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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鼓现身美国

NBA

赛场

鼓，作为一种传统打击乐器，

是中国传统节日、 重大活动里的

重要元素。 近日，中国大鼓现身美

国

NBA

赛场的短视频备受关注。

这条经社交媒体传播的短视

频引起河南省洛阳市偃师区马屯

村制鼓协会会长王快景的注意，

“她们打的鼓是我做的，马屯大鼓

又一次登上国际舞台”。

马屯村是“中 国 制 鼓 第 一

村”，全村

3500

余人，有三分之二

的村民从事制鼓业， 年销售额上

亿元人民币， 并带动周边村镇上

万人就业。 目前，马屯村现有制鼓

企业

300

余家、制皮企业上百家，

不出村就能找到做一只鼓的所有

材料和配件。

谈及登上美国

NBA

赛场的大

鼓，王快景印象深刻：“客户在

2024

年

7

月定制了

40

只大鼓，要求鼓身

绘龙，鼓面有‘木兰鼓团’的徽标及

中英文字样。 ”

看到视频， 她一眼认出自己制

作的大鼓，“很惊喜、很激动，我为

走出国门的马屯大鼓自豪”。

这并非马屯大鼓首次登上国际

舞台。

2008

年，马屯大鼓曾在北京奥

运会开幕式上擂响。

2024

年，村里接

到马来西亚

4000

只鼓、 日本

1000

只鼓的海外大单。 近些年，马屯大鼓

借助电商渠道得以远销美国、 日本、

韩国及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

眼下， 距中国蛇年春节越来越

近， 马屯村各类鼓订单迅增， 村民

们也迎来最繁忙的制鼓时节。

近日， 中国新闻网记者一进入

马屯村， 便听到此起彼伏的制鼓敲

击声。 目光所及， 皆是各式红彤彤

的鼓， 这座中国手工鼓生产地的年

味格外浓郁。

如今， 马屯村人仍坚持手工制

鼓， 做一只大鼓通常需要十几道工

序。 大鼓、堂鼓、腰鼓、手鼓、战鼓、

民族鼓、花盆鼓、工艺鼓……几乎各

类鼓种村民都能做， 最大的鼓直径

达

5

米，最小的鼓直径只有

2

厘米。

“爷爷制皮，父亲修鼓，我是家

里的‘鼓三代’，电商卖鼓。 ”马屯村

“

85

后” 村民马寅威和村里不少年

轻人一样， 通过电商渠道将马屯大

鼓卖到海内外。 （韩章云）

百年古堡何以焕发新光彩

看皇城相府的文旅兴村之路

文旅探路

百年古堡变身

5A

级景区

曾经的皇城村，只是一个隐藏

于太行山深处的小山村。

20

世纪

90

年代， 皇城村凭借

丰富的煤炭资源实现了经济的快

速发展。 然而，随着煤炭资源的日

益枯竭，如何走出一条产业转型升

级的新路子成了皇城村亟须解决

的问题。

路在何方？ 皇城村将目光投向

皇城相府。

皇城相府，是清代名相、《康熙

字典》总阅官陈廷敬的故居 ，因康

熙皇帝两次驾临得名。

举村搬迁、古迹维护 、旅游开

发、 历史考察……

1998

年开始，皇

城村转型发展文化旅游 ，以“修旧

如旧 ”为原则 ，积极对皇城相府修

复修缮，历时

3

年多完成了一个投

资过亿、 总建筑面积

10

万平方米

的古迹保护与旅游开发工程。

“酒香也怕巷子深， 有好产品

就得宣传好。 ”在皇城村党委书记、

村委会主任、皇城相府集团董事长

陈晓拴看来，发展旅游不能只停留

在 开 发 层 面 ， 而 是 要 打 造 旅 游

品 牌。

2000

年，皇城村里拿出

280

万

元邀请《康熙王朝》剧组来皇城相

府实地拍摄。“这在当时是很大的

一笔投资。 ”陈晓拴心中有忐忑也

有期待。

一子落，全盘活。 随着电视剧

《康熙王朝》热播，窝在小山沟里的

皇城相府名声大振，四方游客纷至

沓来。

2010

年， 皇城相府跨入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行列， 逐步成为国

内知名的旅游目的地。 如今的皇城

相府 ， 每年接待游客达

180

万人

次， 旅游直接收入

1.2

亿元， 旅游

综合收入

3

亿元。 景区连年入选全

国

5A

景区百强名单。

推陈出新

文旅融合彰显古韵今风

夜幕降临，游客跟随演员行走

在相府中，身临其境地感受这座巨

宅曾经发生的故事，这是皇城相府

打 造 的 品 牌 实 景 融 入 剧《再 回

相 府》。

推陈出新的背后，是皇城相府

对于探索文旅融合发展的思考。

“旅游的本质在于挖掘文化 ，

文化是不可复制的地方特色。 ”陈

晓拴说，观众对《再回相府》这样的

演出印象深刻，就是因为其中所蕴

含的文化能触动观众的心。

从“看山看水 ”转向“人间烟

火”，在休闲度假旅游兴起的当下，

陈晓拴也在思考，如何把皇城相府

打造成大旅游生态圈。

“我们整合了周边的郭峪古城

景区、海会书院景区、九女仙湖景

区、蟒河景区等，各自发挥所长，共

同打造宜居宜游、功能耦合的大景

区。 ”陈晓拴介绍说。

如今，游客们可以在皇城相府

纵览帝师之宅的巍峨壮观，品味相

府文化的深厚底蕴；也可以在海会

书院领略两座玲珑宝塔的绰约风

姿；还能在宁静深邃的九女仙湖划

船，在郭峪古城的闹市街头漫步。

抱团发展

五村合一打造共富先行区

全国人大代表、村干部 、企业

家……有着多重身份的陈晓拴认

为，最有压力的事便是做村党委

书记。

如何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

如何带动更多村民就业增收？ 如何

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一个个有

关乡村振兴的问题萦绕在陈晓拴

的脑海里。

郭峪村、史山村、沟底村、大桥

村，

4

个依河而建的古村落与皇城

村毗邻而居，地域相连、文化相通、

发展相依。

2018

年，皇城村与周边四村签

订了“五村一体化发展合作协议”，

从各自为营到抱团发展，系统整合

周边旅游资源，构建五村旅游产业

联盟 ，打造樊溪河畔共同富裕先

行区。

发展旅游业的同时，皇城村的

产业触角伸向更广泛的领域。

2018

年开始，依托南太行丰富

的蜂蜜资源，皇城相府集团开始生

产蜂蜜发酵酒。 现如今，皇城相府

集团已成为一家集煤炭开采、旅游

开发 、生物制药 、生态农业等于一

身的现代化企业集团。

企业的发展也让村民的日子

越发红火。

“原 来 大 家 只 能 在 矿 上 上

班 ， 现在途径多了 ，皇 城 相 府 集

团有药业 、酒厂 ，部分 村 民 还 自

已做生意。 ”皇城村村民陈鹏乐

2010

年开始经 营 民 宿 ，“随 着 游

客量越来越大，一年能收入十几

万块钱 。 ”

大到医药费报销，小到孩子的

营养费和家中的菜肉补贴……皇

城村的村民们享受着包括住房、医

疗保险 、教育 、吃 、用等

20

多项福

利，过上了“少有所教、壮有所为、

老有所养、病有所医”的生活。

（王昕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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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家看故宫，官家看皇城。 皇城相府，这座被誉为“中国北方第一文化巨族

之宅”的古堡，以其独特的魅力和深厚的历史底蕴，吸引了无数游客的目光。

从挖煤炭到挖文化、从卖资源到卖风景，位于山西晋城的皇城村“挽着”百

年古堡皇城相府从历史深处走来，焕发光彩，走出一条文旅兴村的转型新路。

投宿庐山下

悠悠见乡愁

———江西省九江市濂溪区威家镇

威家村发展民宿产业兴村富民

冬日的阳光， 给江西省九江市濂溪区

威家镇威家村的房屋、田地、树木披上一层

暖色， 这个位于庐山脚下的小村庄显得十

分恬静、闲适。 一条清澈的小溪穿村而过，

一栋栋独具特色的民宿分布在小溪两旁。

来此住宿的客人，或在小溪边悠然漫步，或

在阳台上淡然品茶，或在院子里安静阅读。

远山近水，村舍农家，乡愁悠悠，让人流连

忘返。近年来，威家村依托紧邻庐山北山园

门的优势，大力发展民宿产业，走出了一条

兴村富民的路子。

庐山纯境民宿是一个采用现代田园混搭

设计风格的庭院，青青的石板路，3 栋白墙灰

瓦的房子，简约明朗又不失温馨宁静。 安坐

于窗前，抬头，可见庐山连绵起伏；低头，可

见溪水静静流淌，将人带入纯净之境。“住在

这里，早上可登庐山看日出，傍晚可去鄱阳

湖边观日落， 白天可在田园村落间走动，听

鸡鸣狗吠，觅闲情逸致，真像走进了秘境！ ”

来自湖北武汉的游客柯宏宇惬意地说，“我

在这里住 5 天了，还舍不得离开。 ”

庐山纯境民宿原是闲置多年的 3 栋民

房，2023 年，威家村村委会从村民手中将其

流转过来，投入 200 多万元进行改造，以每

栋每年 5 万元的价格租给村民张亮， 合同

一签就是 12 年。“我们村紧靠庐山，开办民

宿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张亮高兴地说，

“2024 年 1 月，民宿开始营业，客源一直很

好，15 间客房经常供不应求， 去年利润有

30 多万元。 ”

与张亮租房办民宿不同，李小琴的“雲

山雨居”民宿是用自家老房子打造的。李小

琴在北京工作多年，房子一直闲置。2023 年

6 月，李小琴回到老家，投入 80 万元，将房

子改造成民宿，并于 2024 年春节期间正式

运营。

走进“雲山雨居”民宿，一股清新自然

的气息扑面而来， 让人充满松弛感、 治愈

感。“你有美酒，我有故事。 在改造中，我把

自己的知识、积淀、审美融于民宿的每一个

细节，让乡村的简单、野趣显现出质朴轻松

的美感。 ”李小琴说。

威家镇党委副书记李鸿剑介绍， 近年

来，威家村充分发挥临湖靠山的区位优势，

积极融入环庐山沿线旅游圈， 以农文旅融

合发展为主线，着力发展民宿产业，激发乡

村振兴内生动力。 威家村村委会带头流转

农民闲置房屋， 统一打造成民宿后对外出

租经营，此举既有效盘活了村民闲置资产，

又增加了村集体收入， 还起到了引领示范

作用。

看到民宿发展的潜力，村民们纷纷将自

家房屋打造成民宿。 目前，在威家村以庐山

纯境、香山雅居等为代表的民宿集群有客房

200 余间，旅游旺季时，单日客流量近千人，

年营业收入近千万元，盘活闲置宅基地和民

房 30 余栋，带动 100 余名村民就业。

李鸿剑说，该镇正在大力推动听山居、

莫奈花园等民宿项目落实落地，探索“政府

引导、社会参与、市场运营、群众受益”的民

宿产业发展之路。同时，积极探索“民宿 +”

发展模式，推动民宿与其他业态深度融合，

大力发展田园观光、农耕体验、休闲采摘、

文娱活动等业态，进一步丰富游客体验，将

民宿发展成“有温度的住宿、 有怀旧的产

业、有趣味的生活”，为游客提供舒适惬意

的休憩空间。

（曹诚平 文

/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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