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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最佳旅游乡村”如何成就？听听它们的“成长秘诀”——

“小山村”何以惊艳“大世界”

编者按

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是农业强国的应有之义。党的十八大以来，一大批生态美、
生活美的乡村旅游目的地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宜居宜业宜游的形象直抵人心。

去年12月20日，我国广西大寨村、重庆荆竹村成功入选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最佳
旅游乡村”，加上此前入选的浙江余村、安徽西递村，我国已有4个乡村入选世界
“最佳旅游乡村”。作为发展乡村旅游的“领跑者”，这四个村子的经验对于广大
乡村有哪些启示？我们特邀四地负责人讲述心得经验。

广西龙胜县大寨村梯田景色。韦吉阳摄/光明图片

受气候影响，梯田景观随着不同季节、天气状况而变化，春如层层银带、夏滚道道
绿波、秋叠座座金塔、冬似群龙戏水。可谁能想到，现在风光旖旎的旅游胜地，20
多年前还是一副千疮百孔的模样。那时，村民成天砍树伐林，频发的泥石流让人叫
苦不迭。

2005年，刚担任村干部的我，第一次在报纸上看到了“生态旅游”这个词。守着好
山水好风光，大寨村怎么才能吃上“旅游饭”？我开始认真琢磨起来。

第一步，得从生态修复做起。2008年，我们到县城争取了40万棵杉树苗。我带着2
00多户村民早出晚归，将40万棵杉树苗种到了各个山头。如今登高眺望，远处一片
郁郁葱葱，梯田里的山泉水哗哗流淌，美得让人心醉。

生态恢复了，这幅美丽的立体农耕图景很快引来了中外游客。尝到了甜头的村民们
，更加积极地用勤劳双手守护梯田风光。每年清明、谷雨过后，布谷鸟开始啼叫，

                                    1 / 4



智行理财网
太湖源风景区(太湖源风景区好玩吗)

村民们便集结在层层叠叠的梯田上，耦耕、耘田、砍田基、扶田基……12道祖传的
农活精耕细作，让梯田始终处在最好的状态。我们还通过村规民约确立了“种田就
是种风景”的理念，一边发展旅游，一边强化保护梯田、保护生态的责任意识。

为了擦亮大寨村旅游特色品牌，我们还把厚重的民族文化和壮丽的梯田风光结合起
来。每年农历六月初六“晒衣节”期间，我们组织村民展示织布艺术和瑶族服饰，
还举办“抬金狗贺岁”“打旗公”和传统婚礼等特色民俗活动，引来了越来越多的
中外游客。得益于旅游业的发展壮大，瑶族文化也得到了更好地保护和传承，现在
，不少年轻的姑娘和小伙子重拾传统技艺，让古老的文化焕发了新生机。

现在，大寨村还创新实行起“流转梯田有租金、入股梯田享股金、梯田务工挣现金
、梯田维护得奖金、梯田旅游发薪金”的发展模式。“扛着犁耙种田地，唱着山歌
搞旅游”，不少村民笑称自己是“两栖农民”。在发展中，我们深深感到，水稻就
是风景线，梯田就是金饭碗。无论何时，我们都会严格遵守稻田耕种、收割等生产
时令，加强对梯田的保护，确保农业生产、生态环境保护与旅游开发同步推进，让
这道风景线越来越亮丽。

留住每一寸绿，呈现家乡原始美

讲述人：重庆武隆区仙女山街道荆竹村党支部书记谌菊

荆竹村地处武陵山腹地，优越的自然环境造就了丰富多样的景观，汉、土家、苗等
多民族在这里交融共生。以前，这里虽与武隆仙女山风景区咫尺之遥，却由于各种
原因乏人问津：复杂的喀斯特地貌不利于开发，进出山路狭窄、交通不便，产业体
系散乱，村里劳动力流失严重……

2015年，我们尝试引入文化旅游公司，为村庄量身打造旅游项目——归原小镇。
我们一开始就明确了“指路牌”：绿字先行，依托原有的自然风貌，进行土地复育
。村里原先以烤烟种植为主，土地板结无法种庄稼，村两委就和归原小镇项目组一
起，花了两年时间种植格桑花，让土地恢复自我更新的能力。

接下来，我们对村庄进行整体规划，尽量让村民的院坝都保留原始风貌。村里有个
网红景点“小天坑”，是喀斯特地貌形成的独特景观。设计团队原打算在这里建个
小剧场，可后来发现，坑底四季常绿的水芹菜，是一种非常脆弱的物种，稍有外力
干预，就会造成破坏。于是，我们紧急叫停了剧场建设，保留成了最初的样子。现
在，“小天坑”成了游客必去的打卡点。

改造过程中，我们尽量把每一寸绿色都保留下来，民宿、餐厅、图书馆等全都是利
用村民旧居改造而成，最大限度地呈现了家乡的原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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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里该发展什么产业？大家思来想去、反复论证，最终瞄准了高山绿色水果种植。
以前，果树种植一旦发生病虫害，就只能打农药。后来，在专家指导下，果农们用
上了农家肥，降低养殖对生态的影响；使用地膜覆盖，减少雨水冲刷带来的面源污
染；对病虫害采取物理防治……虽然比以前麻烦了，但减少了环境污染，水果的口
感和品质大大提升了，深受游客们喜爱。

这几年，乡村旅游项目发展得越来越好，附近的村民也想参与进来，可苦于没有平
台和渠道。于是，由仙女山街道牵头，我们村两委班子组织龙头企业和村民代表共
同成立了“乡宿联盟”，还搭建了荆竹夜校平台，把先进的民宿经营经验传授给村
民。

乡村发展离不开网络带动。春节前村里直播间好不热闹，53岁的冉光芳大姐成了“
网红咖啡师”，王万碧大姐熟练地展示着茶艺……下一步，我们计划试水旅游研学
、户外体验、农旅观光、亲子研学等新模式，让这里的乡村生活更加“诱人”。

重庆酉阳县板溪镇叠石花谷景区内，游客在粉黛乱子草组成的粉色花海中游玩。新
华社发

沉浸在稻香醉人的诗意乡村

讲述人：浙江安吉县余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汪玉成

这几天，我们正依托余村矿山遗址，筹备“小年夜音乐会”。去年8月，中国美术
学院团队到我们村调研，一眼就相中了这里，希望打造成自然风景走廊，双方一拍
即合。可谁能想到，这个文艺范儿十足的场地曾是黑烟笼罩、尘土飞扬的矿山。自
打2004年矿山关停后，村两委就带着大家坚持复绿，让废弃矿山重获新生，成了围
炉煮茶、露营郊游、团建打卡的好去处。

                                    3 / 4



智行理财网
太湖源风景区(太湖源风景区好玩吗)

矿山遗址是余村探索旅游升级的一个缩影。如今，满山的苍翠竹海，遍野的稻花田
地，“遥看一处攒云树，近入千家散花竹”，仿佛就是艺术作品里描述的诗意世界
。漫步村中，村道两旁的院墙不见了，“长”出了不少咖啡馆、主题民宿、文创体
验馆等新业态；余村大景区旅游综合服务中心前不久投入使用，不仅能提供车辆换
乘、旅游咨询、休闲购物等服务，还成了展示展览、创新创业的新平台。田野间，
“余村印象”图书馆正在完成建设收尾工作，不久之后，游客就能在这座“零碳”
建筑中沉浸式体验乡村之美。

2022年，我们开始探索“四季主题”旅游融合活动，让大家一年四季都能感受到余
村之美。比如，2022年元宵节，一场场民俗活动精彩亮相，“农家乐”和民宿家家
爆满；中秋赏月茶会，不少“茶友”前来品茗，为小村落增添了十足的雅趣。

去年，我们的网上农博“余村农耕”品牌馆成功上线，首批入驻优质农业、文创和
民宿主体近20家，开设了余村风味、悠宿余村、余村文创三大品类专区，精选商品
百余件。

这几年，得益于世界“最佳旅游乡村”这块金字招牌，余村不但实现了本村富裕，
还积极带动其他村发展。两年前，我们牵手4个邻村共建共享、共治共富，5个村合
股成立的“五子联兴”强村公司组建仅半年，就通过承接保洁等物业服务，为每个
村带来了20万元的首笔分红。去年签约的业务合同，更是达到了1200多万元。

眼下，我们的“朋友圈”又要扩大了——以一个核心、四大功能分区、五个发展极
布局的余村“大景区”正在规划中；同时，还启动了“余村全球合伙人”招募。我
们有信心，把中国的生态之美传扬到全世界。

（项目团队：光明日报记者张胜、周仕兴、李宏、张国圣、陆健、常河、王斯敏光
明日报通讯员韦吉阳）《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13日07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

Powered by TCPDF (www.tcpdf.org)

                                    4 / 4

http://www.tcpdf.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