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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线见闻

“如今，我们只需出门走几步路就能

拿到快递，省时省心。”近日，在湖南省湘

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花垣县双龙镇马鞍

村客货邮服务站，村民胡庭勇拿着当天

到的快递对记者说，以前要么自己去镇

上拿，要么托人代领，现在方便多了。

花垣县位于武陵山脉腹地，是典型

的山区县。近年来，网上购物、农产品出

山日渐火热，给大山深处的寄递物流带

来新挑战。去年以来，花垣县探索建立

“城乡客运+农村物流+邮政快递”于一

体的客货邮网络，通过交通、邮政等部门

协同配合，打通乡村物流“最后一公里”。

“2021 年，花垣县实现城乡客运一

体化，建制村村村通客运。但随着群众

出行渠道多样化，部分公交线路空座率

高、长途大巴乘客减少等情况日渐明显，

给汽车客运经营带来较大压力。”花垣县

汽车运输有限公司负责人说，探索客货

邮融合，让快递“坐着”城乡客运下乡、进

城，盘活了国有资产。

在相关部门支持下，该公司将原有

的长途客运站盘活利用，投入资金引进

一套快递分拣系统，目前已吸引 5 家快

递企业入驻。“快递企业直接将货物送到

处理中心，统一分拣，由城乡客运统一寄

递到乡镇和沿途部分村，并依靠邮政物

流补齐投递到村的环节。”该负责人说，

客货邮融合实现资源整合共享，节约了

成本、提高了效率。

记者在花垣县客货邮处理中心看

到，多家快递公司的工作人员将包裹直

接卸到分拣线上，分拣后的包裹归于不

同收货区，接着由不同乡镇的城乡客运

送货下乡。在一趟由县城开往麻栗场

镇的公交车上，车内指定区域和部分座

位上摆放着快递，公交车途经窝勺社

区、卧坝村、尖岩村客货邮服务站时，司

机将快递卸下并与当地工作人员进行

交接。

“我们的苗绣手工艺品，腊肉、蜂蜜

等农产品寄递也很方便，直接打包好后

放到村部客货邮服务站，每天会有专门

的工作人员定时来取件。”花垣县十八洞

村村民吴满金说，农村物流的不断完善，

让十八洞村的特色农产品走出大山，销

往全国多地。

（新华社记者 柳王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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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15 日，入选“最佳旅游乡村”

的消息传到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年

逾八旬的村民严金昌颇为感慨，“没想

到，曾经以‘敢为天下先’闻名的小村

庄，现在又吃上了‘旅游饭’。”

1978 年，严金昌等 18 位农民为了

能填饱肚子，在一张分田到户的契约

上按下红手印。自此，小岗村有了“中

国农村改革第一村”的美誉。

如今，干净整洁的友谊大道上，严

金昌家的农家乐生意红火。来往游客

听说眼前的老人是“大包干”带头人之

一，总会问一问当年的故事。

从保护乡村绿色生态、推进乡村

产业融合，到改造升级大包干纪念馆、

建设国家级研学基地，小岗村把改革

开放精神融入发展实践，处处彰显着

当代中国乡村的精气神。

我 国 的 改 革 开 放 始 于 农 村 。 如

今，改革开放已走过 46 个年头，农村

改革也进入新阶段。在安徽、湖南、广

西启动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

30 年 整 省 试 点 ，深 入 推 进 农 村 集 体

“三资”监管突出问题集中专项整治行

动……一项项改革举措，指向一个目

标：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

立冬过后，走进四川省开江县竹

溪村，水稻已经收割完成，分区连片的

百亩稻田依旧波光粼粼。稻田里，麻

鸭和白鹅觅食其间，成群的鱼儿在杂

草间穿梭，不时吐出气泡。

“水稻收割后，我们将田里的水位

升高，养上鱼、鸭、鹅，年底还能挣两三

万元。”种田大户谢续龙满脸笑容。

“开江县乡镇多、距离近，小而密的

情况突出。以前，邻近乡镇对产业布

局、民生项目等都有自己的考量，存在

资金重复投入、资源利用率低等情况。”

开江县相关负责人说，2019年他们优化

调整乡村空间布局，将 5 个乡镇组成

“稻田+”农文旅融合片区，形成“一核多

面”的农文旅融合发展新格局。

转变源于改革。由于历史原因，

四川省乡镇数量一度多达 4610 个，居

全 国 首 位 ，建 制 村 数 量 多 达 4.54 万

个。众多规模小、实力弱的建制村，成

为 长 期 制 约 四 川 乡 村 振 兴 的 一 大 难

题。

2019 年起，四川省开展乡镇行政

区划和村级建制调整改革，将各地镇

村进行合并重组。数据显示，改革后

四 川 全 省 乡 镇 行 政 区 划 共 减 少 1509

个，建制村平均面积从 10.7 平方公里

增至 18.3 平方公里。

在数量上做减法的同时，各县域

空间和产业布局得到优化。四川省三

台县龙吟村由原先的龙吟、龙居两个

村合并而成。“过去，修水渠、修机耕道

等工作不好开展，就连立根电线杆都

会发生矛盾。两村合并后，村里建起 1

座桥，修成 5 公里长的村道，还发展起

肉牛养殖产业。”村党支部书记说。

打造现代农业新高地、探索集体经

济新路径、激活特色产业新引擎……进

入新时代，广袤乡村大有可为。

图①：在湖南省花垣县十八洞村，

讲解员为游客讲解十八洞村的故事。

新华社记者 陈思汗摄

图②：浙江省龙泉市溪头村“国际

竹建筑双年展”上展示的非遗技艺龙

泉青瓷。 新华社发

图③：在四川省理县桃坪村，羌族

村民在自家房屋前做针线活。

新华社记者 王 曦摄

图④：山东省荣成市烟墩角村景

色。 新华社发

“小岗精神”写新篇——

广袤乡村擘画发展蓝图

描稿、点蜡、染色、去蜡、刺绣……

走进贵州省黔西市化屋村的苗绣车间，

绣娘们巧手翻飞，彩色丝线上下舞动

间，凤凰纹、蝴蝶纹、花鸟纹等苗族特色

纹样跃然布面。车间一侧，来自各地的

游客仔细挑选着心仪的文创产品。

漫步村中，耳畔时常响起欢快的

苗歌。赶上周末或节假日，游客还能

参与到篝火晚会中。

化屋村是苗族聚居村落，意为“悬

崖下的村寨”，背山面水的化屋村曾一

度被悬崖峭壁阻隔。随着交通基础设

施逐渐完善，化屋村独特的文化魅力

吸引众多游客前来，“悬崖村”摇身一

变成了“旅游村”。

“我们这里有传统的苗族蜡染、古

老的芦笙舞、悠扬的多声部苗歌、神秘

的献山节‘榔生’……”说起化屋村，驻

村干部杨国奇如数家珍。

据悉，这个面积 8.2 平方公里的小

村寨，拥有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10 个。多年来，化屋村将民族文化融

入乡村旅游，曾经隐秘的苗族村寨，跨

越“山重水复”，与游客双向奔赴。

“95后”绣娘杨文丽，是苗绣技艺市

级传承人。近年来，她带领团队将传统

苗绣与现代生活相结合，创新开发出抱

枕、钥匙扣等广受欢迎的苗绣文创产品。

文化是乡村旅游发展的关键。此

次入选的 7 个“最佳旅游乡村”中，有不

少乡村依托丰富的非遗项目、文物古

迹、传统村落、民族村寨，打造具有独特

吸引力的旅游产品和服务：福建省南靖

县官洋村，是土楼文化、闽南文化、客家

文化的“大观园”；浙江省龙泉市溪头

村，依托青瓷文化，着力打造“不灭窑

火”共富工坊文旅品牌；四川省理县桃

坪村，处于国家级羌族文化生态保护区

核心区，是茶马古道的重要节点，特色

鲜明的人文景观、民俗风情，吸引无数

游客前来品美食、赏民俗……

如今的乡村，物质文明与精神文

明建设齐头并进，传统文化与现代文

明相得益彰。行走在乡野田园，既有

“村超”“村 BA”“村晚”等“村字号”文

化活动大放异彩，又有古村落保护留

住乡愁，在打造乡村旅游目的地的同

时，也浸润着游客的心田。

一针一线“绣”幸福——

非遗文化留住乡愁记忆

垒石为墙，覆草为顶。冬日的山

东省荣成市烟墩角村，在一排排灰色

海草房的映衬下，显得格外静谧。海

湾里，成群的天鹅或闲庭信步觅食，或

掠过水面亮出曼妙舞姿。沙滩上，摄

影爱好者不时举起相机，写生爱好者

支开画板，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画

面定格。

此次入选“最佳旅游乡村”的烟墩

角村，被誉为中国的“天鹅村”。每年

进入 11 月后，陆续有上千只天鹅从西

伯利亚、蒙古等地来此越冬。

天 鹅 对 栖 息 环 境 要 求 极 高 。 为

了留住天鹅，2016 年烟墩角村作为荣

成市首批试点村，启动厕所改造和污

水 治 理 工 作 ，同 时 把 水 产 品 加 工 厂 、

造 船 厂 等 企 业 搬 离 海 湾 。 环 境 改 善

了 ，海 水 变 清 了 ，越 来 越 多 的 天 鹅 来

此栖息，也吸引各地游客入住渔家海

草房。

作 为 烟 墩 角 村 旅 游 的 另 一 张 名

片，海草房建造历史悠久，被称为“活

的中国生态建筑标本”。当地居民以

石砌墙，用干海草作为屋顶材料，房屋

冬暖夏凉，百年不腐。

“将海草晒干用于建造海草房，可

以有效降低二氧化碳释放速度。”威海

海洋职业学院海洋生物系副教授王珊

珊说，建造海草房，对保护生态环境起

着积极作用。

今 人 的 环 境 治 理 ，与 古 人 的 建

造 智 慧 一 脉 相 承 ，其 背 后 的 共 同 逻

辑 是 人 与 自 然 共 生 共 存 。 去 年 ，烟

墩 角 村 接 待 游 客 超 50 万 人 次 ，旅 游

收入达 2000 余万元。

放眼全国，各地通过挖掘乡村生

态资源优势，将原生态的乡野景观转

化为具有休闲游览价值的旅游资源。

越来越多的乡村着眼生态保护，走出

一条自然文化资源与乡村振兴深度融

合的好路子。

除了纷至沓来的游客，一个个山

清水秀的乡村里，“新农人”也在增多。

祖国西南边陲，冬日的基诺山依

然是一幅生机勃勃的景象。望天树、

滴水叶尖……多种多样的植物让人仿

佛置身天然博物馆。穿行林间，湿润

的空气中弥漫着草木清香，一路上虫

鸣鸟叫不绝于耳。壮美的雨林奇观，

吸引众多徒步爱好者前来探险。带领

游客进出山的向导，成为当地村民的

新职业。

云 南 省 景 洪 市 基 诺 山 基 诺 族 乡

巴 飘 村 村 民 陶 建 雄 ，2019 年 退 役 回

乡 创 业 。 和 几 位 村 民 商 量 后 ，他 们

决 定 依 托 基 诺 山 的 自 然 资 源 ，发 展

徒步旅游。

他们为游客进行动植物科普，讲

解基诺族民俗故事，还在徒步线路中

开设高空秋千、射箭等特色项目。5 年

来，陶建雄的团队已培养出 100 余名专

业向导。

此外，不少村民还开办民宿、农家

乐。旅游旺季时，巴飘村每周接待游

客达 400 余人次。“越来越多外出务工

的年轻人回来了！”陶建雄说，如今的

基诺山迎来发展好时机，大家吃上了

“生态饭”。

“诗和远方”在家乡——

山水田园书写生态答卷

群山苍茫，江水翻涌，一丘一壑间，隐约可见几缕炊烟绕
村舍，渔舟荡漾碧波之上……在“美丽中国”画卷上，一峰有一
峰之态，一村有一村之姿。

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向来留有一隅给山水桃源。600余年
前，元代画家黄公望用《富春山居图》展现中国人对田园诗画
的向往。今天，一幅幅现代版“富春山居图”在世界舞台上大
放异彩。

11月 15日，联合国旅游组织公布 2024年“最佳旅游乡村”

名单。中国申报的云南阿者科村、福建官洋村、湖南十八洞
村、四川桃坪村、安徽小岗村、浙江溪头村、山东烟墩角村 7个
乡村入选，是本届入选乡村数量最多的国家。至此，我国的

“最佳旅游乡村”总数达到15个，居世界第一。
从高山丘陵到沿海岛屿，从文化古村到改革新村……15

个“最佳旅游乡村”，是中国万千乡村美丽蝶变的缩影。近年
来，各地积极探索、主动创新，厚植乡村生态绿脉，传承乡土文
化根脉，一幅乡村全面振兴的画卷正在广袤田畴铺展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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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就现代版“富春山居图”
—从“最佳旅游乡村”看我国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

■本报记者 于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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