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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天鹅翩跹、走荆竹古道、观古楼风

貌……春节假期，“去乡村旅游过大年”成

为不少人的出行选择。

去年 11 月，联合国旅游组织公布

2024 年世界“最佳旅游乡村”，我国山东烟

墩角村、福建官洋村等 7 个乡村入选。加上

此前入选的 8 个乡村，总数已增至 15 个。

人随春好，春与人宜。在美丽乡村观美

景、品美食、赏非遗，这个春天，不如迈开脚

步，在“村”游里感受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

美好画面。

诚意来待“客”，

天鹅起舞年景丰
冬去春来，冰消雪融，漫步于山东威海

烟墩角村，只见成群结队的大天鹅在水面

游弋，耳畔的天鹅叫声此起彼伏，不远处的

特色民居海草房飘来蒸饽饽和虾酱的独特

香气。

烟墩角村所在的威海荣成，是亚洲最

大的天鹅越冬栖息地。每年 10 月开始，近

万只大天鹅从西伯利亚等地，飞越数千公

里来这里越冬。待到次年 3 月，天气回暖，

它们将开启北迁之旅。

大天鹅作为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是一

种“特别挑剔”的候鸟，对空气、水质、噪声

等要求极高，通常会选择生态环境好的地

方作为迁徙地。

之所以“落脚”烟墩角村，烟墩角村党

支部委员曲光成说，是因为村里乡亲们把

它们当作“亲人”一样。

为了欢迎久别离乡的天鹅们，村民拿

出最大“诚意”：自发捡拾漂浮到海湾的垃

圾，为它们提供一个干净、舒适的越冬环

境；自发组建起巡护队，给天鹅宝宝“开小

灶”；为了不惊扰天鹅，过年村民也不放鞭

炮……保护大天鹅还写进了村规民约。

从几十只到上百只，再到成千只，大天

鹅的集聚造就了“万顷湖天碧，一池雪花

白”的动人景象，也让摄影爱好者、写生爱

好者以及大批游客从天南海北汇聚于此，

拍天鹅、画天鹅、看天鹅。

元宵节刚过，来自全国各地的摄影爱

好者就带着“长枪短炮”来了。他们每天静

静守候在岸边的石路上，追拍大天鹅，而不

惊扰它们。

时而昂首高歌、时而展翅飞舞、时而嬉

戏觅食……手持单反相机的摄影爱好者蔡

冬婷，正在捕捉天鹅们的万千姿态。这几

年，她每年都和家人一起来烟墩角村，只为

用镜头记录这些“精灵”的美丽瞬间。

村民梁云秀说，每逢“天鹅季”，村里都

会加大巡护力度，在海湾内禁止放飞无人

机，村里专门修建的“观鸿道”还会禁止车

辆通行、鸣笛。

为给大天鹅提供更优越的“生活品

质”，村里还将村集体经济主要创收来源的

水产品加工厂、造船厂等企业搬离海湾，划

出严格的生态保护区，组织志愿者定期清

理海岸线……

环境美了，天鹅多了，生意火了。如今，

烟墩角村已发展出“冬赏天鹅、夏季写生，

住海草房、吃渔家饭”的生态旅游产业体

系，昔日小渔村如今焕发新活力。

对烟墩角村的村民来说，轻歌曼舞的

大天鹅早已是他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他们坚信：只有更好地保护大天鹅，才能让

这人鸟温暖和谐的动人画面永久定格。

留住每寸绿，

最大限度呈现自然美
山路蜿蜒、怪石嶙峋，从重庆主城区驱

车约 3 个小时，便来到了武隆区仙女山街

道荆竹村。只见精品民宿鳞次栉比，时尚书

屋墨香萦绕，农家小院炊烟袅袅，氤氲着烟

火气和文化味的美丽乡村，让游客顿时卸

下旅途的疲惫。

身处武陵山腹地的荆竹村，曾一度地

块破碎、土壤贫瘠、石漠化严重，农业生产

条件较差。

2012 年起，在土壤专家、科技特派员胡

蕾的“指点”和带动下，村民们利用高山气

候特色优势，种起了高山水果，如今还建起

了高山特色产业园。每年 6 月底到 9 月底，

不少游客在果园内体验乡村采摘，也带动

了村里农家乐的生意。

2015 年，村里引进“归原小镇”文旅项

目，采取“旅游景区+田园综合体+特色小

镇+美丽乡村建设”的融合模式进行开发。

“我们一方面保留根植于独特地理文

化环境的生活方式和建筑特色，另一方面

引入现代创意再造公共文化空间，盘活林

海、草甸、天坑、峡谷等多种自然资源，目的

就是留住每一寸绿，最大限度呈现家乡的

原始美。”荆竹村党支部书记谌菊介绍。

“设计师利用当地的石砖、木材，将农

民的老土房、烤烟房改造成乡村民宿、森林

图书馆。过去闲置的一处天然溶洞，也被打

造成洞穴餐厅，吸引不少游客专程前来。”

谌菊说。

荆竹村归原小镇小燕窝景观，是一个

自然形成的天坑。坑底平缓，一面绝壁，有

天然的音响效果。听村民说，原本打算在这

里建一个剧场，但因为使用钢筋水泥，会对

天坑的原始形态造成破坏，于是就取消了

这个计划。

一扇面朝山谷的落地窗，一排供人安

静闲坐的高脚凳，悬崖旁的无有图书馆里，

不少游客享受着午后的温暖和惬意，很多

人还会点上一杯咖啡。

“以前种烤烟很辛苦，现在做咖啡轻松

多了，收入也不错，在家门口上班多好。”图

书馆里的乡村咖啡师冉光芳忙中有序，说话

间，一杯杯风味各异的咖啡递到游客手里。

听冉光芳说，这个图书馆就是利用以

前的烤烟房改造而来的，借助木瓦砖石与

玻璃钢材，让游客和读者游目骋怀于天光

云影间，自然之美令人心旷神怡。

昔日荒凉的小山村，如今成为充满田

园意趣的度假区。为了充分利用每一寸绿，

村里还将生态旅游产品融合发展，开发出

森林康养、自然研学、户外运动等业态。

“这几年，乡村旅游项目发展得正起劲，

附近的村民也想参与进来，可苦于没有平台

和渠道。”谌菊说，在仙女山街道的牵头下，

两委班子组织龙头企业和村民代表共同成

立了“乡宿联盟”，搭建起了荆竹夜校平台，

把先进的经营经验传授给了更多人。

解锁新玩法，

古村落颜值佳气质靓
青山连绵、古树婆娑，蛇年春节，一座

座土楼里热闹欢腾，上演着五花八门的传

统文化节目……在福建南靖县官洋村，旖

旎的自然风光、独特的民俗文化、现代的休

闲业态融为一体，让远道而来的游客沉浸

其中、流连忘返。

官洋村位于南靖土楼景区的核心区

域，村中分布着 53 处明、清、民国时期的文

物古迹，是土楼文化、闽南文化、客家文化

的“大观园”，土楼山歌、客家传统工艺等代

代相传。

作为一种独特的人文景观和活态遗

产，土楼宛如一颗颗宝石，穿越百年风雨，

镶嵌在闽西南的绿水青山间。官洋村党支

部书记简文炯说，自 2008 年福建土楼被列

入《世界遗产名录》，南靖土楼开始走进大

众视野，小山村逐渐热闹起来。

“我们始终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

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原则，在推介文化

遗产的同时，促进乡村可持续发展。”简文

炯介绍，他们在保持土楼古色古香原始风

貌的同时，通过改善和活化利用土楼内部

环境与公共空间，开发了许多特色民宿，让

游客可以沉浸式体验独特的土楼风俗和优

美的山水风光。

“这些历经沧桑的土楼，依山傍水而建，

与周围的自然环境融为一体，展现了一种古

朴和谐的美。”外地游客王东超连连称赞。这

个春节，他带着家人在官洋村过了年。

“一进景区，一股浓浓的年味就迎面而

来，氛围感拉得满满。火红的灯笼挂满树梢，

民俗节庆文化丰富多彩，云水谣歌仔戏、木

偶戏、安龙仪式、挑花灯、大鼓凉伞……一个

个特色民俗表演目不暇接，还有热气腾腾的

客家美食，让人大饱口福！”他说。

如今，这个闽南古村正不断解锁乡村

旅游新玩法，在生态旅游基础上，逐渐发展

出住宿、餐饮、研学、生态农业等多种新业

态，还顺势推出了土楼音乐秀、画舫船表

演、非遗戏台等创新表演形式，让土楼焕发

新的生命力。

随着新业态不断涌现，越来越多年轻

人来到官洋村发展创业，成为“新土楼人”。

“为了让环境更美，我们还发动村两委、

老党员、志愿者开展常态化人居环境整治，

大家心思都在一处，那就是让村庄的颜值越

来越高、气质越来越靓。”简文炯说。

张胜

这个春天，“村”游去！

福建漳州南靖土楼。■ 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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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去年入冬以来，湖北丹江口大坝之

畔格外热闹，成群结队的候鸟、三五成群的

留鸟在这里嬉戏、觅食、休憩。“以前，西伯

利亚红嘴鸥是丹江口的候鸟，春季飞到西

伯利亚，冬季飞回丹江口。如今，在大坝的

放水口，它们基本上已经变成留鸟。这一

片，还有很多燕鸥、斑嘴鸭、绿翅鸭、绿头

鸭、鸬鹚、黑水鸡。”湖北省十堰市丹江口市

野生珍稀动植物保护站、森林植物病虫害

防治检疫站副站长祝艳红说。

林鸟、水鸟、兽类、爬行类、两栖类等野

生动物的救护，对祝艳红和同事们而言，可

谓是三天两头就要遇到的事情。

“去年 3 月 14 日，民警接到报警电话

说，有群众在散步的时候看到河道中有一

只大鸟不动。我们得知后，迅即赶往事发地

点，发现原来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

物东方白鹳。”祝艳红说。

祝艳红和同事仔细检查了它的头部、

眼睛和翅膀，看看有没有受伤，看它的腿部

有没有骨折，看它的尾羽有没有脱落。他们

推测，鸟儿可能是迷途了，当天就将它送往

十堰市野生动物收容救护中心。

穿行在南水北调核心水源地丹江口库

区沿岸大地山川，稍微留意，可能就会发现

有的电力铁塔上筑着鸟巢。

“鸟类时常会衔来铁丝、荆棘条、湿树

枝等导电物体，在电力铁塔的关键部位上

筑巢，极易引起线路跳闸。”国家电网湖北

电力“十堰南水北调”共产党员服务队队员

吴远松说。

为此，十堰供电部门在 2024~2025 年联

合林业部门、爱鸟协会，对属地 35 千伏及以

上线路开展“廊道鸟巢清理”专项行动，累

计发现鸟巢 100 余处，针对苍鹭、领雀嘴

鹎、喜鹊、布谷鸟等鸟类的特点，通过加装

铁丝、鸟巢盒等方式在铁塔上安装各类“人

工鸟巢”200 余个。

吴远松介绍，供电部门还在鸟类活动重点区域安装新式

驱鸟器、防鸟隔板、防污罩等，实现从过去的驱鸟到当前的防

鸟、护鸟转变。2024 年，35 千伏、10 千伏线路因鸟害引起的跳

闸率分别同比减少 40%、33.3%。

鸟类种类和数量的增加，十堰“最美守井人”、东风 22 小

学教师刘洪军都看在眼里，记录在近 30 万张照片里。

刘洪军说，鸟儿是最有发言权的生态环境“鉴定师”，越是

珍稀的鸟类，对栖息地环境洁净度要求越高。近年来，他在黄龙

滩湿地、郧阳湖湿地先后拍摄到中华秋沙鸭、朱鹮等珍稀鸟类。

这些年，中华秋沙鸭、海南鳽、朱鹮以及黑鹳、大天鹅、小

天鹅等国家珍稀濒危野生动物先后落足十堰。

天上飞的多了，地上长的也不遑多让。

“头上戴‘帽’，腰间系‘裙’，脚上穿‘鞋’的蘑菇，千万不要

吃。”汉江师范学院生物标本馆内，不时有家长带着中小学生

前来参观，有的学生还大声朗读着识别毒蘑菇的诀窍。从植物

类的七叶一枝花，到昆虫类的猫头鹰环蝶，再到菌类的蓝紫黄

蘑菇……色彩缤纷、品类多样的生物标本，让人啧啧赞叹。

汉江师范学院教授王锋尖带领的鄂西北菌物资源多样性

保护与利用研究团队，从 2014 年开始对鄂西的大型真菌资源

进行了调查，共获标本 5000 余份，已经发现了 1 个新物种、10
余个中国新记录种，300 余个湖北省新记录种。2023 年，团队将

大型真菌标本室改扩建为生物标本馆。目前，该馆馆藏南水北

调中线工程核心水源区各类生物标本 2000 多种、7000 余件。

“林深时见鹿，溪午不闻钟。”森林是众多生物赖以生存的

生境。十堰林地面积、森林面积位居湖北省第一，森林覆盖率、

森林蓄积量位居湖北省第二，有维管植物 2796 种，其中国家

一、二级保护树种 36 种，古树名木 7429 株，并坐拥国有林场

32 个，面积 1126.67 平方千米。

“林场是‘三分造、七分管’，没有青山，哪来的绿水呀？守

住青山，就守住绿水。”在国有丹江口市龙口林场“智慧林业”

监测预警中心，龙口林场场长杨邦书讲起了林场护林的人防

物防技防。

只见工作人员在系统中用鼠标轻轻一点，电脑画面中，便

有无人机一键起飞，巡飞拍摄，并一键返航。

“高科技有了，铁脚板也不能丢掉。”杨邦书说，“我们每个

护林员是‘三员合一’的，在路边，我们是文明劝导员；在林区，

我们是护林员；在河边，我们是守水护水员。”

穿上马甲，挎上巡林工具，带上水壶，杨邦书和护林员赵

秀山一行人，来到原龙口码头地段。他们在丹江口水库一个库

汊的消落带上来来回回，俯身捡拾枯树、枯枝等漂浮物。

坡上，绿树轻摇。水中，波光潋滟。

“现在，丹江口水库里的大鱼很多，在林水交界地带巡护

的时候经常看见翘嘴鲌、红尾鱼、白鲢。看个头，几十公斤的大

白鲢都有呢。”丹江口市牛河林区生态护林员戚传顺说。

不只是常见的鱼类，如今的丹江口水库还生活着“水中大

熊猫”———桃花水母。个体硬币大小、通身透明的桃花水母，算

得上是金牌“水质检测员”。目前，丹江口库区水质常年保持在

域类及以上。

“开门见山见绿，四季有花有果。这里是世界珍稀动植物

繁衍栖息的天堂，也是中国中西部地区珍稀植物基因库。”十

堰市野生动物和森林植物保护站正高级工程师徐正红介绍，

十堰市现有 46 个自然保护地，规划批复面积达 51.55 万公

顷，自然保护地数量及规模均位列湖北第一；十堰市现有湿地

979 块，总面积 926.67 平方千米，湿地保护面积 680 平方千

米，湿地保护率达 73.16%。

在丹江口库区，一库碧水，百川奔流，千山拥翠，万物竞

发，共绘出满满生机。 张锐 王建宏 刘欣然

护绿扩绿山水美 富民利民乡村兴
广西桂林

近日，走进广西桂林市，初春的气息已

悄然弥漫，漓江清澈如镜，柳枝轻拂，鸟鸣

清脆，山水宁静。

日前，广西桂林市召开生态环境保护

重点工作专题会议，总结了去年的生态环

境保护工作。据了解，2024 年，桂林市空气

质量优良率创历史新高；地表水水质排名

全国第三。桂林市还成为广西首个联合国

生物多样性“自然城市”和全国首批生态产

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城市。

“近年来，桂林市坚定不移地践行生态

优先、绿色发展理念，持续巩固提升生态环

境质量，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以及生态

修复和全域治理，提升城市宜居水平。”桂

林市生态环境局副局长熊小斌说。

系统治理守绿洲

秀美山水是桂林的璀璨名片。

近年来，桂林市全面强化漓江全流域

的综合治理，稳步推进桂林漓江流域山水

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与修复工程等重大

生态基础设施项目，保持山水生态的原真

性和完整性。

桂林市区漓江流域的伏龙洲宛如一颗

碧玉镶嵌于江心。曾在伏龙洲居住的岛民

黄岗说道，昔日伏龙洲餐馆林立、杂乱无

序，环境问题曾给这片青山绿水笼上了一

层阴影。

为守护漓江的秀美山水，桂林市经组

织协调，拆除了岛上餐馆，取缔了沿江养殖

活动。同时，桂林市还投入专项资金，全面

开展山体修复、森林改造、截污引水等生态

治理工程，并着力建设生态公园、沿江步道

等景观提升项目。经过系统整治，伏龙洲焕

然一新，蝉鸣鸟语，碧波荡漾，令游客流连

忘返。

伏龙洲的美丽蝶变是桂林市生态工作

成效的缩影。2024 年，桂林市空气质量优良

天 数达到 353 天；森 林覆盖率 提 升 至

55.04%；城市建成区绿地率高达 43.92%；

主要河流及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

达标率均稳定在 100%。

优美的生态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物种在

桂林“安家”。近年来，桂林漓江沿岸发现了

植物新种“阳朔风筝果”，桂林市全州县天

湖国家湿地公园内也鉴定出全新植物种类

“全州樱花”。一度被认为绝迹的“彩鹮”首

次在桂林会仙湿地现身。

生态资源变资产

在桂林市阳朔县兴坪镇漓江 20 元人

民币背景打卡点，“渔民模特”黄能弟和几

位村民忙着整理竹排等道具，准备与游客

合影。

舟行碧波上，人在画中游。这片得天独

厚的如画山水，吸引了国内外众多游客前

来打卡。“如今的水域比以往更为碧绿，游

客也更多了。”黄能弟感慨道。

过去几年，桂林市持续探索漓江沿岸

保护与旅游发展的有机融合，不仅要保景，

更要富民，让绿水青山真正变为“金山银

山”。

“我们鼓励漓江水上游览经营企业优

先录用沿江村民，并支持当地农民参与旅

游服务业。通过实施旅游收益分红等举措，

我们有效提升了沿江村民的经济收入。”漓

江风景名胜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副主

任李琼介绍。

例如，阳朔县漓江景区管理有限公司

对游览排筏实行统一收购和集中管理，并

吸纳周边村民担任筏工。同时，公司将总收

入的 10%用于向沿江村民分红。这些举措

不仅保护了景区环境，还切实增加了村民

收入，有效激发了民众保护环境的积极性。

此前，桂林市还颁布了《桂林市农村集

体土地使用权开发旅游流转暂行办法》，旨

在激励农民通过作价入股、合作联营、租赁

等多种方式，有效利用集体土地参与旅游

开发，共享开发收益。该办法探索了多主体

参与的“资源变资产、资产变资金、资金变

资本”模式，为生态产品的价值转化开辟了

新路径。

位于广西桂林市龙胜各族自治县的大

寨村，是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龙脊梯田

的所在地。凭借美丽的梯田风光，大寨村利

用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参与了龙脊梯田金

坑客运索道项目的经营开发。项目正式运

营一年多来，大寨村集体通过景区门票及

索道运营所获得的分红已达到 212 万元。

“近年来，随着龙脊梯田旅游人数持续

增长，村民们不仅在入股分红中获益，还纷

纷利用自家的木楼开设农家乐和民宿，收

入也越来越高。”大寨村村民、“山中已千

年”民宿负责人余琼通说。 韦秋莹 丹江口库区内的小天鹅。姻刘洪军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