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白蛇电影故事”为主题的春节灯展。

游客正在美心红酒小镇内体验“打春牛”民俗。

古村落里喜上加喜

走进位于山西省高平市的苏庄，

红彤彤的喜字和红绸把人拉近欢喜的

氛围里，墙壁上、台阶上、灯笼上……喜

文化无处不在。青石板铺就的街巷蜿蜒

曲折， 保存完好的明清古建筑飞檐翘

角、雕梁画栋，古建筑的青灰色与喜文

化的红色交织、 映衬。 这里抬头见喜，

低头见喜，处处见喜，整个村落都因喜

文化而格外热闹。

《高平县志》记载，北魏太武帝拓

跋焘曾于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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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到泫氏县 （高平

市）观赏连理树。 这为当地“喜”文化提

供了史料注解。 以此为基础，当地挖掘

丰富的传统婚俗文化，让一片民间传统

古院落群摇身一变，成为婚礼主题的大

型

cosplay

城———喜镇苏庄景区 。 从

2021

年开始接待游客，到

2023

年开始

举办婚礼，如今苏庄的年客流量已经达

到百万人次， 古老的文化焕发出新

的生机。

在春节期间，一场“炎帝灯会”让

历史悠久的苏庄在欢喜中又增加了一

些年味儿。

苏庄作为“炎帝灯会”的主会场，

以中国传统婚礼和“喜” 文化为核心，

打造了白蛇电影故事、剪纸艺术、婚姻

礼仪等互动式、 沉浸式的传统文化灯

展，在契合蛇年新年主题的同时，推出

各类民俗表演活动，包括彩车耍乐故事

巡游、八音会擂台赛、上党梆子戏曲展

演等，展现地方特色民俗文化，吸引了

不少居民和游客前来赏灯游玩。

“我们从网上看到视频 ，觉得这里特

别红火热闹， 过年期间就带着家人一起来

了。 ”正月初六，黄先生一家人从河南来到

喜镇苏庄， 走进古村落感受历史， 听这里

讲述的浪漫故事。

截至正月初五，喜镇苏庄春节灯会的

人流量累计达到

20.67

万人次， 高平市国

投文旅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副经理和鹏飞

说：“‘炎帝灯会’ 是我们今年春节的重头

戏， 我们希望让游客在喜庆的氛围中，感

受苏庄的文化底蕴和年味， 在这里有喜上

加喜的感觉。 ”

看着古村复兴，游客络绎不绝 ，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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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的王聪聪脸上有着藏不住的骄傲与

欣慰。 作为本地人的她在毕业之后决定回

到家乡， 成为景区的一名讲解员。 春节灯

会期间， 王聪聪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尽

管少了与家人团聚的时间， 但王聪聪说：

“只 要 游 客 能 玩 得 开 心 ， 这 些 都 不 算

什 么。 ”

古村焕新颜，灯火映千年。 近年来，苏

庄村通过文旅融合， 逐渐成为高平市乃至

山西省的一张文化名片。 春节期间， 游客

数量增加带动了当地餐饮、 住宿和手工艺

品的销售，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新活力。

（樊欣阳 文

/

图）

体验非遗技艺，品味民俗文化，入住乡村民宿……春节期间，涪陵区蔺市街道美心红酒小镇景区“年味

文化节”系列活动引来众多国内外游客观光打卡，从除夕到初六，景区累计接待游客超过

42

万人次。

“奔县游”“乡村游”是今年春节旅游市场的热词。 今年，重庆作为央视春节联欢晚会分会场之一，吸引

了全球游客的目光。

2

月

3

日，从多家旅游平台了解到，春节长假期间重庆市乡村旅游订单迎来增长，热度

持续攀升。

特色民俗成为“流量密码”

“从今天早上开始游客中心就已‘爆

满’

!

”

2

月

3

日， 涪陵美心红酒小镇游客

中心的工作人员徐李忙得脚不沾地。

美心红酒小镇景区位于重庆市涪陵

区蔺市镇梨香溪西岸， 景区内乡村振兴

之眼摩天轮、乡村土特产、滨江乡村民宿

等深受国内外游客追捧。

“民俗文化是小镇的‘流量密码’。 ”

景区相关负责人说， 这几天景区内举办

了蛇年迎春灯会，舞龙舞蛇、写对联、土

特产展销会等活动也吸引了不少游客，

还吸引了长江师范学院的外国留学生前

来体验春节民俗文化。

从大年初一开始， 景区内还依次设

计了龙蛇共舞巡游会、迎财神民俗活动、

打春牛贺新春等活动， 多场春节民俗主

题活动，让景区“人气爆棚”。

“没想到一台‘村晚’能看到各地民

俗文化！ ”从湖南赶到秀山县洪安镇旅游

的杨女士激动地说，当地“村晚”迎新春

系列演出之一民间吹打乐《欢乐的土家

苗寨》让她印象深刻。

洪安镇是重庆、贵州、湖南三省市交

界之地，有一脚踏三省、“渝东南第一门”

之称，也是文学家沈从文笔下《边城》的

原型地。 独特的地理条件，让当地成了民

俗文化“富矿”。 今年春节期间，洪安镇将

“村晚”系列活动延续了下来，在边城洪

安景区内，大足鲤鱼灯舞、秀山花灯歌舞

等节目让各地游客应接不暇；舞台之外，

古镇内还有“幸福拉拉渡”农趣游戏、打

糍粑民俗体验迎接四方游客。

今年春节前夕， 重庆市农业农村委

发布了

2025

年新春巴渝农耕文化体验

游十大精品线路， 为市民和全国游客推

荐一个“年味满满”的乡村之旅。 有了官

方推介，忠县农耕文化体验之旅、黔江·

土家农耕文化体验之旅等线路， 迎来了

一波游客高峰。

乡村民宿一房难求

正月初二上午

8

点， 北碚区金刀峡

镇小华蓥村“浮岩间”民宿，厨房飘出阵

阵香气。

民宿外，山色旖旎，阳光洒落，还有

一片尚未退却的云海；民宿内，窗户上贴

着大红色的福字，大红灯笼高高挂，点缀

出浓浓年味。

这个春节， 民宿的经营者徐娟格外

繁忙。

3

年前， 在重庆中心城区工作的徐

娟选择返乡创业。“金刀峡不缺山水灵

气，缺的是留住客人的方法。 ”返乡后，徐

娟将旧农房改建成拥有地暖、 壁炉的现

代民宿。

民宿一开业，便迎来大批“铁粉”，今

年春节前夕 ， 徐娟民宿的房间被预售

一空。

“以往民宿月均营业额约

15

万元，

这个月因为春节假期，能冲上

25

万元。 ”

徐娟笑道，这个春节她格外繁忙，但乡野

间的小小民宿，又格外热闹。

“现杀土鸡汤不能少，鱼要有一条，

客人包饺子的工具够不够……”在北碚区

澄江镇缙云村，“缙闲居” 民宿主理人刘

武一家正忙着补充食材， 一旁咨询预订

的电话铃声不时响起。

走进“缙闲居”，竹门草亭、鸡鸣泉

响、石溪板桥相映成趣，柑橘的清香与松

针香混合，彰显古朴田园风情。

今年， 刘武将农家乐升级改造为现

代民宿，迎来了一大波新订单。“改造后

我们只有

8

个房间， 收入却接近过去的

两倍，因为客单价上去了。 ”刘武说，乡村

特色民宿已成了不少游客度假“首选项”。

“乡村民宿可以让游客远离城市喧

嚣，享受田园生活，近年来格外火爆。 ”贺

乙说，当地的民宿大多在春节前半个月就

被预订一空，春节期间当地民宿的预订量

较往年有了大幅增长。

据悉，春节期间仅在巴南区，当地民

宿预订量普遍超过

90%

。

非遗引客下乡

2025

年春节是首个“非遗版”春节，

因此今年非遗在重庆乡村旅游“玩法”中

的分量很足。 例如，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铜梁龙舞”登上了央视春晚舞台后，在

铜梁区各乡镇贺新春系列活动中，“铜梁

龙舞”成了最热门的演出项目。

春节期间， 铜梁区安居镇安居古城

景区依托民间传统习俗，以非遗龙舞队还

原“龙出行”传统仪式场景，竞技龙、荷花

龙、 稻草龙等各色巡游队伍争先亮相，吸

引了中外游客现场感受年味。

高新区走马古镇用非遗点燃了游客

的热情：春节期间，舞龙队、舞狮队、花船、

腰鼓队等在古镇里巡游；当地村民自编自

演的莲箫舞、鱼灯舞等吸引了十里八乡的

村民前来打卡。

在巴南区西流沱小镇，木洞山歌、接

龙吹打、姜家舞龙等非遗展演吸引了不少

亲子游游客专程前往； 在梁平区屏锦镇，

梁平木版年画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徐家

辉则忙着指导各地游客体验梁平木版年

画技艺……

重庆市农业农村委相关负责人介

绍，重庆地域辽阔，丰富多彩的文化资源

散落在各个乡村， 例如綦江农民版画、石

柱土家族摆手舞等文化资源不胜枚举，未

来我市还将因地制宜打造乡村特色文化

IP

，发展乡村文旅新业态，推动乡村文旅

产业高质量发展。 （刘冲 文

/

图）

品民俗、玩非遗、住民宿……

春节期间重庆乡村旅游“火力全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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