物馆都能了
解。博物馆展示了汉字的各种载体，骨、
铜、竹、木、石、纸、瓷，和占卜、记
功、贸易、陵墓、书籍等应用场景。此
外，还对主要的少数民族文字做了介绍。

博物馆中也展示了科技与文字的关
系。科技促进文字发展和文明传播。造纸
术的发明，印刷技术的演变，雕版、活
字、铅字到激光照排。科技越发进步，文
字的传播变得越来越便捷和低成本。古人
雕版印刷一部书籍，往往要数年时间，所
以中国古人特别珍视文字，写有文字的废
纸都要专门焚化，以示敬重。古人还有一
个词叫“灾梨祸枣”——雕刻书版要用梨
木或枣木，书籍制作首先要制版，一书成
就意味着树木就要被砍伐。古人在刻制著
作前，要想一想自己的作品是否值得连累
树木，因此对刻版极为慎重。现在的梨枣
树不会因文字而被连累了，文字脱纸化已
成潮流，但似乎伴随而来的是人们对自己
文字的认真程度降低了，海量出版物中找
到可读的文字变难了。容易也就失去了敬
畏。在对待文字的态度上，当代人或许应
该向古人学习，对文字这烛照千载的文明
火焰，保有必要的敬畏之心。

烛照千载的
文明火焰

□ 陈 斌

为了旅游商品企业的生存也好，为
了旅游商品创意提升也罢，必须搞懂旅
游商品的一些基本原则。

貌似谁都懂的旅游商品，走对路，则
获利颇丰；走错路，则会苦不堪言。回顾
十几年来，各地重金打造的旅游商品区
域品牌，某某“礼物”、某某“有礼”、某某

“好礼”，每个品牌出生时莫不引人注目。
政策支持，资金支持，领导支持，专家支
招儿，可谓风光一时。然而热闹几年后，
这些品牌中的绝大多数却奄奄一息或偃
旗息鼓了。很多管理者、经营者到最后也
没明白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但也有很多企业的特色商品，虽然在
景区店门可罗雀，可在景区外的商业街、
专营店、网络销售平台被旅游者追捧并热
购，火得一塌糊涂。还有些企业生产的食
品造型上没有任何直白的文化特点，包装
没有直白的文化特色，却被旅游者大量购
买，而且是旅游回去后，在网上买了再买。

实际上，不是旅游商品没有规律，
而是旅游商品的规律不被一些管理者、
经营者、专家所喜欢和接受。所以必须
搞懂旅游商品的一些基本原则。

原则一：市场性

旅游商品市场性与非市场性的最大

区别是：谁是第一。“顾客”第一是市
场性，“自己”第一就是非市场性。旅
游商品必须站在“顾客”的角度去思
考，而且“顾客”不仅仅只是掏钱买旅
游商品的人，也包含掏钱人周围的一些
群体，一些影响旅游者消费的人。旅游
商品不能用“自己”的角度分析。“自
己”喜不喜欢，“自己”想不想买都不
是第一位。这里的“自己”不仅是真实
的自己，还包括管理自己的管理者和能
够影响自己决策的专家等。

原则二：商品自身属性

旅游商品包罗万象，只要旅游者购
买的、实物的、可带走的、不用于再次
销售的商品均是旅游商品。从世界范围
来讲，销量巨大的旅游商品包括：大多
数没有直白的文化特色的女士功能用
品，如美妆护肤品、洗护用品等；基本没
有直白的文化特色的装饰性兼功能性用
品，如服装、鞋、帽等；老少皆宜，不分性
别都爱买、没有直白文化特色的、毫无艺
术性的旅游商品，如方便食品、休闲食
品、水饮品、冲调品、佐餐调味品等。可以
看出，旅游者购买的大多数商品首要关
注的不是文化属性，首先看中的是旅游
商品自身的属性。所有商品有其自身的
属性，不是因为旅游者的购买改变了商
品自身的属性，恰恰商品自身的属性才
是引起旅游者购买的主要原因。

原则三：有限度的感性原则

旅游者的旅游购物是带有感性的理性
行为，也就是有限度的感性行为。因为旅
游者的旅游购物行为受到法律、道德、收
入等理性因素制约。由于每个人对商品功
能的认识不同，价格接受度不同，受购物
场所的影响不同，受购物气氛刺激不同，
受单位、家庭、社区等影响因素不同，导
致购物感性程度不同。更何况旅游商品类
别众多，使所有旅游商品无法用一个统一
的分值评价表进行评判。应采取商品自身
所属行业的专业人士+旅游商品其他有关
专业人员的方式，进行多角度的评判。旅
游商品开发中最容易忽略的就是这一点，
最难掌握的也是这一点。因为商品自身所
属行业的专业人士容易找，设计、旅游专
业人士也容易找，市场营销、管理专业人
士也容易找，但既了解专业，又了解设
计、还了解旅游，并且了解市场营销、管
理的理念协调人非常难找。

原则四：创意性原则

旅游商品创意包括功能创意、口感创
意、品种创意、造型创意等，而不仅仅是文
化创意。况且，没有直白的文化创意的旅游
商品恰恰是旅游商品的主流。体现当地特
色的物产资源，又突出新功能、新口味、新
品种的旅游商品非常容易受旅游者的青

睐。旅游者很喜欢看文化创意产品，且会买
一点文化创意旅游商品，但其销量无法与
大量消费品类的旅游商品相比。有些特定
主题的文化创意旅游商品在旅游购物中的
占比远小于 1%。经常出现一些媒体上说
好、“专家”赞不绝口的文化创意旅游商品，
或实际销量很小，或生命周期很短，或与投
入相比收益惨不忍睹。

原则五：时代性原则

用于日常生活，是旅游者购买旅游商
品的主要目的,让人们的生活更加美好，包
括使生活更加安全、卫生、方便、美丽、生
动、舒适、和谐等。这就要求旅游商品的开
发者，首先要满足旅游者的需求，还要考虑
旅游者下一步，哪怕仅仅是下半步的需求。
需要注意的是，这里指的需求，必须是旅游
者的需求，而不是开发者的需求。现在人们
一提到未来需求，就有人提出把非物质文
化遗产推向旅游者。虽然用于现代生活的
旅游商品包含向旅游者销售的非物质文化
遗产的产品，在部分比较封闭的地区，这类
产品甚至可能在旅游商品中份额稍高一
些，但从总量上看，绝大部分的旅游商品并
不是非遗产品。虽然非遗产品可以通过卖
给旅游者成为旅游商品，但除食品、家具、
扇子等与现代生活日常用品相关的产品
外，非遗产品多是以政务礼品、商务礼品、
以及更少量的收藏品形态出现。所以，大多
数远离大众的、远离现代的、远离生活的非

遗产品，天然的不会成为旅游商品的主流。
只有那些利用非遗创新的、且与现代生活
相关的非遗创新产品，才能受到大多数旅
游者喜爱和购买，成为热销的旅游商品。

原则六：合法性原则

合法、合规不仅是旅游商品企业经营
的前提，更应是文化创意旅游商品开发的
前提。旅游商品产业链的每个环节都必须
遵纪守法，尤其是文化创意旅游商品更不
应该成为法外之物。一些文化创意旅游商
品开发者借口加快打造文化创意品牌违法
违规。有些明明商标名称的注册没有被批
准，却冒用国家注册商标标识进行销售。有
些以创新为借口，未经授权，在他人的专利
产品上贴上个图案，就说是自己的产品并进
行销售。有些以宣传为借口，在红色旅游创
意产品开发时，违法违规使用党旗、国旗、
党徽、国徽、领导人肖像等。在文化创意雪
糕热的环境下，竟然有人开发了党旗雪糕。

旅游商品行业有关部门投资最少，最
容易产生影响力，既可以使企业投资回报
很高，又可以解决大量就业，还可以增加
农民收入和财政收入，是可以各方多赢的
行业。旅游商品的完全市场化也是对各方
的考验，只要按照旅游商品的规律去努
力，发展旅游商品并不是难事。

（作者为中国旅游协会旅游商品与装
备分会秘书长、中国特色旅游商品大赛专
家组长兼裁判长）

想提升旅游商品创意？须先明白几个基本原则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夏 瑾

近日，文化和旅游部公布“第三批

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名单和第一批全国

乡村旅游重点镇 （乡） 名单”，确定了

199 个村入选第三批全国乡村旅游重点

村，100 个镇 （乡） 入选第一批全国乡

村旅游重点镇 （乡）。

从 2019 年 开 始 ， 文 化 和 旅 游 部 会

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开展全国乡村旅游重

点村名录建设工作，已先后推出了两批

1000 个 全 国 乡 村 旅 游 重 点 村 。 在 全 国

乡 村 旅 游 重 点 村 名 录 建 设 工 作 的 引 领

下，各地先后围绕重点村建设，推出了

一批乡村旅游优质项目、精品路线、节

庆活动，丰富了乡村旅游产品供给。全

国省级乡村旅游重点村名录工作已基本

建立，各地对入选的重点村给予资金奖

励、金融信贷、市场推广等各方面的政

策扶持。乡村旅游重点村已成为带动乡村

旅游高质量发展，助力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的重要力量。

在 8 月 27 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

新闻发布会上，文化和旅游部部长胡和平

介绍，近年来，文化和旅游部积极推动乡

村 旅 游 与 乡 村 振 兴 、 美 丽 乡 村 建 设 相 结

合，培育了一批生态美、生产美、生活美

的 乡 村 旅 游 目 的 地 ，2019 年 ， 我 国 乡 村

旅游接待人次达到了 30.9 亿，占国内旅游

人次的一半。

文化和旅游部推进乡村旅游扶贫，帮

助许多农民不离土、不离乡，走上脱贫致

富 路 。 文 化 和 旅 游 部 会 同 国 家 发 改 委 等

11 家单位实施乡村旅游扶贫工程，形成

“景区带村”“合作社+农户”等模式，帮

助 2.26 万个建档立卡贫困村脱贫摘帽。比

如，湖南十八洞村、贵州花茂村、河北德胜

村、江西神山村等，都由曾经的贫困村变成

了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内蒙古阿尔山有

一个林区的村民自己写了这么一副对联：

“放下斧头当导游，小康生活不用愁”，这是

对旅游助力脱贫攻坚的生动诠释。

文 化 和 旅 游 部 还 组 织 了 创 意 下 乡 活

动，推出田园诗画民俗风情之旅、最美乡

村生态休闲之旅等 300 多条乡村旅游精品

线路，开辟“三区三州”旅游大环线，开

通旅游专列、开展线上线下推广，吸引更

多的游客体验乡村旅游，让乡村成为人们

一解乡愁的“栖息地”、农民脱贫致富的

“聚宝盆”。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胡和平指

出，乡村旅游发展，不仅让村民们吃上了

旅游饭，成为旅游的从业 者 ， 也 让 腰 包

逐 渐 鼓 起 来 的 他 们 走 出 家 门 、 成 为 旅 游

体 验 者 ； 不 仅 让 乡 村 成 为 “ 摆 开 八 仙

桌 、 招 待 十 六 方 ” 的 旅 游 目 的 地 ， 也 让

乡 村 成 为 “ 背 上 行 囊 走 四 方 ” 的 旅 游 客

源 地 。 农 民 通 过 发 展 旅 游 、 外 出 旅 游 丰

富了物质生活，也丰富了精神世界，扎根

乡村、振兴乡村的动力和愿望更强烈了，

这也体现了旅游业作为综合产业、幸福产

业的优势所在。

倡 导 大 众 旅 游 ， 就 是 要 坚 持 旅 游 为

民、旅游富民，让旅游成为小康社会的标

配、美好生活的必备。胡和平强调，下一

步，文化和旅游部将坚持以品牌为引领，

以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镇、乡村旅游精品

线路、优选乡村民宿、乡村旅游融合发展

示范区等为抓手，实施“乡村旅游餐饮提

升计划”“乡村旅游艺术提升计划”，推动

乡村旅游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让乡村旅

游托起百姓富裕富足的金饭碗、塑造乡村

宜 居 宜 业 的 新 形 象 ， 用 “ 美 丽 乡 村 ” 在

“美丽中国”壮美画卷上留下浓墨重彩的

一笔。

乡村旅游：小康社会的标配，美好生活的必备

博 观

旅游商品系列谈

扫 一 扫 ，看 湖 笔

制作过程。

邱昌明教杨文“择笔”。 晾晒中的湖笔头。

湖笔制作技艺“刻字”工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