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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菇的历史传说、香菇人工栽培、香菇现代加工技艺
……6月 7日，“襄十随神 随我寻根”全国媒体随州行采访
团来到位于随县炎帝大道华中香菇智慧交易城的香菇博
览馆，参观香菇产业，感受香菇文化。

据介绍，该展馆以“世界香菇看中国·中国香菇看随
县”为主题，布展面积约 2300平方米，包含序厅、香菇知识
科普厅、随县香菇产业展示厅 3 个主题展厅。展馆运用 3D
可视化、沉浸式影院、多媒体互动等最前沿的数字技术，全
方位、多角度地展示源远流长的香菇等菌物文化和绚丽辉
煌的随县香菇产业发展史。

博览馆序厅，以随县花菇为原型的大型花菇艺术造
型，既营造了茁壮生长的空间形态，也呈现出随县香菇产
业蓬勃发展的态势。香菇知识科普厅，以智能化的声控和
影像视频，还原神农尝百草、认识和利用菌菇的场景，穿越
历史感受炎帝神农与香菇文化。随县香菇产业展示厅用智
能化的设施，展示香菇从业人员勠力同心、擘画香菇产业
兴旺的生动图景。

香菇博览馆展示的不仅是一段历史，更是一方
文化的缩影。在博览馆，采访团欣赏了香菇的形态
之美，探索花菇生长的奥秘，也感受到随县香菇
产业的蓬勃发展。“来到这里，我了解到随州悠
久的香菇发展历史，还近距离接触了风干的花
菇，感觉非常神奇！”凤凰网湖北频道记者袁苑
说，香菇博览馆以一个产业发展为核心进行展
示，形式非常新颖，无论是发展旅游，还是农业
推广，都是共赢的事情。

展示香菇文化，叫响随州香菇品牌。市食用
菌协会会长许景闻说：“香菇博览馆宣传推介随
州香菇，助力随州香菇品牌宣传，能更好地带动
随州香菇产业发展。”近年来，我市整合资源，集中
力量打造“随州香菇”国家级区域公用品牌，“随州香
菇”产品标准化、“一品双标”全覆盖工作有序推进。未
来，随州将持续擦亮“中国香菇之乡”金字招牌，推动香
菇全环节提升、全链条增值、全产业融合。

美妙的音符随着炫目的灯光在夜空中唱响，满
天繁星点点，虫鸣声和鸟鸣声从四周传来。

一场充满独特灵气和魅力的“钟乐雅集”慢时光
音乐会，6 月 7 日在随县洪山镇林泉山居拉开帷幕，
众多媒体记者和多地文旅局长共享这美好的文旅之
夜。

古筝《高山流水》旋律优美动听，禅意静心，让媒
体记者与文旅局长们一起寄情山水，感受随州的美
好静谧。

晚风习习，青草幽香。绚丽多彩的舞台灯光、星
星点点的装饰灯带、彩灯闪烁的打卡造型、灯火熠熠
的天幕帐篷与观众手中挥舞的荧光棒交相辉映，将
音乐会唯美浪漫的氛围拉满。

“燃起篝火的神农部落，等你来！烈日下的淮河
漂流，等你来！遍地金黄的千年银杏，等你来！”市文
化和旅游局局长解伟用一首《随州等你来》将气氛推
向高潮并向现场发出邀约，欢迎更多人来到随州，感

受随州的美景与文化。
《精忠报国》《我只在乎你》《女儿情》等一首又一

首婉转动听的歌曲，让人赞不绝口、心潮澎湃，引起
大家强烈的情感共鸣。现场响起一阵阵欢呼声、呐喊
声、鼓掌声，掀起一波波热浪，把音乐会推向高潮。

“钟乐雅集”慢时光音乐会既是流行音乐、民俗
音乐、戏曲的碰撞，也是文旅人如何做好文旅融合发
展思路上的碰撞。

演出现场，“襄十随神”文旅人以乐会友，纷纷上
台踊跃介绍自己家乡的文旅特色，同时为大家带来
了精彩的节目。

十堰市文化和旅游局宣传推广科干部王蕾为大
家带来了一首优美歌曲后，她说：“随州文旅产业的
发展，让我感受到随州的诗和远方，我们要积极探索
区域文旅联动发展新路径，实现资源互推、信息共
享，讲好自己家乡的故事，讲好湖北故事，讲好中国
故事。”

近日，在省委网信办的指导下，由市委网信办、市文旅局主办的“襄十随神 随我寻根”全国媒体随州行活
动启动。来自新华网、人民网、央视网、中国网、澎湃新闻、湖北日报、湖北广播电视台、荆楚网、极目新闻、一点
资讯、腾讯、百度、网易、凤凰网、新浪网、抖音、小红书等全国众多主流媒体和大型商网平台记者，以及网络大
V、旅游达人等 100余人共聚随州。他们深入随州各地，探访文化博览馆、文旅融合景区、乡镇特色产业种植基
地等，共同见证随州发展新变化，宣传推介随州，讲好随州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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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州日报全媒记者 陈巧玲

展示香菇文化 腾飞香菇经济

随州日报见习记者 滕锐

“钟乐雅集”音乐会 唱响文旅融合新旋律

▲
在广水市武

胜关镇桃源村，采访
团成员们赏千年古柿树，
感受自然之美！

◀在随县香菇博览
馆，巨型花菇吸引了采访
团成员们的目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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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村

曾都区洛阳镇曾都区洛阳镇““百美村庄百美村庄””

▼ 琵琶湖风景区
村宿依山而建，错落有致，后倚葱郁树林，池塘藏在山

间，院中银杏树绿叶满枝，亲临其中仿佛进入“悠然见南
山”之境，又疑似来到远离尘世的“世外桃源”。6 月 7 日，

“襄十随神 随我寻根”全国媒体随州行采访团来到曾都区
洛阳镇九口堰村参观，当地发展特色村宿、激发乡村旅游
热，为乡村振兴注入新的活力。

据介绍，“百美村庄”项目是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践行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积极探索乡村文化旅
游产业发展、促进农业农村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项目之一。
九口堰村是“百美村庄”项目在湖北的第一个落地项目，是
洛阳镇乡村振兴和全域旅游的标志项目。

山间筑别院，花下时光慢。2022 年九口堰村的百美村
宿项目启动，引进国内知名民宿品牌大乐之野，参与项目
策划、设计、建设等。目前，已经建设了 5栋民宿主体，26间
精品客房，这些建筑多为村里的旧屋改造而成。同时，园区
配套建设旅游公路、开展边坡治理、打造梯田景观等，运营
上集合了野有集、野有食、野有咖、草坪婚礼、树下泡池等

多种乡村旅游新场景，着力打造高端村宿样板。
“目前‘百美村庄’大乐之野项目已正式对外运营，周

末村宿客房预订火爆，市场反馈比预期要好！”大乐之野有
关负责人丹丹介绍，未来还将依托洛阳地方文化特色和自
然资源，配套开展特色田园探索项目，如组织乡村骑行、周
边特色餐饮、特色农产品供应等，让每个来此的游客乐享
悠闲的田园生活。特色乡村民宿吸引来了大批的游客，带
动了当地农产品销售及餐饮等消费，促进乡村产业多元化
发展。

在绿水青山间探寻共富“密码”。据悉，曾都区乡村振
兴发展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洛阳乡村发展公司、九口堰村
合作公司等联合成立项目公司，探索“点状供地”机制，减
少土地占用指标，保障项目落地的同时，也保护了生态环
境，与大乐之野加强合作运营，确保企业、村集体共同受
益。目前，洛阳镇正着力以百美村宿大乐之野项目为示范
引导，提升全镇民宿产业整体水平，逐步叫响“千年银杏·
随宿洛阳”乡村振兴文旅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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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村宿 与山共绿 与民共富
随州日报全媒记者 陈巧玲

成片的桃林郁郁葱葱，桃子圆润饱满，果香扑鼻，桃园
内随处可见村民采摘搬运鲜桃的忙碌身影……6 月 8 日，

“襄十随神 随我寻根”全国媒体随州行采访团来到广水市
郝店镇铁城村共享桃园，揭开这片优质桃示范基地背后的
致富密码。

茂密的桃林中，一颗颗颜色金黄的黄桃缀满枝头，静
候采摘。空气中弥漫着阵阵桃香，随手摘下一颗黄桃，轻咬
一口，香甜爆汁，让人心旷神怡。

“铁城村早晚温差大、病虫害少，土壤中含有铁、磷等
微量元素，十分适宜发展黄桃产业。”铁城村第一书记叶国
安介绍，铁城村现栽种鲜蜜桃、胭脂红、苹果桃、秋雪等 25
个品种的桃树 3000 余亩，年产鲜桃 354 万斤，产值 1800 余
万元，带动全村人均增收 400元。

成熟后的桃子汁水丰富、口感甘甜爽脆。优良的品质
为后期产业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让桃子真正成了助
农增收、强村富民的“致富果”。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基础。铁城村依托乡村合作公
司，引进湖北盛鑫农业公司参股，成立三颗桃种植专业合
作社，共同打造郝店镇“彩桃之乡”品牌，与电商公司、各大
商超合作，进行线上线下同步销售，提高桃子的知名度和
销售量。

村民刘国华说：“种植桃子让村民的腰包鼓了起来，同
时也带动了周边群众就业务工，大家可以不用外出，在家
门口就能赚到钱！”

果农在享受着“桃经济”带来喜悦的同时，也助力了乡村
振兴。铁城村致力于将“桃经济”铺就致富路，安排 300亩土
地，用于休闲采摘园建设，形成一条集采摘旅游、市场营销、
深度加工于一体的桃产业完整链条。

“今天来到桃园真正体会到桃子产业切实能够带动农
民致富增收，小小桃子承载着万千果农的希望，铺就了一
条乡村致富的康庄大道。”澎湃新闻记者谈婧嫒看着身前
的果园说道。

“桃经济”铺就乡村致富路
随州日报见习记者 滕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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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村落、湖北省旅游名村、全国森林乡
村、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6月 8日，“襄十随神 随
我寻根”全国媒体随州行采访团来到广水市武胜关
镇桃源村，在宁静的古村中，享受惬意的随州之旅。

石墙青瓦，古木参天，大片的柿林与山水建筑形
成一幅绝美画卷。村如其名，桃源村更像世外桃源，
美如画卷。

桃源村位于广水、大悟、信阳三地交界处，坐落
在中国九大名关武胜关南麓，处于大别山与桐柏山
交汇处，现有保存较完好的百年石屋 200多间，2万多
棵柿子树遍布全村，还有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大城寨
遗址 600多年的古街、8000余亩茶场等。

依托良好的自然资源，桃源村积极开展美丽乡
村建设。桃源村党支部书记殷修勇介绍，村里尽力
恢复植被、修复水系、保护古民居，着力保护村民生
活习俗和农村原始风貌。“我们不搞整齐划一，不推
倒重建，以修复原貌为主。”殷修勇说。

为了用好用活这些旅游资源，桃源村又与半农
生活（武汉）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合作，整体托管由专
业公司实施平台化运营，融合推进景区运营和乡村
振兴，着力打造乡村振兴的桃源样板。

随着桃源村知名度的提升，游客络绎不绝，而村
内的民宿却供不应求。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桃源村
充分利用农户住宅空闲的房间，将闲置的农业设施
作为体验项目加以利用。旨在保护利用好古村落资
源的同时，带动村民致富增收。

据了解，桃源村已建成一期民宿项目（桃源客
栈、红火岁月、桃源闲居等）投资逾 400 万元，二期百
年石屋“行云山旅”精品民宿项目投资 2000 万元，其
中样板区 7套石屋院落，拟于 7月 1日开放。

“我们梳理好桃源村的整体资源，确立十里花
溪、百年石屋、千亩茶园、万棵柿树的项目规划。
下一步，我们将把桃源村从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打
造成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半农生活 （武汉） 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牛天翔说。

乡村旅游
助力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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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媒体随州行

随州日报见习记者 滕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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