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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振兴是乡村振
兴的重中之重。2022中
央农村工作会议强调，要
落实产业帮扶政策，做好
“土特产”文章，依托农业
农村特色资源，向开发农
业多种功能、挖掘乡村多
元价值要效益，向一二三
产业融合发展要效益。
发展周刊乡村振兴版即
日起推出“乡村产业高质
量发展”专栏，聚焦各地
推动乡村产业全链条升
级典型经验，关注各地在
促进食品保障功能坚实
稳固、生态涵养功能加快
转化、休闲体验功能高端
拓展、文化传承功能有形
延伸等方面的积极探索，
实地探访各地强龙头、补
链条、兴业态、树品牌的
生动实践，助推美丽宜
人、业兴人和的社会主义
新乡村建设。

安徽歙县：

“村嫂”鼓舞贺喜
助力乡风文明

图片新闻新闻

2月18日，安徽省黄山市歙县北
岸镇七贤村一对新人喜结良缘。新婚
仪式上，霞坑镇柳山龙鼓队的“村嫂”
鼓声阵阵、舞姿翩翩祝贺新禧。

霞坑镇柳山龙鼓队由当地18位
45~60岁“村嫂”组成，她们利用业余
时间排练节目，自己筹钱购买龙鼓、腰
鼓、服装和道具，义务给农村结婚、贺
寿、新房建成等喜事助兴，减少了过去
讲排场的不良习俗，为乡村文明办喜
事提供良好氛围。 吴建平/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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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文化““活活””起来起来 古村古村““火火””起来起来
农文旅结合 千年村落焕发新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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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志

八旬老父亲一年前
不幸患上肿瘤疾病，前
几天刚从医院化疗回
来，大夫再三交代，至少
要卧床休息十天半月。
可刚休息一个星期，老
父亲就待不住了，说春
天来了，得下地干活。
这不，近段时间，他天天
扛着铁锹或锄头去田地
里，我和母亲都劝父亲
再卧床休养几天，健康
重要还是那几亩地重
要？谁知，老父亲把铁
锹往地里一插，怒道：对
于农民来说，当然田地
重要。立春已过，雨水
快到了，知时令不能误
农时。想起育种、打理
耕地，我就有使不完的
劲，病也就好了。

父亲的话有道理，
人一旦有了理想信念，
九头牛拉着你往前冲。
种了一辈子地的父亲对
土地有着深厚的感情，
眼下家里的4亩耕地，
每年种一亩冬小麦，一
亩冬油菜，另两亩种水
稻。别看父亲已经 80
多岁，却把这4亩地打
理得井井有条。春天来
了，雨水充沛，冬小麦和
冬油菜长势一天一个
样。父亲常说，庄稼“三
分在种，七分在管”，有
收无收在于种，多收少
收在于管，因此田间管
理非常重要。庄稼种进
地里，决不能一种了
之。人勤，就能多打粮
食，有个好收成；人一
懒，庄稼地也就歉收

了。春季由于雨水多，再加上春寒料
峭，如果不及时排掉庄稼地里过多的
雨水，正在生长的农作物就会被淹死
或冻死。于是，父亲每天扛着铁锹去
地里排除雨后的积水，确保一条条地
垄雨停后马上能干爽，便于后期锄杂
草和施肥，有利于冬油菜蕾薹期生长
和冬小麦拔节长高。

由于地少，为了多打粮食，父亲每
年都要栽种早、中、晚三季水稻，冬油
菜和冬小麦两亩地收获后栽中稻，而
另两亩地栽早、晚稻。早稻必须及时
先育秧苗，而父亲是育秧苗的“老把
式”。从种子站买回稻种后，父亲先将
稻种淘净，然后浸泡在水池里，待稻种
浸泡肿胀后再放入稻萝里盖上稻草，
期间每天早晚几次不间断用温水清
洗，待稻种生出白芽后撒入一小块水
田里，经过精心维护，半月左右秧苗长
大就可以栽插了。

农谚云“九九加一九，耕牛遍地
走”，如今父亲种植的田地里遍地走的
可不是耕牛，而是现代化的农业机械
了。父亲说，以前春暖花开时，整理一
亩水田至少要好几天，可现在一台履
带式旋耕机，一会儿工夫便完成了翻
耕。“不管是冬麦、油菜和水稻，现在全
过程机械化耕种，支付些服务费用就
行了，省时又省力，现在咱农民种地可
闲多了。”父亲乐呵呵地说。

春回大地，万物复苏，一年之计在于
春。跟土地打了一辈子交道的老父知道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的道理。在这
个生机盎然的春天里，八旬老父“不负农
时不负春”，张开双臂去收获满满的春天。

乡情乡韵乡韵

兴农人兴农人巾帼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田梦迪 文/摄

踏入玉湖村，映入眼帘的是石墙、青
瓦、绿树。气势磅礴的玉龙雪山映衬着村
庄天际线，“穿斗式”石木结构民居错落有
致，村口的石头台面上摆着松果、核桃等山
货，纳西族的阿婆们热情邀请来往的游客
骑马观光。

玉湖村位于云南省丽江市玉龙纳西族
自治县白沙镇，旧称“雪嵩村”，纳西语为

“乌鲁肯”，意为“雪山脚下”。这里曾是丽
江纳西族木氏土司最早的居住地，也是玉
龙雪山脚下第一村，于2013年被列入第二
批中国传统村落。在这个村域面积46.66
平方公里的纳西族村落里，袅袅炊烟绵延
了1000余年。如今，这座古老村落通过农
文旅结合的发展方式，焕发出新的生机。

生态立村

“因为远离城市、交通不便、消息闭塞，
玉湖村过去是个出了名的贫困村，面临着

‘吃粮靠返销，花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的
穷困状况。”玉湖村村民和杰林向中国妇女
报全媒体记者介绍，由于村子所在地海拔
较高、土地贫瘠，为了维持生计，部分村民
不得已乱砍树木、乱挖金矿，一度使生态环
境遭到破坏。

为了改变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的发
展方式，当地政府进行引导与整治，发放生
态补偿金让村民参与树林和矿山管护，把
过去的“砍树人”变成“护林人”，“挖矿人”
变成“守矿人”，解决了破坏生态环境的问
题。

午后漫步在碎石铺就的村道上，记者
发现，这里鲜少有临街而立的排排商铺，
户户院落却别有洞天，咖啡、制陶、小食、
展览……没有“拆墙建铺”，院落结构依然
保持完好，新生命在院中生机勃发。

玉湖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和旺
盛表示，近年来，玉湖村坚持环境整治与原
生态景观相结合，加强传统村落保护管理，
开展传统村落不协调建筑风貌改造，推进
玉湖村历史建筑及基础设施修缮、维护、复
建工程，做到一屋一墙一路一水与古村风
貌相一致，与周边环境相协调。与此同时，
村里还积极开展“增彩添绿”美化家园行
动，村民在自家门前种植树木花草，形成了
一户一景、一院一特色的美丽村庄图景。

旅游富村

骑马上雪山、到网红咖啡馆打卡拍照、
沉浸式体验纳西东巴文化……依山傍水、

风景如画的玉湖村如今吸引世界各地的游
客前来观光游览。

如今，人们乡村游的核心诉求更多的
是放松身心，且不再单一追求欣赏田园风
光，对社交、特色文化、特色景观、特色美
食、新奇的体验等也有一定的需求。

基于这些新需求，玉湖村大力发展包
含骑马体验、场景演绎、马术培训在内的特
色马经济，依托独特的地理优势和文化特
色，打造好好生活雪山音乐节、小小骑士茶
马古道基地、低空飞行基地、自然博物探索
基地等项目。与此同时，村里大力发展游
客中心、沉浸式街区、高端主题民宿、野奢
营地等旅游配套服务，着力构建特色乡村
旅游体系。

玉湖村创新发展机制，正确处理人与
人、户与户之间的关系，通过成立旅游开发
合作社，组织全体村民合作开发，共享旅游
发展成果。村民在合作社统一调度和安排
下，以户为单位，轮流参与。在收益分配
上，把总收入按照适当比例划分，每家每户
都参与旅游经营，全村不分老幼均能参加
年终分红。

和旺盛告诉记者，各级政府投入4000
万元改善基础设施后，村里已经开了20多
家民宿客栈、10多家农家乐，90%以上的村
民吃上“旅游饭”。玉湖村经济收入从
2003年的234万元增加到2020年的1600
万元，旅游总收入从2003年的18万元增加
到2020年的超1200万元。

乡村振兴，关键在人。曾心怀“诗和远
方”的大学生赵丽奇，回村到一家高端民宿
工作，并将在深圳打工时学会的中西餐摆台
和手冲咖啡的技艺带进来。如今，像赵丽奇
一样返乡就业的大学生有10多人。她说：

“近几年，我们村变得更加有活力、有希望！”

文化兴村

最近，村民李红英正忙着接待远方的旅
游团。记者造访时，她正带着来自北京的游
客参观自家的小型“纳西博物馆”，讲述家中
收藏的老物件背后的故事，接下来还要带游
客体验磨豆花、打酥油茶、写东巴文。“亲身
体验了纳西族东巴造纸工艺，真不愧是非物
质文化遗产。”游客邢娜忍不住点赞道。

玉湖村地处纳西文化发祥地，村里保
存着完整的纳西族传统建筑。李红英家就
是典型的“三坊一照壁”格局，这座老宅历
经百年沧桑，2020年6月修缮后，成了全村
第一家纳西文化体验馆，旺季每月能接待
六七百人。

近年来，玉湖村深挖纳西族的“文化富
矿”，发展乡村旅游，走出一条“文化遗产变
资产”的新路。改良纳西菜、增设民俗体
验、民族歌舞表演……让越来越多的人认
识了这个千年古村。

2019年，玉湖村与一家公司合作组建
旅游文化开发公司，探索“基层党组织+企
业+村集体合作社+村民”的发展模式，面
向全村开展文旅业服务技能培训，吸纳村
民150人就业。村里还成立纳西民俗文化
研究所、纳西婚俗馆等，融入非物质文化遗
产、纳西传统手工艺、乡村音乐等元素，实
现文化促产业、促增收。

文化“活”起来，古村“火”起来。如今，
玉湖村已成为“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中
国传统村落”“中国美丽休闲乡村”。从玉
湖古村落的成功转型之路可见，农文旅共
同发展，让游客“进得来、留得下、记得住”，
才能让美丽乡村真正红火起来，真正实现

“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有机统一。

■ 邵伟 唐天喜

“我也没想到，过年期间还有这么
多人买笛子。”从过年到现在，湖南省衡
阳市衡山县民族乐器制作协会秘书长
成美玲每天都在忙着发货。同样忙碌
的还有家住永州市东安县“吉他小镇”
的罗琴英和家人，她自家生产的吉他已
经远销美国、西班牙等欧美国家。越来
越多的湘妹子凭借勤劳的双手，通过制
作传统和西洋乐器，在乡村振兴中奏响
致富乐章。

制作民族乐器 带动行业发展

衡山民族乐器制作始于唐朝，在20
世纪90年代中期，从事乐器加工、生产
和销售的高达数万人。如今，笛子、二
胡、葫芦丝均为衡山县非物质文化遗产，
深受人们喜爱。

最初，从小爱唱歌的成美玲想找当
地的手工艺人学做葫芦丝，由于不少村
民抱有“教会徒弟、饿死师傅”的观念，一
时找不到愿意传授手艺的师父的成美玲
于是开始自学。“当时就是反复琢磨，不
停试错，起初做出的葫芦丝比较粗糙。”
成美玲回忆，摸索了一年多后，为了提高
自家产品的竞争力，她高薪从云南请来
了一位技术好的师傅负责制作，自己同
时跟着学习。

那几年，成美玲家的葫芦丝销得很
好，不少外地的客户找她进货。她和丈
夫还把自己的技术教给亲朋好友，再通
过他们分享给更多人。

从事葫芦丝制作的人越来越多，逐
渐形成产业，成美玲不再一个人包打天
下，大家在制作、调音、销售等方面进行
分工合作。她通常负责关键的调音和销
售。对乐器来说，音准、容易吹才能更好
卖。成美玲晚上经常加班帮别人调音，
有时忙到很晚。

2019年，衡山县民族乐器制作协会
成立，有人向她建议，跟已经发展成熟的
葫芦丝制作业相比，当地的笛子制作工
艺还比较原始，未来发展空间更大，销售
前景好。

成美玲来到“中国竹笛之乡”浙江省
杭州市余杭区中泰紫荆村考察、进修后，
决定转行生产笛子，并再次用高薪聘请
师傅。

“会吹葫芦丝的不一定会吹笛子。”成美玲说，“葫芦丝只
有一个八度，而笛子有三个八度，更难吹奏。”成美玲有耐心，
坚持每天练习一两个小时，终于把笛子吹响了。

“不调音的竹笛，批发价通常在50元以下。调好音才
能满足客人的需求，卖得好价。”成美玲介绍，竹笛的制作
工艺十分细腻严密，前后需要选料、烘烤、划线定调、打孔、
校音等70多道工序。“先要把竹子烤直，最好烤成焦黄色，
然后去皮、锯节，用卡尺测量竹子内径，以确定做什么调的
笛子。”

在成美玲看来，一根好的笛子要在密度、厚度和手感上达
到比较理想的状态，通常100根竹笛里能有一两根可以做成
精品。

能做精品的笛子，在调音时就要有意识地进行深加工。
“通常是一边打磨一边调音，要能准确吹出三个八度。”成美玲
介绍，“上好油漆的笛子价格又要高上一两百元。”

此外，成美玲还推出个性化服务，应客人要求在笛子上加
刻名字、诗句等，增强笛子的收藏性。

为了打开笛子的销路，成美玲不但在淘宝等电商平台开
店，还在抖音、快手等社交平台演奏笛子促销。没想到，疫情
期间她家笛子的销量节节攀升，“有的笛子一支就能卖到上千
元。”成美玲说。

随着衡山县委、县政府对民族传统乐器的重视，衡山县成
立了民族乐器制作协会，成美玲也有了新身份——衡山县民
族乐器制作协会秘书长，她说：“有了协会，我们就可以抱团发
展，共同做大做强。”

目前，该协会共有会员152人，成员单位13家，制作加
工家庭式作坊 39户，行业从业人员近千人，年总产值达
3000万元。

创立品牌 促进村民就业

公开数据显示，中国已成为世界最大的吉他生产基地，占
据全球60%的吉他产量。

这其中就有永州市东安县“吉他小镇”罗琴英家的贡献。
“吉他小镇”指的是湖南省永州市东安县白牙市镇工业园。走
进园区，可以听到不绝于耳的机器轰鸣声，那是工人们正在忙
着制作、组装各类吉他，一把把吉他经检验合格后会运往世界
各地。目前，这个园区4家吉他企业的年出口量在20万把左
右，吉他制造业年产值达3.2亿元。

“我们回到东安创业，既有当地政府招商引资的原因，也
有不舍的家乡情怀。”罗琴英和老公是东安人，此前两人在广
州打拼了25年，主要生产专业级演奏的古典吉他和民谣吉
他，定位为欧美中高端市场，“从沿海回到内陆，在物流上无疑
增加了成本，但这些无法阻挡我们回乡的脚步。”

2016年11月，歌诺雅乐器作为东安县第一家吉他制造
企业入驻工业园，并在当年实现投产。

“刚回来时，村民不知道当地有工作机会，过年后继续外
出务工。”罗琴英说，当地政府了解到情况后，立刻帮忙进行招
聘推广，很快解决了用工难题。

“员工月薪3000元~4000元，其中，女性会多一些。”罗
琴英介绍，中高端吉他制作更注重细节，在面板镶嵌贝壳、拼
木、五金配件时，女员工更细致些。

罗琴英本是弹古琴出身，后来和丈夫做起吉他生意，
“当初纯粹是为了养家糊口”，但越做越喜欢，尤其是看到
能为家乡人解决就业，不让孩子变成留守儿童，更是心生
欢喜。

因为看好家乡产业发展前景，罗琴英夫妇与人合伙在园
区又开了一家新的吉他企业，专门做高端产品。据介绍，他们
通常选择虫胶漆作为吉他的漆面，每把吉他要上漆100多次，
每把吉他需要30天左右才能完成整个油漆工序。上好漆的
吉他还需要在干燥房里放至少15天，等待漆里的酒精完全挥
发。这样，虫胶才能很好地保护吉他，并且让吉他的声音更好
听。

为了打开销路，罗琴英夫妇每年都要去参加中国(上海)
国际乐器展览会，这是目前全球展览面积最大的乐器展。在
这里，罗琴英可以和世界各地的客商见面，并以过硬的品质赢
得客户。

目前，罗琴英分别在中国和西班牙注册了自主品牌
“PALLADO”(帕尔拉多)，“现在国内做吉他的也不少，我们希
望进一步打开国内市场，做大做强自己的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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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湖村里，一排排石头房子依山而建，错落有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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