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邂逅乡村美景邂逅乡村美景 遇见多彩年俗遇见多彩年俗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见习记者 崔安琪

在刚刚过去的龙年春节，北京市门头沟区潭
柘寺镇游客络绎不绝，周边的民宿也热闹非凡。这
让潭柘寺镇乡村振兴协理员安红雨十分兴奋，因为
她参与的项目主要工作是优化周边环境，给民众带
来更好生活的同时，也给游客带来更好的体验。

心系乡土 倾听民声

“95后”安红雨儿时在门头沟上学，每逢节假
日，她都在潭柘寺镇东村的奶奶家度过。“这是我
生长的家乡，我要为它奉献一份力量。”安红雨
说。毕业后，她如愿到门头沟区潭柘寺镇成为一
名乡村振兴协理员。工作以来，安红雨就像一颗
螺丝钉，哪儿有需要就去哪儿。平原村的春节晚
会需要节目，她主动报名，为“村晚”唱歌助兴；街
头巷尾，经常看到安红雨帮村民打印复印、教大家
操作手机的场景；做扫除或宣传工作时，她会主动
和村民唠嗑，增进彼此了解和感情。5年来，安红

雨的足迹遍布全镇，她发现，只要真切地服务，就
能收获大家的真心。

毕业后选择回村工作的，还有同为“95后”
的徐瑞欣。“成为一名乡村振兴协理员，离不开学
校和家人的支持。”徐瑞欣告诉中国妇女报全媒
体记者，即将毕业时，她在微信群里看到了高校
毕业生到农村从事支农工作的招聘公告。她想
起爸妈的话——“老家的生活虽然变好了很多，
但村里的年轻人还是太少”，乡土培育了自己，如
今长大，也该回报家乡了。徐瑞欣报考了潭柘寺
镇的乡村振兴协理员，并成功入选。

知识助力 振兴产业

怀着深切的乡土情怀，年轻的协理员们开始
在乡村振兴新战场上默默耕耘。

为了让村民们都能及时、便捷地收到消息，潭
柘寺镇平原村开通了自己的公众号。作为设计专
业毕业的大学生和镇里公众号运营专班的编辑，
安红雨运用自己所学帮助公众号慢慢成长。她

认为，公众号不但是村镇的门面，也是政策宣讲
传播的“电子屏”，更是和村民沟通的新渠道。她
会关注公众号的阅读量和留言板，看看有多少村
民收到了消息，提醒大家相互转告。公众号也会
把村内的福利、活动、生活注意事项等内容发出
来，让大家进一步了解村内情况，享受个人权益。

乡村振兴的工作种类繁多，协理员们常常需
要一专多能。在潭柘寺镇，安红雨还参与了美丽
乡村建设实施方案的撰写，她曾和同事们实地探
查各个自然村的基础设施情况，不断优化和改进
乡村风貌；推进沟域经济建设，亲眼见证了“禅意
悦心”“定都迎春”两个项目的落地，通过沟域经
济带动村庄进一步发展，联动精品民宿建设、休
闲农业发展，增加村民收入；还积极跟进了乡村
规划设计，对各个村落的特色发展有了进一步了
解，让宜居宜业和美丽乡村建设未来可期。

门头沟区雁翅镇下马岭村也有一位“95后”
乡村振兴协理员，虽然单程通勤要40公里，但李
彤不觉得困难，她满脸自豪地告诉记者：“将自己
的专业知识和年轻人的热情贡献给农村，我感到

无法用言语描述的满足和快乐。”
雁翅镇下马岭村于2020年正式脱贫，特色的

苹果“马岭果”是村内唯一的经济产业，也是村内
重要的经济来源。一颗颗“满面红光”的果子，承
载着村民们的辛勤汗水和沉甸甸的脱贫致富愿
望。作为村内工作人员中唯一的大学生，李彤勇
敢地站了出来，积极与村内的帮扶企业对接，得到
了企业的大力扶持。

在企业App上架“马岭果”链接时遇到了很
多问题：如何拍摄足够吸引买家的商品图？怎样
写出简洁明了的宣传语？不同的售后问题怎么解
决？在这个过程中，李彤积极探索，通过不断借鉴
网上和书中的经验以及与村两委班子成员共同探
讨，成功将“马岭果”带到更大的平台。

与时俱进 共谋发展

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在企业App上
架“马岭果”后，李彤开始探索更多的销售方式。
目前直播带货如火如荼，李彤想：如果村内的苹

果也能通过直播带货卖出去，那么就能减少苹果
积压带来的损耗。但她一个人的力量总归是有
限的，只有村里人都学会了网络销售模式，“马岭
果”才能卖得越来越好。

说干就干，李彤和村“两委”班子成员共同观
看网上的直播教学课程，积极参与乡村振兴协理
员的互联网营销师培训，再将自己的所学教授给
村里人，大家共同学习、共同探讨如何通过网络
吸引更多的人来买苹果。看着努力渐渐收获成
效，大家对下马岭村致富增收更有信心了。

和李彤一样，大多数回村工作的年轻乡村振
兴协理员们敢于尝鲜、为乡村振兴工作带来了与
时俱进的新鲜血液。

潭柘寺镇南村的骨干力量大部分是中年群
体，而现阶段的工作逐渐趋于规范化，部分工作
需要学习全新的系统才能报送，因此村里急需专
业性较强的青年人才。面对这种情况，徐瑞欣积
极和门头沟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对接，并积
极参加了该局于2023年7月组织辖区内所有乡
村振兴协理员开展的互联网营销师培训。在培
训中，乡村振兴协理员们学习了如何运用互联网
平台宣传并搭建市场，拓宽了宣传协理员们所在
镇、村的途径。同时，在与其他乡镇协理员的沟
通交流中，徐瑞欣也接触到了更多的工作方法及
经验。回到村里后，徐瑞欣迅速将所学知识融入
到工作中，通过新媒体平台宣传本村及本镇特
色。对于有需求的村民，徐瑞欣也积极组织开设
培训，将知识转化为成果并传递下去。

在日新月异的新农村，年轻的乡村振兴协
理员不断提升个人本领，为乡村谋求新发展。
结合工作和所学，安红雨继续攻读艺术专业的
非全日制研究生，她确定了潭柘寺古树名木保
护与发展方向知识可视化研究与设计课题，创
新古树名木文化与知识可视化设计的新赛道，
将现代化信息艺术与文化保护相结合，进一步
塑造文旅新品牌形象，尽力通过乡村文化振兴带
动经济发展。

国之明天，在于青年。“希望有成千上万的
‘我’不懈奋斗，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作出贡献。”
安红雨说。

真切服务、一专多能、敢作敢为，为乡村振兴注入与时俱进的新鲜血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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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晓雨

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的数据显示，春
节假期8天，全国国内旅游出游4.74亿人次，同比
增长 34.3％。与往年相比，今年春节很多地方都
出现了乡村旅游热。这与文化和旅游部、商务部
等指导推出的“游购乡村”活动密不可分。

“游购乡村”活跃了节日气氛，让春节更有年
味儿。作家冯骥才认为，在中国人重视的所有传
统节日中，春节是最具生活情感与生活理想的节
日。乘着当前文旅大繁荣大发展的东风，从文化
和旅游部到各地文旅部门，都在春节这个重要节
点想高招、出实招，让乡村旅游、乡村购物成为年
味儿的一部分。

以前人们常说旅游是追寻“诗与远方”，春节期
间的乡村旅游做到了“返乡团圆与出门旅行两不
误”。为更好承接春节旅游流量，很多地方都规划
和推荐了乡村旅游路线，连接一个又一个打卡点，
实现了“串点成线”。这种更新潮、更时尚的过节方
式，让传统春节多了几分新鲜的色彩与氛围。

“游购乡村”丰富了节日内涵，让传统文化更
有活力。人们到乡村旅游休闲，既能欣赏别致的
山光水色，也能体验富有特色的风土人情。在很
多地方，赶大集、看“村晚”、逛庙会等群众性文化
活动成为重头戏。同频共振中，游客不是“闯入
者”，而是参与者。他们遇见多彩年俗，与不同的
年文化近距离接触、深层次交流，既能深切感受中
华文化博大精深，也能进一步增强文化自信。

此前有学者指出，从春节礼俗文化中，可以看见
沟通天地的自然伦理、礼敬祖先的历史伦理、相亲相
爱的家庭伦理、拜年庆贺的社会伦理以及其中蕴含
的中国人的时间更新意识与期盼丰收和平的理念。
应该说，各地风俗习惯有所不同，文化表象也有所不
同，但过年的内核是一致的。到乡村旅游休闲，能实
现文旅进一步融合，优秀传统文化也会更有活力。

“游购乡村”还能拉升消费潜力，让乡村振兴
更有支撑。乡村旅游本身就是一种消费，对于很
多人来说，逛欢乐大集、购乡村好物，是春节期间
乡村旅游的保留项目。特别是，很多人都会购买
一些承载儿时记忆与乡愁的土特产。产业振兴是
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新时代的乡村
振兴，要把特色农产品和乡村旅游搞好”。“游购乡村”系列活
动，正是把特色农产品和乡村旅游搞好的具体实践。

“土特产”三个字中，“土”讲的是基于一方水土，开发乡土
资源；“特”讲的是突出地域特点，体现当地风情；“产”讲的是
建成产业、形成集群。在各地开展的“游购乡村”活动中，南来
北往的游客争相购买乡村土特产、采购乡村好物，既能助农惠
民，也有助于提振消费。

有游客表示：“这个假期我们都在‘反向旅游’，即不去热
门景点，而是往村里走、到田里去。”随着“游购乡村”活动向纵
深推进，会有更多人选择乡村游。“赏乡村美景、品乡村文化、
购乡村好物”，将成为大众过年的“新年俗”，“游购乡村”也将
在促进文旅融合、助力乡村振兴、拉动消费增长等方面进一步
发挥重要作用。

锦绣中国年，大地春意浓。春节假期已经结束，作为一个
阶段性的主题活动，热辣滚烫的“游购乡村”系列活动，将在元
宵节后画上句号。但我们相信，它已经进一步点燃了乡村旅游
的热情，各地都会更加用心开发乡村旅游线路与产品，人们未
来出行时也会更多地考虑去乡村走一走、看一看。

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综合报道

刚刚过去的龙年春节假期，返乡探亲
和休闲度假的需求叠加，乡村旅游持续火
爆。乡村旅游升温，与文化和旅游部、商务
部等指导推出的“游购乡村”活动密不可
分。自1月中旬以来，文化和旅游部推出
了68条“乡村四时好风光——游购乡村
欢聚过年”全国乡村旅游精品线路；各地也
因地制宜推出了民俗节庆活动、特色乡镇
大集、乡村文创产品、特色农产品等……央
地协同、全国联动，共同点燃了“游购乡村”
之火，组成了一个可体验、可互动、可记录
的“乡村创意生活记”，展示了厚重的乡土
年俗文化，彰显乡村旅游在推进文旅融合、
促进乡村消费、助力乡村振兴方面的积极
作用。

江苏阳山：畅享市集浓浓烟火气

新春佳节，江苏无锡阳山生态休闲旅
游度假区内的年味儿也越来越浓。阳山是
中国著名的水蜜桃之乡，在桃乡百姓的心
中，年味儿是市集上琳琅满目的年货商品，
是团圆宴上的合家欢聚，是承载着儿时回
忆的传统民俗……在山南头文化艺术村，
村头巷尾挂起了高高的灯笼，白墙黛瓦的
江南村庄展露出不同往日的喜庆氛围。喧
嚣的人潮逛集市、尝美食、品习俗，以丰富
多彩的活动感受年的到来。

“游购乡村 好物迎春”年货市集现场
人头攒动，独具阳山特色的产品在新春元
素的妆点下格外醒目，前来采购的市民们
边逛边吃边看，还不时地掏出手机拍照打
卡，年味儿十足的氛围布置让大家看花了
眼。

年糕，寓意着“年年高”，阳山的年味儿
必定少不了一道年糕。糕团摊位前，大家
早早地排起了长队，只待热腾腾的年糕一
出锅，糯米的清香味弥漫开来，便抢购一
空。“听说今天这里有集市，我们特地从市
里赶过来，就是为了让孩子体验一下过年
习俗，再买一些正宗的阳山糕团送给亲朋
好友。”一大早，刘女士便携家带口来到阳
山寻找年味儿。

据悉，此次年货市集汇聚了阳山特色
农产品、桃木工艺品、文创产品、农家乐特
色菜、民宿展示等四十余个展位，让现场群
众畅享市集特有的浓浓烟火气。

年俗里有说不完的故事，道不尽的风
情。此次年味儿活动主场地设置在山南头
文化艺术村，这个曾经的“空心村”通过“三
块地”改革，如今摇身一变成为汇集精品民
宿、咖啡馆、文化工作室等众多业态的文化

艺术村。剪纸、马灯、舞龙等民俗表演在这
里轮番上阵，极具现代魅力的文化艺术村
落与传统民俗活动碰撞，迸发出别具一格
的桃乡年味儿。

安徽肥东：年俗“妙”会燃动乡村

年货节、“村晚”、年俗“妙”会……春节
期间在合肥乡村火热上演，巢湖市、长丰县
等地举办“村晚”，歌舞展演、年货展销、非
遗展演轮番上演；肥西县举办花漾风华年
货大集活动，庐剧、非遗“打铁花”等表演精
彩吸睛；肥东县、长丰县火热开展“游购乡
村·欢乐大集”年货节，撮街年俗“妙”会、国
风快闪、合肥票证展、江淮风俗展、迎财神
等多样活动，新年氛围拉满。假日期间庐
江县纳入监测的3家民宿入住率达78.8%，
累计接待游客2221人次。

洋蛇出洞、摇大车、走径折、堆宝塔、走
行车……“我们的节日——欢欢喜喜过大
年暨游购乡村·欢乐大集”活动现场好戏连
台，国家级非遗“肥东洋蛇灯”在激昂的锣
鼓声中激情狂舞，舞出浓浓的传统中国味
儿。

“早就听说了，‘洋蛇灯’里蕴含着‘滴
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的美好品德，今天特地
带孩子来看看表演，很震撼，有意义。”游客
李女士高兴地说。大邵“洋蛇灯”，每18年
舞一次，每次蛇灯增加1节。截至目前，蛇
灯已经长达135米，需要120多人才能舞
动起来。

此外，现场还有店埠五福、长临剪纸、
门歌大鼓书、牛门洪拳等一批传承于肥东
乡间的非遗技艺表演、展示，让游客大饱
眼福，深刻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
力。

此次活动不仅带动了乡村农、商、旅、
文多业态融合发展，打响了公和堂狮子头、
石塘驴巴等一大批肥东特产名号，也为乡
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成为享誉安徽乃至
全国的、具有鲜明肥东特色的文化和旅游
标识，升腾着温暖、喜庆、幸福的浓浓中国
传统年味儿。

湖北天门：“打铁花”演绎非遗的浪漫

春节假日期间，湖北省文化和旅游厅、
省商务厅指导全省各地开展了2024年“游
购乡村·欢聚荆楚”“大地情深、乡村村晚”

“荆彩非遗 点燃生活”等乡村文旅系列活
动，通过“遇见美好村景，遇见多彩年俗，遇
见欢乐大集”推进农文旅商融合，带动文旅
全产业链。

“真想不到，可以在老家看到‘打铁花’
这样的非遗项目。铁树银花真好看……”2

月11日，农历正月初二，从上海返回家乡
天门过年的王先生边逛陆羽市集边发出感
叹。在上海生活工作20多年，回到5年未
回的故乡，王先生感触颇多，特别是陆羽市
集暨“游购乡村·年约荆楚”系列活动让他
好好享受了一把久违的年味儿。

作为陆羽市集暨“游购乡村·年约荆
楚”系列活动的一个项目，从除夕到正月初
二，非遗绝技“打铁花”精彩上演。但见匠
人赤膊上阵，对准铁水奋力一击，一串串耀
眼的铁花在空中绽放，满树银花四散，宛如
星辰坠落。不绝于耳的欢呼惊叹声中，围
观者邂逅了一场穿越千年的烟火大秀。“太
震撼了，非遗有传承，大家都喜欢！”

据介绍，本次活动将持续至元宵节，除
了“打铁花”，市民还可以在这里参与新年
祈福门、美食嘉年华、互动游戏区、非遗文
化体验、龙年新春演绎等6个板块活动。6
个板块下设美食、祈福、文创、服装展销、游
乐设施、特色农产品等展位130余个，全方
位为广大市民带来一场欢乐、难忘的新春
体验。

云南文山：呈现乡村的诗情画意

龙年春节假期，云南省文山州多个旅
游景点年味儿十足、人气火爆，旅游业呈现
强势回暖趋势。2月10日至17日，全州共
接待游客184.42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
1.82亿元。

春节期间，文山州准备了年味儿十足
的文旅大餐，全州各县（市）“花山节”系列
节庆促消费活动相继开展，不仅吸引了众
多群众齐聚“花山节”活动现场，还促进当
地春节期间消费增长。举办以推动乡村旅
游为主的“游购乡村”系列活动，结合“花山
节”等传统节日节庆活动举办地，挖掘本地
区特色“乡镇大集”资源，打造农村消费新
场景。

远离市区的喧闹，平坝镇的乡村旅游
以其宁静的松弛感吸引了大批游客。春节
期间，平地油菜花遍地盛开，金色的花海连
绵起伏，游客们在花海中漫步，惬意享受着
乡村的诗情画意；平坝古镇斑驳的木门、深
厚的宅院无不彰显着平坝深厚的文化内涵
和艺术价值；沙老寨村的柿子文化走廊、农
耕馆、露营基地等开放式景点更是招揽了
无数游客前来体验。

“春节8天假期，来平坝旅游的游客络
绎不绝，我们的景点、餐馆、民宿都很火爆，
游客也反映说来得很值。”平坝镇宣传委员
陆倩介绍，春节初一至初八，平坝镇接待游
客3万余人次，群众旅游收入约8万元，同
比增长1万元左右。

在商务部及文化和旅游部的推动下，各地因地制宜推出了系列民俗节庆活动，勾勒出
一组可感可及的“乡村创意生活记”——

文山市多地结合“花山节”等传统节日举办贺新
春巡游活动。 张传超 冯欢彦/摄

阳山年货市集现场人头攒动，独具特色的产品
在新春元素的妆点下格外醒目。 来源：《江南时报》

肥东县举办民俗文化表演，让游客感受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魅力。 阮雪枫/摄

非遗绝技“打铁花”在天门陆羽故园精彩上演，
吸引众多游客观看。 邓慧遐/摄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推进，广大乡村不断涌现出新职业，如农业经理人、研学旅行指导师、民宿管家、无人机飞手、农机

维修工、乡村建筑工匠等。新职业的出现，不仅改变了人们对乡村职业的固有认知，更适应了现代农业的发展需求。即日起，本

版开设乡村新职业栏目，走近这些逐梦沃野的“新农人”，讲述他们的故事，展示他们为乡村带来的变化。

新职业新职业乡村

县域经济经济

乡村振兴协理员是促进
农村经济发展和推进乡村振
兴战略的重要力量，其主要工
作职责是协助加强农村党建、
发展特色产业、建设美丽乡
村、提升治理水平，服务和保
障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与此
同时，乡村振兴协理员的招录
也是拓宽高校毕业生就业渠
道、鼓励大学生到基层就业、
助力基层发展的重要手段。

乡
村
振
兴
协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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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购乡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