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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州市云龙湖景色。 季春鹏摄

“村晚”火了 消费燃了

2

月

8

日，

2025

年全国“四季村晚”春季主场

暨“福建百姓大舞台”优秀群众文艺节目大联展活

动在福建省泉州市晋江市新塘街道梧林传统村落

举行。 现场，歌伴舞的热情洋溢、木偶戏的精彩演

绎、戏曲联唱的韵味悠长……从台上到台下，从线

上到线下，游客和村民共赏“村晚”、共品年味。

除了文艺表演，侨乡风味美食展、非遗市集、侨

批文化展览等“村晚

+

”配套活动，让当地文旅消费

热度提升。 据统计，自活动开展以来，梧林传统村落

客流突破

25

万人次，实现旅游消费

550

万元。

这场“村晚”是春节期间全国“村晚”的一个

缩影。

2025

年新春佳节，全国各地乡村被一场场

别开生面的“村晚”点燃，从湖南岳阳的张谷英村

到福建泉州的晋江梧林村， 从山东青岛的田野乡

村到四川乐山的葫芦小镇，“村晚” 如春风吹遍祖

国大地，为群众带来欢声笑语，更撬动了乡村消费

大市场，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

“村晚”搭台 文旅唱戏

春节前夕，

2025

年春节“村晚”主场活动在湖

南岳阳张谷英村举行，设置了“‘湘’当有味看村

晚

?

千年古村过小年文艺晚会”“逛洞庭古庙会

?

乐

翻乡村嘉年华”等四大系列活动，发挥“群众文艺

+

百业”特点，融入庙会、年货节等活动，并为景区

设计了一条古道游线路，打造永不落幕的“村晚”。

活动直播观看量

1010.2

万次，张谷英村旅游消费

额大幅增长。

浙江省丽水市可谓“村晚”的先行者，自

1981

年举办全国首场农民“村晚”以来，“浙派村晚”已

连续举办

44

年。 在

2025

年的“村晚”活动中，通

过打造沉浸式“村晚”样板，丽水推动“村晚”与村

艺、村礼、村宿、村集等业态融合发展，带动全市

1662

个景区村构建起完善的“村晚”运营体系，上

线全国首个“村晚”数字化应用“村晚梦剧场”，创

新建立起游客点单、平台派单、村民接单、社会评

单的市场化运作体系， 为乡村文旅产业发展开辟

新路径。

中国群众文化学会基础理论与创新实践研究

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王全吉认为，“村晚” 已经从单

纯展示乡村群众文化创造力的活动， 演变为助力

乡村全面振兴、 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重要力

量。它不仅展现了乡村文化的现代活力，更融入乡

村发展的宏大叙事中。

“村晚

+

”促进农文旅深度融合

“村晚

+

”为乡村消费注入新的活力。 村晚举

办期间多地推出的新春市集将当地特色美食、农

特产品、手工艺品等乡村好物集中展示。“村晚”满

足了人们的情绪价值， 新春市集营造沉浸式场景

的营销氛围，激发了现场观众与游客的消费欲望，

带动现场消费。

青岛“村晚”巧妙融合了当地的地缘风貌，将

原创文艺作品与乡村风情、非遗等元素融为一体，

打造出极具沉浸感的“村晚”样板。同时，活动还邀

请当地“网红”达人在现场进行网络直播，将“文化

+

旅游

+

消费”三者紧密结合。 据统计，青岛城阳

青峰村在举办“村晚”后，当地的农副产品销售额

同比增长

21.5%

。

多方参与 为土特产带货

在“村晚”带动消费的热潮中，社会力量不可

或缺。 春节期间， 中国文化馆协会与京东集团合

作，在京东超市年货节期间，在线上推出“村晚好

物”专区，为地方“村晚”特色产品带货，向用户推

荐吉林、黑龙江、江苏等

11

个省份的

1

万余种本

地名品和优质农特产。 仅

1

月

21

日至

23

日，“村

晚好物”销量超百万件，销售额过亿元。

甘肃省文化和旅游厅公共服务处处长陈永红

介绍，近年来，甘肃省采取“村晚

+

民俗活动

+

非

遗展演

+

旅游推介

+

特色产品展销

+

乡村体育

赛事……”模式，组织全省千镇万村老百姓通过唱

身边事、演身边人、道家乡美，形成了“群众编、群

众演、群众看、群众乐”的陇原乡村文化新风尚。通

过

2024

年省内各地近千场“村晚”系列活动，带动

乡村产业发展，累计销售非遗文创、特色农产品、

美食好物等近两亿元。

“村晚”为乡村经济多元化发展开辟新路径，

“村晚

+

” 模式的创新实践和社会力量的积极参

与，让文旅消费潜力得到充分释放，切实让群众享

受到更多发展红利。

（李荣坤）

当家乡有了流量

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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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刊

是什么让我觉得家乡有了流

量呢？

也许是某天在小红书上蓦然

刷到“徐州旅游攻略”，也许是春

节假期走在街上忽然发现路边一

溜车都是外地车牌， 也许是特色

小吃开始排长队， 也许是博物馆

竟然约不到门票……

号称“五省通衢”的徐州，虽

然交通便利， 却向来不是旅游胜

地。“乌衣巷口夕阳斜”“姑苏城

外寒山寺 ”“烟花三月下扬州”

“满眼风光北固楼 ” ……自古以

来， 文人墨客为同省一众城市写

下“旅游指南” ，却似乎淡忘了

徐州。

“古徐州形胜，消磨尽，几英

雄。 ”生于斯，长于斯，我从未想

到我的家乡———江苏徐州， 有朝

一日也能成为不少人竞相奔赴的

旅游目的地。

这两年的热闹场景是从未见

过的：宝莲寺通天阁前，寻找最佳

机位打卡拍照的人络绎不绝；云

龙山观景台上， 大批游客拿出手

机拍下远处的云龙湖落日； 博物

馆里，长长的队伍排到门口，只为

一睹金缕玉衣 、

S

形玉龙佩等文

物的真容。

是什么吸引了八方来客呢？

循着一拨又一拨的人潮望去，答

案呼之欲出。

两汉文化，底蕴深厚。作为两

汉文化的发源地和集萃地， 徐州

拥有龟山汉墓、 楚王陵等诸多两

汉古迹， 并称“汉代三绝” 的汉

墓、汉画像石、汉兵马俑更是能满

足游客对这座古城的千年遐想。

南北交融，滋味丰足。处于中

国南北分界线附近的徐州菜系味

型复合 ，兼顾了“北方人”和“南

方人”的口味。 每逢节假日，富国

街、丰储街等美食街巷人头攒动，

人们在米线、 烧烤等特色小吃店

前排起长龙， 只为品尝独具一格

的风味。

文脉华章，古韵今辉。漫步于

纵贯徐州主城区的南北中轴线

上，户部山、回龙窝 、戏马台、放

鹤亭等历史遗存， 构成了千年文

脉的基底，宜古宜今，俯拾皆有历

史，移步便是风景。

旅行， 是为了那些从未见识

过的风景、 从未触摸过的历史文

化、从未品尝过的味道、从未体验

过的生活方式。 从前的我在家里

待久了， 觉得徐州并没有专程游

览的必要。 但当我沿着游客的足

迹重新认识我的家乡， 以“异乡

人”的视角审视这座城市时，才发

现徐州完全符合游客对于宝藏城

市的期待。

近年来， 盛夏的烧烤三件套

吸引无数人进“淄”赶“烤”，冬日

的冰雪大世界拉开“尔滨”火爆的

序幕，春天的麻辣烫“手捧花”献

给甘肃天水……当“泼天富贵”突

然降临， 一座又一座城市瞬间跻

身网红城市之列， 当地文旅市场

火爆得令人咋舌。可以想见，一些

“养在深闺人未识”的宝藏城市也

都在憧憬着成为下一个“顶流”。

淄博、哈尔滨、天水……一座

座城市走红的原因各不相同，“必

杀技”却高度相似，那就是真诚和

热情。 通过政府和市场的有效联

动、居民和游客的真情互动，建立

城市文旅的良好口碑， 吸引更多

潜在游客“主动奔赴”。

汹涌的流量， 是否会转瞬即

逝，甚至撑不到下一个季节？热度

来临之后 ，如何将“网红 ”变“长

红 ”，“流量 ”变“留量 ”甚至“常

量”，是网红城市需要共同面对和

思考的问题 。 家乡徐州， 也不

例外。

在社交媒体上翻阅游客们的

徐州游记， 惊喜地看到家乡也在

为留住“流量”而默默努力。 如地

铁站提供免费行李寄存， 推出囊

括食、住、行、游、购、娱等各类优

惠券的旅游神器“汉符”，打造历

史文脉集中展示区彭城七里……

或许 ，一贯“低调 ”的徐州，距离

“顶流”还有差距，但从一点一滴

做起， 让人感受到这座城市的人

们对于美好生活的真诚追求，就

是持续聚拢人气的第一步。

作为徐州人， 自然希望更多

人能认识、走进、喜欢这座城。 希

望明年、 后年， 以及以后的每一

年， 都能在家乡看到熙攘的游客

群、流动的烟火气，和蓬勃发展的

新气象。

（刘杨）

云南凤庆：油菜花开增春色 美丽经济促振兴

春风拂面时， 菜花飘香至。

在凤庆县勐佑镇中和村云上花海

景区，千余亩油菜花竞相绽放，金

灿灿的油菜花在微风吹拂下轻轻

摇曳，绚丽多姿，吸引了不少游客

前来踏青赏花。

“每年油菜花开的时候都会

和朋友相约来这里游玩， 不仅有

金色的花海，还有花海云车、彩虹

滑道等各种游乐设施， 特别适合

约着朋友和家人一起来放松心

情、亲近自然。 ”凤庆游客杨慧开

心地说道。

据了解，油菜花花期会持续

到

3

月底左右。 在云上花海景区

的油菜花极具观赏性， 它生长在

山坡上，随着山势起伏，宛如一条

金色的丝带环绕在山间， 那黄澄

澄的花海与周围的机场、民宿、山

丘相映成画，形成了一幅“花在云

上开，云从脚下来，人在画中游”

的春日画卷。

近年来，当地依托良好的生

态资源优势， 加快推进特色农业

和乡村旅游发展， 将和美乡村建

设和产业发展有机结合。按照“发

展田园观光、 休闲度假、 宜居宜

业”和美乡村的思路，因地制宜打

造了多个观光景点，“春赏油菜秋

赏荞” 成为勐佑镇旅游的亮丽名

片， 吸引着八方游客前来观光游

览，农旅融合发展迈上了新台阶。

凤庆县勐佑镇小春油菜种

植面积达

12400

亩，油菜是传统

的重要油料、绿肥、蔬菜作物。 油

菜种植不仅可食用， 还可带来观

赏效益。 花期过后，菜籽榨油，油

菜秆粉碎制成牲畜食用的饲料，

可为农户拓宽增收渠道， 真正让

农民“装满钱袋子”。 近年来，为

守牢粮食安全底线， 当地高位规

划 、科学统筹 ，实现“一地多用 、

一地多季、一年多收”的目标，有

效解决冬闲地撂荒问题。同时，利

用“旅游

+

”“生态

+

”模式，不断

提升附加值， 进一步拓宽村民增

收致富渠道， 也带动乡村旅游发

展，助力乡村振兴。 （杨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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