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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高文

见习记者 胡燕俊

沿着弯曲的山路前行，绕过层层山
峦，湖北旅游名村——赵泉河村的轮廓
逐渐映入眼帘。羊肠小道上古色古香的
农家乐及民宿很是别致，村民忙着收稻，
到处都是一派宁静祥和的景象。

“古树高低屋，斜阳远近山，林梢烟
似带，村外水如环。”入选第一批传统村
落名录的客店镇赵泉河村位于“长寿之
乡”——湖北荆门钟祥市。

村里由生土夯筑、悬山瓦顶的古朴
山地民居在外面不设围墙，与周边自然
环境融为一体。村落四周青山屏障，构
成了桃源仙境般的奇绝景观。

这里不仅拥有AAAA级国家级风景
名胜——黄仙洞等多处知名景点，还曾
是中国工农红军战斗过的地方。当年，
赵泉河村家家户户住过红军，是远近闻
名的“红军村”。

保护与发展，是传统村落的永久性
话题。2019年，为保护黄仙洞的自然景
观，景区对后洞口进行暂时修整，对整个
村的旅游业发展有所影响。

如何兼顾自然资源的保护与农民生
活的丰收？如何在保持村民长寿的同
时，也让村子的生命力常青？近日，记者
来到赵泉河村寻找答案。

走出大山 饮食文化诉说
千年长寿经

烧土鸡、熏腊肉、煎黄鱼……到了饭
点，清平乐露营地的厨师刚端上一大碗
米茶，又赶紧转身招呼厨房的伙计：“别
忘了上一壶葛粉。”别看这两样饮品卖相
平平无奇，但这可是当地人“长寿”的
法宝。

“好吃不长肉”的米茶、“醉酒不用
愁”的葛粉是当地人餐桌上必不可少的
饮品。

米茶的汤色淡黄，米香浓郁，看着像煮
得很稀的米粥，喝起来却很清爽，微甜中带
一点苦涩。据介绍，常喝可以降低血糖、血
脂。近几年，当地还开发出米茶面包、米茶
酥皮等加工品，延长了米茶产业链。

俗话说“北有人参，南有葛根”。丰
富的山区资源给当地村民带来了许多

“山珍”，葛根就是其中的一大宝藏，用水
冲开的葛粉晶莹剔透，味道甘醇。

然而，野生葛根体量有限，为了扩大
葛根产业规模，当地积极开展葛根试种
植，对接隔壁邵台村的湖北葛娃食品有
限公司，扩大规模。并着手葛根产品加
工，举办葛根文化节等活动，让它在全国
打响名气，既让企业受益，又带动种植葛
根的农民受益。

由小到精，从厨房走向市场，赵泉河
村致力于将当地的饮食文化打造成独有
的“寿乡”特产，走出大山。

由于耕地面积少，当地还通过种植香
菇、木耳以及养蜂等方式创收，当地还致

力于种植特色稻米。“这个‘泉水米’是用
山谷里流下来的山泉水浇灌的，不仅营养
丰富，而且口感好、外观饱满。”赵泉河村
党支部书记徐翠红告诉记者，目前村里正
在申请“泉水米”商标，希望能打出品牌，
走精品路线，助力当地农民增收致富。

延续美丽 另辟蹊径打造品
质乡村游

绿色是“寿乡”山水的生态底色，红
色则是赵泉河村在历史长河中始终不变
的本色。“这些墙上是把土砖换成了小青
砖，跟之前一模一样。”大洪山革命历史
纪念馆负责人介绍，这座建筑原为左氏
宗祠，建于清光绪年间，是一座天井式的
四合院建筑，四周廊檐，总建筑面积 550
平方米。纪念馆里摆着各个时期留下的
战事纪录，以及红军使用过的物品，如今
已成为红色研学基地，年接待学者和游
客2万余人。

领悟了红色文化，再往上走就到了
有着“天下第一洞”之称的黄仙洞。团团
锦簇的钟乳石在金黄色的灯光照射下，
形成了“蘑菇金山”景观，这一直是村民
心中寄托丰收的福地。

然而由于洞内外空气对流强度大，
造成钟乳石风化严重。“你可以看到有些
钟乳石表面像蒙了一层灰一样，那就是
风化导致的，如果不保护起来，将是不可
逆转的破坏。”黄仙洞景区总经理郭明春
告诉记者。为了保护绿水青山，让旅游
资源可持续发展，当地政府决定暂时关
闭后洞口进行修整。

洞口尾部是赵泉河村里的水没坪自
然村，堵住了洞口，游客很难去到水没坪
村，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村民的收入。“虽
然目前生意有影响，但是大自然的景观

如果被破坏了，以后的发展也无从谈起，
暂时的困难我们都能理解。”水墨人家农
家乐老板杨志勇说。

为了兼顾景观保护和旅游业的发展
问题，当地也在积极思考解决办法。“首先
得重新修路，然后要开始修复水景观，把
水没坪村的蓄水池进行清淤，既能保护村
里水体环境，也能保证溶洞内的水资源。”
客店镇党委宣传委员陈鹏告诉记者。

如今，村里人的丰收希望又重新回
到了传统的种养上。

水没坪盆地南侧的百亩茶园里，村
民杨大海正带领十几个村民一起除草。

“茶园生产的是有机茶，不准施化肥、打
农药。”杨大海介绍，这片茶园由客店镇
廖姓老板承包，村民来这打工，工钱每天
120元，每次要搞六七天。

赵泉河村还有1000多株罕见的古银
杏，其中有42棵千年古银杏，这些也是大
自然赐予这片土地的瑰宝。一直以来，
当地政府对古银杏群进行了挂牌保护。

“一到11月份，这满山都是金黄色的
银杏，每到春天，满山又是粉色的杜鹃，特
别美！”杨志勇把记者带到附近山脚下的银
杏林，他坚信赵泉河村的旅游热度会慢慢
恢复，他的水墨人家能够重新热闹起来。

寿 乡 山 水 好 风 光

扫码观看视频“湖北赵泉河
村：寿乡山水好风光”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朱海洋 缪翼

9 月 29 日，中秋节与亚运会邂
逅，亚运村和不少场馆都举行了精
彩纷呈的文化活动，为亚洲运动员、
技术官员、媒体和志愿者等提供了
别具风味的体验之旅，彰显中国文
化 、展 现 浙 江 气 质 ，碰 撞 出 多 彩
火花。

中秋节当晚，在亚奥理事会大
家庭总部饭店杭州洲际酒店，一场
主题为“日出东方 月圆亚运”的西
湖中秋赏月雅集活动拉开帷幕。据
了解，活动共设置了赏月、咏月、品
月、赞月、送月 5 个环节，并用一个
个富有地域特色的杭州非遗项目，
为现场嘉宾呈现出一场独具江南韵
味的文化盛宴。

在亚运村里，“遇见中秋”综合
文艺演出亮相。舞蹈、杂技、民乐
等表演以月亮、灯秀为主元素，让
人回味无穷。餐厅里高高挂起的
大红灯笼、街边熠熠闪烁的兔子造
景、文化小屋里的传统民俗文化，

不光氛围感十足，还有做月饼、猜
灯谜、玩篆刻等，村内如同一场盛
大的派对。走下赛场后的运动员
玩得不亦乐乎，不少还举起手机与
家人视频，隔空传递喜悦与祝福。

湖州德清体育中心体育馆是亚
运会排球项目的比赛场馆。中秋当
天，该馆运行团队特意为前来训练
的哈萨克斯坦女排运动员送上一把
把手工竹扇。这些竹扇是德清的手
工艺品，扇面以竹子为基础，寓意

“节节高”，“竹”又与“祝”谐音，代表
“竹报平安”，再加上“扇”与“善”谐
音，寓意“善良”“善行”，可谓别出心
裁。运动员也用中文向大家送出祝
福：“中秋快乐！”

在桐庐亚运分村，同样举行了
各具特色的中秋活动，专门提前准
备了制作月饼所需的材料和工具，
并购置各色各样的中秋花灯材料
包，供技术官员、各参赛队的马僮、
志愿者等进行体验。杭州亚运会主
媒体中心则举行了一场“‘媒’满中
秋 吉利送福”中秋特色文化互动体
验活动，让中外媒体共度难忘中秋。

亚运邂逅中秋 碰出多彩火花

欢度国庆假期
① 在重庆市涪陵区“美心红酒小镇”广场上，嘹亮的歌声响彻天空，当地志愿

者挥舞着手中小红旗，为祖国庆生。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邓俐 摄
② 第十届西山八大处文化节于9月29日至10月6日在北京八大处公园举

办，文化节融合绿色生态和传统文化元素，丰富市民游客的假期生活。9月30日，
游客在北京八大处公园游览。 新华社记者 尹栋逊 摄

③ 日前，“逐梦乡村·我们的舞台”文艺汇演活动在内蒙古兴安盟乌兰浩特市
乌兰哈达镇三合村开展。图为乌兰浩特市铁西街吉庆社区舞蹈队正在准备现场
演出，舞蹈队员身着靓丽的演出服，带来了舞蹈《我和我的祖国》《再唱山歌给党
听》等节目。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钟欣 摄

④ 随着国庆假期到来，乡村旅游人气暴增。图为9月30日，贵州雷山县郎德
苗寨的村民表演民族歌舞，并与游客互动，共祝祖国繁荣昌盛，生活富裕和美。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程天赐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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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临高县：乡村趣味运动庆丰收
近日，海南临高县举行“共庆丰收·和美乡村”2023年中国农民丰收节乡村趣味运动

会，全县各乡镇组成的11支农民联队110余名选手参加比赛。运动会现场，加油声、呐喊
声、欢笑声此起彼伏，参赛队员在一场场贴近农村生活、“农味”十足、妙趣横生的运动项
目中，体验运动的乐趣，感受丰收的喜悦。图为当地举行的抓鸭子比赛。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邓卫哲 摄

（上接第一版）
在云南省委、省政府对德宏州发展

的整体谋划中，德宏州将全力推进面向
印度洋地区开放的陆路枢纽建设，加快
瑞丽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中国（云南）
自由贸易试验区德宏片区和中缅瑞丽-
木姐边境经济合作区建设，推动边境贸
易创新发展等。

概括地说，德宏州就是要努力让口
岸优势转变为经济优势，蹚出一条具有
德宏特色的高质量跨越式发展之路。

位于瑞丽市畹町经济开发区的中
缅（国际）农商产业园正是德宏州在这
条路上踏出的诸多印记之一。

立足畹町口岸优势，依托境内外
“两种资源、两个市场”，中缅（国际）农
商产业园着力为境内外农产品、海产品
落地加工、冷链仓储、分销配送提供服
务交易平台，同时承接国内产业转移，
对农用机械、储能设备、农产品烘干设
备、调味品等涉农轻工产品进行就地加
工、出口。

走进中缅（国际）农商产业园肯发
实业生产车间，一袋袋大米堆放整齐，
刚刚停下来的精加工生产线还残留着
米香味。企业负责人廖肇超介绍，每年
从缅甸进口的大米 20 万-30 万吨，在精
加工后，产品销往全国各地。除了大
米，从这里发往全国的农产品还有玉
米、花生、芝麻、绿豆等。

廖肇超告诉记者：“畹町特殊的口
岸区位优势以及享受的自贸区、边民互
市等优惠政策，最大程度为企业降低了
生产成本，成为企业的竞争优势。这些
也是我们企业努力走高质量发展之路
的底气所在。”

据了解，未来，中缅（国际）农商产
业园将努力打造成中缅边境最大的农
副 产 品 及 涉 农 轻 工 产 品 贸 易 集 散
中心。

当然，单靠一个中缅（国际）农商产
业园，还不足以展现德宏州推动口岸优
势转化为口岸经济的全貌。为了将口
岸的优势、潜力充分挖掘出来，德宏州

坚持口岸错位发展，瑞丽口岸、畹町口
岸、章凤口岸、芒市机场口岸各有侧重，
实现各显所长，充分发展。

在芒市机场口岸，繁忙的航班起起
降降。今年 6 月 29 日，由缅甸国家航空
公司执飞的中国芒市至缅甸仰光（经停
曼德勒）国际航线首行，德宏芒市国际
机场的航空口岸功能和作用得到进一
步彰显。芒市国际机场总经理助理余
继良说：“芒市机场口岸最大的优势就
是航路优势，50 分钟到曼德勒，90 分钟
到仰光，节省了时间就节省了物流运输
的成本。”

目前，芒市机场口岸主要以出港货
物为主，货站的设计吞吐量也仅有 7000
吨。不过，芒市机场口岸已经在申请水
果、使用水生动物进口的牌照。而且在
远景规划中，未来的新航站楼配置的货
运站设计吞吐量为 7 万吨，是现在的
10 倍。

在瑞丽畹町口岸，海关创新“人工+
机检”监管模式，实行“保姆式”服务，推
广实施“服务企业见面会”，设置专用窗
口和绿色通道，对符合条件的产品实施

“免到场查验”“附条件提离”，即到即
报、即报即验、即验即放，极大地提升了
通关效率。

畹町口岸工作人员介绍，现在这里
的货物进口平均海关通关时间由原来
的 2.67 小时压缩到 1.48 小时。今年 1-8
月，瑞丽畹町口岸进出口货运量完成
830.7 万吨，同比增长 19.4%，货值 374.9
亿元，同比增长 8.4%，口岸四项指标稳
居云南全省前列。

口岸兴，则德宏昌。
当下，德宏州口岸优势变口岸经济

已经找到了“窍门”，推进高质量发展的
路子也渐入佳境。为了守好来之不易
的成果，促进口岸经济高质、稳步向前，
2022 年 8 月，德宏州出台了《德宏州优化
口岸营商环境十条措施》，重点在减环
节、优流程、提效率、保畅通、降成本上
下足功夫，让口岸经济成色更足，高质
量发展之路印记更深。

让口岸优势变口岸经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