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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冬之初，汉水之畔的石泉县后柳

镇热闹非凡，来自中央、省市县的 20 余
家媒体记者齐聚这座水乡小镇，深入民
宿景区、走进田间地头、探寻发展之脉，
共同领略青山绿水赋予后柳的多彩魅
力。

今年以来， 后柳镇累计接待游客
150 余万人，实现游客总花费 7.5 亿元，
其中中秋、 国庆假期接待游客 30 余万
人、游客总花费达 1.5 亿元……透过这
一组以万和亿为单位组成的数据，可以
清晰地感知到后柳镇在旅游产业发展
方面所取得的显著成效。依托得天独厚
的山水资源、良好的生态环境和便捷的
区位优势，该镇坚持“生态立镇、产业优
先、旅游富民”的发展思路，大力发展生
态游、研学游、民俗游、康养游等特色模
式，着力丰富旅游业态，强化基础配套，
相继建成后柳水乡省级旅游度假区、中
坝大峡谷 AAAA 景区、 中坝作坊小镇
AAA 景区和永红、 群英等 4 个省级以
上重点旅游村，发展特色农家乐（宾馆）
20 家、 特色民宿 24 家、 特色餐饮 60
家，形成了“吃、住、行、游、购、娱”一体
化旅游格局，谱写出文旅繁花满目秀的
诗意篇章。

农旅融合激荡振兴活水

立冬过后， 天乍寒， 行走在海拔
800 米以上的山间步道，莲壶春茶叶基
地里的茶树依然绿意盈盈，朵朵茶花在
枝叶间散发出冷冽的清芬，直让人沉醉
不已。远处，霭霭青山连绵起伏，氤氲的
水汽蒸腾在汉江之上，顺着天际线描摹
出一幅浓淡相宜的水墨画卷。

虽然已经入冬，但在这片精心打造
的茶园中，依然有不少的村民在茶垄间
忙活。 “你看我们这个茶园， 茶树的大
小、行间距基本都很统一，这都是精心
管护的结果。 现在不是采茶的季节，就

要趁着这段时间施肥修枝、 翻耕锄草，
把功夫做细点，明年春天茶芽才能长得
更饱满。 ”茶园负责人崔荣钰掰下一截
冒尖的茶芽，耐心地介绍茶园冬季管护
的技巧。

早在十几年前，崔荣钰就开始种植
茶树，“十三五”初期，他牵头成立了石
泉县莲壶春绿茶有限责任公司，历经改
建、搬迁、扩建，将原本几十亩的茶园发
展壮大到如今 1208 亩的面积， 在后柳
镇党委、政府及各级帮扶部门的倾力扶
持下，公司不断延长产业链条，最终形
成如今集种植、加工、销售及科研为一
体的综合性茶叶企业。

多年来，从初春到秋末，崔荣钰总
是在山头和厂房间忙碌不休。独特的加
工工艺、优质的茶叶原料，让莲湖春的
红茶、绿茶等茶叶品类不仅备受消费者
喜爱，还相继获得各项殊荣，2016 年第
二届安康生态富硒产品博览会上，莲壶
春大众绿茶大放异彩， 拔得头筹；2020
年七月，在第四届安康富硒茶名优茶大
赛中，莲壶春生产的名茶“水乡仙毫”又
获得绿茶金奖……拿奖拿到手软的崔
荣钰，并没有因此骄傲自满，而是不断
围绕茶产业精耕细作， 请专家教技术、
走出去学经验，一点点将莲湖春打造成
后柳镇独具特色的品牌名片。

顺着 G541 国道行至后柳镇永红
村一组，面朝江汉、茶香四溢的山峦为
这片锦绣山水增添了别样的韵味，节假
日期间， 南来北往的游客兜兜转转，在
茶园里觅得自然真味，走时也不忘带几
包莲湖春茶和后柳特产， 馈赠亲朋好
友。

而当这幅农旅融合的卷轴在眼前
徐徐铺展开，便会发现该镇不止做好了
茶旅文章，在产业助力乡村振兴的征程
上亦交出了亮眼答卷。 该镇的特色林
果、烤烟、辣椒、魔芋、香菇、土鸡等种养
殖产业，皆依托企业、合作社、家庭农场

等载体发展得欣欣向荣，不仅为村民致
富增收拓宽了新路径，也为旅游产业链
的延长夯实了基础，使得后柳镇产旅融
合的步调更加行稳致远。

培育业态促进百业兴旺

“这里的自然风光真是太美了，和
我在网上看到的没有任何差别，我们去
逛了中坝大峡谷，还坐了游船领略汉江
小三峡的美景，真是不虚此行。 ”“后柳
是一个非常适合放空的地方，感觉这里
的生活节奏不疾不徐，让习惯了快节奏
生活的我们能享受到难得的慢时光。 ”
点开抖音、小红书、携程旅行等网络平
台，诸如此类的评价在有关后柳古镇的
视频评论区屡见不鲜，人们怀着对自然
山水的向往、诗意生活的憧憬来到这座
小镇，感受烟柳画桥、风帘翠幕的浪漫
风情，这座绿柳成荫、三面环水的小镇
也不负人们的期许，给予初到此地的游
客最大的惊喜。

因为这些络绎不绝的游客，持续迸
发的生机活力，让旅游业理所当然地成
为后柳镇的支柱产业，在时代更迭的节
奏中，也一点点重塑着当地人的生活生
产模式和思维观念。

春夏时节， 是后柳镇的旅游旺季，
每个周末，在集镇核心区域经营丽水嘉
园酒店的李强总是忙的脚不沾地，作为
一名返乡创业的“归雁”，李强原本在外
打拼的事业已经很成功，2020 年，响应
党委政府号召的李强回到家乡，在结合
当地发展实际的背景下，成立了碧水晨
毫茶旅有限公司，随后又在江畔开设了
以特色江鱼鱼宴为主打产品的丽水嘉
园酒店。 占地 700 亩的茶园和 100 亩的
枇杷园，辐射带动周边上百余名村民就
近就业务工，人均增收 6000 元以上，酒
店所关联的产业也使得当地农户种植
的农产品足不出户就有了销路。

“现在我们这里的年
轻人不像以前只能外出
务工谋生，依靠旅游业做
点小生意，一年收入相当
可观，剩余劳动力也能依
托劳务用工、兜售农产品
等渠道 ， 在家门口吃上
‘旅游饭’，日子越过越红
火。 ”谈及旅游业给家乡
带来的改变， 李强坦言，
人们不仅生活越来越好，
思维观念也在与时俱进。
“现在镇上有新建民宿或
者开发新产品的经营户，
会更多地站在游客的角
度想问题 ， 不断提等升
级 、优化服务 ，提供满足
游客多元需求的产品。 ”

事实也的确如此，通
过不断壮大旅游产业，引
得凤还巢、客来栖的后柳
镇， 持续丰富旅游供给、
强化产业内容。 按照“季
季有主题， 月月有活动”
的目标，固化春季水韵花
朝节、 夏季枇杷采摘、水

乡之秋鱼宴美食、冬季庖汤会等四季文
旅活动，举办农耕栽秧打谷、特产展销、
奇石根雕、 火狮子民俗表演等活动，打
造 “非遗+旅游”“农耕民俗+旅游”“体
育+旅游”等文旅融合项目样板 ，把群
众牢牢镶嵌在产业链上，实现一业带动
百业旺的发展目标。

挖掘特色绘就靓丽图景

夜幕降临，后柳镇的水色烟波并不
曾被黑暗遮蔽，步道旁的灯盏像一条珠
链，为静谧的小镇增添了一份别样的浪
漫，而在离集镇不远处的中坝村，此刻
正是锣鼓喧天、人声鼎沸的热闹场面。

中坝村中坝作坊小镇以绿水青山
为底色，田园风光为媒介，深入挖掘当
地的文化内涵，将活字印刷、扎染、泥塑
等非遗文化搬进小镇，并融合当地的传
统手工艺，把搨辣子、打草鞋、磨豆腐、
鼓气馍、藤编、麻糖等内容囊括于此，形
成了集农耕体验、休闲观光、研学旅行、
生态康养等多功能于一体的特色产业
集群，让原本名不见经传的小山村变成
了远近闻名的作坊小镇。

而为了深度展现当地特色，讲好后
柳故事，每年腊月，中坝作坊小镇还会
举办独具特色的庖汤宴，从四面八方赶
来的游客纷纷汇聚在一起，围坐在长桌
旁，品尝特色庖汤。 经过数年来的精心
打造、全力培育、大力推广，中坝作坊小
镇的庖汤宴已成为当地的一张特色名
片。 冬寒料峭的时节，闻讯而来的游客
在闹热的氛围中品美食、逛集市，体验
非遗文化、游览后柳山水，任身心在这
一方天地徜徉舒展。

华灯初上时，中坝作坊小镇的广场
上还有篝火晚会，人们围着篝火载歌载
舞，期间穿插的烧狮子表演更是将气氛
推向了高潮。

通过搭建生活场景， 融入文化传
承，中坝作坊小镇将乡魂乡愁贯穿旅游
发展的全过程，不断夯实文化链、产业
链、服务链，打造差异化文旅特色，让原
本的旅游淡季也依然人潮汹涌，创造了
“冬季不冷”“过夜经济”等中坝现象。

见一叶而知深秋， 窥一斑而见全
豹。 深入后柳镇的各个景区景点、特色
民宿、饭店宾馆，便会发现当地为旅游
业的蓄力长红做足了绣花功夫。无论是
旅游产品的精耕细作， 还是景区步道、
停车场等基础设施的打造，抑或节假日
期间干群齐上阵为游客做好服务的暖
心举措，都充分诠释着细微之处的真功
夫。 在石泉县委、县政府的统筹谋划和
历届党委班子一任接着一任干的接棒
蓄力下，后柳旅游领跑向前，实现了从
旅游小镇到旅游强镇的华丽蝶变。

东风浩荡浪潮涌， 蓄势扬帆再起
航。 站在时代新征程的节点上，后柳镇
党委书记武绍峰用掷地有声的话语言
表出推动特色文旅高质量发展的决心。
“聚焦多元融合发展的方向，全镇上下将以
时不我待的奋斗姿态、只争朝夕的拼搏
精神， 大力发展文旅业态新智生产力，
以农文旅产业之‘进’奏响振兴强音，为
建设‘美好石泉’贡献后柳力量。 ”

渝鄂陕交界处，有一条传承 5000 多年、蜿
蜒 150 多公里的古盐道，始发地就在镇坪县钟
宝镇， 它承载着岁月的沧桑与历史的厚重，自
古便是文化贸易的交通要道。

如今，随着镇坪县紧密型城乡公共文化服
务共同体建设蓬勃开展，一支支充满活力与魅
力的舞蹈健身队伍相继涌现，她们正用热情与
智慧续写着古盐道上的精彩故事。

钟宝镇塘坊坝社区是一个有着 500 多人
的移民搬迁社区，居民来自 5 个镇 7 个村。 村
民离开家乡的土地后，如何让群众“迁得出、稳
得住、快融入？ ”谱写好搬迁“后半篇”文章，成
为摆在当地镇党委、政府面前的重要课题。

每天天刚蒙蒙亮， 已经 60 岁的居民柯昌
秀就在微信群里面吆喝姐妹们在社区广场的
河坝边上操练《连厢舞》。这支舞蹈队的成员基
本上都是像她这样的乡村妇女，她们虽然年近
花甲，来自不同的家庭，有着不同的人生经历，
但对舞蹈的热爱却将她们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人们俏皮地称呼她们为“村花舞蹈队。 ”

农闲时， 只要音乐响起，“村花舞蹈队”的
成员们便会立刻放下手中的活计，化身为灵动
的舞者，尽情地释放自己的激情与活力。

柯昌秀是舞蹈队的带头人，她一直怀揣着
一个梦想，那就是为村里的姐妹们搭建一个展
示自己风采的平台。 起初，队员们对舞蹈一知
半解，有的甚至从未接触过舞蹈，但柯昌秀没
有丝毫气馁，她从最基础的舞步教起，耐心地
示范每一个动作，一遍又一遍地纠正大家的错
误，在她的悉心指导下，队员们逐渐掌握了舞
蹈的技巧，也对舞蹈产生了更加浓厚的兴趣。

社区广场附近的河坝，有一块近 300 平方
米的空地，如今成了舞蹈队的排练场。 连接川
陕的古盐道，见证了无数的历史变迁，如今又
见证着这群乡村妇女的追梦之旅，队员们常常
在社区的广场排练，阳光洒在她们身上，仿佛
为她们披上了一件金色的衣裳。她们身着鲜艳
的服装，随着欢快的节奏翩翩起舞，那优美的
舞姿如同绽放的花朵，为这片土地注入了生机
与活力。

连箱舞表演是充满活力与魅力的视觉盛
宴，每一次跳跃、旋转，都是对生命的礼赞 。
柯昌秀带领姐妹们身着色彩鲜艳的传统服饰，
随着欢快的音乐节奏翩翩起舞。连箱在他们手
中仿佛被赋予了生命，灵动地上下翻飞、左右
摆动，她们的动作整齐划一，步伐轻盈而有力。
她们时而跳跃，如灵动的精灵；时而旋转，似盛
开的花朵，每一个动作都充满了节奏感，与音

乐完美融合。连箱上的装饰在灯光的映照下熠
熠生辉， 随着舞者的动作闪烁着迷人的光彩，
整个连箱舞表演充满了浓郁的地方特色和文
化气息， 让人仿佛置身于一个欢乐的海洋，充
分展现了民间艺术的独特魅力。

“十多年来，我们用坏了七八个音箱，服装
道具都是我们自己买的， 我们虽然都是农民，
但是非常热爱跳舞。”一路走来，队长柯昌秀的
脸上总是洋溢着温暖的笑容。

去年腊月份，队员们得知了一个令人振奋
的消息，镇政府要在社区举行首届年俗文化节
暨文旅大集主题活动。大家的眼睛里瞬间燃起
了斗志， 柯昌秀鼓励大家积极排练扇子舞，她
说这是在家门口展示舞蹈队风采的好机会。

冬寒料峭，挡不住梦想的脚步。 今年正月
初六， 队员们一大早就已经来到了盐道边，她
们伸展着身体，活动着筋骨，为即将开始的“扇
子舞”训练做准备。音乐响起，她们迅速进入状
态，每一个动作都力求做到精准到位。 领舞的
邹友翠格外认真，她的眼神专注而坚定，每一
个转身、每一次跳跃都充满了力量，全神贯注

地投入到舞蹈中。
队员们互相纠正着动作， 彼此交流着心

得。“你这个手臂的弧度可以再大一点。”“你的
脚步要再轻盈一些。”大家在交流中不断进步，
有时候，为了一个准确的动作，她们会反复练
习几十次甚至上百次，镇坪县文化馆的老师也
来辅导教学，大家互相帮助，互相鼓励，共同进
步。

“学习扇子舞，我们的手上都磨出了茧子，
一个舞蹈一般要反复练习 15 天到 1 个月，就
是图个心里欢喜。 ”柯昌秀感慨地说。

舞蹈队的姐妹们每个人自费 150 元买了
演出服和道具扇子，精心准备。 今年正月十五
元宵节晚上， 民俗节舞台布置得十分精美，柯
昌秀和姐妹们化着漂亮的妆容，信心满满地登
上了舞台。 音乐响起，全场的目光都聚焦在她
们身上，如同一只只美丽的蝴蝶，在舞台上翩
翩起舞，她们的每一个动作都充满了自信和魅
力。 台下 800 多名观众被她们的表演深深吸
引，线上更是吸引了 5000 多人围观，向外界展
现了钟宝风采。

当晚，闹元宵、享年俗、赏花灯、猜灯谜、舞
狮、投壶等民间传统节目轮番上演，展现了钟
宝镇文化艺术的魅力，吸引了周围县区众多游
客和当地群众前来参与，营造出喜庆热闹的节
日氛围。活动的成功举办不仅为当地民众带去
了欢乐和幸福，也扩大了钟宝镇的知名度和美
誉度。

今年重阳节，柯昌秀和姐妹们带着扇子舞
在镇坪县政府广场和其他 14 个节目一同参加
老年文体节目展演。 钟宝镇党委政府、老年体
协专门为她们开了座谈表彰会，肯定她们为家
乡带来荣誉，也为全县加快建设紧密型公共文
化服务共同体做出了积极贡献。

这些年，“村花舞蹈队”自编、自导、自演，
学会了现代广场舞、连箱舞、花球舞、交谊舞等
十多种舞蹈。 “儿女们很孝顺， 我们要活得滋
润、有情调，身体好，就是给孩子减少负担，老
年生活也更有乐趣。 ”队员邹有翠对目前的生
活很满意。

“我们愿意为舞蹈队的成长壮大伸出手、
帮一把，扶上马，送一程，通过文旅融合发展，

继续讲好新时代盐道子孙传承新民风建设的
故事。 ”塘坊坝社区第一书记张力说。

而除了“村花舞蹈队”，镇坪县曳舞协会同
样令人瞩目，曳舞协会的会员们每年都要巡回
到各镇进行义务演出，动感、活力、阳光、自信
的舞蹈，吸引着乡村孩子们的眼球。

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的女老师李启美，就
志愿当起了教练，送教下乡。 协会目前有 100余
人，最大的学生 60岁，最小的 4岁。 她们表演的
舞蹈还曾在《我和我的家乡》栏目中“露过脸”。

一个周两次舞蹈课，李启美从县城骑车到
钟宝镇塘坊坝社区，来回要一个小时，教学一
个半小时，备课一小时，总共要花三个半小时。
但李启美并不觉得辛苦，她总是说：“要让每个
孩子都站在舞台中央。 ”她教授的校园街舞《舞
力全开》、曳舞《绿光》，让孩子们感受到运动的
快乐。

今年以来，镇坪紧密型城乡公共文化共同
体建设加快步伐，如火如荼。 通过文化资源下
沉、设施共享，钟宝镇塘坊坝社区中心的 80 平
方米百姓大舞台、30 平方米的大屏幕、600 多
平方米的室外场地以及 200 多平方米的室内
活动场地相继建成， 辐射全镇 4 个村 4000 多
人在家门口享受文体惠民的成果。

通过“群众点单、政府送单”，打造每个月
有主题、每个周有辅导、每天有值班人员的棋
牌、歌舞、乐器等优质文化服务。融合丰富的盐
道历史文化、民俗风情和自然景观，注入当地
人民的生活智慧、艺术创造和价值观念，使得
当地的文化共同体建设展现出多元性与统一
性的特征。

钟宝镇悠久的历史遗迹、 古老的传说故
事，见证着岁月的变迁和时代的发展。 丰富多
彩的民俗风情、独具特色的节日庆典、传统的
歌舞表演、独特的手工艺制作等，反映出当地
人民的生活情趣和创造力。这些民俗活动不仅
是群众的娱乐方式，更是传承文化、凝聚人心
的重要载体。

而今，钟宝镇的生态景观与文化内涵相互
交融，美丽的山水风光、独特的地理地貌，又为
文化共同体增添了自然之美，吸引着越来越多
人的关注，为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提供了更加广
阔的平台。 那条连接陕西重庆湖北的千年盐
道，依然静静地见证着这一切。 “村花舞蹈队”
就如同盐道上的亮丽风景，用舞蹈诠释着乡村
的美好， 用热情传递着内心对幸福生活的向
往， 在谱写新时代文化共同体建设的征程中，
书写出浓墨重彩的崭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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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舞者”激发古盐道文化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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