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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期来临，一些深居城市的居民，纷
纷带着他们的孩子，远离城市喧嚣，到农
村去参与农家劳动，感受田园生活，与大
自然来个“亲密”接触。“利用假期让孩子
体验乡村生活正成为一种时尚。”乡村旅
游日益受到青睐的背后，是人们渴望回归
大自然、拥抱原生态的强烈冲动，反映出
城市人对于生态文明的向往和追求，同
时，乡村旅游也正从观光式向度假深度体
验过渡。

这些日子，北京通州马桂兰家的农
家乐餐馆忙得不可开交。农家的大铁
锅里，炖土鸡已经冒出阵阵的香气。“今
天来的客人比较多，到现在已经 100 多
人。”马桂兰介绍道。“暑假里来的客人
比平时多好几倍，最多的时候，一天有
200 多人，一般都有 100 多人。”

谈及生意为何如此火爆时，马桂兰
说，人总有一颗返璞归真的心，对于城
里人来说，乡村就是自然的代名词，是
纯朴的象征，是绿色和生态的象征。“城
市病催生了乡土游的红火。”旅游专家刘

思敏说，城市的噪音、大气污染，这在
农村中还是很难见到的，而农村的设
施、环境，以及乡土菜肴，让不少人产
生新鲜感。

“越是成天走在水泥路上，我就越想
念以前每天上学时踩过的山间土路甚至
泥路。”今年 60 多岁的马瑞刚是一名户外
运动爱好者，从农村里走出的他，对于乡
间的气息有着特别的情感。他说，民俗文
化展示、民间美食品尝、农耕文化互动体
验，是乡土游能够日渐受到青睐、吸引越
来越多游人的独特之处。更深层的原因，
则是人们心中挥之不去的乡愁。

同时，暑期去乡村旅行对孩子也受益
良多。教育专家认为，对于从小在城市长
大的孩子来说，能在农村体验一下乡间生
活对孩子的身心发展格外有益。正在吉
林延边图们生态采摘园边吃边采摘草莓
的苏伟小朋友，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说：

“我这是第一次来这里采摘草莓，原来草
莓是贴着地皮长的啊，我还以为是长在树
上的呢。”

“农村的每一样东西，对孩子来讲都
觉得稀奇，他会自己去井里打水冰镇西
瓜，会跟小伙伴一起在田间捕捉蜻蜓，甚
至还在农村的小河里学会了游泳。”中青
旅相关负责人介绍说，利用暑假，他们会
组织乡村游夏令营，让孩子们来村子里体

验不一样的生活，以此来增强他们的生活
独立性，以及集体责任感。

“中国城市人口的旅游观念正在发生
变化，越来越多城里人开始热衷到乡下体
验田园生活，由此催生出巨大的乡村游市
场，乡村旅游不仅有助于农村地区发展，
对贫困地区的农民脱贫将具有重要的推
动作用。”国家旅游局副局长吴文学说。

据国家旅游局预测，到 2020年，中国
将形成 15 万个乡村旅游特色村、300 万
家乡村旅游经营户，乡村旅游年接待游客
超过 20 亿人次，受益农民 5000 万人，每
年带动 200万贫困农民脱贫致富。

可是漂亮的数字背后，乡村旅游也有
成长的烦恼。

与其他旅游产品不同，乡村旅游最吸
引人的，就是乡村特有的“土气”。趁着暑
期，很多游客来的目的，或是回味儿时的
故乡，或是让孩子体味农村的别样。但可
惜的是，不少乡村旅游点，越来越缺少乡
村的味道。

“搞点采摘、吃顿农家菜，头一回去还
觉得挺新鲜，可再去就觉得没什么意思，
到哪看看都差不多。”对乡村旅游，在北京
市民张培的脑海里残存的印象并不怎么
美好。“有些土特产，买回来发现也不是当
地的。”

“乡村旅游是土地回归、心灵回归和

传统文化的回归。”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
戴斌说，乡村文化是乡村旅游发展的灵
魂，投资者和建设者都要有这个理念，这
样才能有持久魅力。在戴斌看来，乡村旅
游是农村较为简单的产业结构中，作用正
日益增强的组成部分。特别是在城市周
边地区，乡村旅游从“农家乐”而起，目前
已形成了涵盖农业生产、农村生活、乡村
文化生态等多种层面的旅游休闲产品
体系。

“乡村旅游，让人留不住乡愁，体验
不到传承数千年的农耕文化，找不到田
园风光的感觉。如果是这样，那它的生
命力在哪、未来能够走多远，都值得思
考。”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旅游管
理系教授王衍认为，“从旅游者的角度，
乡村旅游就是回家；从政府的角度，发
展乡村旅游最终的目的是进行新农村建
设，同时推动农村产业结构调整；从本
质上，发展乡村旅游是要营造好的山
水、构建好乡村生产生活，挖掘民俗民
意风情、技艺等特色资源。”

中国移动互联网产业联盟秘书长李
易则指出，乡村旅游也应顺应“互联网”的
大势，借助互联网载体的农村旅游创业、
创新，会更容易与现代社会接轨，无论是
品牌传播、还是产品更新换代，都会更加
迅捷。

向往生态文明、渴望回归自然——

浓浓“乡土情”催热暑期乡村游
本报记者 郑 彬

将于今年 9 月 1 日施行

的《环 境 保 护 公 众 参 与 办

法》，作为新环保法的重要配

套细则，旨在切实保障公民、

法人和其他组织获取环境信

息、参与和监督环境保护的

权利，畅通参与渠道，规范引导公众依法、有序、理性参

与。用权利激发全社会环保活力，才能真正建立起全

社会正能量的行动体系，使环境共治从美好的愿望变

成现实。

推动公众依法有序参与环境保护，是中央的明确

要求，也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全面深化改革的

客观需求。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保障人民知情权、

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是权力正确运行的重要保

证”。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在总则中明确规定了“公

众参与”原则，并对“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进行专章规

定。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

意见》中提出要“鼓励公众积极参与。完善公众参与制

度，及时准确披露各类环境信息，扩大公开范围，保障

公众知情权，维护公众环境权益”。《环境保护公众参与

办法》正是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对环境保护公众参与的

具体要求、满足公众对良好生态环境的期待和参与环

境保护事务的热情之下应运而生的。

此前，环境保护公众参与的实践不仅为《环境保护

公众参与办法》的制定提供了丰富养分，也让其更具针

对性和操作性。从成功举办圆明园听证会这样的标志

性事件开始，环保部门先后出台了《环境影响评价公众

参与暂行办法》《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关于推进

环境保护公众参与的指导意见》《关于培育引导环保社

会组织有序发展的指导意见》等，均对公众参与作出了

明确规定。

与此同时，在地方层面，河北、山西、沈阳、昆明等

地相继出台了关于环境保护公众参与的条例或其他形

式的法规，对本地区公众参与的范围、形式、内容、程序

等方面都有详细规定。

在当前生态环境保护的新形势下，《环境保护公众

参与办法》恰逢其时，进一步明确和突出了公众参与在

环境保护工作中的分量和作用，使之得到了重要的制

度保障。

“环境保护是全社会的事”已经成为共识，但仅有

共识是不够的，共识要在行动中兑现。为此，要加大信

息公开力度，保障公众环境知情权。积极宣传、推动公

众履行环境权利和责任，建立公众参与环境管理决策

的有效渠道和合理机制，扩大公众环境参与权。善于

利用网络信息化平台与传播力量，加大公众、新闻媒体

等对政府环保工作、企业排污行为的监督与评价，强化

公众环境表达权和监督权。引导环保社会组织有序发

展，加快建立和完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赋予公众环境

诉讼权。通过一项项具体“行动指南”，将监督的“利

剑”铸实、磨快并交予公众，建立健全全民参与的环境

保护行动体系。唯此，才能真正凝聚起社会力量，最大

限度地形成治理环境污染和保护生态环境的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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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环境共治
曹红艳

进入北仍村，一种气息扑面而来。这
种气息来自于绿道的曲径通幽，来自于密
林的清丽优雅，来自于绿道旁极有层次感
与设计感的绿化带。挺拔苍翠的槟榔林，
入目是醉人的绿；清风徐徐瓜果飘香，扑
鼻是沁人的香；村落掩映炊烟袅袅，感怀
这乡村的祥和温馨。

北仍村是海南省琼海市嘉积镇官塘
村委会 8 个村民小组中的一个，有 48 户
农家 158 人。这里风景如画，民风淳朴，
毗邻红色娘子军纪念园、官塘温泉休闲度
假区和白石岭风景区等景点。

养在深闺人未识，原本就是文明生态
村的北仍村直到今年才有大批游客慕名
前来。7 月 20 日，来自黑龙江的高中毕
业生陈思宁和同学们来到这里骑行、探
险、泡温泉。“就是想把自己完全置身在这
么美的环境里，人和自然融为一体的感觉
真好！”在北仍村，陈思宁和她的同学们骑
行在绿道上，挥洒着汗水，享受着自然。

“生态”与“旅游”结合让北仍村火了
起来。来自四川的王川美老人在北仍村
居住了 6 年。“这里不仅环境美，而且人也
美，有淳朴的民风和文化，不信你可以去

‘北仍客厅’里看看。”王川美告诉记者。
王川美老人口中的“北仍客厅”坐落

在村东侧入口处，坐南朝北，占地面积约
170 平方米，采取开放式设计，两边各 6

根大柱子支撑，格局、摆设俨然是村民自
家传统的客厅，同时开放式的设计又像是
时刻都在欢迎宾客的到来。门头是具有
琼海本地风格的尖顶设计，上面挂着由书
法家书写的“北仍客厅”金字牌匾，这里既
是北仍人议事的场所，也是北仍人举办盛
事、喜事的场所。这里的书画作品展示着
北仍村村民的淳朴和好客。

在“北仍客厅”，不少村民聚集在这里
欢迎前来旅游的游客。“累了就在这里坐
坐，这里有免费茶水”、“需要帮助你说
话”、“再往村里走，里面的景色更好”⋯⋯
人群里有位叫王秋香的村民邀请记者前
去她的咖啡屋坐坐，曾在一家四星级酒店
打工 17 年的王秋香前几年看中了家乡发
展的好势头，辞职回村开起了“草寮咖啡
屋”，带动了村里十几名乡亲就业。满眼
绿色包围的“草寮咖啡屋”每天都能迎来
几百位游客。

记者在“草寮咖啡屋”停留的半个小
时，有近 30 位游客在这里歇脚、品咖啡。
北仍村已然成为海南生态旅游新宠，每天
接待游客 3000人次。

北仍村受到青睐还在于其优美的生
态环境。“北仍村原本就是文明生态村，
原有村容村貌十分整洁，树木整齐，在
大量游客来之前就有很多外地人来这里
常住。”官塘村村支书李昭良告诉记者，

外地游客来这里就是为了看看真正的生
态环境。

已经是文明生态村的北仍村在 2014
年 5 月开启“美丽乡村”建设之路，在原有
环村硬板化道路基础上，完成了 8 公里长
的环村绿道、920 米的巷道硬板化、300
米的挡土墙，再加上适当小品景观和绿化
美化点缀，北仍村变得更加清静动人。

“这些建设是在完全不破坏原生态的
情况下进行的。北仍村村头的草寮咖啡

屋搭建时，全部就地取材，总投资不到 50
万元。”李昭良告诉记者，2013 年，北仍村
在“三不一就”(不砍树、不拆房、不占田，
就地城镇化)新型城镇化原则指引下，邀
请清华大学设计院的专家对村中布局进
行了规划，在保护绿色生态环境和保持原
汁原味的特色村庄的原则下，建设了旅游
基础设施，例如骑行绿道、乡愁味道农家
乐、草寮咖啡屋等，这才是北仍村生态游
火爆的原因所在。

上海迪士尼很快就要开园了，周边的
乡村如何“傍园”发展？去年秋天起，与迪
士尼相邻的棋杆村和界浜村建成并开放
了两个非常吸引人的乡间生态游项目：周
浦花海和“疯狂的农民”拓展基地，吸引了
无数城里人来这里生态游，两个村的好几
百位农民也都到景区上班了。

周浦花海一期开园时，一句“离你最
近的大自然”，让城里人真的可以来场“说
走就走的旅行”——从上海市中心人民广

场开车过去只要 30 分钟。占地 500 亩的
“花海”满园春色，波斯菊、一串红、鸟尾草
等各类花卉共 80 万盆，“织成”大条形、大
色块的“花毯”，视觉冲击力很强。

据悉，界浜村所在的周浦镇一直在琢
磨迪士尼开园后，怎么才能让游客拐过来
歇歇脚洗洗肺，欣赏上海周边的乡间美
景 ，让 农 民 也 能“ 傍 上 乐 园 好 致 富 ”。
2012 年，机会来了，浦东新区一个支农资
金整合项目为这里带来了一个总投资

5000 多万元的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创新项
目“周浦花海”。

通过土地流转，界浜村 500 亩散落在
各家各户的农田形成了规模效应，开园后
的“花海”用地依然保持基本农田性质不
变，农民每年每亩地能获得 1000 多元的
流转费，今后每年还将递增 5%。界浜村
和相邻的棋杆村都各有 100 多位村民在

“花海”就业，养起了鲜花。
周浦花海还有另一个名字“四季花

海”，道出的就是这里四季有花的特色。
这是经营者在认真分析了世界十大花海
及上海鲜花港、顾村樱花公园等地的成功
经验后，对“花海”的明确定位，不做花开
一季的主题园，而是要让这里四季花开，
时时吸引游客。

距“花海”1.5 公里处，坐落在棋杆村
的“疯狂的农民”拓展基地，是一个占地
500 亩的农业体验项目。在这里，游客不
仅可以亲近自然，干农活，玩射箭、骑马、
烧烤等传统农家乐项目，还可以参加“大
地挖宝”、“轻舟戏水”、“智擒水鸭”等大型
户外拓展活动，体验农事旅游，感受农民
快乐。

棋杆村村主任张军告诉记者，村里为
了推进现代生态农业和现代旅游业融合
发展，花了很多心思。平棋葡萄很有名，
来拓展基地的游客可以来葡萄园采摘品
尝。大黄鸭风靡时，村里的路边田里也出
现了一个 4000 捆稻草“堆砌”起来的 10
米高的“草黄鸭”，造型十分可爱，引来无
数游客。

2012 年，棋杆村获得国家农业部“一
村一品”称号。2014 年，棋杆村被评为上
海市美丽乡村示范村；今年 3 月，棋杆村
又被评为全国文明村。张军说，他们已请
了同济建筑设计院为村子作整体规划，同
时，还将村民多余的住房集中起来，建成
可供游客过夜的民宿。棋杆村将借助迪
士尼南大门的区位优势，进一步加强产业
规划，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现代农业，进
一步探索农村合作社的发展方式，积极打
造“最美乡村”旅游品牌。

上 海 ：迪 士 尼 未 开 先 去 看 花 海
本报记者 沈则瑾

海 南 ：相 约 去 北 仍 最 美 是 乡 愁
本报记者 何 伟

上海迪士尼周边发展乡间生态游，占地 500亩的“周浦花海”吸引了无数城里人。 吴明德摄

7 月 22 日，农民在河北省承德市丰宁满族自治县

万胜永乡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区内种植樟子松。承德

市实施雨季造林攻坚工程，截至目前共完成雨季造林

3.5万亩。 刘环宇摄 （新华社发）

北仍村草寮咖啡屋每天吸引着大量游客。 本报记者 何 伟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