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 题4 2023年 6月 14日星期三

投稿 文字 jxribao@vip.sina.com
邮箱 图片 jxrbsyb@vip.sina.com

地址：南昌市红谷中大道1326号 邮编：330038 电话总机：（0791）86849114 自律热线：86847458 广告部：86849125 广告经营许可证：3600004000008 发行中心：86849176 总编办：86849545 出版部：86849226 九龙湖时政新闻中心：86849506 经济部：86849086
政教部：86849270 理论评论部：86847291 民生部：86849541 副刊部：86849116 文体部：86849195 记者通联部：86849289 86849045 86849395（传真） 视觉中心：86849056 夜班编辑室：86849790 印刷单位：江西日报传媒集团印刷有限公司 零售：每对开张0.70元

来梦里茶乡 寻诗和远方

这 是 一 块 风 云 激 荡 的 红 色 革 命 故 地 。

95 年前，毛泽东同志在这里开启了“遂川建

政”的伟大实践，建立了遂川县工农兵政府，

颁布了第一部红色政权施政大纲。

这是一块绿意盎然的生态康养高地。左

安桃源梯田、碧洲白水仙风景区、南风面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五斗江国家湿地公园、营盘圩

千年鸟道、汤湖温泉等上天赐予的宝贵自然

资源，为忙于奔波的现代人提供了一方心灵

栖息的净土。

这是一块茶香四溢的人文旅游福地。曾

三获世界金奖的狗牯脑茶，吸引着天下茶友

竞相奔赴。珊田架花制作技艺、龙泉码测树、

九腔十番、龙灯曲牌、五龙下海、铜钱歌等非

遗项目资源，向着八方来客敞开热情的怀抱。

这里是遂川，一座自东汉以来即建县的

文明古城。如今，她围绕“全景遂川、全域旅

游”目标，以“茶乡遂川、茶香世界”为品牌，着

力打造红色革命故地、生态康养高地、人文旅

游福地。2022 年，全县共接待游客超 1470 万

人 次 ，旅 游 总 收 入 达 119.5 亿 元 ，分 别 增 长

8.9%和 10.5%。

热情好客的遂川人民，正以最大的创意

与诚意，奋笔写下农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文

章，讲好“诗和远方”的全新故事。

4 月 26 日至 27 日，来自全国各地的革命先辈后

代代表及党史研究专家齐聚遂川县，走进县工农兵

政府旧址、陈正人故里大屋村、新江横石长征先遣文

化园等处，追寻曾在这里发生的风云激荡的革命印

记。这场纪念井冈山胜利会师 95 周年全国理论研讨

会的分会场活动，让“遂川建政”这个重要历史事件

再次跃入世人的眼帘。

放眼遂川县深厚的红色革命历史，这块光荣豪

迈、历经峥嵘的革命故地，留存着丰富的红色资源，

第一个具有民主实质内涵的县级工农兵政权——遂

川县工农兵政府、第一部红色政权施政大纲——《遂

川工农县政府临时政纲》、毛泽东亲手创建的第一个

红色圩场——草林红色圩场等革命遗存、旧址，经过

今天遂川人加以保护和开发，正在红色旅游中焕发

出别样光彩。

从县城出发，顺着遂川江一路上溯，至两岸光影

绰 约 、灯 火 摇 曳 之 处 ，便 是 草 林 镇 了 。 1928 年 ，

毛泽东率工农革命军攻克遂川县城后，将草林圩改

造成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重要的红色圩场。2019
年，遂川县与江西省旅游集团达成协议，以这座饱经

沧桑的红色圩场为核心，打造圩文化主题街区、沿河

景观轴、原乡聚落区、茶养研学区、少年军校区等“一

心一轴五区”。现在，游客步入特色小镇，从毛泽东

旧居到毛主席诗词馆，从红色市场经济博物馆到红

圩老街，到处可见对革命历史的继承与弘扬。

“ 红 军 长 征 从 这 里 出 发 ”“ 抗 战 文 化 从 这 里 可

寻 ”“ 政 权 建 设 从 这 里 奠 基 ”“ 市 场 经 济 从 这 里 萌

芽”……这些年，遂川以红色文化为纽带，结合不同

主题，先后打造出集党性教育、红色文化展示和长征

文化体验于一体的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遂川段），集

红色骑游、登塔览胜、爬山健身、徒步休闲等为一体

的红塔生态骑行园，以及以革命旧址为核心，融合了

“狗牯脑茶、大汾折扇、红军草鞋、碧洲豆腐”等传统

手工技艺的红色文化街区等一系列高品质红色游览

景点，让革命传统教育在游目骋怀间潜移默化地浸

润心灵。

“犹记当年烽火里”，任时光匆匆流转，对于红

色基因的纪念与传承，却在这片红色的热土上，生

生不息。

草林红色诗词体验馆

风云激荡的红色革命故地

夏日时节，车行左安镇，层层叠叠的梯田在山间

盘旋、舞动，直上云霄，令人叹为观止。这里是曾被

网友评选为“全球十大最美梯田”的桃源梯田，2017
年荣获“中国最美梯田之乡”称号，2021 年被评为国

家 4A级旅游景区。

史料记载，桃源梯田起源于唐宋，发展于明末，

盛于清朝，迄今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这里四季如

画，春日，蓄满水的梯田似一面面明镜，把云朵翠竹

和嫩绿的春天拥入怀中，仿如一幅淡雅的中国画；夏

日，这里层林染绿，禾苗迎风摇摆，似铺垫在大地的

绿毯；秋日，金黄的稻浪飘逸起伏、悠扬醉人；冬日，

瑞雪覆盖下的梯田如银蛇舞动，呈现出变幻莫测的

雪景奇观。

风光旖旎的桃源梯田，是遂川自然生态之美的

集中体现。作为一块物华天宝、钟灵毓秀的绿色宝

地，遂川境内有湘赣边界最高峰南风面和全国第二

大候鸟迁徙通道“千年鸟道”，以及罗霄山大峡谷国

家森林公园、五斗江国家湿地公园等 3 个国家级自然

保护地，汤湖温泉、大汾热水洲温泉等多处珍稀温泉

群，森林覆盖率达 79.09%，更拥有国家生态文明建设

示范区、中国天然氧吧、中国绿色名县等多张国家级

绿色名片。

近年来，遂川县着眼于涵盖县内6个乡镇、总面积

约10万亩的高山梯田群落，充分挖掘浓郁的客家文化

和农耕文明，以“最美梯田之乡”为主题，结合最美梯

田、千年茶山、最优温泉三大旅游要素，聚力打造左安

“最美梯田旅游集聚区”。总投资约 2.8 亿元的项目，

让昔日山高路远的梯田美景，成为游客可漫步、可住

宿、可赏玩的身边风景。桃源迎宾、桃源迎亲、客家山

歌、农耕行为艺术等一系列演艺节目，向远道而来的

人们充分展示着大山的生动与热情。

在旅游品质提升的带动下，网络主播、线上达人

云集桃源，客家浸坛、客家花蔬、山竹笋、山茶油、有

机黄桃等一系列“桃源山货”也在“带货”下热销大江

南北，当地群众收入不断增长，越来越多“旅游+”的

生动实践在这里上演。

“天地玄黄，空青稻香。之如桃源，境随心漾。”

如今的桃源梯田，不仅是游客们心中的诗意桃源，也

是村民们留住乡愁的致富田园。

绿意盎然的生态康养高地

“坐酌泠泠水，看煎瑟瑟尘”，在遂川人的生活

里，泡茶，是极重要的一环。这座山城里，仿佛每一

寸天地都荡漾着茶香。走进路边小店，到处可以看

到烫杯、温壶、点头注水和奉茶闻香的动作。远途的

游人至此，常常讶异于如此小县城内，何以有这般雅

致。然而，遂川的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早已习惯于这

样的仪式感。

是的，作为建城 1800余年的文明古县，茶文化与

书院文化、宗祠文化等众多传统文化共同构筑起这座

城市人文荟萃、人杰地灵的底色。在这里，“文风鼎盛、

英才辈出”并非虚指，而是有着卷帙浩繁的文献与星罗

棋布的遗存来予以证明。

历史记载，宋代，遂川即出现“父子皆进士、兄弟

三进士、朝廷两重臣”的盛景。明代时，吏、兵两部尚

书郭维经忠贞报国，获赐“宇宙正气”牌匾，其女儿发

明的木材计量方法“龙泉码”是世界上最早的原木材

积表，通行全国，流传至今。自宋至清，遂川县内先

后建有书院 40 多所，乾隆年间创办的燕山书院，更

是开创了“分班制”教学的先河。

如今，遂川人继承古人的深厚积淀，让传统文化

与旅游深度融合，将清乾隆年间大汾洛阳村彭家客

宅、大汾骑楼古街、西溪文坳张氏大屋以及堆前鄢溪

古村、衙前新兴书院和惜字塔等古色旅游资源串珠

成线，把黄坑油纸伞、狗牯脑茶制作技艺等 40 多项

非遗项目资源活化利用，使旅游过程亦成为一个润

物细无声的文化传播过程。

值得一提的是 ，2021 年以来 ，遂川县明确“以

茶立县”的发展路径，以驰名中外的狗牯脑茶为核

心，统筹茶文化、茶产业、茶科技，贯通产销渠道、

融合农文旅，围绕加快品种培优、品质提升、品牌

打造和标准化生产，建设狗牯脑茶香园、遂川县汤

湖现代农业产业园和狗牯脑茶文化街等茶文化传

播载体，搭建起科研、加工、服务、销售、物流等九

个平台，以茶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带动文旅产业的

蓬勃兴旺。

自 2012 年以来，遂川县在茶产业发展方面累计

投入资金 2.47 亿元，截至 2022 年底，全县茶园面积

达 29.27 万亩，产量 1.07 万吨，综合产值 26.58 亿元，

狗牯脑品牌价值 43.44亿元。

“无由持一碗，寄与爱茶人。”如今，游客步入汤

湖镇神茶谷，在满眼青绿的茶田栈道中行走，观摩茶

艺表演，现场体验手工茶制作，仿佛与千年前的古人

神交对话。

跨越山海，寻找梦里茶乡的诗和远方。红色经

典、绿色生态、古老乡村，在此交相辉映，一幅旅游业

高质量发展的独特风景，正在这里娓娓道来。

茶香四溢的人文旅游福地

李书哲 钟 艳/文 （图片由周建强 唐晓泉 刘剑峰 彭志强 李书哲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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