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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小镇 横道河子
本报记者 马维维

翻开东北地图，可以清晰看见一条显眼

的铁路线——它西起内蒙古满洲里，东至黑

龙江绥芬河，向南延伸至大连旅顺，如“T”字

形几乎贯穿了东北最重要的城市。这就是

始建于 1898 年的“中东铁路”。

在中东铁路上，有个不起眼的小站，黑

龙江省海林市横道河子镇，它因修建中东铁

路而建，当年被俄国人称为“乌恰斯”，就是

大机关的意思，如今是中东铁路沿线上历史

文化遗存最为丰富、保存状况最为完好的小

镇之一。随着旅游业的发展，海林市坚持文

化与旅游融合、保护与利用并进，全力建设

特色文化旅游品牌，努力让文物“活起来”、

让游客“走进来”。

百年机车库新用

2014 年，电影《智取威虎山》上映，作为

取景地之一的中东铁路博物馆走进人们视

野。今年，随着电影《悬崖之上》热映，取景

地博物馆，再次变成网红打卡地。

“中东铁路博物馆的建设基础为‘中东

铁路建筑群—横道河子机车库’，距今已有

百年历史。”站在博物馆门口，馆长王国栋娓

娓道来：当时中东铁路要穿过张广才岭，而

蒸汽机车运力不足，有时需要两个车头前拉

后推才能翻越大山。于是，这座总占地面积

5000 余平方米的大型机车库便应运而生，它

也是中东铁路规模最大的机车库。

机车库是具有鲜明俄式风格的建筑，由

15 座机车库房弧形连成一体，每个库房都有

拱门与圆顶，15 个圆顶相连，状似波浪，高低

错落。每扇门前都有一段铁道线，通往前面

的一个巨大钢铁转盘，转盘转动，道线即可

对准各门轨道，库内机车就可自由出入。使

用了近一个世纪的老机车库，直到 1990 年才

停止使用，是十分难得的近代工业遗产，也

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为了再现中东铁路历史，海林市对机

车库进行了抢救保护。”王国栋说，施工时，

从屋顶、墙体到门窗、室内，都尽量按照原材

料、原工艺、原有形式和颜色，更换、修整、补

齐原有设施。修缮后的老机车库变成了中

东铁路博物馆，也成为黑龙江省级爱国主义

教育基地。4 辆各个时期的蒸汽火车头在此

展出，经典机车模型、历史照片以及机车零

件展示了整个蒸汽火车发展历程，也让人们

对中东铁路的历史有了细致地了解。

博物馆还是黑龙江省科普教育基地，老

旧的蒸汽机车犹如一本本教科书，游客不仅

可以近距离参观机车，还可以走进内部，来

到驾驶室细细研磨机车构件。越来越多的

游客来到这里，不仅是打卡，更是为了感受

历史。来自湖南的游客刘鹏远在参观后抒

发了自己的心情，“第一次近距离看到这么

壮观的机车库，真是感慨万千。”

鸟瞰机车库，酷似一把打开的折扇，车

库是扇面，轨道是扇骨，大转盘就是扇轴，历

经百年风雨，仍然散发着勃勃生机。

俄式小镇提档升级

机车库的背后，就是小镇的“油画村”。

中国文联、中国美协多次在这里组织培训，

中俄油画大赛曾在这里举办，每年都有 3000

多名各大美术院校学生来到这里进行写生

创作。金秋时节，小镇像是打翻了调色盘，

变成了油画里的故乡，而几场大雪过后，小

镇又变成了一幅挂在崇山峻岭间的水墨画，

成为画家的向往之地。

当年，大批修建铁路的专家和工程技术

人员汇聚在此，横道河子形成了一个繁华的

俄式“花园城”，“油画村”就在其中。漫步小

镇宛若置身于俄罗斯郊外的乡村，街道两旁

的石墙瓦盖，黄色为主的俄式民居，悠扬婉

转的俄罗斯民歌，还有散发着香味的大列巴

面包，处处散发着浓郁的异国风情。山西游

客王箐一家不断拍照留念，“这里处处都是

美景，有我们在国内其他地方看不到的特

色，真的很漂亮。”

横道河子俄罗斯风情小镇现存俄式建

筑 256 栋，其中 104 栋为文物保护建筑。近

年来，海林市横道河子镇坚持文化与旅游融

合、保护与利用并进，以打造“生态名镇、旅

游名镇、历史名镇”为目标，编制完成《横道

河子镇总体规划》和《横道河子中国历史文

化名镇保护规划》，坚持生态环境多元投入、

旅游战略开发、深挖历史文化内涵，打造了

一步一景的旅游发展业态和俄式风情文旅

小镇的旅游品牌。2018 年，横道河子镇荣获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的“2018 年度文化遗

产保护之荣誉奖”。

“俄罗斯风情小镇建设是从横道河子老

街区环境整治提升开始的，我们现在经过的

广场及周边建筑，就是 2010 年拆违透绿，保

护修缮，恢复历史风貌的。”走在小镇里，横

道河子镇镇长高原向记者介绍，当地依托历

史建筑、文物古迹等为旅游吸引物，注重文

化遗产的保护和合理利用。今年，将俄罗斯

风情小镇文化艺术主题街区进行全面提升，

建成马列克面包房、马来科啤酒坊、画里主

题民宿、美术馆、套娃手工艺馆等 10 余处文

化旅游业态。

横道河子的魅力，就在于它整体性的历

史保存。如今，小镇的游客量日益上涨，解

说团队的接待能力日渐提高，村民经营的

餐饮住宿美食也如雨后春笋，文化旅游产

业的服务能力与水平在与日俱增。说起变

化，小镇居民刘淑英高兴地说：“现在足不出

户就能吃上旅游饭、挣上旅游钱，这日子太

美了！”

文旅融合新业态

在小镇的微市集，游客王世汝带着孩子

制作的俄罗斯套娃已经有了模样，他说：“没

想到这里能自己亲手制作俄罗斯久负盛名

的工艺品，不但能提高孩子的动手能力，还

能增添亲子互动的乐趣能增添亲子互动的乐趣。”。”

从套娃工坊步行从套娃工坊步行 55 分钟分钟，，就能看见一个就能看见一个

色彩跳跃的二层小楼色彩跳跃的二层小楼——这就是印象林海这就是印象林海

雪原文创工厂雪原文创工厂。。

毕业于美术学院的庞渤洋毕业于美术学院的庞渤洋，，毕业后成立毕业后成立

了自己的原创品牌稚娃稻田了自己的原创品牌稚娃稻田，，一次偶然的机一次偶然的机

会来到横道河子会来到横道河子，，发现了这里的美好就不愿发现了这里的美好就不愿

离开离开，，于是与横道河子的文商旅投资有限公于是与横道河子的文商旅投资有限公

司司，，共同创立了黑龙江智麓文化创意产业发共同创立了黑龙江智麓文化创意产业发

展有限公司展有限公司，，印象林海雪原文创工厂也随之印象林海雪原文创工厂也随之

诞生诞生。。

庞渤洋告诉记者庞渤洋告诉记者，，文创工厂结合当地特文创工厂结合当地特

色手工艺色手工艺、、非物质文化遗产等特点非物质文化遗产等特点，，以原创以原创

设计为主设计为主，，制作旅游文创产品制作旅游文创产品。。目前目前，，设计设计

研 发 制 作 文 创 产 品研 发 制 作 文 创 产 品 300300 余 件余 件 ，，销 售 持 续 增销 售 持 续 增

长长。“。“我们组织当地的家庭妇女我们组织当地的家庭妇女，，先培训后上先培训后上

岗岗，，让她们在家门口就能挣钱让她们在家门口就能挣钱，，解决了近百解决了近百

名妇女的就业问题名妇女的就业问题。”。”庞渤洋说庞渤洋说，，文创工厂还文创工厂还

包含综合性的社区功能包含综合性的社区功能，，小孩子可以在这里小孩子可以在这里

边看边学边看边学，，动手操作动手操作。。

文旅融合已经成为海林市横道河子镇文旅融合已经成为海林市横道河子镇

的一个亮点的一个亮点。。在发展过程中在发展过程中，，横道河子激活横道河子激活

红色文化红色文化、、铁路文化铁路文化、、民俗文化民俗文化；；文创公司设文创公司设

计研发虎娃雪妞计研发虎娃雪妞、、不倒虎等不倒虎等，，深度开发伴手深度开发伴手

礼礼、、纪念品等文创产品纪念品等文创产品 200200 多种多种；；联合上海英联合上海英

雄钢笔集团雄钢笔集团，，打造打造““英雄致敬英雄英雄致敬英雄””主题文创主题文创

产品产品““英雄英雄 100100 号号””钢笔系列钢笔系列。。一系列措施丰一系列措施丰

富了横道河子区域内文化旅游业态富了横道河子区域内文化旅游业态，，也找到也找到

了文旅增值的突破口了文旅增值的突破口。。

““与以前比与以前比，，横道河子的旅游环境发生横道河子的旅游环境发生

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景色更美景色更美，，配套设施跟配套设施跟

得上了得上了，，旅游服务也更细致了旅游服务也更细致了。”。”黑龙江省内黑龙江省内

游 客 李 月 凤 的 评 价 代 表 了 游 客 们 的 普 遍游 客 李 月 凤 的 评 价 代 表 了 游 客 们 的 普 遍

心声心声。。

““旅游业是横道河子经济增长的重要抓旅游业是横道河子经济增长的重要抓

手手，，未来未来，，我们将补齐服务短板我们将补齐服务短板，，推动旅游基推动旅游基

础设施全面提质础设施全面提质；；打造特色品牌打造特色品牌，，深入挖掘深入挖掘

中俄文化中俄文化，，打造怀旧俄式特色民宿和餐饮综打造怀旧俄式特色民宿和餐饮综

合体合体，，融入融入 ARAR 和和 VRVR 场景体验场景体验、、DIYDIY 互动体互动体

验验。”。”高原说高原说，，同时还要创新推广营销同时还要创新推广营销，，努力努力

打造一批旅游打造一批旅游““网红品牌网红品牌””和和““爆款产品爆款产品”，”，推推

动旅游经济的快速发展动旅游经济的快速发展。。

近年来，乡村旅游越来越红火，但是很多人游

玩之后，也不免感叹：进村旅游，无非是看看田园

景，吃顿农家饭，买点土特产，仅此而已。发展旅

游的村庄遍地都是，能吸引回头客的不多。

对火热的乡村旅游需要有冷静思考。作为乡

村产业格局中迅速崛起的新业态，乡村游的繁荣

背后，当前主要动力还是在需求侧。既有产业扶

贫、乡村振兴等政策层面的扶持和激励，也有旅游

消费日益丰富多元等市场层面的机遇。而在供给

侧，目前虽然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但优质的旅

游体验和供给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

传统的旅游靠颜值吃饭，高质量的旅游则需

要内外兼修留人，乡村旅游亦是如此。当大景区、

名景点从门票经济向多元路径转型时，乡村游也

需要突破单纯的吃农家饭、住农家院的收入依赖，

凭借乡村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向融合发

展的方向努力，塑造“有趣的灵魂”，探索高质量的

旅游供给。

在结构布局上，通过树立精品意识，促进农旅

融合。目前，乡村旅游背后存在的隐忧就是村村

搞旅游，从而引起的旅游供给结构性过剩。在空

间上，农旅融合并不意味着家家户户的个体融合，

而是用一景带多村或者一精带多户，共享客流；不

是村村布一景、户户做精品，互抢客流。在时间

上，休闲农业需要拉长供给链条，通过调整种植结

构，错季、错品有序供应，避免集中上市带来的恶

性 竞 争 和“ 忙 两 个 月 、闲 大 半 年 ”的 资 源 、人 力

闲置。

在产品供给上，通过树立商品意识，完善商旅

融合。以旅促农、以旅助农，是乡村旅游的题中应

有之义，也是其提质增效的必由之路。要告别单

纯的“农家乐”路径依赖，就要丰富旅游产品供给，

让游客“连吃带拿”，增加农民收入。那么，什么样

的产品才会被游客装进后备厢？不少人的共同感

受是，一些土特产卫生状况和包装质量都不过关，

既不好看也不好带。近些年，有不少地方探索将

土特产商品化、文创化，严把质量关的前提下，加上简单的设计包装，既

能升值，也能激发游客消费兴趣。同时，在购买形式上，利用农村电商

的优势，让游客现场下单、回家取货。

在文化塑造上在文化塑造上，，通过树立内涵意识通过树立内涵意识，，优化文旅融合优化文旅融合。。几千年的农耕几千年的农耕

文明文明，，在广大乡村积淀了宝贵丰富的文化资源在广大乡村积淀了宝贵丰富的文化资源，，特别是一些古村古镇特别是一些古村古镇，，

既有可看可游的历史遗存既有可看可游的历史遗存，，也有可感可思的文化遗产也有可感可思的文化遗产。。但是但是，，不少地方不少地方

在推进乡村文旅融合时在推进乡村文旅融合时，，往往抱着芝麻丢了西瓜往往抱着芝麻丢了西瓜，，没有去挖掘民俗乡愁没有去挖掘民俗乡愁

真正的文化价值和内涵真正的文化价值和内涵，，反而攀附一些反而攀附一些““怪力乱神怪力乱神””的无稽之谈的无稽之谈。。神话神话

传说虽然也有一定文化价值传说虽然也有一定文化价值，，但无中生有瞎编乱造但无中生有瞎编乱造，，即便博得游客一时即便博得游客一时

好奇好奇，，时间一久也就见怪不怪时间一久也就见怪不怪、、反成笑柄反成笑柄。。

如果将大景区如果将大景区、、名景点比作名景点比作““大家闺秀大家闺秀”，”，那么乡村旅游则是那么乡村旅游则是““小家小家

碧玉碧玉”。”。各有各的美各有各的美，，各有各的优各有各的优。。为为““小家碧玉小家碧玉””塑造塑造““有趣的灵魂有趣的灵魂”，”，

培育出独特的内涵气质培育出独特的内涵气质，，是乡村旅游的趋势是乡村旅游的趋势，，也是其保持热度的优势也是其保持热度的优势。。

湟中银器焕新彩
本报记者 马玉宏 石 晶

“叮叮叮、当当当”，在锤子、錾子的

敲敲打打下，冰冷的白银似乎被赋予了

生命，一件件栩栩如生的银质手工艺品

在他们手中诞生。正值高原冬季农闲时

节,青海省西宁市湟中区鲁沙尔镇阳坡

村银匠王富邦的工作室里，银铜器特有

的敲击声此起彼伏，银匠张军正在埋头

对手中银器精雕细琢。

湟中银铜器制作鎏金技艺距今已有

300 多年的历史，主要以家庭手工作坊为

主，图案新颖活泼，做工精细、巧妙精湛，

具 有 浓 郁 的 地 域 特 色 和 很 好 的 收 藏

价值。

阳坡村在全国银铜器制作鎏金技艺

方面闻名全国。长久以来，银铜器加工

行业流传有“青海银铜器看湟中，湟中银

铜器看阳坡”的美誉。多年来，制作的银

铜像、器具等产品远销国内外。金银铜

器手工制作年产值在一亿元左右，全村

40%的村民靠这门手艺发家致富。

多年前，阳坡村许多村民在塔尔寺

老街里开手工作坊，当时，一整条街都是

制作银铜器的，小到精美的戒指，大到几

十米高的鎏金铜佛像，匠人们小锤子敲

得叮叮当当，游客和客商熙熙攘攘。

近年来，随着城市化改造等多种因

素，银铜器老街已退出历史舞台。而退

出的是作坊，换回的是今日鲁沙尔镇民

族手工艺品加工产业基地，阳坡村也进

入新发展阶段，传承百年的银铜器制作

鎏金技艺如今焕发新面貌。

在阳坡村，踏着冬日的暖阳，穿梭

在阳坡村产业基地一座座独栋的工作

室里，看到的是更加专业和新颖的产品

设计款式。湟中暖锅、金银生活装饰用

品⋯⋯琳琅满目，美不胜收。铜器比较

大，讲究造型恢宏气派，而金银制品则最

考 验 匠 人 的 手 艺 ，需 要 精 致 美 观 和 独

特。在匠人张军手里，手腕翻转间头发

丝一样细的线条在银器上用錾子一气呵

成精美的图形。

流传 300 多年的老手艺，逐渐焕发出

新的时代气息。

具有“锅王”之称的李发龙，坐在自

家工作室里面的小院里，手拿小锤敲敲

打打，一个个湟中小暖锅的紫铜手柄环

就做成了，“我们刚开始时，为了吃饭学

的这门手艺，现在看来是学对了”。李发

龙高兴的是工作室所在的产业基地得到

地方政府支持。一期 1990 万元投资的产

业园，后续还有二期三期等项目，当地在

下 一 盘 银 铜 器 文 化 旅 游 加 餐 饮 住 宿

的棋。

在湟中区政府和文旅主管部门支持

下，鲁沙尔镇阳坡村股份经济合作社于

2019 年 3 月成立，担任合作社理事长的

王 富 邦 告 诉 记 者 ：“ 现 在 村 里 120 多 户

300 多人都拥有银铜器制作鎏金技艺，以

前大家单打独斗，形不成合力，现在我们

合作社注册了‘艺河湟’品牌，准备汇聚

湟中区所有的银铜器匠人抱团打造共同

的品牌。”

湟中区文体旅游局局长李玉寿对于

湟中区文旅产业发展信心满满，一见面

就跟记者聊起银铜器在全区文化产业中

的 地 位 ，湟 中 区 每 年 文 化 产 业 产 值 是

11.6 亿元，其中银铜器一项贡献就达到 6

个多亿。

走 进 产 业 基 地 的 展 览

馆，映入眼帘的是一座

设计独特、工艺精

湛 的 湟 中 特

大暖锅，口径为 201.9 厘米，寓意制作于

2019 年。这个湟中特大暖锅是以阳坡村

银铜器匠人为主，72 名湟中工匠参与制

作,用时 70 天完成的，以此纪念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暖锅使用铜材、钢

材、银料、锡、黄金，还镶嵌有昆仑玉、绿

松石、珊瑚等多种宝石，采用了湟中银铜

器及鎏金技艺几乎所有传统工艺，总重

量约 1.2 吨，是湟中银铜器的代表性工艺

品之一。

特大湟中暖锅外形遵循了传统暖锅

的功能和造型，既好看还实用。2019 年 7

月 12 日，青海省西宁市湟中区第三届民

间文化艺术节暨暖锅美食节在该县宗喀

驿举行。当天，几万人看着壮观的特大

暖锅，一场热气腾腾的“暖锅美食节”圈

粉无数。

李玉寿介绍，近几年湟中特大暖锅

曾在南京、北京等多个旅游名地参展。

从这座湟中特大暖锅身上，国人领略到

湟中银铜匠人们精湛的手艺，也预见湟

中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的美好未来。

为乡村游多些念想为乡村游多些念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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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 横道河子小镇中的“油画村”。

图② 横道河子小镇中的俄罗斯风情街。

图③ 横道河子小镇中的啤酒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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