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诗与远方”的共富先行

青山碧水，古树环绕，草长莺飞，遍

地金黄，游人如织……三月春暖，三千平

方 公 里 的 婺 源 就 是 一 幅 绝 美 的 生 机 勃

勃、春意盎然的生态画卷。

“最美乡村，梦里老家”是婺源的“金

字招牌”，也是婺源最宝贵的无形资产，

已成为当代乡土中国最具号召力的乡村

旅游品牌之一。

近年来，婺源县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

思想为指引，积极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理念，聚焦“建设中国最美乡村，

勇当绿色崛起先锋”战略定位，努力打造

“国际乡村度假旅居目的地、全国乡村振

兴先行区、全国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和

全国平安建设示范区”，先后获评“国家

重点生态功能区”“国家生态综合补偿试

点县”等诸多金字招牌。

3 月 3 日，在婺源县赋春镇严田村，纷

至沓来的游客搭乘“开往春天的小火车”欣

赏着田园春色。随着气温逐渐升高，婺源

迎来了一年中最美的季节。

旅游国际化，婺源正当时。旅游国际

化，是婺源打造“国际乡村度假旅居目的

地 ”的 重 要 内 容 。 通 过 以 国 际 化 标 准 开

发，打造国际旅游产品，引入国际国内大

会大展，加快新兴产业在婺源的集聚。大

力推进投资 20 亿元的弦高古城保护性开

发，加快卧龙谷滑雪避暑小镇、国际茶旅

村 、严 田 国 际 乡 村 度 假 区 等 重 点 项 目 建

设。以国际化视野开展营销，加强与国际

旅游组织合作和项目引进，高水平筹办国

际旅游名村村长峰会、严田国际乡村旅居

论坛、2023 江西省首届乡村文化旅游节等

活动，让婺源旅游更有“国际范”，真正实

现 婺 源 旅 游 服 务 标 准 国 际 化 、营 销 国 际

化、游客国际化。

旅 游 品 质 化 ，升 级 促 发 展 。“ 不 让 一

名 游 客 在 婺 源 受 委 屈 ”。 婺 源 在 全 省 创

新 旅 游 诚 信 退 赔 机 制 ，探 索“ 衢 黄 南 饶 ”

四 地 联 动 执 法 ，加 大 旅 游 市 场 综 合 监 管

和 联 合 执 法 力 度 ，推 动 乡 镇（景 区）旅 游

诚信工作站（点）全覆盖。组建婺源县旅

游 协 会 ，优 化 民 宿 协 会 、特 色 餐 饮 协 会 ，

全 方 位 提 升 旅 游 服 务 质 量 。 今 年 ，该 县

大 力 实 施“ 微 改 造 、精 提 升 ”工 程 ，完 成

4A 级 旅 游 景 区 品 质 提 档 升 级 ，确 保 江 湾

景 区 通 过 5A 级 旅 游 复 核 ，全 力 支 持 篁 岭

创 建 国 家 5A 级 旅 游 景 区 并 加 快 上 市 进

程，持续推动婺女洲度假区做火、水墨上

河景区做热、梦里老家景区做优。

古 宅“ 活 化 ”民 宿 ，又 一 亮 丽 IP。 婺

源 明 清 徽 派 古 建 较 多 ，目 前 保 存 比 较 完

好 的 有 4000 多 栋 。 古 建 保 护 与 旅 游 产

业 相 结 合 ，古 宅“ 活 化 ”后 打 造 的 民 宿 已

成 为 当 地 旅 游 的 又 一 亮 丽 IP。 全 国 甲

级 民 宿 —— 厚 塘 庄 园 堂 主 刘 芳 介 绍 ，可

以 用 两 个“ 五 ”来 形 容 婺 源 古 宅 民 宿 ，外

面 看 上 去 500 年 ，里 面 全 是 五 星 级 。 古

宅 民 宿 ，既 保 护 了 古 宅 ，又 合 理 地 结 合

了 现 代 人 的 需 求 ，融 入 现 代 生 活 ，还 传

承 了 婺 源 非 遗 文 化 ，真 正 形 成 了 丰 富 的

旅 游 业 态 。

目前，婺源直接从事旅游业人员已超 8
万人，间接受益者突破 25万人，占全县总人

口近 70%。

眼下正是鱼苗投放的季节，在婺源县沱

川乡小沱村，脱贫户余新喜正在向家门口的

小鱼塘投放鱼苗。看着鱼儿在塘里畅游觅

食，余新喜笑得合不拢嘴。“太好了，今年又能

增加一笔收入。”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发展农业，扎实推

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势在

必行。近年来，婺源县引导动员农村群众整合

房前屋后的空余土地、空闲资源，通过政府、农

业主体、农户三方联建，发展特色田园经济，促

进农民增收致富。这两年，江湾镇篁岭新村村

民利用闲置房屋开农家乐、打造民宿，走出了一

条增收致富的新路子。该村脱贫户曹印根家有

3人，通过发展农家乐，去年一家人的年收入达

10万元。而在几年前，他一家还只是单纯靠种

地生活，虽然温饱无虞，但日子过得很紧巴。

小桥、流水、梯田、花海、炊烟、凉亭、高高的马

头墙、缭绕的云雾，构成了婺源独具一格的美丽画

卷。沱川乡自然环境优美，旅游资源丰富，吸引了

一批又一批写生客。沱川乡河东村脱贫户姜德

财，正是看中了写生基地的旺盛人气，去年开始在

家门口摆烧烤摊，年收入超4万元。“旅游旺季我在

写生基地上班，农忙时节则打理自家农作物，一年

下来能挣3万多元。”村民王永银开心地说。

作为乡村产业发展的新模式，发展田园经

济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新活力，增添了新动能。

荷包红鲤、婺源绿茶、婺源歙砚、江湾雪梨、婺

源皇菊等特色生态田园产业，引领百姓通过生

态入股、资源分红和自主创业等方式，在家门

口实现增收致富。目前，该县“婺源绿茶”品牌

价值已达 29.13亿元，茶产业年综合产值 45.01
亿元，带动近22万人员就业创业。

春日的篁岭，古树苍翠，鲜花烂漫，烟

雨蒙蒙，美不胜收。

篁岭深藏于婺源东部黄山余脉之中，

海拔 500 多米，有 500 多年建村史，属典型

的山居古村。古村开发前，地质灾害频发，

已陷入缺水缺电、经济凋敝、居民搬离、房

屋失修、梯田荒废的窘境，面临着在“半空

心化”中逐渐消亡的命运。2009年，婺源县

乡村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投资 1200万元，在

山下交通便利、临近本村农田的乡村公路

旁，建设了 68套安置房，并配套基础设施，

对篁岭村的 320 名村民进行整体搬迁，搬

迁村民以山上旧宅置换山下新宅。经过几

年的艰辛打造，篁岭古村成了国家 4A级旅

游景区，吸引了众多海内外游客前来观光

度假，也带领当地村民走上了富裕之路。

如今，村民家家户户搬进新居，冰箱、彩电

等各式家电一应俱全。“最近几年变化特别

大，外出打工的村民也纷纷返乡，在家搞农

家乐、卖土特产等，而且生意都很火，连周

边的一些村民都羡慕我们呢。”说起篁岭的

变化，村民们由衷感到自豪。

篁岭通过“人下山、屋上山、貌还原”

的方式，除了保持原有村落建筑古貌，更

通过内涵挖掘、文化灌注、活态演绎等方

式，凸显古村文化和民俗文化的原味性。

实现古村落文化、民俗文化及生态文化的

完美融合，保护了生态，传承了文化，带富

了百姓，古村先后获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

中国乡村旅游模范村、中国乡村旅游创客

示范基地、中国特色景观名村、中国乡村

旅游扶贫示范点等称号。

婺源，地处赣、浙、皖三省交界，这里人杰地灵，涌

现了朱熹、詹天佑等一大批历史文化名人，拥有 6 项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7 个国家历史文化名村、28
个中国传统村落。在这片历史文化积淀深厚的土地

上，乡村民风淳朴，好家风、好家训代代传承，基本破

除了人情攀比、厚葬薄养、铺张浪费等陈规陋习，婚事

新办、丧事简办、孝亲敬老等优良传统蔚然成风。

近年来，婺源县坚持立足县情实际、破立并举，积

极探索移风易俗改革新路径，让乡风文明浸润“最美

乡村”。坚持把平安建设作为第一等任务抓紧抓实，

以创新破解难题，以强基补齐短板，不断加强和改进

平安建设工作，社会大局持续稳定。婺源县江湾镇千

年古村——汪口村，是古徽州“亦商亦儒”的典型代

表，这里无论是新建小楼，还是旧式老平房，大门旁现

在都挂有一块家风家训牌，老百姓把各自的家训“晒”

在家门口，时刻提醒自己和家人，全村洋溢着融洽友

爱、和睦相处的文明新风。

婺源县坚持以传承家风家训活动为抓手，弘扬

新 风 正 气 ，推 动 城 乡 从“ 外 在 美 ”向“ 内 在 美 ”、从

“一时美”向“持久美”转型发展，实现了“最美乡村

人更美”。如今，来婺源旅游不仅能观赏到风景如

画的青山绿水和古村落，还能切身感受到自然、和

谐、平安的乡风文明。截至目前，该县已连续 16 年

被评为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并两次获得平安建设

“长安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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