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 题 52023年 6月 2日 星期五

利用本地原材料制作的柚子茶、千

樟香、薜荔冰粉、吉安冬酒等原生态产

品，摆上了村民的小摊。在生物药剂中

加入当地香樟和菊花提取物制作而成

的生态驱蚊液，成为当地医药产业的新

产品。即将启动建设的浣花凹生态牧

场全封闭生态循环养猪系统，不仅能够

年出栏 4000 头达到欧盟标准的生态猪，

更能够转化生态肥料投向村里 500 亩农

田实现土壤改良。

“环境好了，游客越来越多，各种丰

富的业态也纷纷入驻，我们创业致富的

路子更宽了！”看着村子越来越大的变

化，村民欧阳玉兰高兴地说。

以“新农业+新服务+新家园”模式，

加快乡村一、二、三产融合发展，这是吉

州区在运营开发古村之时，选择的乡村

振兴新路径。他们将“生态+”理念贯穿

项目设计、建设、管理全过程，着力构建

更为精品的生态环境和上下游产业，让

景区在发展可持续的同时，实现生态与

人文的双赢。

真正得益的，还是当地的群众。通

过老宅租赁，村民有了租金收入，投身

景区务工的村民，每人工资性年收入可

达 4 万多元。“从老房子搬出来后，村里

为 我 们 统 一 盖 了 更 大 更 漂 亮 的 新 房 。

通过出租老宅 20 年的使用权，我家一次

性获得租金收入 9.6 万元，一年在景区

运货的收入也有 10 来万元。”村民欧阳

志勇对新生活赞不绝口。

“我们还有一支团队，专门帮助村

民在家门口开店。从店的设计、运营培

训到营销平台支持，都予以指导和培训，

帮助他们尽快投身文旅创业，实现从村

民 到 运 营 者 的 转 变 ，在 家 门 口 就 能 赚

钱。”十里芳菲运营团队李燕玲介绍。

数据 显 示 ，提 升 改 造 后 的 钓 源 古

村 ，年 接 待 能 力 达 30 万 人 次 ，业 态 全

部 投 入 运 营 后 ，综 合 年 收 入 将 达 2000
万元。

为保障古村能汇聚更多的精英人

才与乡土能人，吉州区还推出“蝴蝶返

乡”计划，着重对创业青年、本土乡贤、

非遗传承人进行“人才引流”，为当地创

造培养成熟的商业发展模式和产业链

生态圈，推动形成“人才助力发展，发展

吸引资源”的良性循环，为古村发展和

生态开发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

同奏致富曲，奔向新未来。可以预

见的是，吉州区乡村振兴之路必将更加

精彩！

千年古村正青春千年古村正青春
——看吉州区如何以文旅融合赋能乡村振兴看吉州区如何以文旅融合赋能乡村振兴

一座穿越千年时空的古老

村落，原本坐拥无数岁月沉淀

的故事，守着厚重的文化宝藏，

安居在城郊一隅，像一位饱经

沧桑的耄耋老者，慵懒而惬意

地凝望着人间。

忽 然 有 一 天 ，这 座 沉 睡 的

古村被唤醒。残缺的石碑 、斑

驳的土墙、倾颓的祠堂，刹那间

好似统统停住了老去的脚步，

新和美的色彩，重新覆上了它

的肩头。井栏畔、砖瓦墙、巷子

口，到处都绽放着青春的气息、

涌动着年轻的活力。

这 场 神 奇 的 蝶 变 ，就 发 生

在吉安市吉州区西面树木葱茏

的乡野之中。它的名字，叫钓

源古村。

2021 年 10 月以来，以钓源

古村改造为核心的文旅融合实

践，在吉州区全面展开。通过

深 入 挖 掘 千 年 古 村 的 丰 富 资

源，当地探索出修缮保护和开

发利用互融共促 、文旅融合赋

能乡村振兴的实践路径和示范

样板，实现了村落保护、乡村振

兴和文旅富民的有机统一。

千年古村，在新时代以“未

来美好生活村落”新形象，焕发

出青春的光彩。

始建于唐末的钓源古村，距今已有

1100 多年的历史。村中大姓欧阳氏，是

北宋著名政治家、文学家欧阳修同宗、

后裔的聚居地。

庐陵文化底蕴深厚、生态环境得天

独厚的钓源古村，村中布局规划独特、

建筑造型奇美、绿色生态优良，曾获评

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国家 4A 级旅游景

区、全国生态文化村、中国美丽休闲乡

村等称号。

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钓源古村

渐渐褪去往日的繁华与光鲜，村民不断

迁 居 ，村 中 古 建 筑 由 于 空 置 而 缺 少 维

护，正逐步走向倾颓破败。

2021 年，吉州区决定将钓源古村作

为深化文旅融合、促进乡村振兴的实践

地，对这座古村进行全方位保护和全景

式开发。

千年古村，文物价值极高、非物质

文化遗产珍贵、乡愁气息浓厚，必须让

其高标准“复苏”。吉州区按照“政府引

导、市场化运作、群众参与”要求，引进

有着丰富古村活化和市场运营经验的

十 里 芳 菲 品 牌 团 队 ，对 古 村 进 行 从 规

划、设计、建设、运营全生命周期的开发

和运营。

遵循“修旧如故”原则，十里芳菲团

队对古村进行建筑整修与环境梳理，坚

持最大程度保留原建筑的形态和风貌，

尊重村落原有的空间肌理和环境风貌，

在传承保护基础上加大开发利用力度，

全面提升钓源古村功能品质，做到“房

屋外观越千年、内部功能超五星”。

门头石、藻井、元宝窗等原有的文

化元素悉数保留，房屋内部采用现代化

的智慧家居系统，一栋栋明清古民居，

经 过 修 缮 加 固 、功 能 植 入 和 景 观 环 境

布 置 ，变 成 兼 具 古 朴 和 现 代 气 息 的 民

宿、酒坊、茶吧。村中的旧宗祠 ，也被

纷纷改造为多功能宴会厅、会议厅、茶

厅……一座“全新”的古村，在匠心雕琢

中，焕然重生。

如今，当人们走进“钓源古村·十里

芳菲”景区，流连于 150 余幢风姿各异

的 赣 派 明 清 建 筑 间 ，徜 徉 于 繁 星 般 点

缀 在 村 前 屋 后 的 花 海 中 ，恍 若 跨 越 千

年、神交古人，见证着这座村庄最光彩

的模样。

复苏：千年古村落 掀开新盖头

4 月 1 日，一场音乐盛宴在钓源古村拉

开帷幕。在乐队的歌声中，大黄蜂、海贼

王、火影忍者等动画形象轮番登场，异域风

情、欧洲风韵、摇滚节奏荟萃一堂，绚烂升

空的烟花和草地星星点点的光束交相辉

映，带给游客们一场精彩绝伦的视听盛宴。

古老的故事，年轻的生命，在一座跨

越千年的村庄交融、绽放，足见设计者的

匠心智慧。从理念的提升到意象的营造，

从设施的布置到业态的导入，“钓源古村·

十 里 芳 菲 ”景 区 间 ，处 处 彰 显 着“ 旧 ”与

“新”的碰撞、“古”与“今”的对话。

坚持生态优先、文化为魂，吉州区将

精心规划、精致建设、精细管理、精美呈现

“四精”理念贯穿钓源古村整体规划建设

方案编制全过程。以古村环境为基底，构

建山曲花溪、叠嶂营地、香草天空等绿色

空间；结合宗祠文化，规划了香樟书院、翰

林第、欧阳修活字体验工坊等文化场馆；

依托绕村原有的“S”形雨水排放系统，将村

中 7 口水塘与周边水库连通活化，种植近

800 平方米水草修复水生态，重现了“初日

照池底，游鱼戏涟漪”的美景。

智慧科技的广泛利用，也为这座古村

注入了现代化的灵魂。行走在村中的巷

道屋檐下，各类导视系统随处可见。用透

水砖、砾石铺地，进行污水系统改造，让古

村成为一座雨季存水、旱季蒸发，地表温

度适宜的“海绵乡村”。打开微信小程序，

游客既可以进行智能导览、活动预约，更可

以实现VR沉浸游、OL剧本游等新潮玩法。

民居变成民宿、祠堂变成课堂、游客

变成村民……在启动钓源古村规划建设

的同时，设计者从住宿餐饮、文化体验、文

化创意、休闲康养等方面，同步进行文创

产品研发、旅游 IP 设计、业态布局。农产

品手工作坊、特色产业小铺等数十个业态

入驻村中，“宠爱自己的 24 小时旅行”“芳

菲十二时辰”、欧阳修文化展、美学峰会、

芳菲市集、启蒙礼表演等一系列主题旅游

活动，让古村的身影生动而活泼。

文旅的发展，不是刹那的烟火，而是永

不懈怠的追求。更多的活化故事，在吉州

区各处不断上演。位于老城区中心的水巷

和能仁巷圣恩堂历史文化街区，经过保护

性改造提升和商业业态导入，如今已成为

年轻人纷至沓来的网红打卡点。依托周家

村文旅综合体项目打造的周忱勤廉教育基

地和江西省苏维埃历史陈列馆，通过课堂

式、沉浸式、体验式现场教学，走出了“廉政

教育+红色教育+文化旅游”的新路子。

留住旧时光，品味新生活。一曲悠扬

的文旅融合之歌，正在这里唱响。吉州，

最美的风景在路上！

振兴：同奏致富曲 奔向新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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匠心：留住旧时光 品味新生活

（本版文图由吉州区委宣传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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