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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是个好地方 醉美最近是昌吉

古树婆娑，溪水潺潺，老街蜿
蜒，一座座形式各异的土楼建筑
里上演着传统文化节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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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映成趣。有效的
保护、合理的利用，让这个传统村
落充满“烟火气”。不久前，官洋村
被联合国旅游组织评选为 2024
年“最佳旅游乡村”之一。

传统村落保护，“活态”至关
重要。近年来，我国出台了一系列
政策举措，加大传统村落保护力
度，取得了积极成效。然而，随着
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推进，许
多传统村落常住村民不断减少，
面临着“空心化”威胁。人一少，影
响是全方位的，村容村貌维护、公
共事务管理等都捉襟见肘，产业
发展更是难上加难。让留守乡村
的人安心扎根，把热爱乡村的人
吸引过来，传统村落才能不断焕
发新的生机。

传统村落往往有丰厚的人文
底蕴，对本地和外来的人都有吸
引力。提升传统村落的人气，关键
要擦亮文化特色，提升辨识度，尤
其要以年轻人喜爱的方式去挖掘
其魅力、激活其生命力。

福建屏南县双溪镇有着千年
历史，但一度出现人口外流、建筑
破败的景象。近年来，一批艺术家
来到这里，以“人人都是艺术家”
公益教学项目为依托，免费教村
民画画、写歌、制作手冲咖啡等。
古香古色的建筑，原生态的风土
人情，加上浓厚的艺术氛围，吸引
了更多艺术爱好者和游客慕名而
来，当地同步做好租房、子女入
学、创业发展等相关保障服务，画
展、音乐会、直播等文化创意产业
迅速发展起来，外出的年轻人纷
纷回流。当文化活力被唤醒，乡村
面貌也随之重塑。

传统村落不仅是文化传承的
载体，也应是宜居宜业的生产生
活空间。更好平衡历史价值、当代
价值和未来价值，找出兼顾眼前
人气与长远利益的合理开发利用
方式，十分关键。比如，拥有 156
座明清古院落的山西泽州县保福
村，乘着直播经济的东风，引进企
业入坊进院，发展美食、手工、剧
场等业态，培育“一院一业，一街
百业”的新庭院经济，推动村集体
经济高质量发展。

乡村资源有限，在深入挖掘
其历史文化特色的基础上注入现
代元素、完善生活功能、培育特色
产业，使之更符合当下的审美趣
味、居住需要、发展需求，才能打
造出各具特色的现代版“富春山
居图”，使传统村落长久兴旺。

在现代化进程中，传统村落
寄托着我们传承历史文化、守望
精神家园、创造幸福生活的美好
愿望。对它们的保护，涉及建筑、
文化、经济、社会、观念等方方面
面，需要在守正的基础上探索创
新，让原生态的生活气息与现代
文明更好相适应。守好文化的根
与魂，加强活态保护与传承，创新
利用方式和渠道，定能把传统村
落建设成为自然之美与人文之美
交相辉映的美好家园。

（作者为福建社会科学院副
研究员）

来源：人民日报

本报讯 通讯员刘瑞报道：2024年
12月20日，木垒县西吉尔镇举办“产业
援疆共绘新画卷 情暖冬日同游新农村”
冰雪旅游季活动，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
纷纷前来体验特色民俗文化，感受独特
的冰雪文化。

活动现场，在阵阵喧天锣鼓声中，民
俗歌舞展示拉开序幕，身着盛装的秧歌
队演员们踏着铿锵的鼓点，旋转、摆动、
变换队形、挥舞彩绸，展示出昂扬向上的
精气神。动感的舞蹈、悠扬的歌声、精湛
的乐器独奏点燃了现场气氛，穿插在其
中的拍卖环节，更是将现场的气氛推到
了沸点，象征着蒸蒸日上的大蒸饼在声
声竞拍中成交，将幸福和希望传递到新
的一年。

在民俗集市上，馓子、土鸡、油饼、胡
麻油等农特产品琳琅满目，游客们询价、
购买，热气腾腾的烟火气在各个小摊间
流淌和传递。来自木垒县西吉尔镇水磨
沟村的李吉云经营着一家农家乐，夏季
喜迎游客，冬季售卖农特产品，在活动现
场，他支起了手工粉条摊，前来购买的游
客络绎不绝。

李吉云笑嘻嘻地说：“今天卖的是粉
条和蒸饼，收入4000多元。希望每年都
搞这样的活动，我们就能有更多的收
入。”

凛冽的寒风中，少不了热气腾腾的
美食。咕嘟咕嘟冒着热气的土火锅、手抓
肉，还有包尔萨克、奶疙瘩等美食，让前
来游玩的游客在鲜香味道中辗转、寻觅，
大饱口福。

福建省漳州市游客王侣添说：“今天
参加西吉尔冬季旅游活动，品尝了很多
木垒的特色美食，吃了饺子、羊肉，味道
真是太惊艳了。”

活动现场，木垒县书法家协会的书
法家们挥毫泼墨，将一份份“福”字、春联
送给群众和游客，为冬季旅游活动的现
场增添了浓浓的文化氛围。拔河、赶鸡进
笼、剥玉米、掰手腕等小游戏，点燃了活
动现场的热情，游客尽情释放活力，欢笑
声回荡在整个场地。

木垒县：打造“最具年味儿县市”冰雪旅游IP

畅游“中国雪乡”尽享冬日快乐

西吉尔镇：

热气腾腾的蒸饼受热捧

本报讯 记者许乐报道：为促进传
统民俗活动赋能乡村振兴，把冰雪旅游
的“流量”转化为经济发展的“增量”，
2024年12月20日，木垒县白杨河乡举
办了产业援疆暖冬行动——“文润庭
州 大地流彩”群众村晚系列活动暨第
二届冰雪民俗文化旅游活动。

仲冬时节，白杨河乡银装素裹，阳
光洒在雪地上，闪烁着耀眼的银光。太
阳渐升，清晨的寂静被打破，附近乡镇
的村民三三两两驱车来到白杨河乡西
泉村草场。密集的人潮让冷空气也变得

“炙热”，一场冰雪民俗文化旅游活动拉
开序幕。

舞台上，身着鲜艳服饰的村民翩翩
起舞；赛场上，刁羊、马上拾“银”等传统
竞技项目精彩绝伦；美食区，烤肉、包尔
萨克、抓饭等香气四溢，清炖羊肉的汤

锅冒着腾腾热气；集市上，民族刺绣工
艺品、奶制品等特色商品吸引了众多游
客驻足。大家既饱口福又饱眼福，沉浸
式体验木垒县白杨河乡特色民俗风情，
感受浓郁的乡村风韵。

今冬，木垒县以“冬游天山别样暖
养心木垒四季蓝”为主题，聚焦自然风
光、民俗体验、冰雪赛事和文艺展演，陆
续举办雪地刁羊赛马、冬宰节、年货节、
乡村厨王争霸赛、雪地火锅和跨年音乐
会等15场次冰雪旅游系列活动，活动将
持续到2025年3月。

此外，木垒县以美食品鉴、年货抢
购、科普研学、民俗文化和自驾观光为
主题培育了5 条冰雪旅游路线，以活动
为载体，借助购年货、赶大集、品美食等
引流方式，打造“最具年味儿县市”冰雪
旅游IP。

白杨河乡：白雪茫茫的草原沸腾了

让传统村落

更有“烟火气”
□孙璇

2024 年 12 月 28 日，在“中国雪乡”景区，游客体验东北特色“鹿拉爬
犁”。近日，位于黑龙江省海林市的“中国雪乡”景区迎来客流高峰，日均游
客数量连续突破2万人。

景区内木屋错落有致，绵密积雪覆盖房顶，形成独特的“蘑菇屋”。游客
在此赏雪、拍照、游玩，感受东北民俗，尽享冬日快乐。

□新华社记者 杨思琪摄
2024年12月28日，在“中国雪乡”景区，绵密积雪落在房顶。

□新华社记者 杨思琪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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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2024年12月20日，木垒
县西吉尔镇举办冰雪旅游季活动。
图为游客展示“福”字。 □刘 瑞摄

图②：2024年12月20日，木垒
县西吉尔镇，观看演出的群众纷纷
举起手机拍摄记录。 □刘 瑞摄

图③：2024年12月20日，木垒
县西吉尔镇，游客在美食区品尝特
色美食。 □刘 瑞摄

图④：2024年12月20日，木垒
县白杨河乡举办冰雪民俗文化旅
游活动。 □本报记者 许 乐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