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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发展景区乡村游、生态农业观光游、胡杨游以及维吾尔族风

情游，长寿民俗文化村便成了全力打造乡村游的重点项目。

原来，泽普县是名副其实的长寿之乡。2010 年底的户籍统

计数据显示，泽普县 22 万人中有百岁老人 147 位，紧随久负盛

名的巴马之后。

2012 年，本着“古朴、温馨、休闲、舒适”的发展理念，

泽普县利用上海援疆资金 1200 万元，启动了长寿民俗文化村的

改造来助推 5A 级景区的成功创建。在提升改造过程中，围绕

旅游产业，鼓励农民在景区从事服务业，实现了从单一农业生

产到多元化经营的转变。自长寿民俗文化村打造起，没有搬迁

一户，没有迁走一人。

如今，整齐干净的街道上，农家乐等商铺各有特色。金胡

杨景区讲解员阿依谢姆古丽告诉《新民周刊》，在保持乡村原

有风貌的基础上，经设计师和村民协商，每家的房屋都集旅游

观光、风情体验等为一体进行改造，既有统一风格，又有各自

特点。比如，细节装饰体现着主人的喜好，有的人家摆着木制

车轮、彩绘葫芦，有的则挂满农民画，还有人摆放着时尚的铁

艺秋千，或在葡萄架下摆着木床。

“对村民来说，他们现在已形成了一种‘开门做生意、关

门过日子’的生活。”阿依谢姆古丽指着位于村口的“长寿老

爷爷的茶馆”表示，“97 岁的阿吾孜·阿迪力是村里最年长的

人，很多游客都慕名去他家里合影留念。去年，在景区的帮助下，

他的女儿阿斯木古丽·阿吾孜便在村里开起了这家茶馆，卖一

些老人平时喝的药茶。”

目前，长寿民俗文化村86户368人中，80岁以上老人有9个，

90 岁以上老人有 5 个。当问及村里人长寿的秘诀时，阿依谢姆

古丽表示，首先肯定是因为他们生活在“森林氧吧”胡杨林旁边，

空气十分清新；其次村民吃的都是原生态的食物，包括被誉为

“长寿圣果”的葡萄干、巴旦木、核桃和红枣，喝药茶，以及

鸡羊都是自家养的；最后，或许是他们在家门口就能实现就业，

没有生活压力，生活习惯也十分良好。

景区坚持“村民增收融入景区运行”原则，鼓励当地村民

在景区就业增收。现在，全村从事旅游服务业的村民有125人，

每户至少有 1 人在景区就业，村民收入明显提升。

41 岁的阿卜力米提在自己家开了一家农家乐。去年 8 月 27

日，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率上海市党政代表团来新疆考察对接

对口支援工作时，就曾来到过阿卜力米提家。

“当时陈书记就坐在门口的葡萄架下，品尝了这里的水果

和干果，问了我们的生活情况。当得知我们家还没有去过上海

后，今年暑假特地安排了他去上海参观。”阿卜力米提告诉记者，

靠着农家乐每年能有 20 万元的收入。

据了解，2003年之前，村里人均年收入不到700元，但现在

人均年收入已达2.7万元左右。而泽普县的人均年收入为1.6万元。

曾经全疆最贫困的林场，变成了如今家家有汽车、户户搞

经营的富有林场。长寿民俗文化村处处体现了维吾尔族的民俗

风情和文化。在这里，游客可以体验维吾尔族的传统服饰、饮食、

住宿、娱乐等生活方式，可以欣赏维吾尔族的音乐舞蹈、马球

比赛、刺绣工艺等非物质文化遗产，还可以品尝当地的特色美食，

如清炖羊肉、烩菜、烤鱼、米肠子、面肺子等。

麦西热甫与巴扎的热情

想象一下，蓝天白云下，五彩斑斓的花卉竞相开放，温暖

喀什四记 · 泽普

　　在保持乡村原有风貌的基础上，

经设计师和村民协商，每家的房屋

都集旅游观光、风情体验等为一体

进行改造，既有统一风格，又有各

自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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