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湛蓝的天空飘浮着朵朵白云，感觉站在对面的山上“白云触手
可及”。蜿蜒绵长的巴拉河穿境而过，青山苍翠，河水潺潺，芳草萋
萋……宛如一支饱蘸诗情的妙笔，描绘着台江县老屯乡长滩村充
满无限生机的神韵，水天一色的静美画卷令人身心沉醉。

秋风拂面，稻香四溢。仲秋时节，愈发想要带上家人，寻一处
幽静淳朴的地方，远离城市的烦闷与喧嚣。萦绕耳边的是空灵的
画眉声，在村寨里感受的是民俗带来的浪漫，在山野间能肆意追
风，在溪涧边能静谧休憩，在快节奏的工作之余能邂逅一场忙中偷
闲的慢时光。在群山环绕的苗疆腹地，就有这样一个返璞归真、回
归自然的地方——长滩村，青山为背，碧水饰面，流淌着乡村的情
与味，让生活在这里抒写成诗与词。

走进长滩村，徽派建筑标志色彩的灰墙白缝、青瓦黑檐映入眼帘，
房梁下挂满了丰收的喜悦，格子窗、旧木门，沉淀着岁月的祥和静好。
古色古香的老屋前，一片荷塘葱葱郁郁，远处的阡陌农田延伸至青山脚
下，宛若人间仙境。不远处还种着橘子、梨子、南瓜、茄子……空气中弥
漫着各种原生态的自然馨香，不安分地撩拨着味蕾，让人挪不开脚步。

长滩村尊崇的是尊重自然、敬畏自然、依靠自然，当地居民利
用自家客房修缮的民宿，所需材料全部就地取材，吊脚民居，空庭

清凉，在老匠人的传统技艺中还原本真，居住于此，听到的是乡音，
留住的是乡愁。无须多余的装饰，在山间，在水边，既栖息生活，又
亲近自然，寂静怡然，尘世不扰。

从古朴的院子到典雅的屋子，仿佛在迈开步子的瞬间，便让心
静了，感觉远离世间的喧嚣，一切变得宁静、悠远。支一把竹椅，倒
上一杯清茶，只要安静地坐下，心便会随着眼前茶汤雾气漂浮，随着
耳畔的虫鸣鸟啾流泻轻盈。在这里，白天钓鱼，晚上跳舞，向往的烟
火气，就在眼前。游客还可以一边采摘原生态蔬菜，一边享受田间
的乐趣，欢声笑语此起彼伏……在古朴的庭院里，望着餐桌上自己
的劳动成果，品尝舌尖上的山野美味，别有一番滋味。在这里，还可
以穿盛装、划龙舟、打糍粑、踩鼓跳舞……感受苗族的远古传承，滋
养内心澎湃的小宇宙，尽情享受和家人朋友在一起的幸福时光。

溪花与禅意，相对亦忘言。想一想吧，风和日暖，鸟语花香，一
方院落，两只猫狗，三五知己，几盏清茶，闲庭信步，看云卷云舒，花
开花落，何等惬意，何等快然。这不正是如画般的美景，如诗般的生
活，望得见山、摸得着水、记得住乡愁。这个秋天，不妨抽出时间到
长滩，抛掉所有烦恼，享受一种假日的慢生活，感受远古的非遗传
承，山间水边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卸下行装全身心地放松一次。

与 醉 美 长 滩 的 邂 逅
○ 刘开义

本报讯（记者 陈雪村）眼下，岑巩县客楼镇下
寨村 360 亩荷花进入收获季，清新脱俗的荷花不仅
扮靓了乡村，还为客楼镇铺就一条致富大道。该镇
结合实际，因地制宜引导村民种植荷花，从赏荷花、
收莲子，到荷叶、莲蓬深加工，形成“产、供、销、加
工”一条龙，让小荷花变成大产业，助力乡村振兴。

“我是下寨村村民，家里因为有老人小孩要照
顾，不方便再外出打工，通过采摘莲蓬，我一天可
以采得 130 块到 140 块左右，一个月下来有 3000 块
左右的收入。看到许多游客来这里欣赏美景，我
们也很开心。”下寨村村民笑着告诉记者。

荷花是绿色产业，也是富民产业。下寨村按
照高效农业与美丽乡村建设的发展思路，积极流
转农村土地发展荷花产业，让“荷花经济”带动村
民增收致富。

“不止江南可采莲，客楼荷塘也别样美”。在
客楼镇下寨村，很多游客周末来到这里，体验亲手
采摘莲蓬的乐趣，领略农村田园风光。“平时工作

特别忙，周末就想去乡村感受下别样的田园风
光。”市民李女士告诉记者。

以旅作翼，田园变花园。2017 年以来，下寨村
党支部按照“一村一品”发展思路，结合本村水田
连片优势，采取“党支部+公司+合作社+农户”的
发展模式，规模化发展荷花产业，逐渐形成生态观
光、休闲娱乐等为一体的乡村游新业态。

据下寨村荷花产业负责人介绍，下寨村荷花
园现种植 300 余亩，是以‘公司+合作社’的模式发
展，目前每天有当地村民 20 余人在采莲，平均每天
采 1000 余公斤，每隔 3 天广西的老板来收购一次，
水果莲 6 元 1 公斤出售，铁莲 19 元 1 公斤出售。

近年来，岑巩县客楼镇依托山地资源优势，积极
探索乡村振兴新路径，围绕“党建+乡村旅游”的工作
思路，大力发展荷花产业，将荷花产业转化为乡村旅
游资源，通过几年的发展，该镇逐步走出了一条以农
助旅、农旅融合的乡村振兴新路子。如今的客楼镇，
处处呈现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新画卷。

岑巩县客楼镇：

发展“荷花经济”助推乡村振兴

9 月 20 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频道
（CCTV—13）《走进乡村看小康》直播特别节目
用 15 分钟直播了雷山县丹江镇白岩村。让这
个大山深处的“网红村”借助央视平台又“火了
一把”。

时值中秋佳节、中国农民丰收节和苗家“吃
新节”，几节同庆，整个白岩村沉浸在丰收的喜
悦中，央视《走进乡村看小康》节目组将直播镜
头对准了捉田鱼、芦笙舞、长桌宴等乡村乐事，
向全国观众传递分享丰收的喜讯。

同时，直播还通过以“白岩青年”为主题的
趣味短片等方式，让观众看到了白岩村生产生
活发生的显著变化，展现了白岩村推进乡村振
兴战略，发展乡村旅游、带动农民增收等方面
所取得的成就，带领大家一同领略“被梯田托
起的村庄”——白岩村的乡村振兴新画卷。

苗岭腹地，巍峨的雷公山在此绵延，白岩村
就像一颗明珠，镶嵌在苍翠的山林间。白岩村
风光旖旎，气候温和，云海、梯田是大自然赐予
及劳动人民智慧结晶的代表性景观，村内苗族
风情浓郁，苗绣、芦笙演奏、苗族板凳舞、苗族
建筑技艺、特色手工艺等在这里得以保留和传
承。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美丽的地方过去却一
直以贫困面貌示人，白岩村境内山地面积占总
面积的九成以上，千百年来，贫困是当地农民
生活的真实写照，脱贫攻坚战役打响前，全村
贫困发生率 29%，600 多人的村庄，耕地面积只

有 400 余亩，人均不到一亩，传统农业已不足以
养活全村人口，更何况要求发展。

生于这片土地的人们思考，白岩村要发展，
还是要在自然资源上做文章，村“两委”深入研
究后决定，发展乡村旅游，以打造精品民宿产
业作为白岩村发展的切入点。2018 年，在国务
院扶贫办的关心和支持下，由中国扶贫基金会
协调中国三星集团捐赠 1000 万元，在白岩村打
造乡村旅游扶贫精品民宿示范点，在此基础
上，县委县政府再投资 396 万元建设“精品民
宿”项目。改造旧房 10 栋，可容纳 35 个房间 70
个床位，现已具备对外营业条件。

白岩村民宿旅游项目开创“政府+社会+合
作社+贫困户”发展模式，按照精准扶贫、精准
施策方略，有效利用白岩村处于雷公山景区优
势，结合民族文化和生态环境资源，大力推进

“乡村旅游+”产业扶贫。一时间，污水处理管
网铺呈，村庄各处垃圾集中投放，沟渠巷道整
饬，家家户户屋内室外清理一新……如今，凭
借民宿经济的引领，乡村振兴春风吹进深山，
给白岩村带来嬗变。白岩村精品民宿产业已
成为雷山县乡村旅游精品民宿典型示范项目。

“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白岩村的变
迁和发展离不开村党支部的领导，良好的发展
又更加增强了支部的凝聚力。白岩村村民有
一定的发展乡村旅游“农家乐”的从业经验。
鉴于此，村党支部坚持党建引领、助推乡村旅

游，通过一系列的政策引导、技术扶持等方式，
调动村民发展民宿旅游的积极性，以民宿建设
为推手，全力推进乡村旅游建设。全村坚持

“金山银山就是绿水青山”的理念，狠抓基层党
建，推行“党建+旅游”工作模式，充分发挥支部
引领和党员带头作用，帮助制定从业服务标
准，保护村内生态环境，改善村庄卫生条件，提
升村民生活品位，大力发展乡村旅游，努力增
加农民收入，有效助推乡村旅游发展。村内的
民宿产业由合作社统一管理，民宿运营紧扣服
务村民的宗旨，为村内解决包括建档立卡贫困
户在内的就业岗位 20 余个，昔日田间地头劳作
的苗族大姐经过培训上岗成为民宿的服务管
家，外出的打工妹也回到村里，成了民宿的前
台经理，“每月能有 3000 多元的收入，又能照顾
家人，在民宿工作比在外面打工强多了。”一位
民宿管家高兴地说。2019 年白岩村民宿运营
以来，一年内共接待游客 3600 人次，累计经营
收入达到 70 万元，其中纯利润达到了 20 万元。
2021 年 1 月村合作社拿出 10 万元进行首次分
红，建档立卡户分红 1000 元/户，一般户分红
500 元/户。民宿产业不光为村民带来收入的
增长，更为白岩村带来了思想的转变，为经济
社会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依托民宿产业链条，
开发“民宿+N”系列产品，村里成立了雷山县
云上人家农业专业合作社雷山县白岩梯田部
落旅游专业合作社，通过合作社整合资源，壮

大集体经济，发展相关种植产业，文创产业和
民宿经营，打造“牧云涧”精品民宿品牌，利益
联结覆盖全村群众，真正做到民宿引领，乡村
振兴。2019 年 9 月白岩牧云涧民宿被中国旅游
协会评为“中国好民宿”，2019 年 10 月在海南博
鳌举办的文创论坛上被评为“产业扶贫、最美
乡村”，2020 年荣获中国民宿榜“黑松露”奖
TOP50 民宿。

白岩村近几年的发展得到了多方的关注，
新华社、新华网、中国新闻网、中国网、人民日
报、人民网、第一财经、新闻头条、多彩贵州网、
贵州融媒体、文旅中国、中央广播电视台（中文
国际频道百村脱贫记、综艺频道英雄会综艺节
目、央视环球英语广播）贵州新闻、贵州日报、
美国 Discovery 探索频道，抖音、小红书、天下贵
州人等 20 多家各类大媒体多次报道。2021 年，
随着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号角的吹响，上级党委
指定贵州省作家协会对口帮扶白岩村，省作协
发挥资源优势，凸显责任担当，组织作家深入
村庄体验生活，用手中的笔抒写白岩村群众脱
贫后的幸福生活，盛赞白岩村推动发展、艰苦
奋斗的可贵精神，吟咏大自然馈赠给白岩村的
壮美景致；趁着丰收的时节，省作协又联合省
摄协的摄影家走进白岩村，把镜头对准一个个
丰收场景，记录只属于农村生活的最美篇章，
定格收获的喜悦。于是，网红主播来了，年轻

“驴友”来了，退休老人来了，大学生社会实践

团队来了，北京、上海、广州……法国、意大利
的朋友也来了，这次央视《走进乡村看小康》直
播，给已经火了的白岩村乡村旅游，又加了一
把劲！到白岩村看梯田、云海，呼吸新鲜空气，
赏满天星斗，徒步雷公山森林公园，品尝苗家
美食，体验苗族风情，成为现代都市人最时髦
的度假方式。

从昔日名不见经传的贫困村转变为如今的
小康村。白岩村的“民宿引领”经济效应已逐
步显现，村民的日子也越过越好了。在以民宿
为主导，蔬菜、茶叶、餐饮、民俗表演等产业带
动下，白岩村民人均年收入已超 1.2 万元。

“远山青黛，秧苗正在拔节生长/从山谷往
上看，连接碧天/偶尔传来几声犬吠/一个村庄
的温暖，正在传递/夜色正浓，适合此刻/倾心
的夜谈/牧云涧，多美好的名字/名词变动词，
诗意就出来了/一座民宿有它的成长记/从立
项的那一刻起/它便赋予了使命/如同白岩村
寂寞的过去/热闹的此刻，可期的未来/……我
们 共 同 唱 响 ：‘ 没 有 共 产 党 ，就 没 有 新 中 国
……’”参加省作协采风活动的作家姚瑶将游
白岩村所感写成了诗，字里行间，记录着一部
白岩村的蜕变史。

今非昔比的白岩村，踏着梯田云海铺就的
旅游致富路，正将一个个隐于人们心中的小康
梦“唤醒”，将一个个养在深闺人未识的美景

“挖掘”。

民宿旅游引领白岩乡村振兴路
○ 文/陈亚丹 图/姚 宁

乡村振兴乡村振兴““希望之光希望之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