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谭文

“青山秀水，田坝风光美，四面山环茶叶
翠，景色宜人沉醉。凤凰舒翅山间，双龙戏
鳞街前，古色古香亭镇，商旅频聚财源。”一
阕《清平乐》清新雅致，描绘的是湖北省宣恩
县庆阳坝的风光景色。2012 年，庆阳坝村入
选“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同年入列“中国传
统村落”名录。

庆阳坝村位于宣恩县椒园镇西北部，全
村 70%以上的人是少数民族。这里有历史
悠久的庆阳凉亭街，有别具特色的古朴民
居，有绿野千里的茶园，更有淳厚多彩的土
家民俗。

茶马古道上的凉亭古街

庆阳坝是茶马古道宣恩段的一个重要驿
站，也是宣恩最古老的集市之一。古镇的核
心是一条全木结构建筑的凉亭直街，全长
100 米，宽 3 米，建筑面积大约 2000 平方米。
古街呈西北走向，沿街两面全是木质结构的
商业店铺，其中不仅有电器行、日用品店、
理发店、食品行与卫生所，更保留了历史悠
久的肉市、茶行、药店及老庆阳旅社。用句
通俗的话说，这条街全是做生意的。全镇
400 多人，其中非农业人口便占据了四分之
一强。

现在，镇上每月有 9 个赶集日，流通的商
品除了生产生活用品，便主要是茶叶、花生、
桐油等本地特产。一条清溪绕古镇脚下流
淌，别是一番静谧安详的景象。

石阶蜿蜒过，阁廊绵延长。山外，城市

热闹喧嚣；山里，老街安静古朴，犹如一杯明
前香茗，意蕴悠长。走进古街，檐搭檐、角接
角，临街一面为商铺，临溪一面是吊脚楼，首
尾相连，一气贯通。

“盐花大道”第一隘

庆阳坝集镇是咸丰、宣恩、来凤、鹤峰、
龙山、永顺、保靖等地入川的陆路交通要
冲。于是，不论是购盐还是销棉，来往于川
湘鄂之间的客商组成行帮，在庆阳坝进行交
易，使庆阳坝一举成为湘鄂西最有名的陆路
集镇之一，号称“盐花大道”第一隘。

据考，明朝时，庆阳坝集镇已初具规
模。除去原本的交通枢纽地位，另一个重要
原因是庆阳坝对于距离当时鄂西最大的土
司之一、施南土司的重要意义。庆阳坝距离
施南土司署所在的水田坝仅有 5 公里，也是
进入施南土司辖地的必经口岸。

“盐花大道”“茶马大道”两条交通古道
在庆阳坝交会，南连湘黔、北接川陕的庆阳
坝便成了南北各类民生物资和土特产品的
集散地。彼时的庆阳坝商贾云集，人流如
织，每天迎来送往数以千计的商家茶客，在
集市从事服务行业的商铺便多达 50余家。

庆阳坝作为“盐花大道”第一隘，在清末
民初创造了土家族精典的陆路商业文化。20
世纪30年代以后，随着公路运输的发展，庆阳
坝从现代商业体系中逐渐淡出，但其保存完
好的土家全木质结构建筑及陆路商业文化，
无疑是土家历史文化传承的宝贵财富。

现如今的庆阳坝

庆阳凉亭老街是我国现存最完整的土家
古街市，保持着民族生活的原真性，具有重
要的历史文化价值。

古街改造中，村政府一方面对残损严重
的吊脚楼进行全面修复，另一方面则将水泥
建筑按照木质古法重新改建，最大限度地恢
复土家族传统神龛、配饰与窗花等。吊脚楼
的维护以在柱头、板壁上刷桐油为主。古街
的街道则继续用青石板铺设路面，并在街面
下修造隐藏式的排污管道。

“青瓦白墙，栏杆跺脊，飞檐翘角，木门
木窗”，为了充分呈现地域民族特色，临街房
屋与凉亭桥接连完成了桥梁房脊的调整工
作，且更换桥板、栏杆、破损柱头等，使其恢
复原有的风貌。

为进一步提升居民的保护意识，文物部
门在村主要入口处设立了省级文物保护单
位标志碑，还在各方向节点处设立了 4 座界
碑，精确勾画出了古镇的保护范围。

近年来，庆阳坝村大力调整产业结构，
发展特色农业，以庆阳凉亭街为依托发展旅
游产业，不断完善基础设施，改善人居环境，
在争当新农村建设示范村的过程中成长为
武陵山区远近闻名的历史文化名村。

湖北宣恩县庆阳坝村

唤醒古驿站 老街茶路香

编者按：游廊蜿蜒，流水潺潺；飞檐鳞比，炊烟袅袅。在古老村镇的一砖一瓦之中，凝聚着传统民居与街巷景
观的营造技艺，更保藏着一代又一代乡民劳作与休闲的日夜光阴。重启传统村落，既意味着明心守志，保留这片
土地独有的人文细节；也意味着推陈出新，寻见产业转型与乡村发展的内生力量。正是在一砖一瓦建设家乡的
过程中，乡愁与乡情方才真正延绵久远，有根可依。

日前，湖南省乡村文化旅游节在隆回县岩口镇向家村举行，三
天内，前来游玩的游客达到了上万人次。

向家村森林资源丰富，素有“天然氧吧”之称。近年来，该村
依托自然风光和地理条件，全面打造“生态旅游特色村”，先后推
出荷花观赏、太阳湖游船等 12 个旅游项目。旅游节现场，一辆辆
小火车满载游客在青山绿水间来回奔跑，游客接待中心内的南
瓜、板栗、野菜粑等土特产供不应求。乡村旅游“闹”火了山村，也
带富了村民。 罗理力 文/图

湖南隆回：旅游节“闹”火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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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村乡愁

“观罢了纱灯我就观古画啊，东梁上挂古画爱坏佳人啊
啦……”日前，在山东省利津县盐窝镇南岭村，从村头向北望去，古
香古色的十里“老街长巷”尽收眼底。在村口，有一座二层戏楼，檐
牙高啄，很有气势。在戏楼下一处宽阔农家院内，在婉转悠扬的扬
琴伴奏下，村民李秀茹正在表演扬琴戏《秦雪梅观画》。

老扬琴是历史较为悠久的说唱艺术，南岭子村有三五搭档就
地拉摊演唱扬琴戏的传统。近几年，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村民们
演唱扬琴戏的兴趣越来越浓。

该村所在的盐窝镇有“文化之乡”的美誉：南岭村老扬琴戏、北
岭村有语出“一山一水一圣人”的历史名人岳振南、民间剪纸特色
鲜明，还有“鼓捣笤帚乔家庄”“不透气的鲍王庄”“噼里啪啦里八
庄”等独特工匠文化。

为传承保护、挖掘老杨琴戏文化底蕴，该镇投资 1200 万元建
起“老街长巷”暨“非遗文化传承一条街”项目，将老街保护和文化
传承合二为一，依托盐窝镇厚重独特的历史文化底蕴，对“十里长
巷”进行改造，并将老手工、老技艺、老作坊等非遗文化沿街落户，
发扬传承传统技艺，打造老街文化品牌。 杨秀成

山东利津县盐窝镇
依托文化底蕴，打造老街品牌

8月27日晚，伴随着八音坐唱的咏叹，广西隆林各族自治县者
浪乡播立村“乡村夜话”活动拉开序幕。在该村文体活动中心，播
立村贫困户及帮扶联系人、包村干部、驻村工作队和村干部齐聚一
堂，以八音坐唱、有奖问答、讲述身边变化故事等形式，组织各家各
户分享脱贫心得，引导贫困户争当脱贫攻坚“明白人”。

活动中，贫困户代表跟大家分享了这些年的感受，谈起实施精
准扶贫后村里和家里发生的喜人变化，现场气氛欢快热烈。良抗
屯村民组的陈友光说：“以前是泥土路，我们去赶集都是走路，一到
下雨天，穿筒鞋都难走。现在我们村每个屯都通了硬化村路，解决
了大家的出行难。通过参加这次活动，我对脱贫攻坚政策更加了
解啦。”者浪乡党委书记卢思雨表示：“各村屯利用晚上时间组织
群众参与夜话活动，让群众明白自己享受了哪些政策，每个家庭享
受了哪些政策，使大家脱贫奔小康的信心和劲头更足。”播立村第
一书记李江说：“举办乡村夜话活动，既增进群众对扶贫惠民政策
的理解，又活跃了村民文化生活。临近开学之际，各村屯还利用这
个机会开展控辍保学宣传，效果很好。” 侯富秸

广西隆林
“乡村夜话”活动分享脱贫心得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发布《在线旅游经营服务管理暂行规定》，
将于今年 10月 1日起正式施行，重点规范在线旅游平台不合理低
价游、大数据“杀熟”等不良经营行为。此规定适用范围涵盖中国
境内通过互联网为游客提供包价旅游服务及交通、住宿、餐饮、游
览、娱乐等服务的经营者。

据文化和旅游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此规定坚持问题导向，回应
了近年来社会反映的热点、市场监管的难点、行业发展的痛点，填
补了在线旅游领域行政规范的空白。

根据规定，在线旅游平台经营者应当对上传至平台的文字、图
片、音视频等内容加强审核，确保信息内容安全；还应当对平台内
经营者的身份、行政许可、质量标准等级、信用等级等信息进行真
实性核验、登记，并定期核验更新。在线旅游经营者应保障游客的
正当评价权，不得擅自屏蔽、删除游客对其产品和服务的评价，不
得误导、替代或强制游客评价。游客的评价应得到保存并向社会
公开。此外，在线旅游经营者应保护游客个人信息安全，不得滥用
大数据等技术手段，基于消费记录、旅游偏好等设置不公平交易条
件，侵犯旅游者合法权益。 余俊杰

文化和旅游部新规
将促进在线旅游规范经营

□□ 郑亚丽 李震宇

清晨，一到浙江丽水市松阳县三都乡杨
家堂村，记忆就被眼前的景象勾回儿时。村
口一棵遮天蔽日的大树与树下一座土坯小
屋相互映衬。沿着石头砌成的小路顺势而
下，可以走进村子的核心。

整个村庄顺着山势建起“阶梯式”民居，
层层叠叠错落有致。“一到周末和节假日，游
客把村道挤得水泄不通。”三都乡党委副书
记张旭军说，几年前，村里一位 90 后小伙把
日常生活场景拍成短视频在网上发布，吸引
了一大拨客人。

保持游客常来不断的秘诀，不光是网络
上的流量，村子也培育着内生的能量。

杨家堂村的房子是典型的徽派和闽派建
筑的综合体，马头墙和土坯墙相互交融。随
着人们对生活质量要求的提高，老房子的用

水、供水等设施显得滞后，村民也陆续搬迁
出去，杨家堂村逐渐变成了一个空心村。

2014 年，杨家堂村走上古村落保护利用
之路，通过实施省级美丽宜居项目、国家级
传统村落保护项目等，村落整体风貌修复全
面推进。2016 年，松阳县成立“名城古村老
屋保护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具
体的保护工作。这给杨家堂村恢复往日光
景增加了不少信心。

老屋修复好了，村庄又活过来了！原来
村子里只有六七十名留守老人，看到村里条
件改善，年轻人陆续回村。不仅如此，村里
独特的风貌也吸引了不少外来投资，如今杨
家堂村有 6 家民宿，每年可为村集体经济增
收 10 余万元。此外，旅游业的发展带动了
农副产品的销售，每年也带来 30 余万元的
增收。

“这里的房子很有层次，给人的感觉是

原生态和古朴。”来自上海的郑女士被村里
静谧的环境所吸引，原本打算三天两晚的行
程，她临时决定再多停留两天。在她看来，
这里是真正难得的古村落。

对于村子的发展定
位，张旭军和同事们有
着清醒的认识：“修复老
屋，要的不是仿古，而是
原生态呈现传统生活场
景。”因此，在对村落整
体风貌修复的时候，他
们特别注意修旧如旧，
不做面子工程。在民宿
引进中，也注意与周边
环境匹配，尽量不破坏
村落原有的风貌。

近年来，随着城市
化的发展，不少地区面

临传统村落走向衰败的困境。松阳县以保
护古村落为契机，让杨家堂这样的空心村逐
渐成为人们乡愁的寄托，也为乡村振兴战略
找到了一条满是生机的路径。

浙江松阳县杨家堂村

老屋修好了，村庄又活了！

杨家堂村村景。 资料图

□□ 钟自炜 史鹏飞

自福建省宁德市屏南县城出发，沿着蜿
蜒山路，车行近一小时，笔者一行人抵达了龙
潭村。

论人气，龙潭村早已远近闻名。天南地

北的艺术爱好者纷
至沓来，今年“五一”
假期到访游客就超
过了2万人次。

小小山村缘何
广受青睐？“是一支
画 笔 改 变 了 龙 潭
村。”屏南县传统村
落文创产业项目总
策划林正碌说。从
开设公益画室起步，
龙潭村发展文化创
意产业，走上了一条
乡村振兴之路。

沈明辉是屏南
县双溪镇双溪村人，

自小身体有疾，16岁丧母，与修鞋匠父亲相依
为命。2015年底，在屏南县残联介绍下，他来
到林正碌开办的龙潭村公益艺术教学中心。

“教学中心免费提供绘画材料，如果画作卖出
去，扣除成本后的收入全给作者。”

虽说并无绘画基础，可老师教得耐心，沈

明辉学得认真。拿起画笔 4 年多，沈明辉逐
渐形成自己的绘画风格，作品也在网络上有
了市场，每月能有四五千元的收入。2017
年，沈明辉的作品被送往法国里昂参加当代
艺术双年展，不断有人慕名前来欣赏、购买他
的画作。

如今，龙潭村受过绘画培训的村民已有
近百人，在画布上展示家乡新貌成了不少村
民的爱好。“村民增加了收入，更开阔了眼
界。”林正碌说。

“龙潭村原本缺乏产业支撑，村民大多外
出务工，1400多人仅剩200多人常年留守。”龙
潭村第一书记夏兴勇告诉笔者，村里有120多
栋明清建筑，曾因岁月侵蚀而渐渐衰败。

“我与龙潭村是一见钟情。这里溪水穿
村而过，民居极富特色。”2017年，江西小伙子
曾伟在龙潭村租下一栋有着百年历史的村
居，将其改造为“随喜书屋”，打造出以读书为
主题的生活空间。

“文创发力助推乡村振兴，像曾伟这样的
文创人就是我们重点引进的对象。”夏兴勇
说，龙潭村委将古民居以每平方米年租金 3

元、15年使用期承租给外来业主，业主负责出
资修缮，租金收益归村民所有。

“村子最明显的变化，就是热闹了。”夏兴
勇说，在外来文创人才项目的带动下，300 多
名在外打拼的龙潭村民回到了家乡。

2017年5月，屏南县成立传统村落文创产
业项目指挥部，每年安排专项财政预算资金
1000 万元，用于文创产业引导、扶持和孵化。
政策扶持下，龙潭村以农民画室为平台，正逐
步建立起多层次的文创产业格局，更推动着
全村的经济转型。

龙潭村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四平
戏”唯一留存的地方。数百年来，“四平戏”依
靠这里的农村艺人口传身授。自龙潭村建起
四平戏博物馆，76 岁的陈秀雨便不时登台为
村民和游客唱戏。

青山依旧，黛瓦如故，龙潭村焕发新活
力，常住人口已增至 600 余人，每年吸引游客
超过20万人次。“去年村民人均收入18350元，
比引入文创产业前增长了 3 倍。”林正碌说，

“下一步还要向着业态成熟、可持续发展的目
标继续探索前行！”

福建屏南县龙潭村

文创产业为古村注入新活力

龙潭村村景。 资料图

我的老村，我的家

庆阳坝村传统民居。 资料图

“我们这支文明新风舞蹈队每天下午六点就来跳广场舞，既锻
炼身体，拉近了邻里关系，又丰富了精神文化生活。”近日，贵州省
绥阳县青杠塘镇回龙村村民陈欢说。在该村的文化服务中心，满
是跳舞的、打球的、下棋的、练书法的，拉二胡的人们，每天都呈现
一派欢快祥和。太白镇水坝村贫困户李德旭则经常到农家书屋查
找致富“金钥匙”，学到科学养牛知识，感觉日子更有奔头了。

近年来，绥阳县在打造“四在农家、美丽乡村”升级版建设中，
坚持党建引领，弘扬新风尚，培育新农民、建设和谐新农村。该县
建成镇级综合文广站 15 个、村级文化服务中心 119 个、农家书屋
110个、文化广场230个、乡村舞台30个、应急广播690个，通过“党
支部搭台、群众来唱戏”的方式，向村民宣传党的惠民政策。另外，
通过评选“五好家庭”“好婆婆”“好媳妇”等弘扬传统美德，要求党
员干部带头立家规、严家教、树家风，用德治化育乡风文明，助力乡
村振兴。 石芝谋 廖小玉

贵州绥阳
文化小舞台唱响乡村振兴好声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