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技+美学”赋能产业融合

一朵菊花，通过美学点化，成为有颜值、有品位
的农业美学产品，一朵卖到20元。

美的内涵背后，是科技发力。
这朵菊花，利用高校科研机构的研发成果，提升

了传统菊花的品性和药用价值，再赋予美学的内涵，
“越沸腾，越绽放”成就了云台冰菊不一般的美。

这朵盛放于修武县郇封镇后雁门村的菊花，用
“美学+科技”，“无中生有”造就一个特色产业，一个
特色小镇，一个全域旅游的全新链条。如今，冰菊小
镇日接待游客最高超1万人次，年产值突破亿元大关，
成为乡村美学的新地标。

据了解，“美学引领的全域旅游模式”推进两年
来，修武县探索出一条以“科技创新”驱动产业集聚区
二次创业，以“美学经济”驱动农业、服务业二次创业的
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的新路径。对全县工业产品、农业产
品、特色文化、传统工艺、古建筑等分类整理完善，建立
美学资源库，通过美学设计，找到产品利润倍增、文化转
化为价值的“命门”，科技负责研发，美学负责推广，得出

“美学+旅游+N”的万能公式。
一批高端人才为美而来。哈佛大学毕业设计师陈

曦、任祎操刀冰菊工坊、花田书屋，让云台冰菊
“美”出新高度；宾大毕业生徐晓萌设计的天空之院民
宿项目，在装修阶段就有游客慕名前来预定开业第一
天的房子；陈曦设计的名仁苏打水超级旅游工厂，从
研发中心到生产车间，从产品包装到品牌LOGO就是
以美学设计为切入点，打造“旅游+工业”的示范工
厂；哈佛大学毕业设计师周实设计的“因恋婚礼堂”，
集玫瑰种植观光、化妆品生产研发、游客体验消费、
高端订制婚礼等功能于一身，用美学设计“一招”串
联起“一二三产+消费市场”的产业闭环。

用美学路径留住乡愁

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千百年来，乡村生活、乡
土情怀是中国人的“集体记忆”，蕴含着最深沉的乡愁。

如何通过美学路径留住乡愁？
如何通过美学路径让以乡愁为根的乡村旅游打造

全域旅游品牌？
修武县的实践是：通过引入设计师和艺术家的原

创作品，提升乡村美学体验，普及全民美育，创造乡
村美学价值，甚至创造出真正属于中国乡村的核心竞
争力。

4年来，修武县联手60余位海内外设计师、前沿院
校学者，围绕产业规划布局13个美学项目集群和76个
重点项目，“不可思议”的修武美学逐渐成形：大山深
处废弃20年的山村学校蝶变成爆款民宿“云上院子”，
乡愁在这里看得见摸得到。抢救性保护，修旧如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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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住乡愁”的美学理念，避免了传统村落、
传统民居和历史文化遗产重蹈“古城、古墙、
古巷”覆辙，被大拆大建永久性破坏，而且永不
可逆转的局面。

今年9月24日，乡村复兴论坛·修武峰会在修
武县召开，距县城20多公里、有着600年历史的西村
乡大南坡村脱颖而出，成为这次落地乡建地之一。

1年时间，美学让这座山村从里到外变了模样。
始建于上世纪70年代的该村大队部办公建筑、粮

库和供销社等公共建筑，按照修旧如旧的原则进行加
固改造，变身为社区营造中心、艺术中心、碧山工销
社和方所乡村店。四川“网红村”明月村操盘手、奇
村文创创办人陈奇和策展人、主张艺术介入乡村的

“碧山计划”发起人之一的左靖先后驻村共建，用一砖
一瓦共建美学建筑，用艺术带领着村民发掘自己的闪
光点，这座乡村的吐故纳新渐渐顺畅起来。

美学视野下的乡村振兴，既有对乡愁的保护、对

文脉的传承、对原住民的尊重，也有对全民美育的普
及和对投入产出的充分考量，这就让每个乡村的美有
了自己独具的特色，为全域旅游提供了更多元的选
择。以大南坡村为例，修武县创新“政府主导+群众自
发”的文艺复兴路径，通过聚拢、复兴散落在城乡的
民间艺人、技艺，让艺人重拾演员角色，让群众为群
众表演。今年5月23日，时隔40年的大南坡艺术团重
组“归来”，大秧歌、少儿武术、怀梆剧等节目一一亮
相。今年9月乡村复兴论坛期间，一场怀梆剧，让村里
老人掉了泪，让孩子们心中种下一粒种子，让游客感
受了原生态的本土文化。

美学“指挥棒”布局，修武县城区和景区融合发
展，乡村和县城协调发展，一批重大项目撑起了全域
旅游的骨架。景城旅游大道已破土动工，把景区和城
区的时间距离由30分钟缩短至15分钟。投资20亿元的
云台古镇项目已全部开工，“两核一轴”的旅游动线已
于8月15日正式呈现，成为景城融合全域旅游布局的关
键节点。投资10亿元城市景观河运粮河改造工程已经
完工，昔日臭水沟变为群众和游客驻足打卡的景观
带。投资10亿元的老城文化旅游街区开发项目已立项
完成，国内美学空间的营造专家方所团队已进场营
造。云台山景区谋划和培育了涵盖休闲度假、互动体
验、民宿文化和亲子研学等4大类16个总投资200亿元
的“云系列”转型项目，投资180亿元的恒大养生谷、
云阶康养小镇正加快建设，投资20亿元的云藤七贤精
品帐篷营地、云乡兵盘民宿、峰林峡星月玻璃廊桥景
区等转型项目也已全面实施。

聚焦“Z世代”的“撑杆跳”

今年8月15日，修武县在城区隆重推出的“永不落
幕的汉服节”，通过聚焦全国2.6亿“Z世代”年轻人，

邀请北影、北舞、中戏等国内顶尖艺术高校为修武量
身定制原创艺术舞剧和场景，打通青年高净值消费群
体专属流量通道，活动期间接待游客近10万人次，新
华社视频直播浏览量突破 150 万次，全网曝光量突破
2.5 亿次，修武县旅游成功实现“风景下山，游客进
城”。通过在云台古镇设置装置艺术，打造汉服专属美
学场景，成功吸引全国的汉服爱好者前来打卡消费，
带动39家汉服相关企业入驻古镇。

而国庆中秋双节叠加，“永不落幕的汉服节”再次
重磅开启，成为修武旅游的新名片、豫北旅游的新热点。

这是修武县通过细分旅游市场瞄准高净值消费群
体的“Z世代”的一个有益尝试，也是疫情常态化时期
的应对之举。通过国际化制定文旅产业规划和艺术化
打造文旅产品，让修武县直接跳过旅游产业转型的阵
痛期和空档期。

旅游路上，美食不可辜负。修武县推进文旅产品
包装国际化，邀请国际旅游观察家、国际美食研究家
王翎芳，创造性地把修武当地食材以“法式大餐”的
形式呈现给游客，推出了集生活美学、空间美学、饮
食美学等多角度体验于一体的“修武美旅二日游”深
度体验线路。

2020 年，修武县通过举办“汉服文化”“韩源
（愈） 文化”“成人礼”“电音节”等 30 余场面向全国
2.6 亿“Z 世代”年轻人的“国潮”文化节会，融入
现代前卫的美学设计理念，优秀传统文化和自然山
水变为可听、可看、可参与、可感受的体验项目和
文旅产品，实现了资源变现和文化传播的双赢。45
天的“云台山电音节”期间，入场观众达 24 万人
次，收入1500 万元，相关话题播放量超3亿次，全网
曝光量高达 5 亿多次，实现了人气、收入“双丰
收”。今年 7 月份刚刚改建完成的岸上小镇在“云台
山电音节”期间客房入住率达 100%，旅游消费收入
较 2019 年相比翻一番，成为人民日报点赞的“小镇
夜经济”样本。今年国庆节，云台山接待游客 46 万
人次，再次走在全国前列。

美从绿中来，美从心中来！美美与共，修武在路
上！

■核心提示

唯变者恒久，唯美者恒强。
千年古县修武，正经历一场深刻的改变。这改变，由里而外，从颜值到气质。这改变，源于美，行于

美，成于美，用美学引领县域经济走上高质量发展新路径。
而美学引领下的修武全域旅游，正在演绎一场不可思议的美丽传奇。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践行“两山”理念，美学“指挥棒”点废为宝，点绿成金，点亮群众对美好生活

的新向往！
今年年初以来，“美学”和“修武”两个关键词在中央、省、市各大媒体频频出现，中央级媒体报道200余

篇、省级媒体1100余篇。今年7月，新华社《内参选编》刊发了《河南修武“美学经济”推动县域高质量发展》报
道。日前，修武县被住建部确定为全国新型小城镇试点县，被河南省确定为乡村振兴（美丽乡村）示范县。

修武县

本报记者 王 言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修武县委宣传部提供）

热闹的岸上小镇，美食、山货、民宿……等你
来打卡。

汉服遇上美景，云台山红叶国潮文化节点燃游客热情。

在美学品牌的加持下，修武“四好农村路”成为风景路、旅游路。 侯红杰 摄

汉服文化传承中华美学精神，激发青少年爱国热情
和文化自信。

“境·花·缘”装置艺术成为云台古镇最火、最热、
最美的打卡圣地和网红地标。

十一期间，云台古镇
“云台百景图”情景舞剧精
彩亮相。

云台山电音节引爆景区夜经济
消费，带动区域文旅产业逆势增长。

碧山工销社首个北方店落户修武县西村乡大南
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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