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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城县土桥镇的金山村

有着浓郁的宗祠文化，是

湖南省历史文化名村之一。

2015 年 7月，在汝 城县 委

县政府的邀请下，北京绿十

字正式参与金山村的乡建工

作。

古祠堂在湘南尤其是汝

城县并不鲜见，几乎每个村

子都有。但是，像金山村这

样保留有多处国家级和省级

文物保护单位的古祠堂群落

的并不多。在集中考察了卢

氏祠堂（叙伦堂）、李氏家庙

（陇西堂）、叶氏祠堂（敦本堂）

后，专家们一致认为，金山

村的古祠堂浓缩了中国几百

上千年的历史文化，北京绿

十字和农创投资控股（深圳）

有限公司在金山村所做的乡

建工作非常有意义，现在的

金山村，已经是一个以宗祠

文化为突破口，以农耕文化

为着力点，且融入现代城市

文化元素的新金山。

位于汝城县暖水镇的北

水村是一座古老的村落，上

百栋民居建筑错落有致，排

列整齐，青砖瓦屋，其建筑

风格独具特色，雕刻艺术也

堪称一流。

近年来，当地实施规范

农村村民建房工程，大部分

村民都搬迁到了古村落附近

的新居，只有少数几户人家

还住在古老、破旧不堪的老

民居里。由于多年空居失修，

一些房子破败甚至部分倒

塌。古村落即将从人们的视

野中消失。

对于这座有 600 多年的

历史但正在凋敝的古村，专

家们一见之下，真可谓爱不

释“足”。著名女雕塑家李

如碧钻进了古村的巷道中仔

细钻研揣摩，迟迟舍不得离

开。“不少民居的飞檐宝顶

精雕细凿，泥雕、木雕、石雕，

生动传神，村子里的建筑特

色既沉淀着几百年文化痕

迹，又传承着江南典型的南

派建筑风格，是历史的见证

和缩影。”李如碧告诉今日

女报 / 凤网记者，她打算和

几名艺术家一起好好策划一

下，将北水村打造成一个艺

术村落，“‘空心村’的问题

不仅仅存在于中国，发达国

家和地区因为高速的城市化

进程也面临着同样的境遇。

在国外，很多艺术家也开始

投入了拯救村落的队伍，用

艺术的方式重新赋予村庄活

力，这是艺术村的独特之处，

也是幸运之处。它们的存在

给了我们许多启发，也让我

们看到了传统村落未来的更

多可能性”。

沙洲村是习近平总书记

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八十周

年大会讲话中提到的唯一

一个长征故事——“半床棉

被”故事的发生地。专家们

参观了“半床棉被”故事的

主人公徐解秀老人的故居，

为红军长征到汝城时与群众

间感人的军民鱼水情所深深

打动。老人的后人、沙洲村

村主任朱向群告诉考察团一

行，长征精神一直鼓舞和激

励着他们后人及全体沙洲村

民，“村里一共有26户贫困户，

去年已脱贫 6户，今年预计

再脱贫 6户，明年要让大家

全部完成脱贫。接下来我们

打算积极招商引资，开发乡

村旅游，红色旅游，建设美

丽乡村”。

“汝城的旅游资源非常

有特色，我称之为‘一绿一

红，一慢一疾’。”中国证

监会原副主席李小雪告诉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绿”

是指汝城所拥有的森林、温

泉、理学、古村落等生态文

化资源；“红”则是汝城独

有的红色革命文化资源；时

光在这里仿佛“慢”了下来，

使得汝城可以保留这些可

贵的民族文化与传统文化；

而大交通动脉的贯通、三省

交汇的地理优势则可以让

汝城的旅游产业发展“疾”

飞猛进。

汝城县委书记方玲南表

示，专家考察团对汝城的旅

游产业和县域经济发展以及

企业上市方面提出了很多有

建设性的真知灼见，“相信

有了大家的支持，汝城一定

会迎来更好更快的发展”！

专家们此行的第二站，是位

于三江口瑶族镇的九龙江国家森

林公园和瑶族风情园。

地处郴州、韶关、赣州三角

地带的九龙江自古就有“千里烟

雨”、“四面青山列翠屏，草木花

香处处春”的美誉。“太美了！应

该把这么好的青山绿水向全国推

介。”银行家苏丹向今日女报 / 凤

网记者感叹。

在三江口镇的瑶族风情园，

专家们对汝城特有的瑶族、畲

族风情产生了浓厚兴趣。从事

传统文化的复原与研究工作多

年的四川溪山文化创始人、中

国民间艺术产业化策划人李永

开认为，应加强对少数民族服

饰、器物、工艺的整理，做出

一些民族文化精品，把瑶族风

情园打造成民族文化街区，用

真正具有特色的旅游产品形成

互动、有机的产业链。

“我国旅游产品的同质化现象

非常严重，到哪里买旅游纪念品，

都是义乌产的工艺品，根本无法

打动消费者。”在中国上市公司协

会副主任委员、资深

金融专家陈学荣教

授看来，瑶族风情园

可以将汝城独有的瑶

族、畲族文化复原，

把这里打造成汝城传

统文化工艺的一个中

心。

位于汝城县城的

濂溪书院，是清嘉庆

九年 (1804) 为纪念担

任过当地县令的宋代

理学家周敦颐而建。参观完书院

后，中国当代艺术家、新乡村文

化建设发起人赵弥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汝城在我们心目中

一直是文化圣地，是一个有文脉

的地方。”赵弥认为，理学在当下

这个时代有其不可磨灭的精神价

值，应该结合当代人的精神需求

设计一些人们喜闻乐见的文化旅

游产品。闫效平则认为，理学不

能仅仅停留在展览和平面上，而

应该让周敦颐和濂溪书院的文化

更为生动和鲜活，“让对传统文化

有兴趣的人都向往汝城”。

“高密乡就是因为作家莫言而

迎来了巨大的发展机遇，周敦颐

也是汝城的宝贵财富。”投资银

行资深专业人士、《投资银行家》

杂志总编、著名诗人苏历铭认为，

要把文化的故事讲好，将汝城的

资源向全国推广。

当代艺术家、大型文创项目

策划人何俊认为，如今的旅游产

业，已不再是“看名胜”的模式，

而是进入到了更加强调体验、多

元和特色的后现代旅游模式，应

该从更具传播力的方向，按照游

客的精神需求去打造旅游景点。

专家们在汝城县考察的第一

站，是拥有华南地区“流量最大、

水温最高、水质最好、面积最广”

温泉资源的热水镇。

清晨的云雾，在远处的山岭

间萦绕升腾。虽然细雨迷蒙，但

刚到热水镇，专家们立马被“气

如烟雾，水若沸汤”的露天温泉

景观所吸引。曲水流觞的热水汤

河边，一缕缕似青烟的蒸汽，袅

娜着从汤河岸边那些温泉井口中

升腾、弥漫，延展到天际。热气

缭绕中，一个个村民穿红着绿，

或蹲或站，或弯腰地在温泉井旁

洗头、漂洗衣物、舀水、挑水，

或烹煮杂粮鸡蛋……

热水镇温泉管委会相关负责

文、图：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李立

习近平点赞的“半条棉被”的红军故事就发生在这里，我们熟悉的《爱莲说》当年也是
在这里被写就，这里还拥有 98℃的温泉、国家级森林公园等自然资源……

但是，拥有这些优质资源的郴州市汝城县曾一直“养在深闺无人识”。作为国家扶贫开
发工作重点县、罗霄山片区扶贫开发重点县，这个湘南小县，一直渴望在后发赶超的道路上
找到精准的方向与目标。

11 月 26 日至 27 日，由农创投资控股（深圳）有限公司总经理孙麟牵线搭桥，由证监
会原副主席李小雪率领的金融投资家、文化学者、艺术家团队一行二十余人，来到汝城考察，
为这座湘南小城的发展把脉建言，出谋划策。专家们高屋建瓴的观点与建议，得到了汝城县
委书记方玲南、县长黄志文等县领导的高度认同。

湘南汝城蝶变的无限可能

把脉文化旅游：让游客在体验中听到好故事

把脉温泉产业：98℃的高温可以做深做精

把脉乡村建设：古村落有更多发展可能

扫一扫，更多精彩。

人介绍说，热水镇上

半边街的人，一年四

季家中可以不用生炉

火，不用液化气、电，

都能免费使用上滚烫

的水，水温在 91.5℃，

最高时可达98℃。“大

家用温泉水泡澡洗

头、 烫 酒沏 茶 是常

事。”

近年来，汝城县

着力构建特色景观旅

游经济，努力将热水打造成湘粤

赣三省交界处的特色旅游名镇。

“汝城的资源品位很高，让

我想到云南的腾冲和浙江的莫

干山。但汝城的交通条件比腾

冲便利多了。”医疗产业投资人、

北京中环投资公司总经理黄卫

认为，温泉特色小镇的申报不

难，但如何将小镇的产业打造

起来，让其保持旺盛的生命力

则是一个大课题。

“地热资源很多，能做好旅

游的不多。在热水镇，第一次

见到温泉博物馆，能够看到当地人

和旅游景点的互动，人文性很强。”

哲学博士、传统文化研究专家闫效

平认为，旅游产业的发展，一定要

保存好当地人文风俗带来的“温度”。

“日本温泉很有名，建议关注他

们的温泉旅游产业。”资深投资银行

家、股权投融资专家林海舰表示。

“很多温泉旅游产品大同小异，

旅游产业应该避免‘套路’。”品牌

策划专家高笑认为，98℃本身就是

一个很好的品牌概念，要把这张牌

做深、做精。

热水镇雾气升腾的露天温泉。

文化金融专家的调查思考

专家团在沙洲村了解“半条棉被”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