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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文选粹】让“诗和远方”赋能乡村振兴

编者按：

谈到旅游，有人说“远方除了遥远一无所有”，也有人说“灵魂和身体，必须有一个在路
上”。如今，与以往著名景点的“人山人海”“车在囧途”不同，“闲看庭前花开花落，静观
漫天云卷云舒”的“乡村旅游”以其个性化、休闲化及多样化的特点，契合了人们追求恬淡宁
静的精神诉求，吸引着人们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近年来，文化和旅游系统大力推动乡
村旅游发展，培育了一批生态美、生产美、生活美的乡村旅游目的地，打造了一批有特色、有
内涵、有品位的乡村旅游精品线路，吸引更多游客选择乡村旅游、体验乡村旅游、爱上乡村旅
游。 “一花独放不是春，满园春色关不住。”推进乡村振兴，必须“厚植文化根基，坚守青
山绿水”，协调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让乡村旅游为乡村振兴赋能，促进乡村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让“诗和远方”赋能乡村振兴
题目即观点，意蕴丰
富，引人遐想。

①阳春三月，正是出游踏青好时节。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
得住乡愁，铺绿叠翠、百花竞放、小桥流水人家的乡村田野，吸引
着游客纷至沓来。

②近年来，乡村旅游渐兴，成为人们休闲度假的热门选择。到
拥有莫高窟、七彩丹霞、崆峒山等名胜古迹的甘肃旅游，如果没有
进过“村”，那可能就错过了这里大半的美。甘肃乡村地域广阔、
生态美好、民风淳朴，原始纹理保留完整，集中了全省 70%的文化
和旅游资源。在打赢脱贫攻坚战的过程中，甘肃省发挥文化和旅游
“合力”，用“美丽战胜贫困”，带动 55.46 万人脱贫。如今，文
旅助力乡村振兴，依然潜力无限、大有可为。

开篇由三月踏青引出
“乡村文化旅游与振
兴”的话题。

③乡村是文旅不可或缺的“阵地”，文旅是乡村“蝶变”的新
引擎。利用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韵味独具的乡土文化，甘肃省大
力发展乡村旅游，促进农业转型升级、农村美丽繁荣，形成了具有
田园牧歌底色、民营民富特色、人间烟火气色的乡村旅游新景象。
陇南长坝县福坝村、甘南扎尕那村、平凉凤凰村、天水孙集村等一
批各具特色的美丽乡村，走出“深闺”成为游客慕名“打卡”的康
养休闲度假胜地，村民们靠着绿水青山吃上了“文旅饭”。

文旅振兴乡村的举措
一：把“乡村”和“文
旅”紧密结合，助力
富民。

④既要文旅富民，也要文旅为民，让广大农民群众共享文旅发
展成果。自 2018 年以来，甘肃省文化和旅游厅已连续四年策划开展
“丰收了·游甘肃”冬春旅游惠民活动，引导 200 多家旅游景区门
票免费或半价，惠利全国农民朋友游甘肃。这一活动已成为全国文
旅系统首个情系“三农”、服务乡村振兴战略的文化主题符号和文
旅品牌盛事。

文旅振兴乡村的举措
二：坚持文旅为民，
让广大农民群众共享
文旅发展成果。

⑤育才铸魂，释放乡村文旅发展潜力。功以才成，业由才广。
乡村文旅发展离不开人才。通过举办业务培训、组织专家团队送教
上门、编印相关参考材料等举措，甘肃省为乡村振兴培养了一支理
念新、懂技术、会经营的乡村旅游人才队伍。与此同时，推动农村
公共文化设施全覆盖，持续广泛开展“春绿陇原”文艺展演、“红
色文艺轻骑兵”等活动，提振乡村振兴精气神，为文旅兴村铸魂。

文旅振兴乡村的举措
三：育才铸魂，释放
乡村文旅发展潜力。

⑥当下，旅游成为小康社会标配、美好生活必备。“甘”劲满
满的甘肃，正用心用情唱好乡村文旅这台“重头戏”，让“诗和远
方”更好赋能乡村振兴。欣赏山水、领略民俗、体验非遗、品尝美
食……徜徉在华丽转身为“景点”的乡村，“向往的生活”款款走
来。

呼应标题，美好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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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警语】
“甘”劲满满的甘肃，正用心用情唱好乡村文旅这台“重头戏”，让“诗和远方”更好赋

能乡村振兴。欣赏山水、领略民俗、体验非遗、品尝美食……徜徉在华丽转身为“景点”的乡

村，“向往的生活”款款走来。

【思维串联】

【考点精练】
1.下列选项中的引号与例句用法相同的一项是（ ）

乡村是文旅不可或缺的“阵地”，文旅是乡村“蝶变”的新引擎。
A.甘肃省文化和旅游厅已连续四年策划开展“丰收了·游甘肃”冬春旅游惠民活动
B.甘肃省正用心用情打造乡村文旅，让“诗和远方”更好赋能乡村振兴。
C.甘肃省持续广泛开展“春绿陇原”文艺展演、“红色文艺轻骑兵”等活动。
D.甘肃省的村民们靠着绿水青山吃上了“文旅饭”。
2.读写一体化训练（开放性试题）

近几年，无论是都市人向往田园牧歌，还是进城又返乡的新市民心底的乡愁记忆，乡村旅
游的形式伴随居民消费升级逐渐变化。从以前打牌、吃饭的农家乐逐渐变为生态观光、休闲放
松等内容和形态。根据这一现象，请写一段文字谈谈你的看法，不少于 300 字。

扫描二维码关注“新课标大语文”公众号
查看思考题参考答案

（本篇解析老师：巩义市第一高级中学 张晓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