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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

广西西林县
农文旅融合发展擦亮乡村游品牌

被微波荡漾的驮娘江环绕的广西西林县普合苗族乡新丰
村是水库移民新村，该村依托良好的生态，按照乡村旅游胜地
标准建设卫生室、农家便民店、八角亭、文化戏楼、钓鱼台等配
套设施，开展舂糍粑、唱山歌、服饰展等民俗文化活动，发展乡
村旅游。

近年来，西林县引导各村寨把生态建设纳入村规民约，充
分挖掘地方风味、民族特色、传统工艺等资源，开发研学教育、
田园养生、亲子体验等旅游项目，加快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
激活乡村旅游市场。去年，该县共接待游客124.82万人次，实
现旅游消费收入 12.3亿元。“我们依托九龙山、王子山、威后
湖、万峰湖、驮娘江，加快旅游带建设，打响亲近自然、休闲临
江、康养临湖的西林生态旅游品牌，把生态优势转化为旅游发
展优势。”西林县委书记欧阳可爽表示。 王正庭 黄燕群

今年以来，贵州省桐梓县花秋镇加强乡风文明建设，开展
丰富多彩的群众文体活动，寓教于乐，宣传推进健康乡镇和健
康社区创建。图为花秋镇党员志愿者在宣传栏前为群众宣讲
文明、健康知识。 聂轩洪 代小燕 摄

近年来，山东省阳谷县以党建引领推进乡村文化振兴，充
分发挥当地非遗人才的传帮带作用，传承创新发展传统特色
剪纸、木雕、面塑等技艺。图为在侨润街道曙光社区党群服务
中心，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民间剪纸艺人王月敏（左二）向
群众传授剪纸技艺。 汤雁南 宋延安 摄

□□ 秦毅 赵明楠

近年来，陕西省民间手工艺产业在促进乡
村振兴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以华州皮影雕刻
技艺、镇巴宣纸传统造纸技艺和三边柳编技艺
等为代表的传统手工艺，实现了创造性转化和
创新性发展，广泛带动当地农民结合实际开展
手工艺加工制作，增收致富。

华州皮影雕刻让乡土文化生辉

来到渭南市华州区的游客，往往会被这里
浓厚的皮影文化所吸引。作为中国皮影戏的发
源地，华州区借助本土文化的辐射力和影响力，
发展地方手工艺，打造出完整产业链，扎实推进
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

“华州区皮影戏历史悠久，从艺人数众多，形
成了大量文化品牌和非遗亮点，每年都会有众多
外地客商来此订购皮影。本地有许多关于皮影
的博物馆和展示馆，可以满足游客对皮影艺术的
热爱和向往。”华州区皮影戏传承人薛宏权表示，
每年慕名来华州区参观的游客众多，不仅提升了
当地皮影的销量，也带动了旅游业的发展。游客
不仅可以实地参观皮影雕刻作坊，参与互动和体
验，还可以观看皮影表演，感受皮影艺术的魅力。

在华州区，皮影雕刻技艺的产业化发展带
动大量当地乡村人员投入手工艺制作。皮影产
品市场不断扩展，产品远销海内外，而华州区也
成为闻名全国的皮影艺术集散地。2020 年，

“华州皮影”在法国被注册为国际商标，国际知
名度大幅提升。

今年73岁的汪天稳是华州区皮影戏的国家
级传承人，他说，以前的皮影是为皮影戏演出雕
刻的道具，而如今皮影戏不仅受众广泛，喜爱并
收藏皮影的人也越来越多，带来了皮影雕刻产品

市场新的增长点，提升了当地群众的经济收入。

镇巴宣纸土法生产创品牌

镇巴县位于陕西最南端的大巴山腹地，因
其独特的人文和生态环境成为千年造纸传统的
承载地，当地生产的镇巴宣纸远近闻名。

当地宣纸厂利用陕南丰富的青檀资源，将传
统工艺与现代科技相结合，生产的宣纸工艺精湛、
品质优异，荣获国际大奖和国家级、省级奖项50
余项。目前，当地的名优产品“秦宝”宣纸已具有
自营出口权，形成综合发展的特色产业集群，打开

了国内外消费市场。当地每年生产各类宣纸近百
吨，销往11个国家，年创收近70万美元。

通过做大宣纸产业和免费技艺培训，周边
群众掌握了谋生致富本领，当地也形成了宣纸
土法生产的工匠平台，在助力镇巴县经济发展
和农民致富方面发挥独特作用。镇巴宣纸传统
造纸技艺非遗传承人胡明富说：“我们的宣纸生
产，彰显了非遗助力乡村振兴的使命担当，我们
将以此为动力，不懈努力，在乡村振兴的宏伟战
略中作出更大成绩。”

镇巴县先后建成非遗工坊、宣纸博物馆、宣

纸文化产业园等一批配套项目，其中不仅有展
示销售中心，还有名家及手工造纸研究基地、造
纸车间、农耕文化体验民俗馆、农业观光园、青
檀树种植基地等，可直观全面地展示手工造纸
全过程，满足当地文化发展和旅游开发的需要。

当地文旅部门相关负责人表示，镇巴县的
城乡居民，特别是农民、手工业从业者将在非遗
的保护和可持续发展中直接受益，这不仅增强
了他们的致富能力，也有力提升了本地群众对
民族文化遗产的认同。

三边柳编产业创造大财富

陕北三边柳编技艺历史悠久，定边、安边、靖
边三县人民爱用柳条编织油篓、酒篓、簸箕、笸
箩、筛子等，三边柳编技艺入选陕西省非遗项目。

柳编技艺随着三边地区产业化的持续推
进，已在全县范围内普及，现共有编织人员
2000 多名，年纯收入超百万元。当地紧跟时
代，不断创新手工艺技法，创编出400多个柳编
产品，满足不同人群的生活、家居和装饰需要。
柳编产品销往全国，并出口到日本、美国、法国、
德国、瑞典、波兰等国家，年销量最高达 38.5万
打。柳匠成为当地重要从业人群，在国家的政
策鼓励下，相关从业人员还在不断增加。

三边地区适时成立多个手工联社和柳编
厂，组织柳编爱好者参加免费手工技艺培训。同
时，当地多措并举，吸纳家庭困难人群加入学习
队伍，多方推荐其产品参加广交会以及其他博览
会、贸易会等展销活动，助力其增收致富。据三
边柳编技艺市级传承人张莉萍介绍，自从开始学
习和制作柳编，她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她走出陕西，将柳编作品带到了祖国的大江
南北，收获了大家的认可与喜爱，同时，三边地区
的知名度也因柳编产业而远播四方。

陕西华州皮影雕刻、镇巴传统造纸和三边柳编产业带动村民致富——

传统手工艺成农民创业新亮点

□□ 孟殷冰 李吉霞

“我们的柳编工艺品，不仅本地人喜
爱，还有很多外地客商来批发。我们正在
编织的这批收纳筐是临沂的客户购买的，
定制了200个。”近日，在山东省东营市东营
区龙居镇龙居社区龙祥家园临街的一个大
厅内，柳编技艺传承人贾珍高兴地说。20
多名妇女在这里说笑着，手里不停地忙活
着，在她们身边，摆放着一个个时尚、美观
的收纳筐、小动物等柳编制品，这些产品都
来自新近挂牌的东营区非遗工坊——贾珍

草柳编工坊。草柳编工艺相对简单，非常
适合在村民中普及，他们学会编织技能，在
工坊、在家中随时随地都可以进行编织。
目前，仅草柳编一项已带动村民就业300余
人，人均年增收6500余元。

东营区龙居镇是坐落在黄河入海口
开端的一个沿黄镇。近年来，该镇在黄河
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国家战略指
引下，既做黄河滩区的守护者，又做滩区
的建设者，以特色文旅产业赋能乡村振
兴，打造了一个多姿多彩的黄河南展区，
先后创建为全国环境优美乡镇、山东省旅

游强镇、省级园林镇和生态旅游示范区。
龙居镇党委牵头成立“支部领办合作

社＋龙头企业＋农户”的沿黄党建联盟，做
好黄河文化与沿黄生态经济融合发展文章，
打造出一条农、文、旅高度融合的党建引领
产业振兴示范带。该镇全面整合林海、湿
地、康养、非遗文化、美食、旅游等优质资源，
大力发展绿色低碳产业，创建了国家4A级
旅游景区1个、3A级旅游景区2个、省级湿
地公园1处。目前，龙居镇年旅游收入8000
余万元，创造了2800余个就业岗位，真正让

“绿水青山”变成了老百姓的“金山银山”。

山东东营市

黄河口生态文化产业富民兴村

黑龙江漠河市北极村

以“北”为特 拓展休闲农业价值链

□□ 周超文 文良政 曾雁彬 文/图

每天早晨，在四川省泸州市江阳区分水岭
镇的古街上，55岁的许学明就准时起来准备油
纸伞制作所需的材料：浆糊、牛皮纸、伞把、伞
架、丝线、桐油、颜料……多年来，只要在家，这
是他雷打不动的习惯。

现在分水岭的油纸伞制作，承袭了古老的手
工工艺，除了材质的精挑细选，分水油纸伞的制
作工序更是繁复。许学明介绍，从开料起到制作
完毕，一把伞要经历划竹、做骨架、上伞面、绘花、
上油几个大流程70多道工序，使用几十种工具，
没有几天的时间是完不成的。

为了更好传承手工油纸伞技艺，许学明成立
了江阳区许家油纸伞厂，专注开发制作油纸伞。
这些年来，他已经从造型、伞檐、穿线等多个方面
进行了改良，使油纸伞更加时尚、更具收藏价值。

如今，许学明的油纸伞厂已成为一家集油纸
伞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文化产业公司，年生
产销售油纸伞2万多把，实现销售收入200多万
元，带动周边20多个家庭走上了致富路。

三边柳编制品在展销会上受青睐。 陕西省非遗保护中心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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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学明在糊伞面。

□□ 张伟鹏

在我国辽阔版图的最北端、中国第三
大河流黑龙江的南岸，坐落着一个神奇、美
丽、谜一样的村落，这就是北极村。它与俄
罗斯阿穆尔州的伊格娜思依诺村隔江相
望，不仅有秀丽景色，也有异国风情。作为

“神州北极”，北极村素有“不夜城”之称，是
全国观赏北极光和白夜奇景的最佳之处。

北极村充分利用地缘优势，以“北”为
主题，多种形式推介变幻莫测的北极光、
浩瀚无垠的大森林、神秘古朴的界江风光

等自然美景。与此同时，北极村着力打造
“神州北极石”“最北第一家”“北极沙洲”
等人文景点，使自然与人文完美结合，把
农业资源、自然生态、地缘特色与旅游业
紧密融合，让乡村旅游既有个性又富内
涵，受到各年龄段游客普遍追捧，铺就独
具特色的富民之路。

作为中国科技馆分馆和国内唯一以
极地为主题的展览馆，漠河极地体验馆就
坐落在北极村。该馆将展览分成“极地自
然”“极地探索”和“冰雪之恋”三部分，向
游客普及极地科技知识、展示漠河壮丽风

光、分享极地探险乐趣，使游客在“找北”
的过程中，提高极地常识认知水平。在北
极村的北方民族园，建有一座鄂伦春民族
博物馆。博物馆以“兴安骄子”为主题，生
动展现鄂伦春民族的历史发展、经济生
活、原始宗教、体育文化，反映鄂伦春族当
今幸福生活和美好发展远景。

凭借独特的地理优势，北极村通过优
化旅游路线设计，促进自然与人文共融共
生，正将“北”打造成乡村旅游的“金字招
牌”，将旅游品质与内涵作为竞争力的基
础，不断提升文化品牌效应。

山西省第八次旅游发展大会暨
关公文化旅游节开幕

日前，山西省第八次旅游发展大会暨第 33 届关公文化
旅游节在运城市解州关帝庙文化广场开幕。

“关公、盐湖、黄河”三大“金字招牌”是运城深厚历史文化
底蕴的生动写照，此次开幕式通过“这里最早叫中国”“七彩盐
池独为盬”“忠义仁勇数关公”“大河由此向东流”4个篇章，讲
述关公故里的故事，全面展示山西文旅产业的发展，展现对中
华文明的传承、弘扬和发展。

大会为期 3天，包括山西省文化旅游康养市场主体建设
专题展、龙头景区建设暨盘活景区旅游资源试点（关公故里
旅游区）推进会、新时期文化保护与传承国际研讨活动暨黄
河文化国际交流计划工作会、首届蒲剧艺术周、国际关公文
化论坛等多项活动。此外，运城市还举办了关公文化旅游
月、“百姓大舞台”群众文艺展演等系列活动。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周涵维

湖南永州冷水滩区
好生态催热乡村休闲游

近日，数百名自驾游客来到湖南省永州市冷水滩区花桥
街镇敏村登山、划船，或体验林下蔬果采摘、动物饲养的乐
趣。如今，在冷水滩区，越来越多的游客喜欢走进乡村，感受
农耕文化，乡村游成为市民休闲旅游的新热点。

近年来，冷水滩区坚定不移贯彻落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的发展理念，以全面推行林长制为契机，依托丰富的森
林资源，积极引导群众走“以林养林，靠山增收”新路子，做好
林下经济发展文章。依托全域旅游发展战略，重点打造腾云
岭国家森林公园、敏村生态度假园等一批森林旅游景区，推动
产业融合发展。目前，森林旅游面积达6.8万亩，森林旅游、乡
村游等林下经济受益农户 1.2万户。好山好水好资源吸引游
客们在享受山水田园之乐的同时，感受到美丽乡村日新月异
的新面貌。 柏小东 蒋友言

多措并举
务求“治重化积”工作实效

湖南省新邵县是比照国家西部开发政策县、革命老区
县、武陵山片区区域发展县。新邵县信访工作一度较为繁
重，曾经是湖南省“信访工作重点调度县”，邵阳市“信访工
作重点县”。特别是近年来，随着该县改革不断深入、发展
不断加快，涉及民生领域的事情更广更多，信访工作更加重
要，责任更加重大。

2020年 10月以来，新邵县信访局迎难而上，成功开展
并落实以下七个方面的工作举措：一、紧盯目标不放松；二、
工作调度保进度；三、见面交流化心结；四、夜校学习强队
伍；五、公德教育促感化；六、落实包案压责任；七、强化督查
求实效，并以“治重化积”专项工作为契机，不断创新工作方
法，推动新邵县信访工作秩序持续好转。

截至 2022年 9月 28日，该县全部审核化解国家信访局
先后两批交办信访积案152件，并无案件回流。

广告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崔现芳

乡村四时风光不同，丰收金秋格外精
彩。近日，文化和旅游部联合共青团中央
推出“稻花香里说丰年”全国乡村旅游精
品线路 128条，引导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
年走进乡村、支持三农，持续发挥乡村旅
游激发消费活力、促进城乡融合、助力乡
村振兴的积极作用。此次线路推广围绕

“游乡村、庆丰收、迎盛会”主旨，汇集各地
庆祝丰收、欢度佳节的节庆活动，串联一
批具有深厚农耕文化、浓郁民俗风情的乡
村景点，呈现大江南北风味各异、品质俱
佳的时令好物。邀您一起分享丰收喜悦，
体验新时代乡村振兴成就，为党的二十大
胜利召开营造浓厚氛围。

四海张颐望岁丰，此花不与万花
同。中国自古以农业立国，虽然我国目
前城镇化率已超 60%，但农业农村依然是
我国经济社会的基础，回到乡村、亲近土
地依然是人们源自内心的需求。丰收时

节，乡村土地上正开展热情洋溢的庆祝
活动。在四川“蜀都丰收之旅”中，可以
走进位于成都市新津区兴义镇的 2022中
国农民丰收节主场——天府农业博览
园，发现农村的美，感受丰收的喜悦。在
北京“朝气蓬勃 飒飒秋风助兴农歌”线
路中，游客可以参与谷山村中国农民丰
收节暨大地艺术节，体验农耕劳作，品尝
粮仓乡宴。走进“稻花香里说丰年”主
题，体会耕耘的辛劳，感受美好生活的来
之不易，在旅游的过程中，重建现代城市
人与乡村的情感链接，致敬田野间辛勤
的劳动者。

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
金秋不仅为乡村增添丰富色彩，更为农家
带来累累硕果。此次推出的“稻花香里说
丰年”主题线路融合农文旅、贯通产加销，
游客在旅途过程中，不仅可以赏美景、住
民宿，更能品美食、购好物，探寻食物从田
间到餐桌的历程，将大江南北丰饶物产一
网打尽，把丰收的喜悦带回家。江西农耕

研学体验之旅中，“中国蜜橘之乡”南丰县
把蜜橘产业与旅游、文化相结合，打造观
必上、国礼园、江西南丰蜜橘文化旅游节
等项目，走出一条农旅结合的发展之路。
在上海的“泾”彩绝伦发现之旅，宝山湖大
闸蟹品鲜节在罗泾拉开帷幕，现场不仅有
捕蟹比赛、“蟹王蟹后”评选，游客们还能
尽享赏蟹、品蟹的乐趣。

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乡村不
仅有风吹麦浪、层林尽染，还有袅袅炊
烟、诗意栖居。跟随“稻花香里说丰年”
主题线路，感受优秀乡土文化和现代创
意设计的碰撞融合，沉浸于富有中华传
统美学的现代田园生活。在内蒙古“人
间烟火气，山水旺丰年”线路中，西口村

“慢种慢养慢生活”的理念等着游客来体
验。在河南“大别山最美原乡体验之
旅”，田铺大塆以“乡村创客”为主题，把
创新创意融入美丽山水，以时尚元素增
辉传统村落，成为大别山深处充满活力
和魅力的幸福山村。

浙江建德市寿昌镇
好吃节美食文化点“食”成“金”

日前，浙江省建德市寿昌镇好吃节开幕，爆棚人气让当地
美食文化点“食”成“金”，同时，创意推出“奇妙夜”体验宋韵文
化系列活动，唱响美丽乡村夜经济。夜街上人潮涌动、热闹非
凡，特色小吃沿街铺开，既有本土特色的水晶糕、豆腐包、炒粉
干等各色美食，也有体现大众化口味的烧烤肉串、羊肉汤等小
吃，还有别具韵味的投壶、蹴鞠、捶丸、点茶、抚琴等沉浸式活
动，让人目不暇接。在该镇共富工坊展销中心，游客们兴致勃
勃观看制辣椒酱、做桂花糕、打麻糍、剥莲子等“乡村场景”，找
回乡愁记忆。

近年来，寿昌镇通过党建领航、人才入驻、产业支撑、载体
升级方式，积极建设文旅融合式“共富工坊”，开发文化体验、
休闲观光、乡村民宿等新业态。今年以来，接待游客45万余人
次，旅游收入 897.3万元，商户年均收入超 60万元，辐射带动
200余人在家门口就业。 方丽

“稻花香里说丰年”128条全国乡村旅游精品线路推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