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铅山葛仙山乡欧家村

，

一个仙山灵

水滋养的秀美乡村

。

欧家位于葛仙山的

北麓

，

距县城河口镇仅二十分钟车程

。

古村落生态优美

，

更有好家风

、

家训优

秀传统

，

厚重的文化底蕴衬托出秀外慧

中的独特魅力

。 “

兄仁父义

，

父慈子孝

；

视叔如父

，

视侄如子

；

琴瑟静好

，

妯娌

和谐

；

勤俭治家

，

公平处事

；

耕读为本

，

礼义为门

”。

这份完整保存了几百年的欧

阳家训

，

不仅悬挂在欧阳宗祠里

，

也铭

刻在每一个欧氏后人的心里

。

村里移步

易景

，

美不胜收

。

庄重古朴的欧阳宗祠

、

飞檐翘角的礼义亭

、

清雅隽秀的孝道广

场

、

阅尽人间百态的古戏台等传统文化

建筑

，

引人驻足品味

。

近几年

，

村里按

照

“

五园

、

两馆

”

思路打造秀美乡村

，

不仅有着厚重的文化底蕴

，

更不乏良好

的生态环境

。

油菜花

、

梨花

、

桃花

、

李

花

、

玉兰花

、

茶花

……

村里一年四季有

花景

，

展现醉人乡村画卷

。

国庆七天长假落幕

，

短途游的

、

长线游的

人潮散去

，

火红的旅游景象还印在人们脑海

中

，

旅途中让人如沐春风的美好比比皆是

，

但

也不乏煞风景的

“

不文明

”

镜头

。

节前

，

公众就对一些不文明行为强力谴

责

，

各大媒体也一再呼吁人们文明出游

，

让

自己的行为配得上身处的美景

。

但是

，

仍有

“

不文明

”

接二连三冒出来

。

前有踩踏张掖七

彩丹霞保护区岩体的

，

后有在七彩丹霞岩体

上刻字的

。

在清真寺前大跳热舞拍摄抖音

、

用儿童玩具击伤红嘴鸥的上了旅游

“

黑名

单

”，

但置若罔闻

、

我行我素的依然有之

，

有

在禁烟景区毫无顾忌抽烟的

，

有吃过用过的

垃圾随手一扔的

，

不一而足

，

种种

“

不文明

”

既扎眼又扎心

。

不文明旅游行为缘何屡禁不止

？

显然

，

旅游

“

黑名单

”

的震慑力有待提高

。

2015

年

，

国家旅游局依法制订的

《

游客不文明行为记

录管理暂行办法

》

开始施行

，

制度规定

，

一

旦游客被列入到

“

黑名单

”，

将影响到其再次

旅游

，

严重的甚至会影响到出境

、

银行信贷

等

。

这个制度对遏制旅游不文明现象的积极

作用自是不容小觑

。

不过

，

到今年

9

月为止

，

上榜人数仅

35

人

。 “

拉黑

”

的数量与不文明

行为相比何其少

，

惩戒力度明显不足以唤醒

一些人心中沉睡的文明意识

，

不足以让他们

自觉地把文明装入出游的行囊中

。

过度放飞自我

，

将社会公德抛掷脑后

，

缺乏对自然

、

生命的敬畏和尊重之心

，

也使

得

“

不文明

”

的杂草到处可见

。

明知会破坏

地表地貌

，

却任性地踩踏

、

攀爬

，

毫不珍惜

自然的馈赠

；

明知抽烟会带来火灾隐患

，

却

仍要在树木茂密的禁烟景区吞云吐雾

，

和规

定背道而驰

；

明知乱扔垃圾有碍观瞻破坏环

境

，

却走哪扔哪

，

无视生态也不体谅环卫工

人的辛勤劳动

；

明知眼前的动植物仅供观赏

，

却辣手摧之以为乐

……

举手投足的细微中

，

素养的高低可现

，

人心的美丑可窥

。

喜种杂

草的人显然需要好好地补上文明这一课

，

学

会约束好自己

，

让自己的行为能和身处的美

相得益彰

。

美好的景色

，

引人向往

；

丑陋的行为

，

必须抵制

。

善待美

、

呵护美

，

美才能美得其

所

，

才能更好地延续

。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

遏制不文明旅游行为

，

也不是能一蹴而就的

事情

，

也不只是旅游部门的事情

，

全社会要

形成以文明为荣的共识

，

合力消除不文明的

顽疾

。

要加大

“

黑名单

”

制度的执行力度

，

让不文明者受到应有的惩处

，

让人们能以

“

黑

”

为戒

；

要加大宣传教育引导力度

，

提高

更多人的自律意识

，

让讲文明守公德深入人

心

；

要加大在场的引导和监督力度

，

鼓励大

家对不文明说

“

不

”，

营造更浓厚的文明旅游

氛围

。

多管齐下

， “

不文明

”

的杂草才会越

来越少

，

文明之花才会越开越繁盛

，

美景才

能更美

。

当夜幕降临

，

饶城的灯火亮了

。

华灯初上

，

点点灯火

，

与天上繁星一

同在饶城的夜空闪耀

。

倒映在信江

河上

，

随着波浪

，

晃动着

、

闪烁着

，

像

一串流动着的珍珠

，

在水波中泛开

涟漪

。

在双塔公园

，

古塔上变幻的光

影秀

，

游龙飞走

，

讲述了一场古老与

现代相遇的传奇故事

。

在槠溪老街

，

彩灯将街市扮靓一新

。

醉人夜色

，

在

每个人的心头撩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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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文明游客

让风景更美

邹萍艳

遇见乡村的柔软时光

本报记者 戚虹鸿 文

/

图

汇聚着

“

美景

、

美食

、

美俗

、

美宿

”

的上饶秀美乡村

，

如点缀在上饶这片诗画土地上的

闪亮明珠

，

展现着历史的沉淀

，

也彰显着时代的风情

，

那里的柔软时光

，

等待着你去遇见

。

王家自然村位于横峰姚家乡西部

，

这个

全村仅百人的村庄

，

30

年实践村民自治

,

把小

小村庄建设成为无论身在何方的王家人乡情

永牵之地

。

如今这里被上饶人看成

“

网红村

”。

“

要守规

，

不要我行我素

；

要和气

，

不要斤

斤计较

……”

走进王家村

，

一幢民居外墙上悬

挂着

《

好客王家村民准则

》 ，

准则条规的下方

，

是村民们密密麻麻的签名

。

这个

“

八要八不

要

”

的

《

村民准则

》 ，

只是王家村

《

治村规约

》

的

一部分

。

这本

《

治村规约

》

是王家村的

“

镇村之

宝

”。

这本

1995

年版的手写本

《

治村规约

》 ，

是

王家村第一本正式的治村规约

。

30

多年来

，

村民传承着端正方直的祖训家教

，

坚守着严

谨细实的村规民约

，

全村没有出现一处违章

，

没有一例违法犯罪案件

，

没有一起请上级入

村调处的矛盾纠纷

，

没有一笔不透明的集体

财产

，

没有一户有不良信用记录

。

好乡风为王

家带来了变化

。

一度传唱

“

有女莫嫁王家郎

、

上年吃了下年粮

”

的贫困村

，

蝶变成声名远播

的富裕文明新村

。

进入村内

，

一幢幢整齐有序

，

色彩斑

澜的房屋

，

仿佛带领人们走进一个童话世

界

。

开门迎客的王家也迎来了各地前来参

观游玩的游客

。

农耕体验

、

夏令营

、

亲子

游等全面开花

。

发展乡村旅游以来的王家

就像春天的笋尖

，

蹭蹭地往上冒

，

一眨眼

，

就长成青青翠竹

。

弋阳县南岩镇栗桥村东湖邓家

，

紧邻龟

峰

，

山清水秀

，

规划有序

，

是南岩镇

2017

年的

秀美乡村建设点

，

省级水生态文明村

。

因水得名的东湖邓家有着

730

多年的历

史

，

是江西省历史文化古村落

，

如今的村庄满

目是景

、

风情种种

。

这个集生态旅游服务区

、

农

业采摘体验区

、

儿童主题休闲区

、

民居民宿生

活区为一体的

3A

级乡村旅游点

。

走进村里

，

蓝天白云下

，

清澈的宝栗河穿村而过

，

奔流不

息

。

河边对影顾盼的水车

，

圆形石磨盘铺就的

桥面

，

瞬间就把人拉回到时光深处

。

河岸两旁

绿树婷婷

，

这边两条旧龙舟上种满鲜花

，

那边

风车篱笆陶罐白墙青瓦相映成趣

。

密林

、

水车

、

龙舟

、

树屋

、

石磨盘

、

清水湖

……

处处绽放着生

态之美

，

浓浓的

“

乡愁

”

扑面而来

。

被称为戏曲

“

活化石

”

的弋阳腔在邓家有

迹可循

。

漫步于村内

，

仿佛游走于一个立体的

弋阳腔展示馆

。

在生态旅游服务区

，

古朴的戏

台上

，

弋阳腔脸谱引人注目

。

村内的弋阳腔馆

，

虽面积不大

，

却多姿多彩

。

娓娓道来的历史故

事

、

各色脸谱绘画

、

华美的戏服

、

特色十足的道

具

、

令人惊艳的剧照

、

大幅古戏台照片为背景

的舞台等

，

令人遐想

。

行走在民居民宿生活区

，

扑面的是徽风赣

韵

。

一面面白墙就是一个个生动的故事

，

彩绘

的弋阳腔脸谱

、

人像

、

经典桥段给游人带来强

烈的视觉冲击

。《

白蛇传

》《

风波亭

》

等好戏似在

眼前一幕幕拉开

。

村里处处激荡着古韵新风

。

广丰的壶峤镇华家源村

，

是一个有

底蕴有乡愁的地方

。

秀美乡村建设以来

，

村里的面貌焕然一新

。

在让村景变美的

同时

，

村里深入挖掘本地文化

。

一面面

墙上

，

用鲜活的

3D

壁画展示着夏布的

传统生产工艺流程

。

村里的夏布堂

，

是

一座夏布博物馆

。

在这里

，

可以欣赏到

夏布的原材料

、

夏布制成的扇子和伞

、

灯

、

字画

、

衣服

、

鞋子

、

围巾

、

包等

。

整个博物馆琳琅满目的都是与夏布有关

的一切

。

除了夏布文化

，

朱子文化也渗

透在华家源的每一处

。

每户人家门前都

挂有一块朱子家训的宣传牌

，

以警示每

一个朱氏后人都要践行良好的家风

、

家

训

。

村里有朱子雕像

、

文化墙上写着

《

朱子家训

》 。

作为朱子后人聚居地

，

华

家源努力地弘扬传统文化

、

传播先贤智

慧

。

以夏布文化

、

朱子文化

、

水韵文化

为主线

，

着力把华家源打造成夏布特色

小镇

，

朱子文化科研

、

教育

、

体验基地

。

好客王家

东湖邓家

华家源村

欧家村

夜色撩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