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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风似笔，细雨如墨，一卷繁花映

天阔。

三四月间，新疆天山南北相继进入

盛花季，杏花、桃花、梨花等次第开放，

城乡弥漫着醉人的花香，一幅天山百花

图徐徐展开。近年来，新疆依托丰富的

花卉资源，重点发展赏花经济。繁花朵

朵，成为当地旅游经济新引擎、乡村振

兴新抓手、产业经济新亮点。

连片花海

春天在哪里？新疆阿克苏人说，春

天就在果园里。每年 3 月末，阿克苏都

会迎来赏花、踏青小高峰，各县市以花

海为主题，开展丰富多彩的赏花活动。

“阿克苏市的梨花，库车市的杏花，

新和县的桃花，都值得一看。”阿克苏地

区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党组书

记骆娟如数家珍。她说，赏花经济已成

为阿克苏地区旅游新亮点，七县二市都

有主打赏花品种，形成了别具特色的花

海矩阵，赏花经济发展态势已从过去的

单打独斗向区域联动转变。

从一朵花到一捧花，天山南北，各

地着眼于共同做大赏花经济蛋糕，着力

培育赏花经济带。

吐鲁番市高昌区亚尔镇上湖村，被

誉为“杏花第一村”。亚尔镇通过实施

种植补贴，鼓励村民种杏树，近 3 年来杏

园面积扩增到逾 500 亩，主打春赏花、夏

尝杏旅游卖点。与此同时，该镇与坐落

在吐鲁番的兵团第十二师二二一团联

动，共同培育赏花经济。

“我们充分发挥在吐鲁番旅游大通

道前关口的优势，与地方共同培育杏花

经济，取得了明显成效。”二二一团党委

副书记、副政委安志刚说，团场与地方

在赏花经济上的合作实现了一加一大

于二的效果，成为吐鲁番市与兵团第十

二师兵地融合的一个切入点，也是当地

旅游经济的增长点。

游客萨拉麦提·夏拉普说，杏花、巴

旦姆花好看，杏子、巴旦姆果实好吃。

看过杏花、巴旦姆花、桃花，觉得整个春

天都特别养眼。

喀什地区各县市在培育赏花经济

过 程 中 ，十 分 注 重 区 域 联 动 。 3 月 28

日，该地区莎车县、英吉沙县分别举办

巴旦姆花节和杏花节、桃花节，联手打

造春日打卡地集群。

品牌活动

万树江边杏，新开一夜风。走进素

有“新疆第一春”之称的吐鲁番市托克

逊县夏镇南湖村，万亩杏林繁花满园，

拉着游客的马车缓缓驶在柏油路上。

道路两旁，不时有热情的维吾尔族大叔

发出美食“邀请”，大街小巷摊位上的特

色手工艺品琳琅满目。

每年 3 月，在其他地方还在“盼春”

时，南湖村已是春意盎然。和往常一样，

村民苏力坦·都尕木在自家门口的馕坑

前忙活着，展示售卖自家做的高粱面馕。

年逾七旬的苏力坦·都尕木是村里

种下第一棵杏树的人。如今，这位“带头

人”见证了南湖村的“致富路”。“30 多年

前我种下杏树的时候，可没想到今天杏

花也能带动村子增收致富。”苏力坦·都

尕木说。

依托气候优势，南湖村不断扩大杏

林面积，村民家家户户栽植杏树，如今

村里建成万亩杏园。每到春季，赏花游

热度不断提升，南湖村依势而为，引导

村民绿化村庄、美化巷道，并举办节庆

活动提升“人气”。自 2013 年以来，南湖

村举办了多场杏花季旅游活动，累计接

待游客超过 200 万人次。

“我把库房和羊圈进行了修整，房

子也进行了重新改造，就是为了让游客

有更好的体验。”拥有近 20 亩杏园、每亩

收入 3500 元左右的苏力坦·都尕木，将

自家的院子打造成农家乐，在杏花盛开

和杏子成熟的季节对外租赁，每月收入

3500 元。

各地以节会促旅，通过举办“赏花

节”“踏青节”等“装扮”赏花经济，引导

这一旅游业态走向品牌化，这是新疆赏

花经济的一个重要变化和趋势。

每年春季，新疆各地赏花节会纷纷

登场，旅行社推出“赏花日历”“赏花预

报”，赏花活动一直持续到深秋。铁路

部门还开行赏花专列，方便游客出行赏

花。新疆铁路旅游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黄庭奋说，今年计划开行各类

旅游专列 102 列，其中根据各知名赏花

地开花时间、花期长短开行疆内赏花旅

游专列 12 列。

作为新疆品牌赏花节会活动之一，

塔城“裕民山花节”自 2007 年开始举办，

品牌效应明显。“最初几届只有几天时

间，后来延长到几个月，现在的目标是

延长到全年，让次第开放的山花轮换做

主角，持续释放赏花经济潜力。”塔城地

区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局长柴

红华说。

阿克苏地区库车市被誉为“中国小

白杏之乡”，当地举办的杏花节远近闻

名，每年都吸引大量市民和游客观光旅

游，带动了生态观光、体验采摘、农家

乐、民宿餐饮等发展，在小白杏主产区

库车市伊西哈拉镇，农户三分之一的收

入来自乡村旅游业。

3 月末，

阿克苏地区

柯坪县杏花园

迎 来 了 今 春 首

批 游 客 。 为 扩 大

影 响 ，当 地 同 步 开

展了“春满花开，杏福

驼城”云赏花活动，在线

实景直播花海景色、浓郁

民俗风情的同时，销售驼

乳等特色农产品、文创产

品 ，延 伸 了 赏 花 经 济

链条。

“近年来，柯坪县投入

1500 多万元，建成了游客

接待中心、特色民宿、儿童

乐园、舞台广场等，接待能

力大幅提升。”柯坪县文体

广电和旅游局党组书记樊

鲁疆告诉记者，今后还将

建设自驾营地、烧烤营地、

跑马场、骆驼营地，进一步

完善旅游设施。

振兴之路

赏花节会品牌效应持续释放，在此

基础上，新疆各地坚持以花为媒，大力

推进产业融合，发挥乘数效应。如果将

赏花经济业态视为一只花篮，那么各类

“花篮”里，既有时令“赏花经济”，也盛

装着“赏花+”，延伸到传统赏花外的

范畴。

喀什地区莎车县将巴旦姆产业与

旅游业有机结合，每年举办文化旅游暨

巴旦姆花节、采摘节，既推动了旅游业

发展，又促进了农产品消费。莎车县文

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党组书记曹

晓康说，通过旅游带动，巴旦姆加工业

正释放潜能，巴旦姆蜜、巴旦姆酒、巴旦

姆乳、巴旦姆油等产品知名度越来越

高，莎车巴旦姆品牌价值稳步提升。

3 月中旬，在帕米尔高原腹地、塔什

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大同乡，到处都是

盛开的杏花，与山峰、麦田、河流一起，

构成了一幅高原之春壮美画卷。大同

乡 不 仅 是“ 杏 花 之 乡 ”，还 是“ 玉 石 之

乡”，当地结合两大优势推出“赏杏花、

结玉缘”之旅。鲜花越繁盛，玉石成交

量越高，3 月 15 日杏花盛开首日，“玉石

巴扎”成交额超过 20 万元。

“春天来了，花儿开了，乡亲们都

动 起 来 了 。”轮 台 县 以 赏 杏 花 为 切 入

点，将现代旅游观念与传统田园文化

活力相融合，让游客感受轮台自然美

景、淳朴民风、文化传承。轮台县哈尔

巴克乡党委书记吕甲兵说：“我们在赏

花季举办系列活动，激发村民参与旅

游的积极性。”

今年，轮台县举办的杏花节，紧密

结合乡村振兴，除组织赏花踏青之外，

还举办特色手工艺品展销、农副产品展

销和灯光秀表演等。在赏花之外还能

参与许多活动，体验性更强了。来自乌

鲁木齐的游客王彬笑着说：“这次来参

加杏花节，主题就是两个‘花’，一个是

赏花的花；一个是花钱的花。”

托克逊县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

游局驻南湖村“访民情、惠民生、聚民

心”工作队队长、村党支部第一书记木

扎 帕 克·尼 亚 孜 说 ，今 年 南 湖 村 投 入

1100 余万元加大基础设施提升改造，从

一条主干道拓展到 6 条旅游大道，规划

新增停车场，增加移动式厕所。同时，

农家乐、商店经营户增加到 100 多个，民

宿新增 50 多家。此外，还新栽种 500 棵

桃树、梨树和杏树，以延长赏花季。“我

们计划创建 3A 级景区，让游客有更

好的体验，也希望带动更多村民参

与其中，更好吃上‘旅游饭’。”

从“藏在深闺人未识”的一颗颗

民间遗珠到一座座“门前车马纷纵

横”的古色新村，江西省宜春市靖安

县仁首镇依托丰富的历史遗存，将农

旅新风融入古色古香，碰撞出一片奇

光异彩。

3 月 29 日，天朗气清，惠风和畅，

仁首镇团岗雷家古村迎来一拨慕名

而来的游客。漫步在古村的幽幽巷

陌中，呼吸着清新的空气，感受着明

媚的春日，看柿子树上新芽初上，观

当地老人巧制特色小吃，听七旬乡贤

讲述悠悠故事，邂逅民风淳朴的古村

情韵，其乐无穷。

雷家古村始建于南宋初期，迄今

已有 600 多年历史。然而，就在几年

前，雷家古村还是个鲜有人知的小村

落，村子里只有少数闲坐休憩的老者

守望，70 多岁的雷小华便是其中一

位。“没有开始保护时，我看着那些古

建筑被风吹雨打，真是心疼。现在好

了，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重视、帮助

下，雷家古村越来越漂亮和热闹了，

我还成了村里的‘雷导游’。”谈及古

村变化，雷小华感慨万千。

“在仁首镇，列入中国传统村落

名录的就有 3 个。这些年，我们在美

丽乡村建设大力推进下，聚焦聚力

‘两山’理论创新示范和‘生态+大健

康’产业发展，在保护古村资源的基

础上，对古村进行乡村旅游赋能，发

展壮大古村经济。”仁首镇党委书记

漆毛毛说，在保护性开发的过程中，

仁首镇按照修旧如旧、原汁原味的

原则，从休闲氛围、游道系统、空间

布局、建筑单体与古建院落等方面

将 3 个古村纳入半小时旅游圈，对其

进行恢复性建设。与此同时，将“百

善仁为首”民风贯穿其中，不仅完成

了 对 雷 氏 公 祠 等 重 要 古 建 筑 的 修

复，还打造了乡愁馆和村史馆，营造

出一幅“小小村落、袅袅炊烟”的古

村民居图。

走进水垅古村，“进士第”“郎官

第”“官厅”等古建筑群一字排开，整

个村庄风景优美、天然形胜。为保护

古村资源，更好地使水垅古村的各项

建设有章可循，制止乱拆乱建现象，

该镇邀请省内外专家和古建筑专家

编制了《水垅古村总体规划》。在古

村 1 平方公里范围内明晰了古村定

位，明确了古村保护区的等级划分，

阐明了土地利用和人口控制措施，强

化了景区建设的重要性和文化打造

的必要性。

在强化古村修复保护的基础上，

仁首镇依托自身生态优势，规划了一

条以滨河公园为起点，以石下采摘

园、大团茶立方和雷家古村、莲塘蓝

莓基地为主线的休闲旅游线路。重

点发展水稻种植、茶叶开发、水果种

植三大主导产业，描绘出一幅“一村

一品一韵”的丰收图景。

为进一步走好农旅融合新路，仁

首镇一方面积极鼓励企业通过举办

各种“采摘节”、参加各地展销会和博

览会，打响仁首农产品品牌；另一方

面进行旅游线路合理布局，增加“稻

油轮作”观光带建设，将生态农业与

休闲旅游相结合，扩大仁首镇知名

度，逐步把全镇打造成宜居宜业宜游

的乐活之地，为乡村振兴增添活力。

“来到这里，不仅能触摸到历史的印

记，体味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还能

感受别样的乡风民韵，相信此地将成

为越来越多市民假日的新选择。”来

自宜春市的游客李然说。

“接下来，我们将围绕山水风光、

乡愁文化保护性开发古村民宿和农

家乐项目，让百年古村婉转悠扬唱新

韵、源源不断引客来。”漆毛毛说。

天山南北天山南北

花香弥漫花香弥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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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风吹拂，片片花海、座座花园。

人们踏青赏花、打卡留影，赏花，成为

村民增收新引擎、乡村振兴突破口。

同时，一些地方的赏花经济面临

着“昙花一现”的现状。如何破解这一

难 题 ，笔 者 认 为 ，不 妨 从 三 个 方 面

入手。

首 先 ，从 重 外 表 到 重 内 涵 。 文

化 是 旅 游 的 核 心 竞 争 力 ，赏 花 经 济

也 是 如 此 。 应 注 重 提 升“ 花 海 ”气

质，实现从重外表到重内涵的转变，

通 过 充 分 挖掘美丽花朵背后的文化

资源，让特色民俗、历史文化助力赏

花经济，进而培育每一片花海的“唯

一 性 ”“ 独 特 性 ”，既 避 免 了“ 千 花 一

面”，又能实现“常来常新”、吸引“头

回客”变“回头客”。

其 次 ，以 花 为 媒 带 来 联 动 效 应 。

花期再长，终有花落之时。培育壮大

赏花经济，使其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

引 擎 ，就 要 提 供 更 加 丰 富 的 旅 游 产

品，推介乡村美景、美食、民俗、土特

产 和 文 创 产 品 ，带 动 旅 游 、休 闲 、餐

饮、服务等相关产业，创造更大经济

价值。力争在提升旅游服务中心、餐

饮、住宿、娱乐等硬件设施前提下，因

地制宜举办各类音乐节、文化节、美

食节等活动延长“花期”，积极引导农

户参与其中，做好“赏花后”文章，吸

引游客观赏主题公园、基地、加工生

产基地，购买食品、文创产品、精油等

商品。

最后，拉长链条形成合力。受气

候和地理因素影响，各地花期早晚长

短各有不同，为联手培育赏花经济带

创造了条件。新疆各地正突破行政区

划，通过组建旅游联盟等方式，强化区

域联动，为壮大赏花经济奠定坚实基

础。须强化顶层设计，推动各地赏花

节会活动差异化发展，互动互补、握指

成拳，让赏花从点到带、从一日游变多

日游，充分释放赏花经济潜力。

正视短板和不足，提升品质与规

模，壮大赏花经济，需在“花”外下更大

功夫。

壮大赏花经济功夫在“花”外
马呈忠

百年古村唱新韵
本报记者 刘 兴

图图①① 新疆乌什县奥特贝希乡新疆乌什县奥特贝希乡““杏花村杏花村””一角一角。。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图图②② 33 月月 2929 日日，，江西靖安县仁首镇雷家古村江西靖安县仁首镇雷家古村，，游客游客

和当地和当地孩童嬉戏孩童嬉戏。。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刘刘 兴兴摄摄

①①

②②

本版编辑本版编辑 陈莹莹陈莹莹 李李 静静 美美 编编 王子萱王子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