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丫”，芳名丫山。身处章江之源、大余
城东，茂林深篁、飞瀑鸣涧、雾霭氤氲，尽显灵
动之美、悠然之韵。

“小丫”有闯劲，闯出了乡村旅游的“丫山
模式”，不但让自己的名头声动粤港澳大湾
区，还带动周边 7 个乡镇近万名贫困群众脱
贫致富。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今年，尽管
遭遇疫情冲击，“小丫”受到了影响，但她的脚
步却未曾停歇，从前期苦练内功等待“重启”，
到后期抢抓机遇制造新“爆点”，一次又一次
的探索，带来一个接一个的惊喜。四季度，

“小丫”将有望恢复到去年同期水平。
“小丫”快跑，跑出脱贫攻坚新胜利，跑出

乡村振兴新图景。

景区发展信心足

【背景板】
丫山景区所在的大余县黄龙镇大龙村以

前是一个贫困村，七成以上村民外出务工，老
人儿童留守。丫山虽然风景如画，森林覆盖
率高达92.6%，但由于交通不便，名气难以打
开。如今，山还是那座山，村已不是那个村，
美丽乡村处处都是新气象。在丫山景区的龙
头带动下，大余全域旅游产业发展如火如荼。

【聚焦】

从 10月下旬以来，赣州市文广新旅局宣
传推广科电话铃声经常响个不停，打电话来
咨询旅游奖励申报的省内外旅行社一天比一
天多。此前，为刺激旅游市场消费，赣州市印
发了《关于克服疫情影响全面激活旅游市场
奖励措施》，提出安排2000万元对到赣州旅游
的旅游专列、航空团、自驾团等进行奖励。

这一利好消息，让丫山景区总经理韩磊也
倍感振奋。这几日，将粤港澳大湾区200多家
旅行社“请进”景区踩点后，韩磊第一时间向他
们介绍了来自政府的政策“礼包”。同时，他还
通过南昌、广州、上海等地区域营销中心加强
推广，实现了景区、政策宣传“两不误”。

“奖励新政好比及时雨，让我们对冲刺第
四季度充满了信心。”韩磊说，今年，受疫情影
响，客流一度受到较大冲击，直到 6月底才明

显恢复。即便如此，几个月来，防疫物资下
拨、旅游年卡发行、贷款展期等一系列政府

“组合拳”以及景区自救，让他内心十分坚定：
以丫山的潜力，定能扛过这次难关。

在韩磊眼中，丫山景区有它独特的魅
力。区别于常规乡村旅游开发的“千人一
面”，景区从规划和建设之初，就一直顺着丫
山的“性子”，即坚持不填塘、不推山、不砍树、
不拆房“四不原则”，丫山独特的生态资源禀
赋得以充分展现。

回忆起13年前第一次来到丫山，韩磊蹙起
了眉头。“那时候的大龙村，是典型的山区‘空心
村’，山高、地少，经济来源单一。”韩磊说，景区
建设盘活了闲置的农田、荒山，打造出一批客家
风情的旅游景点，形成了山下乡愁游乐区、山中
生态住宿区、山顶文化休闲区的特色格局。

“土地流转收入、务工就业收入、入股分红
收入、农产品销售收入、房屋改造收入……”韩
磊算了一笔账，景区在发展过程中，搭建了生
态农产品基地、旅游合作社、乡村旅游协会等
扶贫平台，乡亲们收入来源不断增加，腰包渐
渐鼓了起来。其中，大龙村村民人均年收入已
从2007年的2000元增至2019年的3.5万元。

这些年，韩磊见证了丫山“重生”，也参与
了“丫山旅游扶贫模式”的打造。从资源变资
产，到资产变资金，再到农民变股民，景区走
的每一步，都成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理念的生动诠释。

眼下，随着景区走过疫情“低谷期”，韩磊
下一步的目标更加清晰：深入推进旅游康养
项目、创建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筹建丫山学
院、争取3年内景区综合收入突破2亿元……

生活改善日子美

【背景板】
丫山景区现有固定员工600余人，八成以

上为当地村民。同时，随着景区推动三次产
业联动发展，许多村民华丽转身，成为旅游从
业人员，家里的土坯房也改造成了民宿、餐
厅，大家在家门口安心吃上了“旅游饭”。

【聚焦】

在丫山景区，“九回头”乡食街是游客最

喜欢“打卡”的景点之一。这条街之所以起
名“九回头”，是因为这里有 9 个档口，9 名乡
嫂除了手工制作、售卖当地小吃，还经常一
起唱山歌，被吸引来的“头回客”在品尝地道
的美食后，最后都变成“回头客”。但是，多
数游客并不知道，9 名乡嫂此前多为贫困群
众，景区免费开放的档口，彻底改变了她们
的生活。

家住黄龙镇头塘村的卢德风2016年来到
“九回头”乡食街，她的拿手活是制作烫皮，因
为味道正宗，广受游客欢迎，年均收入可达 5
万元。在此之前，由于患有骨性关节炎，手术
后欠债数万元，卢德风当了许多年贫困户。

“过了那么久的穷日子，真没想到有一天生活
能迎来转机。”

谈到以前的日子，卢德风神情凝重。
1988年，她嫁到头塘村，日子一直过得十分清
苦。头几年，除了下地干活，她还在村里的砖
厂卖体力，因此落下了关节病。

丫山开始打造风景区后，卢德风的生活
开始改变。2015年，关节病稍有好转后，她来
到景区做工。“很多村民和我一样，亲眼看着
丫山从一座普通的山变成一个游客越来越多
的景区，大家一起进入景区工作，有了固定收
入，日子越过越好。”

入驻“九回头”乡食街后，凭借出色的手
艺，在旅游旺季时，卢德风档口日销售额可达
800 元，客人太多忙不过来时，她还要请两三
名帮工。几年下来，每天 8 时营业，18 时收
工，每日向游客介绍丫山美食、美景，卢德风
觉得生活充满了盼头。

今年 3 月，因受疫情影响关闭的景区重
新对外开放后，推出了“门票当钱花”活动，游
客可持门票到乡食街消费。游客数量逐渐增
多，乡食街人气又旺了起来，这让原本担心收
入下降的卢德风打消了顾虑。

随着景区用工需求扩大，卢德风和老伴
成了景区“双职工”。今年重阳节，卢德风收
到了老伴送的礼物——一条金项链，这也是
她有生以来收到的最贵重的礼物。戴着项
链，畅谈着以后的生活，卢德风脸上堆满了笑
容。“哎呀，今天只能聊到这了，预约的理疗时
间到了。”时针指向18时30分，卢德风动身前
往景区最新打造的康养中心，在那里，专业理
疗师将为她的膝关节进行免费理疗。

青年回乡天地广

【背景板】
近年来，丫山景区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理念，走出了一条集乡村度假、森林
康养、运动休闲为一体的特色发展之路。景
区的发展，为乡村聚集了人气，也为当地人提

供了广阔的发展平台。这几年，大量外出谋
生的村民回到家乡，在景区找到了就业、创业
的归宿。一茬茬青年人的回归，也让乡村充
满生机。

【聚焦】

11月之后，丫山景区进入“年会”旺季，公
司团建、越野车队等预约应接不暇。景区总
裁办总监黄晓秀也迎来了一年中最忙的日
子，身兼多职的她，每天工作行程安排得满满
当当。

黄晓秀今年 32 岁，从小在丫山脚下长
大。和村里许多姑娘一样，她从 18岁就外出
打工，进入丫山景区工作以前，在广州一家电
子厂工作了5年，月工资为2000元左右。

“如果丫山没有发展旅游，我到现在应该
还是一名流水线工人。”黄晓秀说，2011年，听
闻丫山景区招聘，她辞职回到家乡，实现了在
家门口上班的心愿。

进入景区工作以后，黄晓秀通过参加培
训，学习了活动策划、旅游管理等相关知识。
此外，景区每周末都会上演丫山员工自编自
导自演的民俗特色晚会，她在其中参与歌舞
表演。

最让黄晓秀感到兴奋的是，近年，随着山
地度假的流行，景区组建了花木兰越野车队，
她成为业余越野车手，为游客提供越野车领
航、驾乘等服务。“我们车队九成以上队员以
前都在北京、上海等城市打工，这几年丫山发
展越来越好，回来的人也越来越多。”

如今，除了上班，黄晓秀还参与了景区多
个众筹项目，工资、分红等收入加起来，一年
超过 10万元。“我经常对别人说，我以前是一
个旅游‘门外汉’，景区这个平台给了我画笔，
让我提升了技能，把生活描绘得五彩斑斓。”
在黄晓秀心里，乡村旅游不仅改变了她的家
乡，也改写了她的人生。

和黄晓秀一样，当地歌手罗名华也在丫
山找到了奋斗目标。每当夜幕降临，罗名华
都会来到景区“千里走单骑”俱乐部，用吉他
弹唱原创歌曲。听他演唱的除了游客，还有
在线观看的“粉丝”。

通过驻唱，罗名华每月可以领到固定工
资。对于他来说，像这样靠音乐梦想生活，是
件特别幸福的事。在此之前，酷爱音乐的他
长年漂泊在外。2010年，迫于生计，他回乡开
了一个石灰膏加工作坊，每天起早贪黑忙
碌。“后来，丫山景区听说我有唱歌特长，找我
来演出，我终于又有机会唱歌。”

今年开始，罗名华尝试通过直播帮村民
带货，推销丫山特产。“我希望以乡村歌手的
身份，让更多的人认识丫山、了解丫山。”罗名
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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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忘录

发展产业是实现脱贫的根本之策。
大余县丫山景区将乡村旅游和精准扶贫
有机融合，直接和间接带动周边7个乡
镇近万名贫困群众脱贫致富，“丫山旅
游扶贫模式”因此上榜世界旅游联
盟减贫成功案例。

产业融动
共享发展

江西财大协同创新中心副主任
曹国新

丫山是通过旅游经济激活乡村资
源，在发展中解决发展问题，实现包容
发展、和谐发展、持续发展的典范。它
是在政府主导扶持、乡贤返乡创业、农
地产权创新、农民多元参与的系列改
革中脱颖而出的，经过乡村产权体制
的基层创新和农村旅游经济的产业融
动，丫山将乡村旅游的发展，放到通盘
统筹解决“三农”问题的高度来操盘，
实现了从做产品到做产业，再到做事
业的跨越，时时处处注重发展共享。

现在的丫山，蓝天白云、山清水
秀、池塘清浅、白鹇悠游，有着近乎完
美的色彩搭配与线条组合，像一幅桃
花源里可耕田的优美画卷。慈祥的老
人、辛勤的农妇、青春的少年个个对家
乡的未来充满憧憬，张张笑脸都是美
好生活的印证。现在的丫山，游客纷
至、投资喷涌、消费如潮、日进斗金，生
存其间人人艳羡。村民的文化自信与
产业自信得以重建。

乡村是中国人的精神家园，乡村
在家就在，乡村旺家就旺，这或许就是
乡村旅游发展的终极意义。

““小丫小丫””快跑快跑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万仁辉万仁辉 宋思嘉宋思嘉

留住青山绿水
记住美丽乡愁

采访回来，总有几个画面在脑海
中反复出现。在景区工作的老一辈村
民，谈起以前的生活，总忍不住抹泪，
回忆中充满了无奈和酸楚。但说起乡
村旅游带来的改变，谈到现在的生活，
他们又眉飞色舞，脸上堆满了笑容。

是啊，丫山的改变，得益于“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得益于
国家乡村振兴战略和旅游扶贫政策，也
得益于当地干部群众的齐心协力。

这些年去过不少乡村旅游点采
访，但没有哪一个像丫山这样给我们
如此深刻的印象。从景区规划到景点
设计，从精准扶贫到平台搭建，从人才
引进到人人参与，丫山以乡愁为引子，
步步为营，探索了一条乡村旅游从观
光休闲1.0版本转型升级为康养度假
2.0版本的新路子。

村容村貌美起来、村集体经济强
起来、村民腰包鼓起来，大量外出务
工人员回流，大量外地游客慕名而
来，大量在外漂泊的寻梦人、刚毕业
的大学生都愿意留在家乡，“丫山模
式”取得的这些成效，是乡村振兴最生
动的注脚。

当前，乡村旅游“遍地开花”，期待
各地深入挖掘资源禀赋，推出更多创新
模式，在促进农民增收的同时，培育乡
村文明新风尚，优化乡村治理结构，共
同谱写新时代乡村振兴的江西篇章。

1111月月22日日，，丫山景区丫山景区““九回头九回头””乡食街乡食街，，做竹筒饭生意的黄金轶做竹筒饭生意的黄金轶（（右右））在在整理店铺整理店铺。。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徐徐 铮铮摄摄

年过花甲的村民赖诗湖依靠传统
织篾手艺，在丫山景区开起竹制工艺
品小店，吃上了“旅游饭”。

本报记者 徐 铮摄航拍下的丫山风景。 图片由丫山景区提供

丫山景区旗袍秀。 图片由丫山景区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