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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红书店

始于颜值 久于内涵
□ 祝 伟

湖北咸宁刘家桥：

村湾美了,日子甜了
本报记者 柳 洁 通讯员 胡剑芳

黔 江 古 寨 歌 声 远
本报记者 冉瑞成 吴陆牧 通讯员 吴燕利

湖北咸宁刘家桥的美景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
赏桂花、看古桥。刘家桥成了乡村旅游的热门打卡
地。 胡剑芳摄（中经视觉）

这些年来，不少实体书店纷纷试水经营模式创新，
一个个网红书店走进了人们的视野。这些书店往往位于
人潮涌动的商业中心，追求标新立异，主打高雅格调，
把卖书和生活、美学、创意等结合起来。去网红书店打
卡，也成为一些年轻人热衷的社交、休闲方式。

不过，在书店人气回归的同时，也有不少人开始反
思，网红书店的商业气息太浓，过于注重形象包装，

“翻书的不多，拍照的不少”，反而让书籍本身退居到次
要位置。当越来越多人在“假装读书”时，哪怕书店人
气再高，也并不代表传统阅读的回归。

过去几年，随着网络阅读越来越普及，无数微信公
众号、APP以阅读革命的方式不断更新、迭代着人们的
阅读习惯，实体书店屡屡面临唱衰之声，一些悲观的人
甚至认为，实体书店的消失只是时间的问题。

一些人们耳熟能详的书店之所以存在感越来越弱甚
至经营困难、举步维艰，与其说是由于外部冲击，不如
说是自身经营方式僵化、缺乏特色、跟不上文化消费升
级趋势，在市场竞争中输给了脚步太慢的自己。如今，
无论是书店做文创、开直播还是卖咖啡，这些从经营理
念、盈利模式到店内设计、功能拓展的种种改变和努
力，顺应了“Z 世代”年轻读者的需求，不仅顺理成
章，而且正当必要。毕竟，书店是个经营场所，和图书
馆不同，不妨宽容一些，大可不必用挑剔眼光另眼
相看。

然而，一家书店如果只有光鲜的外表、新颖的形
式，而缺乏与之匹配的精神内核，恐怕也行之不远。网
红书店无论如何发力经营创新，都要守住人文精神的
根本。

记得多年之前，北大南门地下的风入松书店，进门的
招牌上赫然印着海德格尔的一句名言：“人，诗意地栖
居。”书店的灵性，需要百炼成钢式的沉淀。今天网红书
店的发展，可能正需要多一点这样的文化自觉。

独具特色的书店，是一座城市的名片，呼应着人们
的精神生活，也承载着人们的情感体验。网红书店要真
正赢得读者，就要扎扎实实做好精准服务，把吸引来的
消费者更多地转化成读书人。只有回归阅读本质，书店
才能成为人们的“精神家园”。

“幺妹儿我住在十三寨，隔山那个隔水
嘛，树上那个喜鹊儿是喳喳叫啊，蝴蝶那个双
双落花开……”在重庆市黔江区小南海镇新
建村的土家十三寨，悦耳的民歌在寨里回
响。如同歌里所唱，十三寨的风景美如画，清
澈的溪水潺潺而流，两面青山环抱，土家吊脚
楼和四合院散发着原生态的气息。

土家十三寨只是黔江区璀璨民族文化艺
术的一个缩影，黔江是土家族、苗族集聚区，
民族文化艺术瑰宝数不胜数。黔江自东汉建
安六年置县，至今已经有1800多年的历史。

“黔江全区现有100余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
目，有国家级、市级、区级文物3000多件，市
级文保单位6个，区级文保单位48个，一般
文物点320个，其中未定级不可移动文物点
实现挂牌保护32个。”黔江区旅游事业发展
中心主任郑素琼称。近年来，黔江区以“一城
主导、一江拉动、一点引爆、全域发展”的思
路，激活文旅融合发展一盘棋，着力打造国家

文旅融合发展示范区。数据显示，2019年，
黔江区游客达3000万人次，收入达160亿
元。黔江着力构建以大型旅游项目为支撑，
以“重庆少数民族特色文化大观园”“国际知
名生态文化旅游目的地”为定位的民俗旅游
发展格局，不断扩大自身的吸引力和知名度，
建成了中国首个土家生态文化博物馆，打造
了芭拉胡、土家十三寨、爱莉丝庄园、神龟峡
等8个国家4A级旅游景区。

“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
浊兮，可以濯我足……”清晨来到濯水古镇，
每走一步都能感觉到历史的气息扑面而来，
流淌而过的阿蓬江、蜿蜒曲折的石板路、飞檐
翘角的土家吊脚楼，码头文化、商贾文化、场
镇文化在这里相互交织，呈现出一副清秀隽
雅的山水画卷。

“濯水着力创建国家5A级景区，是黔江
旅游转型发展的必然选择。”黔江区委副书
记、区长徐江说，自濯水古镇启动5A创建以

来，黔江生态环境得到了明显改善，产业结构
也出现了优化转型的趋势。景区内的濯水古
镇、蒲花暗河两个国家4A级旅游景区和一
个国家级生态农业园区，获评“中国历史文化
名镇”和“中国韵文化景区”。

“文旅市场竞争中，知名度就是生产
力。”黔江区文旅委相关负责人介绍，为了
提升黔江的影响力，黔江加快了对外宣介，
成功举办了中国武陵山国际民俗文化旅游
节、中国跑客节、黔江鸡杂美食文化节等活
动。今年上半年，黔江通过线上营销、产业
合作宣介等多种方式，不断调整营销策略，
打造黔江文旅品牌。

旅游发展，交通先行。黔江区地处渝东
南武陵山区，海拔高度大多在500米至1000
米，地势较为复杂。近年来，黔江区不断增强
区域辐射能力，渝怀铁路、渝湘高速、黔恩高
速纵贯全境，渝湘高铁已开工建设，黔张常铁
路开通运营，渝怀铁路复线、黔石高速公路也

已投入运营。区内联网升级旅游公路550余
公里，全区路网密度达到250公里/百平方公
里，组建了芭拉胡旅游运输公司，8个4A级
景区都能够通过高速实现1小时通达，武陵
山机场开通了到北京、上海、西安等城市的航
线14条。外地游客来黔江更方便了，黔江的
文旅产业也得到了提升。

黔江旅游业的发展还带动了当地农村脱
贫致富。十三寨的村民蓝锋雪利用吊脚楼开
了一家名为“磊锋客栈”的民宿，一共有6
间房，经常满房。靠着民宿生意，蓝锋雪一
家的生活过得越来越好。在十三寨，这样的
民宿有 67家，带动了 100 余户村民脱贫
致富。

记者了解到，黔江区正在逐步推进农旅
深度融合，目前已建成500亩以上生态农业
观光体验园8个、优质水果基地5.5万亩，发
展星级农家乐233家、乡村旅游示范户152
户，推出乡村旅游精品线路10条。

江西萍乡武功山，地处罗霄山脉北段，与庐
山、衡山并称江南三大名山，主峰白鹤峰海拔
1918.3米，为江西省最高峰。景区10万余亩高
山草甸与巍峨山势相映生辉，峰顶神秘的古祭坛
群是江南古代祭祀文化的活化石，明代著名旅行
家徐霞客在此留下了“千峰嵯峨碧玉簪，五岭堪
比武功山。观日景如金在冶，游人履步彩云间”
的诗句。

眼下的武功山，正是云蒸霞蔚、芳草连天的
好时节。因“户外天堂”的盛名，这里游人摩肩接
踵。来武功山放飞心情，是一次美妙的体验。

帐篷节接地气

提起武功山，不得不提帐篷节。从某种意义
上来说，帐篷节成就了武功山的名气。或许，最
浪漫的风花雪月，便是在高山草甸之间，看斗转
星移、月落日升。

第十三届萍乡武功山帐篷节，活动时间为7
月至9月，包含“镜头下的武功山”摄影大赛、首
届武功山抖音大赛等30多个项目。在为期3个
月的活动中，预计有超过40万游客前来畅享山
水之乐。经过12年的积累和深耕，萍乡武功山
帐篷节融合了音乐、摄影、美食等元素，更具活力
和参与性。

夜晚，萍乡武功山观音宕人头攒动。炫目
的灯光、唯美的舞蹈、醉人的歌声，在山谷间
汇聚成欢乐的海洋。独特的傩舞表演让人感受
到了非遗文化的魅力；迷幻的萨克斯让人沉醉
在夏夜的晚风里；春锣二人奏展现了当地民间
文艺的别样风情。摸石过河、旱地接龙、两人
三足、帐篷卡拉OK等互动游戏，让游客沉浸
其中，大呼过瘾。

随着帐篷节的成功举办，萍乡武功山的知名
度越来越高。2013年，武功山帐篷节的照片入
选了美国《时代》杂志年度全球“最惊奇照片”。
2018年10月21日，在海拔1600米的萍乡武功

山星空栈道上，721顶帐篷组成了长度为
14821482..4444米的世界上米的世界上““最长的帐篷最长的帐篷

队列队列””。

越野赛扬名气

萍乡武功山天然的“野性”，深受“驴友”青
睐。从2008年起，除连续举办十三届萍乡武功
山帐篷节之外，该景区还举办了五届萍乡武功山
越野赛、多届环鄱阳湖国际自行车赛，以及全国
登山邀请赛、大学生户外挑战赛、滑翔赛等具有
广泛影响力的赛事，在户外运动领域赢得了良好
的声誉和深远的品牌影响力。

纷至沓来的户外赛事，被视为勇敢者的游
戏。“各就各位，预备……”9月 5日拂晓时
分，由萍乡武功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主办
的2020年第 6届萍乡武功山越野赛100公里
组、56公里组和33公里组选手分别开跑，来自
国内外的1400余名越野跑爱好者参与其中。

过草甸、穿林海、涉险滩、爬陡坡、跨峭
壁，汗水与溪水共挥洒，青春与青山相辉映。这
是一场“速度与激情”的较量，更是一次身体与
自然的亲密接触。据萍乡武功山风景名胜区管
委会主任钟伟介绍，作为ITRA（国际越野跑
协会）认证赛事、UTMB（环勃朗峰越野跑）
积分赛事系列赛事，萍乡武功山越野赛以其独
特的运动体验，让参赛者乐在其中。

避暑村旺人气

夕阳西下，暮色四合，乡野寂静，丝丝凉
意沁人心脾，村路上，不少游客在悠然自得地
散步。这样的场景，在萍乡武功山风景名胜区
万龙山乡槽下村随处可见。他们从繁华的都市
来到地处赣西乡野的武功山，为的是寻找一份
难得的宁静和清凉。

槽下村是武功山最偏远的贫困村。这里最
低海拔633米，最高海拔1764米，年平均气温16
摄氏度至19摄氏度，有着“天然空调”的美誉。
此外此外，，这里空气质量好这里空气质量好、、水质优良水质优良、、环境优美环境优美，，蚊蚊

蝇难见踪迹。
随着萍乡武功山全域旅游的发展，“好山好

水好凉快”的槽下村凭借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引
人注目。“天然空调”的名头越叫越响，这里的村
民发现了商机，避暑经济应运而生。村民们纷纷
做起民宿，向进山的城里人卖起了“凉快”。目
前，在这个只有452人的小村庄，利用自家住房
开办民宿、农家乐的有50多家，有床位1000多
个，高峰时段日接待游客达5000人次，一些农家
乐仅暑期利润就达到10万元。一到酷暑时节，
村里人流如织，一房难求。

萍乡武功山景区的龙王潭村、堎头村、沈子
村……越来越多的村庄因发展避暑经济而迸发
出蓬勃的活力。

全域游显神气

萍乡武功山的资源禀赋是自然的恩赐。如
何让这种恩赐惠及景区群众？据萍乡武功山风
景名胜区管委会党委书记李水清介绍，武功山紧
紧围绕“全域旅游”这个目标，以“三环、三区、三
中心”建设为引领，以“乡旅共融、产业共生、主客
共享”理念发展旅游产业。武功山户外小镇、万
龙山温泉小镇，以及初见成效的熙谷小镇等特色
小镇建设如火如荼，还全面改造提升了石溪、茅
店、桂花等一批较为成熟的乡村示范点。郊外踏
青、果蔬采摘、乡村民宿、休闲度假、民俗体验等
各具特色的乡村旅游产品也竞相涌现。

积数年之功，萍乡武功山构建了“春赏
花、夏戏水、秋登山、冬沐泉”的全域旅游新
格局，为脱贫攻坚积蓄了强大的势能，每年带
动当地经济直接和间接收入23亿元，对贫困户
就业创业、脱贫增收的贡献率达到60%以上。
特别是近两年来，萍乡武功山深入挖掘宗教文
化、传承红色文化、打造户外文化、展示民俗
文化、创新网红文化，举办各类文化旅游节庆
活动，打造并申报武功山文旅融合发展示范
区，文旅融合风生水起，萍乡武功山成了广大
游客心目中露营的天堂、观景的圣地、休闲的
乐园、放飞心情的港湾。

“一条白泉河，十多农庄绕。古桥羞照水，千古共
离骚。”在湖北咸宁刘家桥，一条公路达通山，一湾碧
水映古屋，一架水车摇历史，一口饭菜漾乡愁……醉人
的风景吸引了不少游客，沿河而兴的11家农家乐生意
火爆，年接待量达100万余人次。

2002年，刘家桥还是个贫困落后的山村。退休干
部刘明恒回到家乡，翻族谱发现刘家桥刘氏子孙是汉高
祖刘邦同父异母弟弟刘交的后裔。随后，在咸宁市咸安
区委、区政府的支持下，刘家桥成功申报为中国第三批
传统文化村落，明成化年间修的单孔古桥、明清年代建
的古民居也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项目来了，资金
来了，村里修葺了古民居，清淤了白泉河，砌好了河岸
坡，建好了停车场，兴起了农家乐……

跟着刘家桥环境改变的，还有3600余村民越过越
甜的日子。

“老伴有心脏病，我就近务工可以照顾家人，每个
月有2300元工资。”在刘家桥秀嫂农庄后厨洗菜的贫困
户阮六凤说，村湾变美了，他们的日子也变好了。

像阮六凤一样在家门口打工的村民有40多个，他
们纷纷表示：“在家门口打工，比做农活强多了。”

旅游旺，农庄火，村民们做起了土特产生意，或直
销农庄，或就地摆摊，收入见增。“刚摘下的新鲜板
栗，6元一斤。”在路旁，不少村民拿着自家的农产品
叫卖，每天收入百余元。

近日，桂花镇政府请来设计团队对村庄进行了微改
造，让古村落在保护中活化。荒草地变身小游园、观景
台，与老屋、小河、古树等相得益彰，墨桂飘香，小桥
流水，乡村美景吸引了更多游客驻足。

“我们要让更多游客来到刘家桥赏桂花、看古桥、
品农家菜，体验江南慢生活，放松身心。”桂花镇党委
书记李子牛说。

一年一度的萍乡武功山帐篷节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户外爱好者。图为游客在帐篷节营地合影留念。 黄 维摄（中经视觉）

左图 萍乡武功山 10 万亩高山
草甸。 （资料图片）

下图 云雾中的萍乡武功山星空
栈道似一条长龙沿山蜿蜒而上。

肖和萍摄（中经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