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段时间，来看花的城里人不少。

我打算从今年起提供春季赏花住宿服

务。 ” 近日，息烽县青山苗族乡绿化村

民宿产业发展带头人、毓秀民宿投资人

蒋辉看见熙熙攘攘的赏花游客十分激

动，他告诉记者，在过去发展夏季避暑

游的基础上，村里还可以进一步发展乡

村旅游。

绿化村是传统的农业村， 处于群山

间，散布着梯田。 几年前，村里大力发展

菊花种植产业， 成为小有名气的菊花观

赏打卡点。 此外， 村中还大量栽种了李

树、桃树、梨树等果木。 每年初春，层层梯

田绽放油菜花，桃花、梨花、李花，美丽的

花海宛如一幅“田园画卷” ，吸引大量游

客前往打卡。

绿化村的民居多半在半山腰上，家

家户户推开门窗，梯田、花海尽收眼底。

蒋辉的民宿就处于这样的一个观景台

上，今年开春，不断有前来赏花的游人询

问他能否提供赏花就餐服务， 让蒋辉看

到了新的发展机会。

绿化村驻村第一书记龙妙介绍，这

两年， 快速发展的避暑旅居产业让村民

看到了致富新机。“赏花热打开了我们的

思路，我们想进一步挖掘乡土文化资源，

发展乡村旅游。 ”

蒋辉介绍，绿化村正在围绕“春赏

花、夏避暑、秋采摘、冬季体验民俗活

动” 四季主题规划乡村旅游， 激发发

展潜能。 “村里今年避暑季活动将升

级硬件，进一步放大菊花观赏价值 ，让

旅居客人来村之后 ， 除了享受凉爽天

气，还能收获独特的乡村旅游体验。 绿

化村还将种植更多花卉，吸引更多游客

前来赏花。 ”

息烽县绿化村

梯田花海有“风景” 更有“钱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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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气温回升，贵阳贵安各地花香

四溢。 越来越多的游人前往乡村花海、

田野， 追逐春的足迹，“打卡” 乡村美

景。 “赏花经济” 火爆，为乡村振兴注

入了新的活力。

3 月 23 日， 如诗如画的南明区永乐

乡景色吸引着众多游客前往踏青赏花。

在水塘村桃花坞，一家名为“乡厨” 的农

家乐的 10 间包房就被提前订完。 经营者

胡雪莉介绍，“乡厨” 于 2021 年 10 月开

业以来， 借力永乐乡桃花和永乐花海资

源，经营状况一直不错，特别是周末的客

流量比平常多一倍。

水塘村党总支书记龚道祥介绍，水

塘村主导产业为果蔬种植，其中，桃树种

植近 4000 亩。 依托花期掘金 “赏花经

济” 也是该村产业发展的重点。

桃花坞的“观李园” 是在水塘村去

年探索推进村集体经济“1+1” 发展方

式的背景下开办的农家乐。 该农家乐于

2023 年 10 月开业， 由村集体出资 51%、

村民出资 49%，占地约 15 亩，四周不仅

有油菜花田、 桃花林， 院内还种植了十

余棵李树，成为不少游客的打卡地。

游客狄娜娜说， 她和朋友每年都到

永乐乡赏桃花，今天又到桃林拍了很多

“打卡” 视频。 她们在农家乐品尝了盗

汗鸡、黄焖牛肉等特色美食后，整个下

午都在院子里的 KTV 放声高歌，玩得十

分尽兴。

据了解，水塘村以农家乐为主的村集

体经济去年经营性收入达 336 万元，比

2022 年多了 200 多万元， 村民通过土地

入股、 资金入股等方式分红 100 多万元。

今年村集体收入预计将突破 500 万元。

“我们还将不断丰富花卉品种。 2023

年在永乐花海种植马鞭草、百日草、粉黛

等花卉， 今年种植的蓝香芥预计 4 月开

花，粉黛种植面积将扩大至 11 亩，为游

客提供四季有花的赏花体验，让‘赏花经

济’ 的‘花期’ 更持久。 ” 龚道祥说。

水塘村“赏花经济” 不断升温，得益

于南明区发展“赏花 +” 业态，开展丰富

活动的精心谋划。

今年 3 月 23 日、24 日，南明区以“一

跑一会、一玩一赛、一集一拍” 为主要内

容，在永乐乡举行第六届南明·永乐桃花

跑、路边音乐会、“桃里棻方” 沉浸式剧

本体验、“甲秀杯” 舞龙公开赛、“赶场·

永乐” 市集等丰富活动，以桃花为媒，以

活动造势，持续做足做好“农文体旅” 融

合发展文章。

23 日 13 时 30 分，在桃花坞“赶场·

永乐” 市集现场，羊角村村民陈启平带来

的特色农产品十分抢手， 一上午便卖了

500 枚农家土鸡蛋、60 多公斤农家米、10

公斤布依米酒，白菜薹、豌豆尖等蔬菜更

是被抢购一空。

据了解，本届活动围绕“体育 + 旅游

+ 文化 + 产业” 融合发展的思路，将目前

越来越受群众喜爱的短跑、 健步走运动

与永乐乡的赏花资源、文旅资源相结合。

通过活动期间的引流， 将永乐乡特色农

产品展示给大众， 将当地的民宿、 露营

地、亲子基地、农家乐介绍给市民及外地

游客， 为永乐乡乡村振兴提供更广阔的

宣传渠道，建立良好的旅游品牌口碑。

“南明区永乐·桃花跑活动举办了

六届 ， 已经成为南明区乡村旅游的一

张亮丽名片。 接下来，我们将坚守文化

定位、深化产业融合，在相关活动中挖

掘活用永乐乡特色文化， 避暑季期间

拟在永乐乡举办体育嘉年华、 星空音

乐节等大型综合性活动， 将活动打出

品牌 、打出特色 ，让‘赏花经济’ 更加

火热、更可持续。 ” 南明区文体广电旅

游局局长孙广说。

这个周末， 在一合石龙生态园里举

办的第四届贵州石龙樱花文化节系列活

动， 让白云区牛场布依族乡石龙村变得

热闹非凡。

250余亩樱花次第绽放， 红花高盆

樱、染井樱、鄢陵樱等各类樱花让游客

目不暇接；布依族拦门酒仪式、阳光樱

花认领种植、茶苗种植体验、迷你花园

建造、乡村趣味足球邀请赛、草地音乐

会等多样活动让游客在石龙欢乐共享

周末好春光。

一合石龙生态园负责人张凤梅介

绍， 这个集农业产业化、 休闲养生、观

光娱乐为一体的综合性山体生态休闲

农业观光园，总面积约 680 亩。 “我们

在石龙种樱花已经有 10 多年了， 一开

始主要是种植樱花， 涵盖了国内外冬

樱、早樱、晚樱、秋樱品种共 20 余种。 ”

张凤梅说。

近年来，“赏花经济” 日益火热，牛

场乡、石龙村、一合石龙生态园等多方联

动配合，于 2021 年开始举办樱花文化节

活动。 “樱花节活动一年比一年热闹，我

们到石龙发展生态产业， 一方面吸引更

多人来到石龙、认识石龙，另一方面也带

动当地村民就业， 助推石龙村乡村旅游

发展。 ” 张凤梅说。

石龙村村民唐发林， 如今是一合石

龙生态园的技术管理人员， 他负责带领

工人开展修枝剪枝、除草施肥、防治病虫

害。 “在家门口打工，收入稳定，还能照

顾家里，这份工作很合心。 ” 唐发林说。

石龙村驻村第一书记邓召斌介绍，

村里的布依族、 苗族等少数民族人口占

比为 83.8%，民族民俗文化资源和生态资

源非常丰富。 近年来，石龙村在驻村工作

队的帮助下，以党建引领盘活生态资源、

民族民俗文化资源， 依托石龙民族民俗

文化馆、 白岩布依古寨、 一合石龙生态

园、龙滩河道、生态森林、古驿道等，探索

发展农文旅融合的乡村旅游产业。 截至

2023 年， 石龙村累计接待游客群众近 5

万人次。

2022年上半年，石龙村驻村工作队

积极对接各级有关部门，制定了石龙

村原乡居田园发展规划 ， 盘活近 200

亩闲置土地资源，启动了石板田现代

农业田园综合体项目 ，邀请省农科院

专家实地调研 ，种植了脆柿 、黄金奈

李 、 金银花等高附加值作物 ， 以 赏

花、摘果等生态经济为抓手 ，推动乡

村振兴 。

“去年种植的 20 亩粉黛花田观赏基

地，开花期一直持续到 11 月，吸引了很

多游客前来打卡。 ” 邓召斌介绍，这些项

目解决了部分村民的就业问题， 让村民

务工得报酬、土地得租金、入股得分红，

还带动了周边村民发展农家乐和土特产

销售。

在白岩寨经营“白果人家” 农家乐

的罗春燕曾在外务工 20 多年，近年来她

每次回家过年都感觉家乡在发生变化。

“盘山公路变成崭新的沥青路， 村民的

房屋都建得越来越漂亮， 村里还发展了

乡村旅游，来石龙的游客越来越多。 ” 罗

春燕说， 家乡的新发展新变化， 让自己

下决心返乡创业经营农家乐。

“春天有樱花、李花，夏天可以徒

步， 秋天村里的古银杏树叶黄了非常美

丽， 冬天森林里还有雾凇景观。 游客来

了不想走， 以后村里发展肯定会越来越

好。 ” 罗春燕自豪地说。

3月 23 日， 在观山湖区朱昌镇长冲

村的精品水果种植、采摘、观光示范点，

200 余亩洁白素雅的梨花迎风怒放，远远

望去，犹如阡陌覆雪，蔚为壮观。

“挖掘小众赏花景点，是今年春天赏

花季的潮流。 我在小红书看到了推荐，便

约上朋友一起来玩。 ” 慕名前来赏花的游

客李澄澄说，这里景色优美，空气清新，让

人神清气爽。

在这里经营“山里人家” 农家乐的盛

作武说，进入 3 月份，客人明显增多，到了

周末更是一桌难求，柴火鸡、自助烧烤、农

家菜等美食深受欢迎。

盛作武和朋友两年前就看到了在长

冲村发展赏花游的商机，回乡共同开办农

家乐，吃上了旅游饭。 “我们投资 40 多万

元去年已回本，今年开始盈利了。 近段时

间赏花游客多， 生意好时我们每天收益

5000 多元。 ” 盛作武说。

长冲村不只有鲜花和美食，良好的生

态环境， 加上近年来打造的大型果蔬基

地、农旅一体化观光项目，都是游客人数

逐年增多的原因。

近年来，观山湖区把“赏花经济” 融

入乡村振兴大格局， 长冲村围绕自身特

点打造集农业、旅游业、特色餐饮业、住

宿业为一体的特色产业村， 带动群众增

收致富。

依托朱昌镇 3000 余亩的赵官果蔬基

地，长冲村做好配套精品果园建设，打造

了 100 余亩精品水果种植、采摘、观光示

范点，种植了金秋悦梨、黄金奈李和观音

桃等精品水果。

长冲村党支部书记陈明贵说：“以花

为媒，却不限于花海。目前，村里有 3 家农

家乐、1 家农训基地，游客可以品美食、打

糍粑、参加篝火晚会等。 为拉长‘赏花经

济’ 产业链，村里还拓展了旅游 + 踏青、

摄影等系列观光休闲体验活动，让‘赏花

经济’ 与乡村旅游无缝对接，持续推动农

旅融合。 ”

三月赏花，七月品果。 精品果园内的

一株株果树不仅在引流入园、助推文旅经

济发展方面成效显著，在带动群众增收致

富上也作用巨大。

“果 园 的 水 果 一 直 深 受 消 费 者 喜

爱 ，往往一成熟就一售而空 。 ” 陈明贵

说 ，乡村旅游带动村里 12 人创业就业。

精品果园投产以来，年产黄金蜜桃 5 万

公斤 、 黄金奈李 6 万公斤 、 金秋悦梨 5

万公斤 ，总产值约 42 万元 ，吸纳就业人

员 15 人。

3月 24 日， 花溪区马铃乡马铃村黄金

谷首届桃花节拉开帷幕 ， 游客在花香馥

郁中看歌舞表演、时装走秀，流连忘返。

“路况好风景美，民风淳朴 ，这里是

周末休闲打卡的好地方。 ” 家住贵阳城

区的田驹与朋友在黄金谷十里桃花的美

景中度过休闲惬意的一天。

桃花节的舞台上载歌载舞 ， 而桃林

里却是书法爱好者挥毫泼墨的另一番景

象。据青岩书画院院长常德贵介绍，书画

院志愿者从去年开始，就在黄金谷创作，

为乡村振兴增添文化力量。 今年的桃花

节又有 10 余名志愿者聚集于此，为村民

现场挥毫赠送墨宝 ， 为赏花游增添文化

气韵。

桃花盛开的黄金谷位于马铃村猫脚

组。 此地取名“黄金谷” ，一是当地产野

生中草药黄金， 二是寓意黄金满谷致富

增收。

为促进乡村发展， 黄金谷当地成立了

马铃乡长筹井生态农业专业合作社， 通过

“公司 + 合作社 + 农户” 的模式，深化农业

产业结构调整，发展特色农业经济，促进农

旅融合发展。

“合作社成立后种植的这 150 余亩中

华血桃目前长势不错， 今年将首次挂果，

下一步合作社将在桃林中套种辣椒，稳扎

稳打推进乡村振兴。 ” 马铃乡长筹井生态

农业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杨少华说，黄金谷

紧临的红岩水库计划今年开始蓄水，即将

形成水上风光， 必将提升黄金谷的吸引

力。 黄金谷还有红色文化、二叠纪海洋化

石、观音洞、长筹井等资源，农旅融合发展

前景可期。

“举办首届桃花节， 一方面是要提升

黄金谷的知名度，为未来旅游观光打好基

础，另一方面，也希望为农业产业项目发

展争取到更多合作可能。 ” 杨少华说。

贵阳贵安各地花香四溢引客来

“赏花经济” 为乡村振兴“增色添香”

花溪区马铃村

致富花开黄金谷

白云区石龙村

文旅融合“花” 样多

游客在白云区牛场布依族乡一合石龙生态园赏樱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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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客在修文县沙溪村游玩。

观山湖区长冲村

花果为媒旺旅游

南明区水塘村

“赏花 +” 塑文旅品牌

游客在南明区永乐乡桃花园踏青赏花。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周永 摄

书画志愿

者在花溪区马

铃村黄金谷桃

林挥毫泼墨。

观山湖区

长 冲 村 梨 花

盛开。

息烽县青山苗族乡绿化村花海美不胜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