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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广州公布“图
书馆之城”建设规划

近日，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
正式印发《广州市“图书馆之城”建
设五年行动计划（2022-2026）》，
提出全面建成“图书馆之城”“智慧
图书馆之城”和“阅读之城”，到
2026 年全市建成公共图书馆（分
馆）、服务点3000座的目标。

截至2022年 6月底，广州市共
有公共图书馆（分馆）、服务点、自
助图书馆 1315 个，其中实现通借
通还的公共图书馆（分馆）、服务
点、自助图书馆 747 个，广州正式
迈向“千馆之城”。未来五年，广
州将向“智慧图书馆之城”“阅读
之城”进发，从数字技术与服务模
式创新两方面着手推进“图书馆之
城”建设。

创新：国际酒店“零
工”模式登陆北上广

9 月 1 日，希尔顿集团宣布在
中国区推出“零工”模式试点，成
为国内首家引入这一模式的国际
酒店集团。以位于北京、上海、广
州等 7 个城市的 27 家酒店为试
点，通过“小希斜杠”线上平台，员
工可以申请前往集团旗下同区域
其他试点酒店，尝试不同职位和工
作环境。

行情：家庭房、国风
酒店更受欢迎

首旅如家酒店集团近日发布
中秋小长假预定趋势。今年中秋
期间，近 78.3%的旅客选择在居住
城市周边出游。从出行天数看，
2-3天的行程最受欢迎，另有两成
多旅客的行程天数为 4 天 3 晚，拼
假出游成为新一代消费者的休假
潮流。

中秋期间，拥有多张床或套
房的“家庭房”成为绝大多数游客
的 首 选 ，在 预 定 订 单 中 占 比 近
60%。主题及风格上，高颜值、个
性化且更具传统文化特色的国风
酒店更受青睐——国风酒店代表
品牌“璞隐酒店”杭州市西溪湿地
店中秋期间的订单预订量环比上
升近 45%。

银发游：秋色专列旅
游产品吸引长者错峰游

暑假结束后，退休长者接棒亲
子家庭，成为国庆前淡季出游的主
力。记者从广之旅了解到，一批高
性价比的跨省秋色专列游产品近
日集中上线，包括3天-6天的中短
线，以及 9 天-15 天的跨多省份旅
游专列，覆盖广西、江西、湖南、云
南、西藏、四川、贵州、重庆、河北、
内蒙古及东北等多个热门秋色目
的地，吸引了不少有闲长者错峰省
钱出游。

红色专列：上海至嘉兴
红色旅游列车恢复开行

Y701 次上海至嘉兴“南湖·
1921”红色旅游列车于8月30日正
式恢复开行。这是中国铁路上海
局集团有限公司在今年推出的首
趟常态化开行跨省红色旅游列
车。该趟列车每日在铁路上海西
站至铁路嘉兴站间往返运行一次，
可方便各地游客经上海前往中国
共产党诞生地、红色旅游胜地嘉兴
游玩。

科技+：上海迪士尼小
镇迎VR 虚拟现实体验

上海迪士尼度假区近日宣布，
自9月10日起，毗邻上海迪士尼乐
园的购物、餐饮和娱乐区“迪士尼
小镇”将为游客带来全新虚拟现实
娱乐体验——超体空间 So Real
VR。在两层楼高的 VR 场馆内，
一楼将主打不同类型的沉浸式体
验项目，二楼是为迪士尼小镇游客
独家打造的全景沉浸式光影体验，
力求运用前沿科技为小镇游客带
来沉浸式虚拟现实体验。

据了解，本届大赛是面向全国高
校全日制大学生，鼓励优先选择全国
五批传统村落名录内或其他具有一
定产业典型性的村落与、鼓励选择广
东省广州市花都区所辖村落、鼓励选
择盆景花木专业村作为调研对象。

记者从大学生们提交的调研报告
中发现，有不少便是立足于广东省内
的传统村落。除了上述的广州花都
区赤坭镇竹洞村外，广州市花都区赤
坭镇瑞岭村、花都区新华街三华村、
海珠区小洲村，珠海市鹤洲新区桂山
镇桂海村、汕头市潮阳区金灶镇东坑
村、东莞市南社古村、中山市横栏镇
沙田水乡六沙村、中山市小榄镇北区
社区福兴新村、江门开平市蚬冈镇东
和村、恩平市歇马村、河源市和平县
林寨镇林寨古村等也是备受大学生
调研队伍的关注。下面一起了解一
下这些传统村落的特色特点。

广州瑞岭村：全国知名的盆景之
乡，盆景种植历史逾百年，广东省民
族民间艺术之乡（盆景之乡），“古树
大道”一路上苍劲有力的古树和形态
各异的盆景错落分布，每年在数十家
盆景园举办的盆景艺术节。

广州竹洞村：形成了盆景种植、鱼塘
养殖、精品民宿、竹洞湖、乡村旅游及洪
熙官武术基地多方面结合的发展模式，
逐渐成为具有文化底蕴的特色乡村。

广州三华村：是“徐姓”聚居地，距
今有 900 多年的历史，村中古迹众多，
祠堂、书院、民居、古树名木等构成花
都区内最大、最完整的历史文化街区。

广州小洲村：是广州难得一见的
保存比较完整的最具岭南水乡特色
的古村落，村内的古建筑 、小桥 、古
树、古巷、古码头、界碑石、古商业街
等，都较好地保存下来，被列为广州
市首批 14 个历史文化保护区之一，也
是著名的果树之乡。

珠海桂海村：位于伶仃洋上的珠
海桂山岛，距珠海市区约 17 海里，
桂山环岛游是桂山岛新兴旅游项目，
主要分环岛路及海面环岛游，民宿、

海钓等旅游业态发达。
汕头东坑村：以 农 业 为 主 的 经

济，是的典型“橄榄村”，除了种植橄
榄、杨梅等农作物之外，这里还有李
子、柿子等水果，广东省旅游特色村、
中国三棱橄榄、杨梅之乡，所在的金
灶镇是广东省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
示范镇和示范点。

东莞南社古村：现 存 祠 堂 达 22
间，古民居达 200 多间，具有鲜明的岭
南广府文化特色，为第二批中国历史
文化名村。

中山六沙村：一 河 两 岸 生 态 长
廊、十里水乡花田绿道等特色景点深
受群众喜爱。

中山市福兴新村：入选首批省级
近零碳排放区示范工程试点名单，村
里的独栋别墅顺序排列，形成了风格
统一的社区布局。

江门东和村：为第一批“江门市
十大美丽侨村”，村内有百年碉楼 7
座，人文景观丰富，合山铁桥和合山
水库也非常出名。

江门歇马村：因励学风气被称为
“歇马举人村”，是国家 3A 级旅游景
区，是“中国历史文化名村”“中国传
统村落”。

河源林寨古村：中国传统村落，
拥有“全国较大的四角楼古建筑群”，
古楼、古巷、古井及石刻、木雕、绘画、
名人书法有很高的观赏和考古价值。

9月8日，是第七届全国大学生“发现传统村
落”调研大赛（以下简称“大赛”）调研作品提交的
截止时间。羊城晚报记者从大赛主办方获悉，今
年共有220余支队伍报名，广东高校队伍更是踊
跃参赛。本期，我们跟随大学生们的调研脚步，
一起去重新发现广东那些传统村落之美。

自 2016 年起，中山大学
旅游学院、中山大学旅游休
闲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连续
6年发起了全国大学生“发现
传统村落”调研大赛，第一届
主题“发现传统村落：保护和
利 用 之 道 ”，收 到 170 份 作
品，比赛调研村落共有 111
个。大赛一直受到全国大学
生的热烈响应，并产生了丰
硕的调研成果。

2016 年至 2021 年，共收
到来自北京大学、中山大学、
四川大学等全国 300 余所高
校的 1000 多份作品，调研涉
及700多个传统村落，涵盖乡
村振兴、乡村治理、社区精
英、传统工艺、生计方式等十
余个主题，通过主题沙龙、微
视频、公众号推文、调研报告
等多种形式展示调研成果，
得到相关机构的大力支持，
已形成覆盖高校群体的广泛
知名度和辐射全国社会各界
的号召力。

今年是大赛的第七届，
由中山大学旅游学院和广州
市花都区赤坭镇人民政府联
合举办，中山大学旅游休闲
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大湾
区人文共同体”广东省哲学
社会科学重点实验室承办。
延续为青年与乡村搭建联结
桥梁的大赛传统，以“新乡

村·新产业·新活力”为主题，
以“传统村落+特色产业+新
要素+新力量”为关键词，号
召新时代全国青年大学生对
传统村落进行深入调研。

大赛收到了 220 余支队
伍报名，20 余支队伍是第二
次甚至第三次参赛。其中清
华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四川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山
东大学、中山大学、华南理工
大学、暨南大学、华南师范大
学等高校均有学生报名。

本届大赛特设“寻梦里
花乡，访乡间花事”花都专项
单元。该单元由广州市花都
区赤坭镇政府提供相关支
持，号召全国大学生关注和
探索花都区乡村振兴发展足
迹，以不同视角深挖花都历
史文化遗产、乡村资源、产业
故事。据了解，大赛自第四
届起，梅州市梅县区文旅广
电局，江门市新会区文化广
电旅游体育局，共青团新兴
县委员会、云浮市新兴县文
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先后作为
联合主办方，为参赛团队开
展深入调研提供了协助，特
设专项单元，依次是梅州市
梅县区专项单元、江门市新
会区“少年中国说”专项单
元、云浮市新兴县“新兴故
里”专项单元。

盆景种植、乡村旅游、精品民
宿、洪熙官武术基地……走进广
州市花都区赤坭镇竹洞村，看到
的就是一幅缤纷多彩的岭南乡村
画卷。眼前的美景，让专门从暨
南大学深圳旅游学院来到竹洞村
调研的大学生王鹏和郑协成二
人，感到有些“出乎意料”！

王鹏对羊城晚报记者表示，因
为就读的是旅游相关专业，因此已
参加过不少旅游景区调研活动，但
专门到乡村调研还是第一次。“虽
然已经提前做了资料搜集，这里的
现实情况还是和设想中差别很大，
现在旅游的基础设施条件其实已
经很好，进一步证明我们大学生就
是应该深入农村，不能想当然。”通
过调研走访，他们了解到竹洞村的
盆景远销荷兰、西班牙、意大利等
地，受全国各地甚至海外国家的欢
迎，如今更出名的是高端苗木种
植，吸引盆景喜爱者主动前来竹洞
村观赏购买。竹洞村内已建造盆
景大师工作坊、设立盆景博士工作
站、打造盆景精品园（如怡翠园、逸
翠园、满春园等），竹洞村的盆景种
植水平已得到广东省盆景协会及
广大消费者的认可。现在的赤坭
镇以竹洞村、瑞岭村为核心打造岭
南盆景小镇，全镇盆景苗木种植总
面积达5万亩以上，2万多群众直
接从事盆景苗木种植，年产值超过

5亿元。
竹洞村还将盆景产业与文旅

产业进行深度有机结合，赋予了
“文旅”村落新式内涵，成为红极
一时的热门旅游打卡点，获得“广
东省特色产业名村”“广东省文化
和旅游特色村”等荣誉 。作为花
都十佳赏花地，竹洞村竹林山道、
碧湖垂柳，是公认的风景优美的
乡村旅游目的地。除自然风景之
外，竹洞村也是岭南武术洪拳创
始人洪熙官的家乡。每年 3、4
月，竹洞村都会举行洪熙官武术
文化节暨黄花风铃木摄影大赛，
把握历史文脉，来弘扬岭南“洪
拳”文化。

王鹏和郑协成在充分走访后
了解到，竹洞村依托成规模的黄
花风铃木、优美的生态环境、大规
模的采摘园、综合性 的商业饮食
街以及洪熙官故里文化资源，源
源不断吸引游客，大力发展乡村
生态文化旅游产业，实现田园综
合体目标。通过举办黄花风铃
节、洪熙官文化艺术节、摄影美食
节等活动，开辟乡村文化生态旅
游新产业。

竹洞村村委委员吴艺帆则表
示，通过大赛让基层有了一个好
的发声平台，也让社会各界对传
统村落的发展有了更多的了解，
也能客观地带动发展。

2015年，中山大学旅游学院教授
孙九霞申报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
大项目“中国西南少数民族传统村落
的保护与利用研究”成功获批立项。
立项之前，孙九霞团队十几年来就一
直持续关注西南少数民族村寨，跟踪
研究多年。越是深入了解，越是感触
良多。“我们国家还有很多传统村落
值得去关注。”她深切体会到，乡土文
明才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根柢。

现在的年轻人大多都在城市长
大，或向往城市生活。“有的学生虽然
每年都回老家，却连村里几口人都说
不上来。”正因如此，孙九霞认为不仅
要“走进乡村”，更要“发现”，去了解去
体验才能有所发现，“如果年轻人看不
到自己家乡的美好，自然难以产生对
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她希望通过发起
全国大学生“发现传统村落”调研大
赛，引导学生真正走进乡村，回到乡
村，去感受乡土文明，保留乡土记忆和
乡土情怀，在学生的心中厚植对乡村
的热爱，以实际行动服务乡村振兴战
略。虽然孙九霞申请的基金项目只有
五年，但大赛已经进行到了第七届。

随着大赛的进行，孙九霞团队发

现广东省内的传统村落也非常值得
关注，因此从第四届开始特设了专项
单元，希望引导学生聚焦到这些地
方，特别是让来自当地的学生能重新
认识一下自己的家乡。她指出，现在
发达地区已经意识到传统文化对现
代化进程的价值，或者说乡村对都市
发展的价值，而传统文化复兴和乡村
旅游的发展是相辅相成的。

孙九霞介绍，大赛几年下来给
了她一个重要且直观的对比，靠近
珠三角的地区，虽然它的城市化程
度很高，但它的传统性也很强。对
于全国而言，广东乡村传统的文化
和生活习俗的传承有着强大的生命
力，展现的文化韧性特别强：乡村充
满活力，乡村跟城市没有断裂，它们
是一个连续发展体。哪怕像广州市
的猎德村已经身处都市化的珠江新
城之中，但是它的宗祠文化、传统龙
舟习俗等依然传承有力。这些可以
说是广东未来的发展优势，是大湾
区城市发展的潜力和魅力所在，也
是强大的核心竞争力。所以，她希
望有更多年轻人能真正走进传统村
落，用心领会乡村之美。

梦里花乡梦里花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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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员在调研返回途中欣赏中山六沙村田园美景
红延队提供

江门东和村联登楼 一心向东队提供

广州三华村徐公祠 罗佳珍摄 新华社记者 王翔 摄

河源林寨古楼 钟欣桐 摄

东莞南社古村非遗作品 陈欣怡 摄

景区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