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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阔平坦的道路旁，一座巍然耸立的大牌坊上，写着“千秋畲族
文化”六个大字，这便是云梯畲族乡的核心区——千秋畲族村了。

抬步向前走，只见一幢幢具有畲族民族特色的房屋散落村间，
各种考究的旅游标志标牌指引方向，平坦宽敞的村道旁，溪流淙淙，
绕村而过，深处形成潭，浅处便成溪，给村庄增添了几分灵动。

“垃圾山少了，垃圾桶多了；主干道‘白改黑’了、畲族特色
路灯亮了，出行便利了；老旱厕不见了，空气也清新了……”村
民朱荣发站在自家院子里，向记者细数着近年的变化。今是昨
非，除了“天生丽质”，千秋村如今的高颜值更离不开的是时代

孕育、政策扶持，短短数年间，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
的引导下，民族团结进步的深入开展、美丽乡村建设的稳步推
进，使得这里的面貌焕然一新。

“畲乡的变化受益于党的政策好。”云梯畲族乡乡长钟晓晋
介绍，宜居宜业的村容环境，离不开党委政府的精心打造。“近
年来，宣城市、宁国市两级党委政府和统战部门高度重视我们
民族乡的发展，专门设立少数民族专项发展资金，宁国市直相
关部门还在美丽乡村建设、危房改造、道路畅通工程、污水处理
及水利建设等方面给予我们政策倾斜。”

——以民族团结进步创建为抓手，在宣城市和宁国市统战部
门的积极引导下，两级市直各单位为云梯畲族乡的民族经济和社
会发展提供项目和资金支持，近三年来不完全统计达到800余万
元，为云梯乡基础设施建设和推进乡村振兴提供有力保障。

——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千秋畲族村被纳入省级美
丽乡村中心村建设，在大力完善设施建设的基础上，全面开展
农村环境综合治理，先后实施污水综合治理、农村环境连片整
治工程和千秋生态清洁小流域治理等项目，并新建了村级群众
活动中心和文化广场、文化书屋等，千秋畲族村也成功入选“中
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

“愿景”一步步变成实实在在的“风景”，而美丽则通过风景
慢慢转化成生产力。

村子里最耀眼的便是当地精心打造的畲族风情园，站在风

情园中央，象征畲族四大姓氏盘、蓝、雷、钟的四根图腾柱昂然
耸立，不远处，古色古香的楼台亭榭点缀其间，好一派风光。四
下望去，一个个装饰别致的农家乐或庄重典雅、或富丽堂皇，组
成了别具一格的“畲乡人家集群”，引领着畲乡群众一步步迈向
共同繁荣发展的远景目标。

“我们的风情园集旅游观光、休闲度假、民俗体验、商务
会议等为一体，既有可供观赏驻留的特色民居民宿，也有难
以复制的少数民族民俗体验。”钟晓晋介绍，“过去我们要发
展旅游，但基础配套不健全成了瓶颈之一。交通、住宿不方
便，游客进不来，来了也留不住。”如今通过美丽乡村建设，千
秋畲族村在宁国市首个完成村庄道路沥青改造，累计完成农
村改厕300余座，危房改造100余户，村村通道路硬化50余
公里。

一个村容整洁、设施完善、
环境优美、乡风文明的新
千秋全新亮相，游客
在这里能够充分
领略到“锦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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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着低缓的梯田行驶在
皖浙丘陵之间，便来到了安
徽省唯一的畲族乡，它拥有
一个如诗般浪漫而贴切的名
字——云梯。

从高处眺望，山连着山，
水自承一脉，竹海松涛共鸣，
枯藤古树参天，宁国云梯畲
族乡就坐落在这云雾缭绕、
青翠连天的地方。走进村
庄，色彩艳丽的民族服饰、琳
琅满目的手工艺品……到处
散发着畲家烂漫的风情。

“民族风”，不仅成为云
梯响当当的“名片”，更铺就
了群众向富裕富足阔步的金
色大道。作为我省唯一的畲
族乡，近年来，云梯畲族乡坚
持用足用活民族政策和惠农
政策，以民族团结进步为引
领，充分挖掘特色文化资源，
发展旅游业，走上了一条极
具民族特色的乡村振兴“快
车道”。

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云梯畲乡，正是这样一
个地方。

近年来，大批游客的到来，不仅让云梯畲乡变身网红打卡
地，也让村民们都吃上了“旅游饭”。

“四五年前，我们还不敢想，游客有这么多，旅游能发展得
这么好！”穿着畲族传统服饰的村民俞军在自己开办的民宿里
迎来送往。在乡村旅游业大好发展态势的吸引下，不少村民选
择从外地返乡创业，俞军就是其中之一。“2017年前我在郑州
上班。”一次节假日俞军回到家中，发现村里游客人山人海，很
多外地游客还到家里咨询住宿吃饭问题，这让他萌生了返乡创
业的想法。

在家人的支持下俞军回乡建立了畲乡缘民宿，一共有30个
床位。“算上特色农产品，旅游旺季最火的一个月收入接近20万
元。”俞军告诉记者，今年“五一”假期，5天便给民宿带来了约5万
元的收入，节假日“一床难求”，这是俞军不曾预料到的。“要被
客人记住，民宿就一定要有特色。”从一开始的“小打小闹”，到
如今的名声在外，他对民宿的发展也越来越有信心。

民族文化的底蕴与美丽生态的“高颜值”，是云梯畲族乡的
资源禀赋，也是民宿经济营销宣传的立足点。因为地域相近，
长三角的巨大市场溢出效应首先在这里显现，对准巨大的长三
角地区市场，云梯乡慢慢探索出自身的最大发展优势，从集群
化农家乐逐步定型为旅游集散地。

——彰显民族特色。云梯乡鼓励农家乐经营服务人员统
一穿着畲族服饰，乡政府给予一定补贴。并统一订制畲族彩

旗、“幸福吉祥彩带”和“和美畲乡”雨伞等民族标识产品，配备
到每一家农家乐，营造畲族村寨氛围。

——引导民宿发展。召开全乡旅游大会、组织农家乐外出
考察、出台《云梯畲族乡农家乐管理办法》，规范“畲乡人家”农
家乐集群的“五统一”融合发展。

——加强规范管理。开展农家乐集群整治，提升旅游服务
质量；探索建立农家乐行业诚信制度，着力营造规范、文明、诚
信、优质的旅游市场环境；加强对农家乐及民宿的规范管理；引
导农家乐“差异化”发展，促进旅游市场有序、健康、可持续发展。

作为客源地和景区之间的中转场所，畲乡农家乐专注于做
好自己的服务工作，并逐步掌握作为旅游集散地的核心定位，
即靠直通车、农家特色餐饮和住宿取胜。

“我们千秋村的游客群体基本已经成型，大部分都来自江
浙沪。”凤凰山庄的老板高国忠大学毕业后在新疆务工十年，在
外看到家乡越变越好，便带着妻子和对家乡的眷恋一起回乡创
业，2019年8月8日凤凰山庄正式运营。“虽然受到疫情的一定
影响，但是节假日我们基本都是满员的状态。”

如今，云梯畲族乡从最初的8家农家乐发展到现今的63家
2031张床位的“畲乡人家”农家乐集群。民宿经济逐步扎根，而
这批民宿经营者，不仅尝到了发展民宿的甜头，还带动周边农户
鸡蛋、笋干、茶叶等农产品销售，可谓形成了“连锁效应”。

“通过旅游开办农家乐、民宿，旅客们看到土特产不仅愿意
品尝，还都乐意花钱买着带回去，足不出户就能将农产品给销
售出去，既增加了农民群众的收入，也更好地激发了村民发展

乡村旅游的积极性。”钟晓晋告诉记者，目前全乡民宿直接从业
人员达200余人，年平均入住率接近70%，全乡农民可支配收
入突破22000元。

“十四五期间，我们还将对旅游基础设施进行提升，围绕特
色风情小镇建设，进一步打造乡村旅游，在云梯乡实现1个4A
景区、2个3A景区，使得旅游人数再翻一番，将旅游集散地朝
着旅游目的地的定位发展，带动当地的群众致富。”钟晓晋对畲
乡未来发展满含信心。

这是畲乡故事，也是民族团结与乡村振兴深度融合的一个
缩影。以民族团结进步促进乡村振兴的动力更持久，如今的畲
乡人“春天采制笋干、年中经营农家乐、秋天摘山核桃”流水线
般的生计已经让他们的生活越来越富，而云梯畲族乡，更是实
现了由“穷乡僻壤”到“中国最美休闲乡村”的蜕变，走出了一条
具有云梯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

“一阵日头一阵阴，一阵南风进竹林……”婉转悠扬的歌声
伴着音乐响起，是一群穿着民族服装的青年男女正在对山歌。
每年的“三月三”前后，也是云梯畲族乡最热闹的季节。畲乡对
歌、畲族婚嫁民俗表演……一系列精彩的节目让从四面八方汇
集而来的观众享受到一场独特的民俗文化盛宴。这是畲族乡
的“三月三”歌会，当地人称为“盘歌节”。在这一天畲族村民无
论老少，都会穿上节日盛装，登台欢歌载舞，歌声婉转动听、引
人入胜，欢快的气息流动在乡村里。

一身“凤凰装”，一曲展歌喉。一桌畲家宴，一街逐笑颜。
以节为媒，如何将游客留住成了云梯乡广大干部群众共同关注
的问题。“我们这儿资源禀赋丰厚、区位优越、风情独特，自然是
要全力发展旅游经济的。”钟晓晋告诉记者。

依托自身的民族优势和生态优势，近年来，云梯乡大力发展乡
村旅游，积极打造“最美畲乡品牌”，推进民族乡的乡村振兴步伐。

——积极探索乡村旅游发展模式，2018年，成立云投畲乡旅
游发展有限公司，借助“三变”改革的东风，引导各村资源和闲置
资产评估注入，开展旅游项目策划与市场营销，推广畲乡品牌。

——抢抓文化旅游发展机遇，打造畲乡乡村旅游重点项
目。云梯乡围绕千秋畲族村落景区、花溪谷景区建设和特色小
镇规划等，重点打造疗养度假、花海观光、民风体验等旅游项
目，积极发展创意景观、健康养生、户外运动等旅游新业态，举
办徒步骑行、登山、文旅节庆系列活动。

结合民族文化与当地特色资源，云梯乡打造了一批串联式
的旅游景点，汤公山万亩高山野生杜鹃、华东最大月季博览园、
千秋激浪、铜岭关、壕堑关、烽火台、将军关漂流、天龙古道、尚
村白鹿、摩崖石刻……

而除了如画的风光，原汁原味的畲族风情更是让云梯乡村
旅游声名遐迩。

清明粑、粽子、糍粑、竹筒饭、笋干、红曲酒……芳香四溢的
美味珍馐和丰富多彩的特色服饰是吸引游客的重要“法宝”之
一，而畲族婚嫁习俗则是畲家风情活动中最有特色、最富有情
趣的民俗活动，也是安徽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整个婚礼过程
中，喜庆是主调，歌舞是主场，新郎新娘是主角。哭嫁、拦路、杀
鸡，诙谐幽默，热闹喜庆。

“借助全域旅游契机推动乡村旅游大发展，一直以来，我们始
终积极发展具有浓郁民族风情的特色旅游业，积极挖掘和保护畲
族优秀传统文化，精心打造畲族文化建设新亮点、新载体。”在钟晓
晋看来，发展乡村旅游，文化内核是灵魂，而文化传承，关键在人。

——推动畲族特色文化的挖掘、保护和传承。编制《畲族
文化初步研究及民族特色建设发展专项指引》，引进并推行
畲族古民居建筑风格，新建畲族特色民居7幢，实施老民居畲

族 风
格 改 建
20余幢。

—— 建
立非遗传承人
制度。组织编制
《安徽畲乡文化集锦》
《畲族文化教材》，启动列入
中国名镇志的《云梯畲族乡志》编
纂，新编《说畲语》《唱畲歌》教本，并与各高校开
展畲族服饰、语言和文艺等方面的合作研究。

——打造文化传承平台。建成2000余平方米的安徽畲族
文化交流中心，涵盖畲族非遗文化演艺、畲乡特产展销和畲族
文化展览等功能，成为特色鲜明的民族团结宣传阵地。

畲乡韵更浓，游人也越来越多，近三年云梯乡旅游接待人
次和旅游收入均保持20%以上的年增长，2020年全乡接待游
客30万余人次，实现旅游收入8000余万元。

一村山水半村诗，依托生态优势和民族特色，借助如画
风光和民族风情的叠加效应，云梯乡用自身“特色”积聚发展
活力。

创建牵引 “美丽愿景”转化“美丽风景”●

文旅发展 “如画风光”叠加“民族风情”●

民宿经济 “精神富足”加持“生活富裕”●

举办特色文化活动举办特色文化活动。。

千秋畲族村一角千秋畲族村一角。。

云梯千秋花海云梯千秋花海。。

美丽的畲族传统服饰美丽的畲族传统服饰。。

千秋畲族村千秋畲族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