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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途漫笔··全域旅游看江淮·

小时候，母亲带着我去外婆

家。沿着茯苓畈蜿蜒的洋马河，

一直往前走，就能望见一个叫“堰

岸上”的村庄。外婆总在村口的

大柳树下等着我们，正月里的寒

风吹动着她的白发。

家乡宿松县曾经是古松兹侯

国，有着两千多年的建县史。这

里 有 着 许 多 像 堰 岸 上 一 样 的 村

落。游子思乡，最难忘记自己村

落的名字。村落的名字总是那么

温馨和甜蜜。

家乡在长江北岸、皖鄂赣三

省接合部。据《宿松县地名录》统

计，全县有近 5000 个大大小小的

自然村。村落的取名，或依据地

形地貌，或依据居民姓氏，或展现

一段历史，或展现民俗乡风，千姿

百态，各具风韵，构成独特的乡村

记忆。

村 落 以 地 形 地 貌 取 名 的 最

多。一般在山区和丘陵，村名尾

字多有洼、垄、坡、岭、宕、叉、湾、

冲、坳、尖、山等。如：陈汉乡的骑

骡尖、打杵叉、烂泥垄，北浴乡的

乱石壳、筲箕坦、锅川石，隘口乡

的剪刀石，二郎镇的石竹沟，凉亭

镇的缸钵洼、燕窝地、蟹子夹。这

些村名拙朴、形象、生动。洲区和

湖区因为地势低、多水，村名的尾

字多是墩、营、圩、埂、湾、港、坝、

湖 、渡等，例如张墩 、桂营 、史家

营、石坝、罗渡。比起山区和丘陵

区 ，洲 区 湖 区 的 一 些“ 姓 氏 ＋ 地

貌”式的村名少一点灵动的趣味，

但 同 样 包 含 着 厚 重 的 人 文 和 历

史。例如，汇口镇以营为尾字命

名的村落多，因为明朝初朱元璋

的军队曾经在这里安营垦荒。宗

营，就是安营的宗姓军人居多。

有一类村名，有着优雅的画面感，带着韵律节奏的

动感。如柳坪乡的风古屋，陈汉乡的滴水岩，隘口乡的

甘露坡、风声村、望云冲、过矶石，孚玉镇的桐子园，华亭

镇的白露窠，许岭镇的秋藤村，佐坝乡的渔雁村等，村名

背后都有一段故事。华亭镇黄大口村有刘家篱、张家

摆、古岭曹等村落，名字都有较强的地域风味。在陈汉

乡，有鸡鸣冲、白鹤冲、虎踏石、官堰头等，几个村落连在

一块，透着浓浓的山间野趣。

一些村名讲述的乡间故事十分优美。陈汉乡的九

登山，讲述的是禅宗五祖寻母九次登山的传说。陈汉乡

的上马石，讲述的是“田园宰相”石良从这里上马西征的

故事。汇口镇的归林村属古彭泽地域，东晋诗人、彭泽

县令陶渊明在这里作《风阻规林》二首，“归林”即“规

林”。佐坝乡的得胜山是一个小渔村，属横路洲。这里

是有名的古战场，是朱元璋训练水兵的地方。元末明

初，这里发生过惊心动魄的战事。五里乡的南台山曾是

唐朝闾丘县令为诗人李太白筑台读书的地方。

古老的村名，记录了地域历史文化。如仙田铺、太

子庙、杜溪屋、枫香驿、沙塘陂……仙田铺这个村落在

2380 多年前就已经得名了。追溯到西汉高后四年（公元

前 184 年），始置松兹侯国就在仙田铺。沙塘陂，在县城

以东，因李白《赠闾丘处士》有“贤人有素业，乃在沙塘

陂”的诗句而留名。太子庙也有 600 多年的历史。梁朝

昭明太子编纂《文选》伴随着游历，使得他在中国多地存

有文化遗迹，其中包括宿松。明熹宗年间，宿松民间流

传昭明太子在葫芦坡下显圣，于是有乡绅牵头建起了一

座庙。这座庙就是太子庙，清朝两位宿松籍的翰林院编

修石葆元、朱书都有诗文予以记述。

有的村落的名字，显得俚俗、率性、个性张扬，显示

顽强的生命力。隘口乡有个村落叫懒牛退轭。牛轭是

耕地时套在牛颈上的曲木。华亭镇有狗尾欠、苦岭咀、

坟峦屋、驼背树屋、吴家破屋，把这些“自贱”之名梳理出

来，也很有意思。这些屋场里多有书香门第 、耕读世

家。隘口乡的古山村落，至今民间还称之为“估亩山”。

传说古代粮官丈亩到此，山路崎岖，难于清丈，便登山估

亩而得名。华亭镇的先觉岭，老百姓口语“酸脚岭”，形

容岭太长了，走到这里脚走酸了。也有雅俗共赏的，如

华亭镇的雪山洼，地处横山腹地，冬季积雪时间长，故

名。长铺镇的鹅公包、泥里鳖，河塌乡的黑漆门楼，程岭

乡的黄鳝咀，汇口镇的快活岭，名字俗，却顺口。还有的

村名因时间久远产生讹传，如保持畈原为宝池畈，乌池

村原为污池村，韩文岭原为寒梅岭。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城镇化的进程，家乡的一些村落

已经消失了，然而作为文化记忆，村名依然在。我喜欢

用乡音来喊出村落的名字，乡音乡韵，沁入心扉。家乡

的村名既是乡愁，也是游子归家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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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罗鑫
本报通讯员 秦雯

“锁三吴，襟两浙。”广德市位于长三

角中心区域，素有“三省通衢”之美誉。黄

山和天目山余脉在此交汇，近百万亩竹海

延绵起伏，森林覆盖率近 60%，广德市更

享有“中国竹子之乡”的美名。

“东汭波吞岸，西桐水见沙。祠山千

古盛，州宅四时嘉。”近年来，广德市以推

进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建设为目标，打造

“快进慢游”网络体系，强化部门协调、促

进要素优化、推动资源整合，实现了由景

点旅游向全域旅游的转变。

完善设施，夯实旅游基础

春节期间，记者行驶在“竹乡画廊”旅

游风景道示范段卢泾路上，一路卢湖作

伴、青山相随，但见道路平坦开阔、田园风

光旖旎，好似听闻一曲牧歌。

依托现有公路网，广德市推出了“笄

山竹海—卢湖山水—甘溪长寿谷—动感

东亭”等竹林旅游精品线路，打造集旅游

观光、乡村振兴、现代农业、文化展示等于

一体的“竹乡画廊”旅游风景道，规划旅游

风景道为“12220”布局，即 1 条主环线、22

条支线、20 条慢行线路、主线 199 公里、支

线 386公里。

“竹乡画廊”沿线重要节点——东亭

乡颂祥村，村庄错落有致，村居掩映在茂

林修竹间，安静祥和又生机盎然。以“复

兴号”高速列车为模型打造的青创电商直

播基地，与穿村而过的高铁列车相呼应，

构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依托公路网串联全域旅游资源点，

以路为线、串珠成链，‘竹乡画廊’让沿线

禀赋资源更增活力、更具魅力。”广德市

交通运输局局长胡孝武告诉记者，2022

年广德市已完成“竹乡画廊”主线支线 40

公里提质改造及东亭至卢村 30 公里示范

段建设。

市域城乡公交体系全面建成；完善国

省干线、城区道路、景区沿线旅游标识标

牌 150 余块；推进城乡“厕所革命”，新改

建旅游景区、乡村旅游点旅游厕所免费开

放……近年来，广德市不断完善旅游设

施，夯实全域旅游发展基础。

“我市通过智慧旅游平台，能够为游

客提供景区预约、电子地图、客流监测等

智慧旅游服务。”在长三角旅游集散中心

大厅内，广德市文化和旅游局资源开发科

副科长马芮一边演示、一边介绍，一张电

子地图清晰地显示在屏幕上，广德市的旅

游景点和旅游路线一目了然。

政策保障，规划发展格局

2 月 1 日，暖阳高照，广德市卢村乡牛

山景区里游客熙熙攘攘，“彩虹滑道”“玻璃

栈道”等游乐项目前排起了长长的队伍。

“我们从 2021年 7月开始试营业，节假日高

峰期时，一天游客能有 3000余人。”景区总

经理张光清说，游客多自然是好事，但景区

也面临巨大接待压力。试营业初期，景区

上山入口道路狭窄、错车困难。同时，牛山

地势较高，山顶没有网络信号，景区无法完

成门票扫码验证等工作。

“这些问题不仅影响游客的旅游体

验，也存在安全隐患，更直接制约了景区

的发展。”卢村乡乡长刘社林告诉记者，该

乡积极对接项目资金，将景区入口道路拓

宽升级，原本宽 4 米的水泥路升级改造成

宽 6.5 米的沥青路；多次对接中国移动和

中国电信公司，安排专人对景区线路进行

改迁，对山上重点点位采用无线网络覆盖

的方法加强网络信号，实现景区网络信号

全覆盖。同时，卢村乡帮助牛山景区申报

3A 级景区，解决招工难等问题，进一步保

障景区运营和发展。

近年来，广德市强化政策保障，出台

《关于促进全域旅游发展加快旅游强市建

设的实施意见》等政策文件，编制完成《广

德市全域旅游规划》，对全市旅游发展进

行顶层设计。每年安排 1000 万元旅游发

展专项资金和 10%的全市建设用地计划

指标支持旅游业发展。出台《广德市休闲

旅游项目投资评估预审暂行办法》，2017

年以来，累计预审了 70 余个旅游项目，助

力旅游项目快落地、快推进。全市创新金

融产品，先后推出农商行“竹乡农家贷”

“茶农贷”，为全域旅游发展提供开放性金

融融资政策。

新杭镇金鸡笼村村民杨广燕通过租

用村集体房屋的方式，建设“九斗川云居

民宿”，但过程却是一波三折。“在民宿基

建和装修过程中，人工成本不断增高，我

们资金出现了短缺。”杨广燕说，“多亏了

广德农商银行主动上门对接，最终提供

180万元信贷支持，民宿才顺利开业。”

要素融合，打造全域品牌

阖家团圆贺大年，不少人选择在外举

办家庭宴会。1 月 23 日，大年初二开张

后，木子山庄每天宾客往来络绎不绝，人

气就像后厨的灶火一样旺。“每天要准备

五 六 十 桌 宴 席 ，日 营 业 额 最 高 可 达 5 万

元。”厨师长李前程一边备菜、一边介绍，

他曾获得“山水竹乡·品味广德”炖锅美食

大赛个人组金奖。

腊肉经过腌制后，色泽鲜亮，与切片

的冬笋放入锅中，嫩白与暗红“对话”。炭

火煨炖至咸香，隔着老远，都能闻到诱人

的香味。“这道笄山贡笋锅主要食材是腊

肉和笄山冬笋，食材考究，是本地的招牌

炖锅，许多客人都会点。”李前程说。

桐花鱼、横山雉、笄山笋、誓节沙河

鳖，这是老一辈广德人口耳相传的“广德

四绝”。美食荟萃迎客来，广德市成功打

响 了“ 中 国 炖 锅 美 食 地 标 城 市 ”品 牌 。

2022 年，“皖美好味道·百县名小吃”系列

活动之“山水竹乡·品味广德”炖锅美食大

赛举办，评选出“广德十大炖锅”等美食，

并发布“广德特色美食旅游路线”。广德

美食，正在长三角地区快速提升知名度美

誉度。

围绕“吃住行游购娱”六要素，广德市

坚持走运动休闲与文化旅游相融合的道

路，旅游新业态蓬勃发展。当地连续举办

七届中国·广德环东亭国际山地自行车

赛、十一届广德茶文化节，成为长三角具

有较大影响力的节庆赛事活动。2022 年

底，广德市成功举办长三角“一地六县”康

养游推介大会暨文旅联盟会议，现场签订

“一地六县”《广德宣言》，正式发布长三角

“一地六县”康养游优惠政策。

“修一条路、串一路景、兴一方产业、

富一域百姓”。2022 年，广德市成为首批

安徽省全域旅游示范区。“我们以‘竹乡

画廊’风景道建设为抓手，打造‘快进慢

游’网络体系，完善旅游公共服务设施，

丰富旅游产品供给，推进旅游要素保障，

大力发展乡村旅游，构建了全域旅游发

展大格局。”广德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

杨远祥说。

竹乡画廊竹乡画廊““快进慢游快进慢游””

■ 本报通讯员 崔艳

新年以来，梅娉艳一直在自己的“梅姑娘

乡村市集”上忙碌着，将黄山市黄山区乌石镇

舒溪村的太平湖鱼、土鸡蛋、火腿肉源源不断

地搬上都市人的餐桌。

舒溪村是太平湖畔一个安静的村庄。梅

娉艳返乡创业多年，将爷爷的宅基地改造成民

宿“梅姑娘的院子”，从此沉寂的舒溪村有了越

来越多的“新村民”，他们经常一来就住很多

天。“‘新村民’真是太喜欢我们这里的土货了，

前不久，我一天收到了 40 万元的订单。”梅娉

艳说。

这些“新村民”来自北京、上海等大城市，

留恋舒溪村的山水，更对绿色健康的土货着

迷。用心的梅娉艳并不满足于民宿经营，依托

舒溪村以及黄山区丰饶的物产，她创立了“梅

姑娘乡村市集”品牌，整合设计乡村农产品，以

“民宿+客人+村民”模式，为村民们拓宽土特

产销售渠道。

梅娉艳和丈夫韦东杰把每一份订单都看

成送给“新村民”的礼物。他们为这些土特产

设计独特的年礼包装，韦东杰还为每一份订单

书写朴素直白的祝福语，如“发大财”“要健康”

等，将土货带着舒溪村民们滚烫的祝福，送到

“新村民”的手中。

焦村镇汤家庄村为了让“新村民”过一个

有味道的新年，在村中新开了一家面包房。从

高校放假回乡的李翰阳说：“这真是新年的一

个惊喜！从来没想过，在家门口就能品一口刚

出炉、带热气的蛋糕，喝一口现磨的咖啡。”

面包房主人郭山秋韵几年前来到汤家庄，

也有这种惊喜感。这个被绿水青山填满的村

庄，是个看星空听鸟鸣的好地方，她来了就不

想走了。

曾经，汤家庄的美更多是优越的自然环

境，美中透着一些空。自 2015 年起，郭山秋韵

和丈夫张力从深圳来到汤家庄，开启他们的乡

村建设计划，汤家庄开始迸发更多吸引力。张

力是学设计的，结合皖南村庄的特色，为汤家

庄量身定制了“从筑·黄山”，让原本废弃不用

的老村部、大会堂、老茶厂、民宅等旧舍焕然一

新，成为集精品民宿和田野研学于一体的旅游

项目。

“ 从 筑·黄 山 ”唤 醒 了 汤 家 庄 的“ 沉 睡 资

源”，这座被秧溪河环抱的村庄醒来了。汤家

庄采取“村集体+企业+农户”模式，进一步盘

活、改造闲置农房。渐渐地，村子里的“新村

民”越来越多了。在舞蹈方面有成就的张毅，

退休后便来到汤家庄，租下一处闲置农房，一

年要住上八九个月。张毅说，住在汤家庄就是

自己梦想中的生活。“新村民”的智慧和活力带

动了老村民，老村民的淳朴和勤劳也感染了

“新村民”，新老村民的协力，打响了“在汤家庄

有个家”这一品牌。

这个春节，浓浓年味弥漫黄山区各个秀美

山乡，一个个慕名而来的“新村民”度过别样新

春。郭山秋韵说，这个大山深处的面包房就是

送给“新村民”的一份新年礼物，同时，也是新

老村民坐在一起聊聊天的好地方。

黄山市黄山区特色民宿蓬勃发展，吸引越来越多来自大城市的“新村民”前来住宿体验——

山乡有好礼 款待“新村民”

作为首批安徽省全域旅作为首批安徽省全域旅游示范区之一游示范区之一，，广德市推进广德市推进““竹乡画廊竹乡画廊””风景道风景道

建设建设——

近日，黄山市黟县宏村景区游人如织。

本报通讯员 许家栋 摄

广 德 市 笄 山

竹 海 景 区 。（资 料
图片）

广德市笄山竹海俯瞰广德市笄山竹海俯瞰。。（（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