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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溪县姚村镇：

观山观水观天下 宜居宜业宜休闲

农旅融合助振兴
姚村镇坐拥天生丽质的“一山两湖”、绽放美丽的“五朵金花”（5个省级美丽

乡村），还有许多可圈可点的“农业+旅游”的景点，为全域旅游发展蓄势赋能。
对于该镇3A级景区杜鹃花谷景区来说，一年一度的赏花节，可谓热门

的休闲游打卡点。看花观景赏民俗，流连忘返，不负春光；以花为媒，文旅融
合，“美丽经济”着实火了一把。

“山实东吴秀，茶称瑞草魁”。看罢杜鹃花，再跟着唐诗游览千年茶村白
阳岗，品读一幅幅茶文化主题墙画，感受省级非遗“瑞草魁制作技艺”的魅
力，然后登临高山茶园体验采茶之乐，煮泉品茗，清雅怡情。

到了初夏时节，四青村的蓝莓园和妙泉村的杨梅基地，花木扶疏、果香
飘溢，开启“采摘+吃吃吃”休闲游模式。

夏桥村的莲子基地，也是夏日休闲游的好去处。青山环绕，小河蜿蜒，
在这山水之间，大大小小的荷田顺着河流，错落有致地将翠绿和粉红一路铺
展。这里，除了视觉的惊艳，还有溪水的浅唱、青蛙的低吟、荷花的清香……

夏天休闲目的地还有妙泉村新建的野猪林“亲水公园”等。
初秋时节，“乡”约2A级景区泰清生态园。位于潘村村与红旗村交界处

的泰清生态园，林茂竹翠，鸟语花香，生态环境优美，有着清新、幽雅、别致的
园林特质。园里紫薇花开，火龙果上市，赏花、采摘的自驾游客人纷至沓
来。泰清生态园是2014年底落户姚村镇的生态农旅项目，800亩生态园设
计为三大板块，即生态园区、农旅园区和民宿区，其民宿区“泰清·茶韵谷”于
2020年入评首批省休闲旅游示范点。

近年来，姚村镇着力推进农业和旅游产业融合发展，一个个产业园通过
劳务带动为村民增收，同时又催生、激活了民宿（农家乐）经济，不断拓宽稳
增收、能致富的路径。对于夏桥集镇龙井山庄老板曹以六来说，乡村游的升
温给农家乐增添了人气：“周末或节庆日，生意还可以，玩鸦山古道和杜鹃花
谷的游客，中午大都到我店里吃饭，最多一天能接待七八十人。”

“农旅融合既能够兴村富民，也能够扮靓乡村、提升颜值，”该镇党委委
员陈林说，“接下来，我镇将持续在农旅融合发展上发力，各村（社区）立足实
际，聚焦‘一村一品’的培育，让农旅融合成为富民手段、振兴名片。”

（数据来源：郎溪县姚村镇人民政府）

近年来，郎溪县姚村镇党委政府立足“生态立镇、农旅兴镇”的发展思路，依托原汁原味的生态资源，按照宜居宜业宜
游的目标要求，持续推进乡村建设和环境整治，让生态更优美、环境更整洁、产业更兴旺、乡村更美丽，促全域旅游发展开
篇破题。

姚村镇是郎溪县唯一的山区镇，坐拥“一山两湖”（石佛山、天子湖和红旗
湖），生态优美。初秋时节，从郎溪县十字镇中转驶入S203大道。沿着这条绿
意斑斓的双向四车道行进，一路上，入目的都是青山绿水、田园民居；更有竹风
习习，溪水潺潺，有色有声的美景，令人目不暇接。很快便来到山环水绕的国
家4A级景区——观天下景区。

“观天下景区包括石佛山、天子湖、红旗湖3处自然景观，总面积15平方公
里；山水相依，浑然一体，是长三角腹地一处原生态特质的旅游休闲目的地。”
姚村镇党委书记陈敬亭介绍道。

一山两湖写意，风景这边独好。
观天下景区的“重头戏”是石佛山。登山的路径有两条，一是选择景区南

大门的游步道，二是从北大门乘坐客运索道“空运”登顶。
走游步道，踏着一级一级青石板铺就的山路，穿行在满目苍翠、光影斑驳

的丛林中，很快就到了山顶。选择“空运”，可以体验目前我市最长的一条客运
索道，其全长1050米，沿线设有9座支架，上下高差约250米。索道为单线循
环固定抱索器两人单箱吊篮，全线吊篮总数62个，每小时可运送游客300人。

坐上索道的吊篮，缓缓进入“竹海”，世界慢慢安静了下来，微风拂过，耳边
只有“沙沙”声。随着索道的上升，竹林“矮”了下去，伸手几乎就能碰到竹叶。
回眸一瞥，远处的群山和天子湖像巨幅水墨画，由远及近，慢慢地展示出清丽
的全貌。渐次登顶，山上的怪石风景像拉镜头一样，徐徐拉近、再拉近——呈
现在眼前。

石佛山海拔353米，山势峻峭，白云缭绕，属黄山余脉。山多怪石，山巅有
一巨石形似石佛，故得名。《建平县志》记载：“石佛岭在县南七十里，上有三石，
高二丈许，形若石佛，名其名也。”

“‘石佛撑云’是郎溪八景之一，”该镇副书记李念胜说，“2008年，石佛山
入选安徽省名山志。”

有着怪石“大观园”之称的石佛山，怪石嶙峋，触目异状，或如僧形、或如蝉
样、或如棋盘、或如屏障……景区工作者汪胜利介绍：“石佛山承黄山余脉，秉
九华佛理，蕴意石佛二字真谛，佛文化底蕴深厚，素称‘小九华’。怪石是石佛
山奇特的自然景观，大石九百九，小石三千三，一石一故事，石石有传说。可以
说，石佛山以石为骨、以石为魂，石头，让石佛山声名鹊起。”

其中一尊金蝉石，似一只三足金蝉安卧山巅，传说金蝉子系唐玄奘法身，
在其赴西天取经前因犯戒被如来一掌击落，石头背面隐隐有佛手印。前行数
步，又有一尊试剑石，据说岳飞当年征战皖南途经此山，石佛山住持赠以镇山
宝剑，将军欣喜之间挥剑击石，剑落石断，剑锋却完好无损。最神奇的要数风
动石，又称“活佛石”，突兀高耸，如天外飞来，山风乍起，此石便晃动不已。
2020年，石佛山风动石获评宣城市首届“十大网红打卡点”第一名。

有石有佛，方称石佛山。欣赏怪石之时，耳闻梵音袅袅，转身就是高耸的

万佛塔、五百罗汉堂、天王殿、弥勒殿等佛寺建筑，雕梁画栋，拱璧飞檐。石佛
山作为皖南佛教名山，佛文化底蕴深厚，相传清代末年建有寺庙99间，香火旺
盛，声名远播。如今，每逢庙会，香客、游人、商贾云集，庙会兼容了旅游盛会和
商贸集会，繁荣了区域经济，丰富了庙会文化内涵。

看完了山上的怪石，再登上山巅观景台“鸟瞰”山下的天子湖和红旗湖，欣
赏湖光秀色。

天子湖系人工湖，原名天子门水库，修建于1959年，控制流域面积35.50平
方公里，总库容3110万方，是一座以防洪、灌溉兼顾供水、休闲旅游的综合利
用的中型水库。风和日丽的天气，湖水清清，波光粼粼；湖畔有茶岛，阳春三
月，茶歌渔歌对唱，兼有水鸟翩飞，景致和情韵醉煞游客。2010年，天子湖获
批国家级“水利风景区”（第十批）。

红旗湖也是人工湖，原名塘埂头水库，修建于1959年，总库容3180万方，
现为宣城和郎溪部分乡镇的饮用水水源地。沿湖山场，翠竹与桃树倒映水中，
景致幽美。雨雾天气，湖面被水汽、雾气和山中的岚气所笼罩，袅袅飘逸，平添
了朦胧空灵之美。

姚村的山，是静美的；姚村的湖，是内敛的。天子湖湖汊纵横，从石佛山顶
鸟瞰，就像一个大写的“天”字仰卧在那里。另一侧的红旗湖，航拍就像一个大
大的“下”字。因登山顶观两湖如“天”“下”二字，故名为“观天下景区”。

2016年，观天下景区创成国家4A级景区。近年来，该景区多点发力不断
加强景区基础设施建设和旅游服务设施建设，优化环境，提升品质，争创国家
5A级景区。

一山两湖兴旅游

该镇姚村社区陈梅村小组，是2021年开始实施的省级美丽乡村建设点，
2022年7月完成所有建设任务。古村如画，建后更美。远看，村口“陈梅村”村
名牌是画面的前景；绿树与翠竹掩映，绿意盎然，粉墙与黛瓦组合，错落有致，

这是画面的主体；一条小溪穿村而过，浅唱着，是画外音。
入“画”走一走，主、次干道及停车场摊铺了沥青，平坦干净；家家户户收拾

得清爽整洁，庭院内花木扶疏；村子中间，新建的休闲广场及篮球场，被新植的
草皮和风景树点缀、修饰，开阔敞亮且生机勃发；古桥修复、河堤景观竣工、亭
台廊榭建好……玲珑雅致，古风扑面。

至此，该镇在建成黄家湾中心村（红旗村）、妙泉中心村、夏桥中心村、四青
中心村等省级中心村的基础上，又擦亮了第5张省级美丽乡村（陈梅村中心村）
的靓丽名片！

除了美丽乡村建设，各类整治项目的实施，夯实了村村组组的公共基础设
施建设，提升了村庄颜值。

今年6月底，对于姚村社区上街头组的杨玉宝来说，可谓愿望成真。他开
心地说道：“有了淘洗池，这下方便了，我们这几家不愁没地方洗菜、洗衣服
了。”上街头淘洗池的修建，得益于今年申报实施的姚村社区周边村庄整治项
目。该项目实施范围包括上街头、东边村、老伍队3个村民组。上街头组主要
实施027县道沿线绿化、美化及入户道路改造等工程；东边村组主要对主干道
进行改造提升；老伍队组整治内容为黑臭水体改造、河道及水田护坡、入户道
路完善及村庄内部整治提升等建设工程。同步实施了姚村集镇及外延形象品
质提升工程，于7月初完成道路增补绿、公共场地改造提升、墙面刷白、门楣店
招更新、沟渠修复等整治任务。

除此之外，该镇今年还申报实施了7个水库移民后期扶持项目（部分在
建）、“智慧平安夏桥”项目、潘村村卫生室项目、丫子山地质灾害点整治项目，

建设整治优环境

天子湖。

实施了天子湖村东门冲道路硬化、四青村河道护坡、潘村中心村文化广场、妙
泉村姚家塔集镇盖板建设等4个“一事一议”项目，以及夏桥村朝阳组、红旗村
新寨组等5个重点自然村环境整治工程，妙泉村乡村振兴扫尾工程也圆满划
上了句号。以项目工程为撬动，由点扩面为姚村振兴打好底色、擦亮颜色。

2022年，该镇掀起春秋两轮以“五清一改”为主要内容的“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热潮，整治范围由村组主干道向村庄内部延伸。完成年度200个卫生
厕所改造任务。全镇7个生态美超市（绿色公益银行）有效运行。

7月初，结合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该镇各村组又拉开了农村人居环
境专项整治改善行动的帷幕。镇、村干部分别深入所联系的村民组，利用村
民午休和傍晚纳凉的时间，召开“小板凳会议”，向群众解读农村人居环境专
项整治改善行动的主要内容，即整治农户庭院，实现“四净两规范”（即院内
干净、室内干净、厕所干净、房前屋后干净，生产生活物资摆放规范、畜禽养
殖管理规范）；改善个人卫生习惯，实现农村居民“四勤两参与”（即勤洗澡、
勤换衣、勤扫地、勤收拾，积极参与村民自治、积极参与村庄环境整治）。通
过大力宣传，构建“群众当主角，共唱整治戏”的共创共享格局，全镇106个
自然村持续有效推进人居环境专项整治改善行动，进一步打造宜居宜业宜
游的村庄环境，把多彩姚村装扮得更加清爽、整洁、靓丽。

广告

秀丽山色。

环境美化志愿服务。

人居环境专项整治村民座谈会。

杨梅采摘。

泰清生态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