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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农村

能人回乡  打造“不夜城”
暮色四合，武汉市黄陂区木兰不夜城

悬灯结彩。漫步于不夜城“东市里”“西

市里”的青砖步道，《木兰辞》故事和场

景犹在眼前。

木兰不夜城是武汉首座不夜城，距离

武汉中心城区约 1 小时车程。开街 9 个月

来，已接待世界各地游客 130 万人次，成

为当地夜游新地标。

夜幕降临，武汉黄陂木兰不夜城灯光

璀璨、游人如织。( 资料图 ) 黄陂区委宣

传部供图

而在 7 年前，木兰不夜城所在的杜堂

村还是个贫困村。它位于大别山余脉丘陵

地区，交通闭塞、土地贫瘠，八成村民常

年在外务工，大量房屋、土地闲置。如何

“自救”？当地政府下定决心，引进资金，

号召能人回乡，发展全域旅游。

杜堂村第一书记、木兰花乡景区董事

长葛天才就是其中的一位。2016 年，他

成立武汉木兰花乡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流

转杜堂村及周边近 7000 亩土地，种植果

木花卉。

此后，葛天才又推动成立合作社，结合

自然生态资源和木兰文化，集中改造 113

户村民的闲置房屋，将杜堂村打造成集“农

耕体验、赏花观光、滨湖亲水、户外拓展”

于一体的 4A 级木兰花乡景区。木兰不夜

城正是该景区的热门打卡点之一。

“木兰不夜城是围绕木兰文化、乡村

夜游和网红经济打造而成的。”葛天才说。

不夜城中，花木兰相关元素随处可见，内

设 80 余场演出，都是基于花木兰的故事

制作的。其中，大型实景演出《木兰传奇》

讲述了木兰替父从军的励志故事；杂耍剧

《技惊四座》通过倒立、手技等绝技，展

现乡亲们迎接木兰回乡的欢喜场面。

来到木兰不夜城游玩的瑞典《北欧华

人报》社长宗金波说，在这里沉浸式体验

了一遍《木兰辞》，既展现了现代潮流，

又融入特色文化。

村里成了“不夜城”，不少原本在外

务工的村民自发回乡就业、创业。有人在

景区经营特色小吃店；有人把旧房翻新改

造，变成“一房难求”的小洋楼民宿；还

有不少“Z 世代”走上民宿管家、旅游主

播等新兴岗位，为杜堂村“代言”。

如今，木兰不夜城有百余家餐饮、文

创、娱乐商户入驻，老板大多是杜堂村村

民。在此经营一家炒饭店的村民段先梅告

诉记者，不夜城从开业至今一直对商户实

行“零租金”政策，“每个月纯收入可达

到两三万元 ( 人民币，下同 )。”

木兰不夜城“爆火”，也为周边木兰

博物馆、木兰天池等景点带来了人气。

2023 年中秋国庆假期，武汉市黄陂区共

接待游客 192.82 万人次，其中，木兰花

乡景区接待游客 21.86 万人次，与 2019

年同期相比增长 481.38%，旅游总收入突

破 5 亿元。

10 月 18 日，游客在木兰不夜城观看

演出。张畅 摄

“即使晚上十点，这个昔日无人问津

的‘空心村’依然热闹。目前，我们还在

不断提升木兰不夜城的商业综合体，将它

打造成享誉海内外的旅游目的地。”葛天

才表示。作者 武一力 ( 中新社）

湖北崇阳农民 在家门口做旅游 
【解说】近年来，湖北省崇阳县发挥

生态资源优势，发展特色农业，依托自然

景观、历史文化遗迹探索农文旅融合发展，

乡村面貌焕然一新。10 月 20 日，记者“走

读”崇阳，感受乡村振兴活力。

【解说】在崇阳县白霓镇油市村，屹

立千年的石枧堰成为当地旅游“新名片”。

据悉，古堰至今仍发挥着灌溉农田、防洪

供水等功能，今年还入选了世界灌溉工程

遗产中国候选工程名单。依托古堰、古建

筑等资源，油市村打造小自然田园综合体、

民宿、农家乐等。

【同期】崇阳县白霓镇党委委员　副

镇长　大市村党支部书记　程桔

我们为了更好地去利用我们这些资源，

我们沿路的这些村子，都在做各个村的努

力，进一步去完善比如说我们的村庄环境，

还有我们这些产业的布局，同时我们也在

加大这个力度，跟我们在外的乡贤能人取

得联系，能够希望吸引他们回来，我们也

欢迎他们到我们这个白霓 ( 镇 )，到我们

这个农村里面来，助力我们的乡村振兴。

【解说】今年 56 岁的油市村村民蔡

光忠告诉记者，如今村里的路和环境越来

越好，吸引了不少游客。曾经在县城里打

工的他毅然决定回乡创业，将自家房屋和

田地打造成农家乐餐厅和采摘园，吃上了

香喷喷的“旅游饭”。

【同期】油市村村民　蔡光忠

那当时打工嘛，那肯定是挣得比较少

一点嘛，现在自己创业嘛，尽管搞农业这

块很辛苦，但是还是蛮可以的。

【解说】临近的白霓镇大市村，山峦

叠翠，流水潺潺，水利工程遗迹——大市

渡槽被整修一新，成为当地网红打卡点。

【解说】2014 年，“90 后”女孩程

桔从广州回到家乡，当选村党支部书记。

考虑到大市村具有崇阳铜鼓、渡槽、古民

居等历史文化资源，且自然景观较好，程

桔提出发展乡村旅游的规划。几年来，大

市村修建了宽阔的柏油路；创办小微企

业；发展特色水果基地、柑橘基地、中药

材基地等产业；结合历史遗迹打造景点，

探索农文旅融合发展……大市村发展蒸蒸

日上。

【同期】崇阳县白霓镇党委委员　副

镇长　大市村党支部书记　程桔

我们下一步想要依托我们，比如说我

们村里的一些资源，比如说我们的渡槽，

还有我们商代铜鼓的出土啊，还有比如我

们的大市河，包括我们两岸的一些古树古

民居，来进行打造和维修，把我们这样的

一个生态资源，包括我们的人文资源，变

成我们村里发展这个文农旅的这样一些基

础，然后让我们村里以后走上乡村旅游 (

道路 )，往这个方向发展。

【解说】地处幕阜山南麓的崇阳县，

县内四周环山，中部盆地。曾经，“八山

半水分半田”是制约其发展的瓶颈。近年，

崇阳县构筑农村公路“交通网”。一条条

不断延伸的公路串起大山、连起乡村，助

力乡村振兴驶入“快车道”。

中新社 记者 邹浩 吴淘淘 胡传林湖北

崇阳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