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生难得几春秋，休闲度假到随州。

古往今来，休闲是人们在自然中放松身心的一段旅程。

2023年随州市文化旅游产业发展大会上，随州首次将“休闲度假到随

州”作为城市文旅产业名片，并提出在全域打造区域功能完备、消费业态丰

富、辐射带动显著的休闲度假区。

今年10月18日至19日，2024年中国休闲度假大会在随州市随县举办。

中国休闲度假大会是由中国旅游协会于2017年发起举办的旅游行业全国性

标志性品牌盛会，此前已在浙江省丽水市、四川省遂宁市、山东省东营市举

办三届。本次主题为“体验休闲度假生活，培育民生幸福产业”。

山中、林下、泉畔、湖边……近年来，一批“小而美”的文旅新业态在随

州乡村悄然生长；散步、骑车、自驾、闲坐……游客们不拘玩法，但求自在，

“诗与远方”的吸引力正在成为随州文旅消费的新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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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树老屋里喝咖啡 大洪山露营数星星
中国休闲度假大会在随州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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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岁的单霁翔穿着他标志性的
黑布鞋，踏上了随州这片古老的土地。

在随州博物馆，他时而凝视两
千多年前的青铜器，仿佛在进行一
场时空对话；在擂鼓墩国家考古遗
址公园，他不时驻足端详，点赞这里
符合“大遗址要像公园般美丽”的理
念；在炎帝神农故里景区，他面向大
殿内圣像，鞠躬行施拜礼，缅怀炎帝
功德。

10月15日，在随州实地考察后，
中国文物学会会长、故宫博物院学术
委员会主任单霁翔，作了一场题为《文
化的力量——让文化遗产资源活起
来》的讲座，并受聘为擂鼓墩国家考古
遗址公园项目总顾问。

“这些年，随州深入挖掘、传承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随州的文化遗
产已融入城市建设和市民生活中。”
对于随州的文化传承发展，他这样
评价。

大遗址要像公园般美丽

从随州博物馆西路一路向北，一
个依靠在山边的公园映入眼帘，它就
是出土了曾侯乙编钟的擂鼓墩国家考
古遗址公园。

园内漫步，四处错落的树木，飘
香的桂花，水波涟漪的池塘，风景让
人赏心悦目。

依托随州博物馆、曾侯乙墓和现
存封土冢等古遗址古墓葬，擂鼓墩国
家考古遗址公园将考古遗址保护展
示、出土文物陈列、保护区环境整治、
文博产业落地与山水田园风光相结
合，已形成集科研、教育、游憩等功能
于一体的公共文化空间。

行走在公园里，单霁翔不时颔首
称赞：“大遗址要像公园般美丽！”

这个口号，也是在杭州良渚古
城遗址申遗时，单霁翔提出来的。
这一观点，打破了很多人对考古的
固有印象。

考古遗址是考古人员从事专业工
作的地方，公园是休闲娱乐的空间，二
者如何融合？

在讲座上，单霁翔说，从河南
安阳殷墟遗址、成都金沙遗址、西
安大明宫遗址到河南洛阳隋唐洛
阳城遗址，我国已建立起“国家考
古遗址公园”概念体系，用遗址公
园 呈 现 出 文 化 遗 产 保 护 的 新 气
象。特别是良渚遗址成为考古公
园后，成千上万的人到这里参观，
成为人们生活中的文化绿洲，这让
他倍感欣慰。

随州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也是
人文始祖、青铜乐始祖、调味始祖的
所在地，有“三祖鼎立”之说。当前，
湖北随州正在扎实推进擂鼓墩国家
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和曾侯乙编钟申
报世界记忆名录等工作。

随州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指出，
擂鼓墩古墓群是随州市宝贵的文化遗
产，具有巨大的文化价值和经济潜力，
建设擂鼓墩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有重大
意义，将借智借力，加速推进擂鼓墩国
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进程，推动随州
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文物要形成文化力量

从2004年的高句丽王城、王陵
及贵族墓葬，到2005年的澳门历史
城区，再到 2006 年的河南殷墟，到
2007年的广东开平碉楼与村落……
到 2024 年北京中轴线申报世界文
化遗产成功，中国世界文化遗产总
数已达59项，成为全球拥有世界文
化遗产最多的国家。

单霁翔指出，长期以来，学界争论
文物到底是保护重要，还是利用重要。

“现在我们看到，保护不是目
的，利用也不是目的，真正的目的
是传承。我们祖先创造的灿烂的
文化，经过我们、我们的时代、我
们的城市，能够健康地、完整地、
真实地传给我们子孙后代，这才
是真正的目的。”通过珍贵图片和
典型案例，单霁翔讲述了他的文
物保护理念。

他强调，文物需要有尊严，要让文
化遗产“活”在当下，“活”在人们的生
活中，形成文化力量，能够真正地成为
我们文化生活的一部分，让群众从中
受益。

单霁翔表示，随州是国家历史文
化名城，编钟、炎帝等“老字号”深入人
心。参观随州博物馆和擂鼓墩考古遗
址后，他更感受到，随州这些年深入挖
掘、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将文化遗
产融入随州的城市建设和市民生活
中，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文化遗产与
普通民众的社会生活产生了千丝万缕
的联系，在这种情况下，除了政府部
门，一般民众也有权利和责任保护文
化遗产。

让文化遗产
“活”在当下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董凤龙
通讯员 袁绪军 李贵 聂峥

远眺大洪山休闲度假区。（大洪山景区供图）

老庙堂变身“村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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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州观察

随县三里岗镇常安店村，一棵比水桶还粗
的冬青树下，土坯砖砌的小院里传来低吟浅
唱。夜晚，一场乡村音乐会在这里举行，不少
游客专程从随州市区甚至武汉赶来。

推开“冬青泉畔”小院的大门，墙壁上
镶嵌着“鹿鹤”样式的窗棂，木门上贴着老
式的春联，吧台里摆着各式精致的西点。

“树是乾隆年间的，屋是从前的庙堂，
没想到能引来这么多外地的年轻人。”常安
店村党支部书记何明洪说，游客通常驱车
自驾光临，点上一杯咖啡，在院里坐到天黑
还不舍得离去。

百岁高龄的古树老屋，如何变身网红

“村咖”？
今年，随县在建设和美乡村进程中探

索引进市场主体，以市场化思维盘活沉睡
资源，发展“小而美”的乡村新业态，极富历
史感的常安店村成为试点之一。

“起初我是不看好的，就怕改成‘四不
像’。”陈婷婷是土生土长的本村人，当看到
老屋改造因地制宜进行设计，不仅保留历
史文化特色，还增添了几分别致的“网感”，
她自告奋勇当起小院管家。

8月，“冬青泉畔”小院开门迎客。国庆
假期，武汉、襄阳、孝感……一天十余拨外
地游客纷至沓来，在陈婷婷讲述的儿时回

忆中，找回了对质朴乡村的共鸣。
如今，她家的房子正连同村里其他4处

老屋一起纳入项目，即将改造成精品民宿。
走出深山的不止常安店。“目前，随县

三里岗镇、洪山镇和长岗镇均设有和美乡
村项目，未来将继续推广铺开。”随县副县
长黎鹏介绍，随县正以中心城区为中心，以
一小时车程为半径，依托十条精品旅游线
路和百处美丽乡村打卡点，重点打造“随遇
而安·自在小院”民宿品牌。小院及配套的
餐厅、村咖等新业态，将同村庄的自然环
境、人文景观、历史文化、文物建筑等资源
相融合，营造别样氛围感。

“慢下来”成主流玩法
“木耳、橘子，来客人啦！”
秋日傍晚，随县洪山镇琵琶湖畔，黑色

的拉布拉多犬和橘色的金毛犬一路小跑，
将一位骑行至此的住客引到“水无声”民宿
门前。

“香菇”“香米”“花菇”三只花色各异、
身形浑圆的小猫则悠闲地趴在游客怀里，
俨然成了热门的拍照道具。

“来随州，香菇、香稻一定得尝尝。我
们店里的‘小员工’都是以随州土特产命名
的。”当客人问起本地特色时，民宿主理人
黄梓成和他们一聊就是一个下午。

2022 年 7 月投入运营，只有 9 间客
房。这家藏在湖畔的特色民宿，两年间引
得一位浙江籍游客入住8次。

“不急着多逛几个景点，来的目的就是
放松、休息。”除了游览大洪山，来自武汉的
游客杨燕专门空出半天时间，在湖边喝茶、
散步。

从前赶时间的旅游大巴车，如今早已
“抓”不住想要慢下来的游客。如何依托山
水资源，提供更丰富的休闲度假体验？

琵琶湖边，今年新建成的滨湖栈道
串联湖光与山色，可散步近距离感受湖
北“小洱海”的风光；环湖布置的休闲驿
站提供休憩和临时充电、补给区，给热爱

骑行的朋友在山林间提供舒适便捷的港
湾……

俯瞰大洪山区域，一条条延伸的绿
道串联起周边各个乡镇，骑车、自驾、慢
跑……出行选择随性，旅途风景随心。

玩法“上新”，慢生活的载体也变得多

样而具象。山上，自在谷酒店打出“华中睡
眠谷 自在大洪山”的招牌。山下，林泉山
居等精品度假酒店推出亲子、情侣、团建等
组合套餐，鼓励带上“搭子”随遇而安；而半
岛铁盒营地里，自带露台能看星空的集装
箱民宿深受年轻人喜爱。

让乡村成四季度假地
“逃离”城市，远赴山海，旅游消费正在

从景点观光向休闲度假深度体验转变。
今年，随州市全力构建“一个历史文化

体验区+四个休闲度假区”发展格局，即随
州主城区主打历史文化体验区，打造大洪
山片区、银杏谷片区、月光海片区和桐柏山
片区四个休闲度假区。

主城区主打历史文化体验区，联合炎
帝故里景区、随州博物馆和曾侯乙墓景区
创建5A级景区，串联草甸子街、文峰里等
历史文化街区，以及城市公园、文体场馆、
一河两岸风光带等城市休闲度假资源，完
善文化体验、时尚生活、美食打卡、夜间消
费等文旅消费场景。

大洪山片区，由大洪山景区联动西游
记公园、琵琶湖等景区，打造以生态康养、
禅意山居、山地运动为特色的休闲度假区。

银杏谷片区，建设全国知名的“千年银

杏、随宿洛阳”特色小镇，打造以多类型民
宿集群为特色的田园乡愁休闲度假区。

月光海片区，以徐家河库区为中心，
整合周边两山两水三关九十九寨等资源，
打造集湿地研学科普、水上观光游览、水
乡风情体验等功能于一体的滨水休闲度
假区。

桐柏山片区，推动西游记漂流、田王
寨、抱朴谷、神农部落等景区抱团发展，打
造以淮源山地运动和康养为特色的休闲度
假区。

围绕新方向、新变化、新趋势，今年9
月，随州市瞄准“休闲度假”定位，启动“金
秋随州”暨“一季三会四赛”系列活动，促进

“旅游+体育”“旅游+文化”“旅游+农业”融
合发展，为休闲度假再添人气。

曾都区银杏谷休闲度假区内，国际泵
道赛事热闹非凡，红色研学基地即将投用，

不远处“大乐之野”等高端民宿集群点缀其
间，休闲度假区规模初具；广水市月光海休
闲度假区内，千层碧波间桨板争渡，浪花翻
涌处，一岸是渔火露营地里休闲舒适的太
空舱和小木屋，另一岸是品茶赏花极具中
式浪漫的月光茶园。

为了让游客快速找到适合自己的度假
模式，随州市文旅局上新了10条集“吃、
住、行、游、购、娱”于一体的秋游随州精品
旅游线路，包含1条综合线路和9条个性化
线路。查询攻略时，只需在手机上打开小
程序即可查看。

“我们将持续营造乡村度假氛围，让文
旅热度从秋天走向四季。”随州市文旅局局
长解伟介绍，今年国庆假期，随州市接待游
客226.54万人次，七成以上为观光休闲游；
全市实现旅游综合收入11.40亿元，同比增
长21.47%。

随县洪山镇琵琶湖畔的休闲驿站。（湖北日报通讯员 陈首龙 陈奇 摄）

广水月光海度假区渔火露营地。
（湖北日报通讯员 程淇 摄）

曾都区银杏谷度假区的“大乐之野”民
宿，游客正在湖上划船。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