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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春耕灌水期的到来，近日，龙泉市李
山头村的千亩梯田进入云水交融的“镜面季
节”。层层水田如天然画布，倒映着天空、云
霞与山影，吸引了来自上海、江苏、福建、广州
等地的摄影爱好者及网红博主前来创作，成
为夏季乡村旅游的“热门打卡地”。

从 5 月底开始，每天都有数十位摄影爱
好者携带“长枪短炮”或无人机来到李山头
村。“这里的层次感和光影变化太让人震撼
了，尤其是日出和日落两个时段，水田泛着金
光的画面。”来自温州的摄影师戴先生连续多
日赶在黎明前蹲守梯田，只为捕捉晨雾与霞
光交织的瞬间。

除了水田倒影，梯田间的老牛耕田、田坎
孤树、观景台和夯土老屋等元素，都为摄影提
供了丰富的素材。为了接住这波“流量”，
石街道及时推出“最佳摄影点”导览图，标注
了孤树剪影、牛群踏水等 10 余个高人气点
位。“这里的场景既有自然野趣，又带人文温
度，一组照片就能拍出‘田园诗’的完整故事
线。”杭州某摄影俱乐部领队童女士表示。

人来了，村子就活了。年近 80岁的村民
老邱成了摄影师镜头里的红人，“以前梯田就
是种稻子，现在城里人抢着来拍照，连我家的
大水牛都成了‘模特’！”为了熟悉周围环境的
光线变化，捕捉最美瞬间，一些摄影爱好者早
早地就预订了周边民宿。梯田边的“山田里”
民宿，周末房源已经需要提前半个月预订。

石街道负责人表示，通过李山头“摄影
引流—场景增值—产业延伸”的模式，将农业
生产景观转化为文旅资产，为古村落保护与
利用的乡村振兴实践打开了新的思路。街道顺势推出了“招募光影
诗人”摄影招募活动，发动街道干部在抖音、小红书发出招募矩阵，吸
引全国各地网红博主前来打卡，进一步增强宣传成效，并为即将启动
运营的梯田“村咖”“茶吧”“书院”等项目预热造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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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杨敏 通讯员 徐勇

近日，庆元县五大堡乡濛淤村“红绿
金”研学项目成功入选 2024年浙江省红色
基地精品活动案例。

濛淤村是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
队的活动区域，现存濛淤桥战斗遗址、应
岭岚古道、红色纪念公园等红色历史地
标。

“近年来，我们充分发挥红色资源禀
赋，先后获评省级红色根脉强基示范村、
市党史教育基地、市红色教育基地等荣
誉。”濛淤村党支部书记吴盛荣介绍，当地
充分挖掘和融合“红绿金”三色资源，努力
探索出了一条推动乡村振兴的新路子。

“1934年 8月 26日，由粟裕、刘英带领
的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从寿宁
隐蔽进入庆元……”每当游客走进濛淤
村，讲解员都要声情并茂地为他们讲解

“濛淤桥战斗”的红色故事。
因“濛淤桥战斗”，1982年 10月，濛淤

桥被庆元县人民政府公布为首批历史文
物保护单位和革命传统教育基地；为纪念
濛淤桥上所发生的惨烈战斗而建立的浙
江庆元革命老根据地县纪念碑也成为标
志性建筑物。

“近年来，我们充分利用‘濛淤桥战斗’
这一核心红色 IP，投资 30万元建成红色革
命纪念展馆，全景式再现 1934年红军北上
抗日先遣队的战斗历程。”五大堡乡宣传委
员吴梦飞说，2024年，当地累计接待研学团
队及游客超3万人次，带动村集体经济增收
20余万元。

除此之外，濛淤村还联合庆元县委党
校开设“濛淤讲堂”，成立“濛淤桥畔”青年
宣讲团。每年举办红色活动 50余场，覆盖
观众超 5000 人，推动濛淤村从静态的“历
史陈列馆”升级为动态的“精神传承课
堂”。

濛淤村位于县城东郊 11公里处，是庆
元东部的交通枢纽，生态“家底”也极为厚
实。

“每年七月是树莓成熟期，来游玩的

游客可以自行到基地进行采摘体验活
动。”树莓基地负责人表示，很多游客都对
树莓比较陌生，因此采摘体验很受欢迎。

2020年，五大堡乡利用当地生态优势
招引福建御皇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种植黑
钻秋炫、秋韵黑莓，经过几年的培育及发
展，基地已扩大至周边乡镇。目前，全县
树莓总种植面积已超 400亩，总产量约 40
万斤，吸纳村民就业 50余人，带动村民增
收超 30万元。

与此同时，五大堡乡还依托杨楼溪、
应岭岚古道等自然资源，联合文旅团队开
发“溪流生态观测”“古道地质探秘”等户
外课程，年均吸引 10余批次研学团队，实
现“生态+教育+产业”的三维联动。

庆元黄粿作为全省名优“土特产”，已
经成为当地独有的金字招牌。

位于濛淤村的傻宝黄粿是庆元县黄粿
生产的龙头企业，工坊面积约 2000 平方
米，建成了黄粿规范化流水线生产车间，
是庆元为数不多获批黄粿食品生产许可
证的技能型共富工坊。工坊积极参与庆
元黄粿制作省级专项职业能力考核规范
制定，以名师带徒、技能培训等形式培养

“黄粿师傅”150余人，联动开发“非遗研学
游”“农耕体验游”等 3条工坊旅游线路，带
动上下游 200余名群众就业创业。

目前当地黄粿、工坊已分别获省特色
小吃百强、省级城市地标美食、省级示范
家庭农场、丽水老字号、市级非遗工坊等
60余项荣誉。

濛淤村能成为庆元当地“明星村”，还
得益于 2025年年初开业的“可·濛淤拾”露
营基地。

“可·濛淤拾”由五大堡乡强村公司、
庆元县可拾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共同打造，
累计投资 500万元打造综合型户外休闲体
验基地，第一期项目投资 80万元建成的露
营基地已投入使用，联动周边 6个村打造

“客源互送、产品互补”的环游路线，为游
客提供工坊集市、非遗体验、村咖漫话、围
炉煮茶、古道漫步、草坪野餐等丰富体验。

据悉，该基地开业即爆款，“濛淤村
咖”日均销量超 100杯，累计接待游客超 3
万人次，单日营收峰值突破 2万元，成功激
活乡村的沉睡资源。

“濛淤村的成功，不仅在于其丰富的
业态，更在于它探索出了一条以生态资源
赋能乡村振兴的共富之路。”五大堡乡党
委书记吴丽萍表示，未来将以此次入选精
品活动案例为基础，做深做实“三色融合”
发展文章，书写乡域更实、更美、更富新篇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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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窦瀚洋

松阳县三都乡松庄村，村内一角，远
看，一面面由线条组成的“墙”隐约透出光
影；近看，“墙”实则是由双色纱线组成的
格栅外立面，“包裹”其中的传统村居在丝
丝缕缕间若隐若现，艺术气息扑面而来。

这是一座名为“织”的现代美术馆，传
统村落与当代艺术在这里交织出火花。

这段时间，一场名为“未织之境”的主
题展吸引了来自各地的游客，展览展出了
国内外艺术家与当地村民共创的艺术作
品，涵盖竹编、棕编、畲族彩带编织等非遗
技艺，让艺术风吹进了大山深处。指着其
中一件作品，松庄村村民徐家美很自豪：

“这是我编的竹篮，居然也被摆放在美术馆
里当作艺术品，我也算是半个艺术家了。”

“几年前，村里可不是这样。”松庄村
党总支书记叶根忠感慨，作为鲜为人知的
偏远山村，村民大多外出打工，不少老屋
空置，松庄村也一度沉寂。

转机出现在 2016年。彼时的松阳县，
拯救老屋行动开展得如火如荼，松庄村借
机系统修缮了村里的古民居、古桥和古
道，古村落的原始风貌和历史肌理得以保
留延续。

昔日村景重现，逐渐带火了乡村游，
慕名来松庄村的游客络绎不绝。叶根忠
说，为避免走上同质化的乡村游路线，村
里决定营造艺术氛围，以文化艺术赋能乡
村建设。

当艺术“牵手”乡村，会给村子带来怎
样的变化？

就拿织美术馆来说，落地过程并非一
帆风顺。去年 7月，听说村里要建一座有
现代艺术气息的美术馆，村民宋水秀快人
快语：“咱村一直古色古香，突然弄这玩意
儿，多别扭。”像她一样，许多村民心里没
底。

为了打消村民疑虑，三都乡政府依托
三乡人（原乡人、归乡人、新乡人）共富协
商机制，多次组织村民和业主代表议事讨

论，一方面详细介绍美术馆设计理念和建
设规划，另一方面挨家挨户讲解。“我们向
大家承诺，美术馆外部装置采用了可逆设
计，如果后期觉得不合适，或者审美发生
了变化，这些装置都可以拆除更换。”叶根
忠说。

正是这样融合、包容的艺术改造理
念，打动了当初有顾虑的村民。

不只是美术馆，走进村庄 61号老屋，
墙面上展陈着一幅幅斑斓活泼的涂鸦作
品，创作灵感来源于村里的溪流、鱼群和
瓜果；隔壁的“山民剧场”，音乐会、话剧、
戏曲轮番上演，村民和游客在这里相遇，
来者皆是观众；穿梭于巷陌之间，几只形
态各异的艺术作品“猫”藏匿其中，艺术家
以三维建模融合村民熟悉的编织工艺，让
艺术装置融入村容村貌……漫步松庄村，
艺术氛围随处可见。

对此，来自上海的民宿经营者孙培感
触颇深。从 2017年来松庄村创办民宿，到
带着村民尝试艺术创作，再到现在成为丽

水市的文化特派员，她见证了艺术乡建为
当地百姓带来的积极变化，“村民的精神
世界也跟着充盈起来了。”

“我还会邀请艺术家朋友来入住体
验，村里的环境带给他们更多创造灵感。”
孙培说，村民司空见惯的景观、农事活动
等，都是艺术家宝贵的创作源泉。

刚来时，细心的她也发现，松庄村常
住人口不足 80 人，其中九成都是 70 岁以
上的老人，干农活之余，老人们少有文化
活动。

何不邀请大家一起参与？77岁的村民
叶金娟就住在民宿隔壁，起初听说民宿邀
请大家画画，她一个劲地摇头，“做不来哟，
字都不会写，怎么画画？”现在，叶金娟经常
主动来问，“我下午不出门，来画画吧！”

由艺术家和村民共创的作品，还被转
化成明信片、冰箱贴等文创产品，销售至
各地。“就连我写的字都能变成文化产品，
过去想都不敢想。”村民李文生写得一手
好毛笔字，他的书法作品被印在了松阳特

产“端午茶”的包装上，每卖出一盒茶，他
都能收到设计费。

不只本村人。河南青年何素素在松
阳县城创业 6个年头后，也成了这里的新
村民。在她的精心布置下，闲置的老屋成
了充满艺术气息的美学空间，村民废弃的
柜子、桌子等物件被赋予了新生命……艺
术让松庄村更添人气。

叶根忠说，这几年，得益于艺术创作
的价值转化，村集体收入不断增加，全村
游客量年增长 20%以上，2024年文旅收入
突破 500 万元。今年 1 月的“艺术共创分
享会”上，参与文创设计的村民还收到了
设计分红。

村民为艺术添砖加瓦，文化为乡村锦
上添花。如今，游客多了，收入涨了，老房
子也成了“香饽饽”，松庄村从旅游村变身
艺术村。村民们自发参与，精神世界也更
加富足。“这么看，艺术乡建是条走得通、
走得好的振兴路。”叶根忠说。

据《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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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泉市李山头村的千亩梯田如天然画布，
吸引了各地摄影爱好者前来创作。李山头通过

“摄影引流—场景增值—产业延伸”的模式，将
农业生产景观转化为文旅资产，为古村落保护
与利用的乡村振兴实践打开了新的思路。

花
样
乡
村

李山头村的千亩梯田李山头村的千亩梯田 大张大张 摄摄

露营基地

濛淤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