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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院星光 别样美景
——浮梁县民宿产业快速崛起观察

本报全媒体记者 王景萍 文/图

事有人管 路有人养
——看余江区建设“四好农村路”的生动实践

本报全媒体记者 周 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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萍乡武功山
积极向产业经济转型

本报萍乡讯 （陈记昌 通讯员胡启航）今年“五

一”假期，萍乡武功山景区共接待游客 22.91万人次，同

比增长 14%。近年来，该景区积极转变发展思路，从户

外、康养、度假、赛事、饮食等方面持续发力，推动旅游

产业从“门票经济”向“产业经济”转型，景区发展驶上

快车道。

项目带动。该景区在“云中草原 户外天堂”IP 基

础上，相继建成灵芝境、户外天堂汇、驴友出发营地、

驴友户外小镇、帐篷大本营等一批精品文旅项目，有

效提高景区可玩性和游客选择性，通过项目建设推动

度假区产业延链、补链、强链，带动景区旅游产业品质

升级。

配套完善。该景区相继开通运营了驻高铁站服

务驿站旅游公共巴士、花涧里文旅综合体、武功山“一

机游”咨询平台，并逐步完善休憩设施、生态停车场

等，稳步推进芦万武旅游公路沿线风景提升改造、麻

田河综合治理与沿河绿道建设，以及景村环境整治等

工作，景区交通、信息、公共服务等配套项目得到全面

完善。

活动搭台。为丰富游客在“吃购娱”方面的体验

感，该景区打造了极具武功山地域文化特色的“武功

山宴”，推出烧烤节、吃辣挑战等一系列美食活动，进

一步满足游客饮食特色化、多元化需求。在购物方

面，除推出一系列文创产品外，该景区还积极培育旅

游农特产品经营主体，举办户外露营度假产品交易博

览会等在户外领域极具影响力的展销活动，进一步提

升武功山特色产品知名度。

旅游是一种行走的方式，更是

一种情感体验的形式。随着文化水

平的提升和文明意识的增强，人们

的出游，已不再仅仅满足流连于田

野峰峦之间、徜徉在湖光山色之中，

而是更多地选择到历史文化圣地

“朝拜”，到博物馆里“寻根”。

据国家文物局不完全统计，“五

一”假期前 3 天，全国 6000 多家博物

馆和 55 家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共接

待游客近 4000 万人次，达历史同期

最高水平。而对于有着丰富文化遗

产的江西来说，“博物馆热”也是持

续升温。5 月 2 日，南昌汉代海昏侯

国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4.2 万人次刷

新该遗址公园的单日客流量；景德

镇中国陶瓷博物馆与御窑博物馆

“五一”期间也是人头攒动；江西省

博物馆更是从 4月 30日就提前进入

“五一”模式，很多游客担心假期开

始无法预约，特意提前来打卡。

毫无疑问，在旅游不断提档升

级的当下，在文化自信成为国人灵

魂支柱的语境下，公众较以往有了

更高的文化追求，精神文化层面的

需求也越发旺盛，从观光游到文化

游 的 转 变 已 成 趋 势 ，并 将 引 领 未

来。如何把自己特有的文化遗产全

面激活，在保护和传承中与旅游深

度融合，是全国各省文旅部门面对

未来最重要的战略争夺方向。

每一个文化遗产，既是历史生

活的一个片段，更是民族精神的传

承载体。时间无言，但它却会通过

一个个文化遗产，铭刻下历史的文

脉、民族的记忆、精神的基因。铭记

历史沧桑，看见岁月留痕，方能更好

延续文化根脉。在这个意义上，我

们不应让文化遗产“养在深闺人未

识”，而应让其“飞入寻常百姓家”；

不仅要保护好文化遗产，更应激活

其内在的生命力。

这 些 年 来 ，从《我 在 故 宫 修 文

物》《如果国宝会说话》等节目热播，

到《故宫日历》、国家图书馆的《永乐

大典》信笺等文创产品热销，都说明激活文化遗产生

命力的重要方向就是让文化遗产活在当下，活成我们

大 家 日 常 所 思 、平 日 所 观 ，以 及 想 去 就 能 抵 达 的 远

方。当博物馆打卡日益成为公众休闲娱乐的重要方

式，让文化遗产与生活相遇、和旅游常相伴，让它们亲

民而不再“高冷”，有趣但不失厚重，这恐怕是激活文

化遗产的必经之路。

当然，这条必经之路需要各级文旅部门对于文旅

融合的高度重视，对于激活文化遗产的高瞻远瞩的谋

划，以及大众特别是年轻人的广泛参与。如果说让文

化遗产与生活相遇、和旅游常相伴是激活文化遗产的

思想路径，那业态创新、技术创新和传播创新就是激

活文化遗产具体的实现路径了。业态创新可以让文

化遗产走出景区，这不仅是物理空间的延伸，也是价

值辐射的扩大；技术创新使得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

能等技术可以提供可视化互动展示、沉浸式体验，以

内容生动、形式活泼的呈现方式，增强文化遗产的知

识性、故事性、趣味性和启发性；传播创新能让文化遗

产穿越时光、融入当下，从而进一步贴近公众认知，吸

引更多游客。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和人民的精神家园。文化遗

产曾有辉煌的过去，也应该有闪光的现在，并且还应

充满生机地走向未来。激活文化遗产，丰富旅游内

涵，让行走更加有气质、有韵味、有诗意，是美好愿望，

也是满怀耐心的期待。

近日，交通运输部、农业农村部、国家邮

政局联合公布第四批“四好农村路”全国示

范县创建结果，鹰潭市余江区成功获评“四

好农村路”全国示范县。

余江区农村公路建设得怎么样？在管

护方面有哪些独特做法？记者深入余江区，

沿着国省干线、农村公路进行探访。

建好还要管护好

暮春时节，记者乘车畅行在余江区，宽

阔平坦的沥青公路依村而过，标识、标线清

晰分明的农村公路如玉带般在青山绿水间

蜿蜒，可谓是车在景中行、人在画中游。

“ 目 前 ，余 江 区 在 册 农 村 公 路 总 里 程

1590 公 里 ，其 中 县 道 109 公 里、乡 道 412 公

里、村道 1069 公里，基本形成了以城区为中

心、乡镇为节点、建制村为网点的农村公路

网络。”鹰潭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余江中心

主任胡杰说，农村公路是公路体系的毛细血

管，管好、护好、运营好更为关键。

近 年 来 ，余 江 区 聚 焦 农 村 公 路 管 养 短

板，全域一体推进“物业下乡+农村公路养

护”工作，着力破解制约农村公路发展的管

理权责不清、管理机制不畅、养护资金不足、

管理手段落后等问题。

“老邹，X111 县道中刘线鸭塘周家路左

边路面有积水，赶紧派人来处理一下。”日

前，鹰潭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余江中心梁上

燕公路管理站站长杨喜财在巡查中发现问

题，随即用“智慧路长”APP 定位桩号，交由

附近村庄的物业公司处理。一小时后，路面

积水被清理干净。

农村公路里程长且分散，养护管理难度

较大。要管护好农村公路，需要就近培养一

支专业化、固定化的养护队伍。“我们采取了

借力的方式，全区共有 14家物业公司参与农

村公路养护，覆盖全区的乡镇、建制村，并且

实现了农村公路养护有制度、有标准、有队

伍、有经费、有督查、有考核，真正做到农村

公路‘事有人管、路有人养’。”胡杰表示，通

过“物业下乡+农村公路养护”的管护方式，

余江区每年可节约养护成本上百万元，路

域环境和群众出行条件得到极大改善。

路好产业有前景

“自从这条路加宽铺了沥青后，大家到余

江城区更方便。”日前，记者在春涛镇洋源村

夏家村小组采访时，只见一辆辆满载农产品

的小货车不时飞驰而过，当地村民望着门口

新修好的道路，欣喜地诉说着家乡的变化。

过 去 由 于 路 不 通 ，村 里 的 农 特 产 品 想

要 弄 到 镇 上 去 卖 ，只 能 靠 村 民 肩 挑 背 扛 。

洋源村党支部书记祝甜发说，如今路一修

好 ，村 里 就 充 分 发 挥 生 态 优 势 ，打 造 了 一

个 省 3A 级 乡 村 旅 游 点 。 同 时 ，大 力 发 展

甜 瓜 、火 龙 果 、马 家 柚 、脐 橙 等 果 蔬 产

业。不仅农产品运输变得很便利，来村里

的 游 客 也 增 加 了 ，还 让 200 多 名 村 民 实 现

家门口就业。

随着余江农村地区交通条件不断改善，

有力推动了公路沿线产业发展。如今，余江

沿 X100 邓山线等农村公路先后建成 4 个省

级现代农业示范园，形成了以“水稻+”、水产

养殖、中草药、生猪养殖等为主导产业的现

代农业产业发展格局。

“依托便利的公路通行条件，全区建成

47 个产业下沉车间，涉及 56 个建制村，吸纳

2300余人就业。”胡杰表示。

近日，笔者走进金溪县双塘镇竹桥古村，历史的厚

重感扑面而来，有着近千年历史的竹桥古村“活了”。

青砖黛瓦，雕梁画栋，修葺一新的数百幢古屋重现生机。

“五一”期间，古村内秀美景色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拍照

打卡。

曾几何时，由于年久失修，竹桥古村许多古建筑破

损严重。为留住乡愁，近年来，当地政府大力开展古建

筑修复工作，生于斯长于斯的余氏后生余少锋创办江

西中愚文化旅游投资有限公司，也扛起了沉甸甸的责

任。十多年来，他投入数千万元，帮助修缮古（屋）建筑

30多栋，为竹桥古村的古建筑修复工作添砖加瓦。

近年来，竹桥村先后获得中国历史文化名村、中国

传统村落保护示范点、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等称号。为

促进竹桥古村旅游业的良性发展，余少锋积极探索古

村文旅发展新路径，让红色研学、特色民宿、民俗表演、

农家乐等商业模式相融合，带动文旅发展，为当地村民

提供新的致富路径，累计增加 100人次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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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窑四如归来民宿一景玉窑四如归来民宿一景。。

“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

白居易笔下的千年古县浮梁，是知名的“国

家级生态县”。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该

县累计接待国内外游客 125.78 万人次。超

高的旅游人气，让全县的民宿一房难求。

民宿是乡村振兴的助推器。近年来，浮

梁依托丰富的旅游资源，推动民宿产业从无

到有，从有到优，不断发展壮大，为富民兴县

注入强劲新动能。近日，记者走进浮梁，探

寻该县民宿产业崛起的奥秘。

看现场 特色民宿引流效益凸显

雨过天青云破处，瓷源茶乡入画来。五

月的浮梁县瑶里景区，风景如画，游人如织。

芳香流苏，繁星满天，瑶里的夜，更是醉

人。而坐落于瑶河岸边的瑶里元明堂民宿，

让沉醉于瑶里之美、不舍离去的游客，开心

找到一个旅途停靠的温馨港湾。

紧跟景区日益火爆的旅游发展势头，自

2023 年 10 月开业以来，由青年陶艺工作者

程聪创办的元明堂民宿，入住率一路上扬。

目前，月平均入住率已由最初的 30%飙升至

70%。程聪感慨：“浮梁的绿水青山，也是民

宿行业的金山银山。”

近年来，依托厚重的瓷茶文化底蕴和优

美的生态环境，浮梁民宿正不断迸发新活

力。位于鹅湖镇的玉窑四如归来民宿，陶瓷

手工作坊及窑炉等设施设备齐全。今年“五

一”假期，该民宿人气火爆。游客们白天学

习拉坯、画瓷、烧窑，体验陶瓷文化之美；晚

上入住掩映在青山竹林间的精致木屋，听远

处蛙声，看银河繁星，感受乡野生活的惬意

美好。

记者注意到，虽然地理位置相对偏僻，

但以璀璨的陶瓷文化引流，自 2023 年 3 月开

业以来，玉窑四如归来民宿已吸引北京、上

海、广东、浙江等地的 20 多家知名企业，前

来开展企业团建活动。今年“五一”假期，该

民宿客房持续爆满，营业额达到 10多万元。

来 自 当 地 有 关 部 门 的 数 据 显 示 ，截 至

2023 年底，浮梁共有民宿 273 家。一大批脱

颖而出的特色民宿，在与浮梁全域旅游发展

互为补充、互为促进的同时，成功带动瓷茶

文化传播和富民产业多元发展。

以集旅游住宿、茶文化研学等功能于一

体的云里雾里塔里民宿为例，该民宿每年吸

引全国各地游客近 5 万人，还通过“合作社+
农户”等机制，帮助所在的江村乡严台村村

民在家门口种植、销售农副产品，带动村民

年人均增收 1万多元。

观历程 从无到有延伸产业链条

“这里空气清新、环境优美，客房的卫生

条件也让人放心，带给我们很好的住宿体

验。”“五一”假期，来自天南地北的游客，纷

纷为浮梁民宿带来的美好体验点赞。

“政府管得可严可细了，烟感器、灭火器

一个都不能少，连客房的毛巾都经常抽检。”

面对游客的赞誉，瑶里镇聚绣园民宿负责人

吴根胜有颇多心里话要说，“政府的政策和

服务非常好。去年，仅民宿达标奖补资金，

我们就拿到了 11万元。”

从无到有，从有到优，浮梁民宿产业的

发展，其实经历了一个较为艰辛的过程。和

记者聊起民宿话题，浮梁县望梁民宿有限公

司总经理方文艳的思绪回到 2020年。彼时，

浮梁县的旅游产业正趋兴起，但住宿设施配

套明显滞后，仅瑶里景区有部分兼带住宿功

能的农家乐，无法留住大部分客源，旅游产

业链条因而无法得到全面延伸。

是招商引资建规模酒店，还是鼓励群众

发展民宿？经过充分调研论证后，浮梁最终

选择带领群众发展更有利于富民兴县的民

宿产业。从 2020 年开始，该县先后出台《关

于加快推进民宿经济发展的实施意见》《浮

梁县民宿管理办法（试行）》等政策文件，决

定每年投入 1000 万元用于扶持民宿产业发

展，重点对达标的精品、优品、标准民宿给予

奖补资金。

“奖补资金能到位吗？开办民宿会有客

人来住吗？”面对新生事物，群众心存疑虑，兴

办民宿的热情不高。为此，浮梁组织多个职

能部门，深入各乡镇召开动员会，与群众交流

交心，对有意愿开办民宿的群众，组织专业团

队上门指导设计改造。在民宿产业发展粗具

规模后，又及时给予 10万元至 40万元不等的

奖补资金，让群众吃下“定心丸”。

为破解乡村民宿办证难题，近年来，浮

梁又先后推出了“驿站办”“联合办”“无感

办”“线上办”等改革举措，实现乡村民宿证

件极速审批办理，切实提高民宿开办效率。

浮梁县营商办干部洪瑶军表示，给政策、优

服务，扶上马，再送一程，这就是浮梁民宿产

业快速崛起的奥秘。

望未来 补齐短板唱响地域品牌

有效盘活乡村“沉睡”资源，培育乡村发

展新动能，浮梁的民宿产业发展方兴未艾。

然而，记者在深入采访后发现，随着浮梁民

宿产业的不断兴起，部分民宿在管理、运营、

推广、人才、供应链保障等产业配套体系方

面的短板，也开始日益显现。

浮梁县全域旅游发展中心副主任朱琳

坦言，全县民宿行业发展势头良好，但仍面

临着一些发展难题。其中最为突出的问题

是，专业管理人才和服务人才的储备不足，

无法满足行业快速发展的需要，这在一定程

度上制约了民宿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综合信息显示，2023 年 12 月 27 日，建设

数年的杭昌高铁黄昌段正式开通，景德镇北

站和浮梁东站“双高铁站”，把浮梁带进黄金

旅游线，该县的区位优势、资源优势、比较优

势显著放大。今年春节假期，浮梁全县累计

接待游客 127 万人次，同比增长 81.22%，旅

游总收入 11.37 亿元，同比增长 436%。今年

清明和“五一”假期，该县旅游热度继续大幅

上扬。

有分析认为，持续火爆的旅游人气，也

给浮梁民宿产业发展带来新挑战。浮梁民

宿的规模、品质、内容等，该如何更好地与旅

游发展新形势相适应？记者注意到，近期，

浮梁密集出台了《浮梁县民宿产业高质量发

展三年行动方案》《关于加快推进民宿产业

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2024 年浮梁县民

宿产业发展“十百千”方案》等系列政策文

件，明确提出到 2026 年，发展证照齐全旅游

民宿 800 家，床位数 1.5 万张。目前，该县已

启动今年新建或改造 300 家民宿工作。同

时，针对民宿行业存在的发展短板，着手建

设民宿产业孵化中心和民宿统一预订平台。

“我们将继续深入发掘当地文化和生态

资源优势，创新探索民宿+瓷茶文化、研学旅

行、非遗体验、农事采摘等经营模式，切实做

好规范化、品质化、差异化、特色化发展新文

章。”浮梁县全域旅游发展中心主任冯如勤

表示，该县将全力以赴唱响“浮梁宿集”这一

地域民宿新品牌，让更多的远方客人在浮梁

开心留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