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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农家书屋重点出版物
推荐目录公布

为指导各地做好 2023年农家书屋出版物补充更新工作，
国家新闻出版署组织制定了《2023年农家书屋重点出版物推
荐目录》。4月26日，国家新闻出版署在其官网上公布这份推
荐目录，同时就加强农家书屋出版物配备工作发出通知。通
知要求：一是要提升政治站位，发挥主题出版引领作用，为广
大农民群众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提供强大精神力量；二是
切实提升质量，严格执行国家工作标准，确保每年每个农家书
屋补充更新图书不少于60种、开展阅读活动不少于4次、每年
每个农家书屋出版物配备资金应不少于 2000元；三是满足群
众需求，促进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为此要深入推进“百姓点单”
服务模式，提高农民自主选书比例，推动农民群众成为出版物
配备的主角；四是规范采购行为，强化补充工作监督指导，不
断优化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和出版物补充工作效果。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牟汉杰

贵州都匀市
用村寨文化展现乡风民俗美

为全力推进抓党建促乡村振兴各项任务落实，贵州省黔
南州都匀市以“基层治理夯实年”为契机，着力提升村寨文化
为乡村发展“铸魂”。一是立寨训展现村寨风貌，围绕乡村振
兴战略总要求，以村寨历史、典故文化为底蕴，制定简洁凝练、
通俗易懂，寓意丰富、朗朗上口的寨训99个，充分展现村寨精
神风貌。二是传家风展现家庭文化，深入开展“亮家风、传家
训”活动，积极组织农户结合自身实际和特色文化制定家风家
训199组，并在门庭、门头、院墙等显著位置进行刻画制作，推
动实现“门头亮家风、庭院有训句”良好氛围，着力培育特色家
庭文化。三是充分整合村寨闲置空地和现有文化广场、体育
场等资源，用以布置文体活动，强化文化宣传，不断丰富乡村
组寨文化。四是强化村寨古建筑、传统房屋、古树的保护，通
过悬挂牌匾命名的方式，打造历史文化景观。 张玉林

广西平果市
古州茶文化园巧打乡村旅游牌

近年来，广西平果市依托生态优势和古州茶文化园，拓展
农业观光、休闲度假、康体养生和互动体验等功能，打造集基
地、加工、农耕体验、休闲观光、购物、研学为一体的农文旅融
合综合体，为乡村旅游增添新动力。

该市以特色乡村为依托发展乡村旅游。古州茶园所在的
四塘镇印山村和福禄村是文明村，生态环境优良。茶园内设
农耕文化展示区、手工制茶体验区等，利用茶学科普推动研学
旅游。创新发展互动体验项目，让游客体验采茶、制茶、品茶、
篝火晚会等。依托茶园生态开发高端度假养生产品，如茶园
度假民宿、户外康养活动等。在项目建设上秉承生态的理念，
打造生态木屋、自然绿道等产品。农文旅融合发展有力助推
乡村振兴。 黄丽春

山东嘉祥县
用活“小载体”焕发基层宣讲活力

山东省嘉祥县不断丰富宣讲形式，利用“宣讲+”模式，通过
“小活动”“小喇叭”“小媒体”等基层“小载体”，让基层宣讲焕发
生机活力。以“送戏下乡”等文艺活动为载体，创作山东琴书

《小兰劝娘》《永远跟党走》、戏曲《移风易俗树新风》等乡土文艺
宣讲作品80余个。以“文明风尚”“关爱老人”等新时代文明实
践志愿服务活动为载体，开展“党的声音进万家”“舞前十分钟”

“全环境立德树人”等系列宣讲活动。以村村响大喇叭为载体，
创新开展“果冻拉呱”“永不消失的电波”等系列宣讲活动。以
智慧嘉祥App、嘉祥发布等基层媒体平台为载体，依托“宣讲+
网络”，开设《医保大讲堂》《人社大讲堂》《嘉育新父母课堂》《支
部书记有话说》等线上宣讲栏目，让群众听、看节目不受时间、
空间限制，推动宣讲“走新”更“走心”。 李超 安庆花

为进一步巩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成果，近日，江苏省张
家港市高新区塘桥镇巨桥村举办“美丽家园”主题文艺演出，用评
书、说唱、故事等激发村民参与乡风文明建设热情。图为演出活
动结束后，该村退役军人党员志愿队开展文化墙、景观廊布置等
美化人居环境活动，让家园“靓”起来。 徐秋宇 摄

近期湖南卫视、芒果 TV 播出的电视剧《去
有风的地方》，讲述了一个北漂青年许红豆远赴
云南大理乡村获得治愈的故事。女主角许红豆
原是北京五星级酒店一名前厅经理，因闺蜜的
突然去世而反思人生意义，决定按下人生的暂
停键，去闺蜜生前向往的大理散心。在大理云
苗村的“有风小院”，她邂逅回乡创业的青年谢
之遥，并和生意失败的老马，有社恐症的网络作
家大麦，因“诈捐”疑云遭遇网络暴力的主播娜
娜，想做原创却找不到感觉的酒吧歌手胡有鱼
等从城市来的青年一起，在有风小院疗愈身
心。他们在大理田园牧歌般的慢节奏中，在充
满温情的乡土生活中，感受人与人之间绵密醇
厚的情感温度，开启治愈心灵之旅。

“之所以叫有风小院，是希望每一个来这里住
的人都能找回人生幸福的力量，获得重新出发的
力量。”有风小院主人谢之遥说。

该剧的热播，让取景地云南的美景、美食、淳
朴民风以及非遗项目走入观众视野，产生“一部剧

带火一座城”的现象级效应，打开了文旅互动、文
旅融合的新思路。

《去有风的地方》的超高人气究竟从何而来？
在叙事上，该剧节奏非常舒缓，40集内容以

日常化叙事、生活流风格和情感的在场牵动人心，
令观众跟随剧情不知不觉松弛下来，从疲惫的现
实中跳脱出来，在理想的生活方式里想象性漫游，
获取精神代偿。

该剧让观众感受到中国乡土文化的熟悉和亲
切。蓝天白云，苍山洱海，白族特色建筑……置身
秀美的山水田园中，时间过得很慢，仿佛回到了小
时候，让观众产生“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之
感。许红豆是万千都市“打工人”的缩影，她像一
个闯入者，带领观众跟随她在大理云苗村这个“世
外桃源”，认识这些截然不同的人，品尝米线、鲜花
饼、野生菌等特色美食，了解白族扎染和刺绣、剑
川木雕等非遗文化，体验瑜伽、冥想，还有可爱的
萌娃、萌宠，再加上那首反复出现的极具云南特色
的摇篮曲，所有这些都将疗愈氛围拉满，令观众沉

浸其中，获得视听和心理层面的按摩与解压。
该剧将乡村振兴、保护传统文化、关爱留守儿

童等主旋律巧妙融入都市人的情感世界，这是乡
村振兴题材在艺术呈现上的高明之处。剧中没有
正面强推乡村振兴的经过，没有说教灌输的感觉，
而是重点写归来者，用情感讲述为何归来。谢之
遥小时候就是留守儿童，后来他考上大学，在大城
市找到了好工作，他之所以回乡创业，不仅出于对
家乡的热爱，更多的还是回到家乡能够照顾一手
将其拉扯大、不愿去城市养老的奶奶。他开网店
卖家乡的农产品，雇的都是村里人。他投资染坊，
帮助刺绣非遗传承人成立绣坊，保护家乡的传统
技艺。他发展乡村旅游，让更多年轻人选择留下
来，而不是出去打工，这样孩子们就不再是留守儿
童，老人们也不再是空巢老人。

在形象塑造上，该剧选角得当，刘亦菲自身脱
俗的灵气与苍山洱海的灵秀相得益彰。李现的演
绎也很出彩，很多网友直呼“要去大理遇见自己的
谢之遥”。剧中还塑造了令人印象深刻的村民群

像，谢之遥奶奶的怡然自得、阿桂婶的刀子嘴豆腐
心、因儿子入狱变得敏感自卑的凤婶等，性格鲜
活，让观众感受到当地质朴的民风和地域文化。

在社会心理上，剧中的宁静悠闲和扎实进取，
既使观众获得心理宣泄和情感抚慰，也在面对未
来生活时提供了有效激励。“我希望通过这部剧让
观众意识到自己内心真实的需求，在各个角色身
上看到生活的更多可能性，有勇气寻找自己的节
奏。”导演丁梓光表示。正是在客居云苗村时与这
些青年人生轨迹的交错，许红豆的内心世界发生
了变化。她被谢之遥想要建设家乡，让乡亲们可
以壮有所用、老有所依的理想打动，逐渐从“早晚
要离开”的游客转变为“此心安处是吾乡”的参与
者，留下来创业。最终，在这个“有风的地方”，许
红豆和小院的其他租客被当地村民的勤劳坚韧善
良和他们苦辣酸甜的人生感动，重塑自我，相互帮
助，找到了重新出发的力量。

该剧奏响了田园治愈和乡村创业相交融的旋
律，为当前的影视剧创作提供了一条新路径。

《去有风的地方》，感受乡土文化的治愈力量
崔现芳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崔现芳

今年开春以来，群众出游热情高涨，乡村游
也异常火热。“五一”小长假更是迎来城市周边
游、乡土体验游、民宿休闲游等旅游市场的井
喷，“出门俱是看花人”。

近三年疫情下出行受限的生活，使得旅行
需求持续累积，人们早就渴望出去走走。快节
奏忙碌的城市人更加渴望回归自然、亲近土地，
感受慢生活，体验多元和新鲜的乡村休闲方
式。这些都推动乡村旅游加速回暖。

各地乡村旅游从业者早早做好了准备，热
情服务，让游客收获有特色、有温度的旅游
体验。

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

人间草木香，出游好时节。在湖北省沙洋
县曾集镇张池村，从房前屋后到田间地头，游客
们徜徉花海，赏花拍照；在山西省太原市万柏林
区的玉泉山城郊森林公园里，1000多亩樱花竞
相盛开，醉人春色引来如织游人……“赏花经
济”激活旅游，带富乡村。

如今，年轻人到乡村旅游，除了寄情田园风
光，还期待着更多文化、艺术等方面的多元体
验。游客个性化和多样性的消费需求，激发了
乡村旅游不断创新的动力，新业态新模式新场
景不断涌现。

在位于中越边境的广西大新县堪圩乡明
仕村，游客们乘着竹筏，沿着明仕河欣赏连绵
起伏的群山，聆听壮家婉转动听的山歌；在内
蒙古的莫尼山非遗小镇，开料、描图、雕刻……
游客们拿着工具按照老师的指导认真体验制
作皮画；在浙江省德清县莫干山镇高峰村的
51Camp 莫干山莫绿艺术营地，很多自驾前来
露营的游客，三五成群，在一起谈天说地、品

味美食、看露天电影；在江西省奉新县一个村
庄旁的溪流点，游客们结伴蹚水而行，逆流而
上，援绳攀登，行走在风景里，体验着溯溪的
刺激和惊喜……

各地不断探索乡村旅游与传统农事、非遗
体验、民俗节庆、户外运动、康养度假、研学教
育的结合模式，露营、溯溪、山地自行车、骑
马、攀岩、滑雪等户外项目，亲子牧场、萌宠乐
园、郊野游乐园等休闲娱乐产品，草编、竹编、
剪纸、刺绣、印染等非遗手工体验，都深受游
客欢迎。

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太仆寺旗，游客们领
略着御马文化和坝上农耕文化，体验牧人之家
和农家乐，领略田园和草原两种风情，品尝蒙
餐和特色农家美食，尽情感受“相约乡村”
之乐。

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游客们参观第一座
体现“茶禅一味”茶道主题的寺庙茶禅寺，聆听
国家级非遗传承人、中国制茶大师讲述铁观音
的前世今生；在云岭茶庄园，体验春茶采茶、制
茶，学茶艺，品佳茗。

乡村旅游激发了消费活力，带火了特色农
产品、观光农业、农事采摘等，促进了城乡融合，
成为乡村产业的重要增长点。产业融合推动了
乡村业态持续创新，农事体验、非遗体验、民俗
体验、文化演艺、创意农业等业态层出不穷，乡
村生产、生活、生态融通互补。

精品民宿让乡村游更美好

乡村不仅有风吹麦浪、繁花似锦，还有袅袅
炊烟、诗意栖居。

“‘五一’我们的房间早在一个多月前就订
满了，非常抢手。”浙江省安吉县小瘾·半日村民
宿创始人陈谷告诉记者。

小瘾·半日村位于安吉灵峰国家级旅游度

假区，拥有多家设计风格各异的民宿，村落还有
亲子中心、中餐厅、特色小吃、图书馆、咖啡厅、
甜品店、乡村酒吧、文创小店、艺术家工作室等
多种业态。今年“五一”期间，小瘾·半日村的民
宿出现“一房难求”的现象。

“这里的民宿面朝大海，房间设计很有艺术
气息，晚上还能听到海浪的声音，太惬意了！”住
在南极村民宿的游客李女士说。

位于雷州半岛伸向琼州海峡的广东省徐闻
县角尾乡南极村，拥有南海与北部湾的合水线、
中国大陆架种类密集的珊瑚礁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等独一无二的资源。近年来，良好的自然环
境、浓郁的渔家风情、一栋栋兼具艺术和海洋气
息的民宿，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慕名而来，让
这个昔日鲜为人知的小渔村，蜕变成网红打
卡地。

“最好的设计是没有痕迹的设计。我坚持
因地制宜的改造方案，让废弃的珊瑚房重新有
了生机。”南极村一家民宿的老板和设计师连君
说，他就地取材，用珊瑚石来打造民宿。由于珊
瑚石上有很多气孔，可以调节房间内温度，冬暖
夏凉，而且海风拂过，穿过珊瑚石空隙，会形成
一阵动听的音韵，当地村民将珊瑚民宿命名为

“会呼吸的房子”。
乡村旅游带旺南极村，当地村民从中受

益。越来越多的村民加入改造民宿的队伍中
来，许多在外务工的年轻人也回到家乡，开起了
民宿。近年来，南极村特色民宿从无到有，逐渐
形成民宿产业链。通过乡村特色民宿推动旅游
业发展，让旅游的体验更加美好。

乡村旅游发展带动了乡村闲置房屋资源的
充分利用，带动了当地村民就地就业，拓展了村
民的增收空间。同时，促进了乡村和城市的交
流，在“富口袋”的同时“富了脑袋”，丰富了乡村
的精神文化，特别是城市创新创意资源的流入，

更是显著改善了乡村的整体风貌。

文艺为乡村游增色添彩

很多乡村探索通过引入艺术家、设计师，或
举办音乐季、艺术节等方式，把创新创意融入美
丽山水，以时尚元素增辉传统村落，提升乡村的
艺术能量，唤醒乡土的巨大潜力，进而吸引文创
人才下乡、新农人返乡创业，吸引城市的游客纷
至沓来，让乡村变得更时尚、更富活力。

在四川省红原县龙日乡龙日村的牧家乐
里，游客们正伴着动人的旋律，在草原上骑着
马，吃着手抓肉，喝着奶茶，体验着草原民俗
风情……

“以前我们都是靠放牧为生的牧民。但这
几年，因为雅克音乐季的兴起，吸引五湖四海的
朋友来到红原，我们也把自家公路边闲置的草
场打理出来，植入了文化创新的元素，加入到了
乡村旅游的大军。”传统放牧为生的艰辛和文化
旅游富民的路径，让牧民旦真意识到，转变发展
方式、依靠文旅融合才能让腰包鼓起来。

“乡村振兴，一定要艺术设计先行，用真正
的艺术，驱动乡村旅游和乡村振兴。我们的目
标是把乡村装点得更像乡村，把自然呵护得更
加自然。”洛阳三彩艺术博物馆馆长郭爱和说。

2015年，郭爱和带领其陶艺团队入驻河南
省洛宁县罗岭乡的前河村花树凹这个极其贫困
的小山村。他以艺术家的眼光重新审视和设计
这个小村落，将村庄的文化底蕴与自身所长结
合，在这里打造了洛阳三彩陶艺村。还通过举
办“当日艺术展”来筹集善款，支持乡村适龄儿
童的美育教育。如今，艺术正以它特有的力量，
让当地的乡土重焕生机与活力，艺术家、摄影
师、游客纷至沓来，少人问津的村子日渐欢腾。
生活在大山里的村民第一次在家门口有了种地
以外的收入。

“五一”小长假迎来城市周边生态游、乡土文化体验游、民宿休闲游等旅游市场的井喷——

乡村旅游红火 乡土味道暖心

近日，江苏省仪征市陈集镇西山公园广场上，
2023首届仪征乡村旅游嘉年华暨第二届扬州房车露
营文化节启动。让人耳目一新的是，仪征慢节奏的传
统扬剧，登上了房车露营文化节，与现代休闲生活相
融交合，成为房车露营文化节一大亮点。

陈集镇是著名的房车改造生产基地，年交货量突
破1000台以上。为了适应现代人车即是家的休闲生

活理念，仪征市2021年推出了“首届扬州房车露营文
化节”，取得了较佳的宣传效果和社会影响。

今年，仪征市将“房车露营文化节”融入乡村
旅游嘉年华，婉转的扬剧唱腔为乡村旅游嘉年华
注入了传统文化色彩，带动了周边乡村房车露营
地的发展。

周晓明 文/图

4 月 22 日（农历三月初三），贵州省天柱县渡马镇共和村凤岩
坡“三月三”歌节时隔三年如期举行。游客徜徉在歌的海洋里，尽
享侗族节日的欢乐。

凤岩坡位于渡马镇共和村、桥坪村和白市镇地样村的交界处。
这里以高达八米相拥相依的“田郎妹腊”巨石而出名，为表达对“田郎
妹腊”忠贞爱情的赞美、钦佩，“三月三”歌场已有500多年的历史，是
天柱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以前，无数四乡八寨的年轻后生和姑
娘在这里对歌而找到了心仪的伴侣。如今，这里凤柚、桑葚等产业遍
布，水泥路通达，生态良好，又成为当今群众讴歌乡村振兴的场所。

开场文艺演出活动时，《水兵舞》《侗寨苗乡情》《点赞新时代》
等十来个节目，一个比一个精彩。

看完精彩的表演，游客走进草坪，进入丛林，钻进柚园，站在树
下，近距离聆听侗歌天籁。在凤岩坡“田郎妹腊”巨石处，极像神
雕、雄鹰、坐山虎、穿山豹的四座独立巨石，分布东西南北四个方
位，守护着站在当中象征海枯石烂、忠贞爱情的“田郎妹腊”。来自
四面八方的民间歌手，自发地聚拢来，放开歌喉，对歌、唱歌、参堂、
拍照，纪念妹腊和田郎，祝愿有情人终成眷属，祝愿四乡八寨风调
雨顺、五谷丰登、六畜兴旺、国泰民安。

“听说这里有独立耸立的巨石，我就带着我小孩子过来看看，
‘田郎妹腊’很像《神雕侠侣》中的杨过和小龙女，旁边的巨石像杨
过的雕兄，很神奇。”贵阳游客雷羽一边录歌一边惊叹。

“今天我们吃到了马打滚、油炸粑、粑甜酒，勾起了我们很多儿
时的回忆，乡愁味特别浓。”湖南新晃游客吴吉冰说。

据了解，本次活动是一次集产业、景观、人文于一体的农文旅特
色综合民族节日活动，歌词好、唱腔美、曲调优的民歌节目比比皆是。

“渡马镇是个民族文化浓郁的地方，有凤岩坡‘三月三’歌场、
仙姑岩‘七月二十坪’歌场等，是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诚挚邀

请大家以后多来渡马走一走、看一看、玩一玩，感受美妙的风景，聆听婉转的侗歌，
品尝特色的美食。”天柱县渡马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吉欢推介说。

共和村自然风光旖旎，旅游景观丰富。近年来，共和村“两委”和驻村工作队带
领全体村民按照“一花一果一游”的发展思路，大力发展功夫菊、凤柚种植和甘溪功
夫村、凤岩坡风光、龙塘烂洞康养旅游，吸引更多游客前来游玩，奏响农文旅融合新
乐章。 陈光昌

贵
州
天
柱
县
凤
岩
坡
上
歌
声
扬

游
客
陶
醉
侗
乡
歌
节

江苏仪征市

房车露营文化节添彩乡村旅游嘉年华

近日，在浙江省台州市仙居县永安溪，游客乘坐生态竹筏
漂流，乐享水清岸绿的自然美景。近年来，仙居县坚持党建引
领绿色发展，大力发展生态旅游，充分挖掘永安溪流域“水秀、
山青、树绿、村古、滩林美”的特色，推动农文旅产业融合发展，
助力乡村振兴、农民致富。 王华斌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