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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王家坪，只要提到文化，没有

人不会想起李炎雄。数十年如一日坚
守山村从事文化工作，李炎雄逐渐从
幕后走向台前，成为了家乡文化的

“发言人”。
回眸家乡近几年的乡村旅游事业

蓬勃发展，激动之余的李炎雄娓娓道
来那段往事。那是 2001 年的某一天，
任职王家坪镇文化站长的李炎雄接到
一个重要任务，接待一批来自祖国宝
岛台湾的高校学者，为他们考察调研
土家族文化全程提供便利。

彼时的张家界景区旅游正蓬勃发
展，谁也没有想到，久居深山的王家
坪镇竟也要接待专家考察团了。

得知这个消息，李炎雄既兴奋又紧
张。兴奋的是，家乡的民族文化吸引了
外地的学者前来考察，紧张的又是，自
己该如何接待好这批远道而来的客人。

几 十 年 来 ， 李 炎 雄 凭 着 满 腔 热
爱，一直在研究发掘王家坪一带的土
家族文化，所以如何为专家讲解土家
族文化，他早已胸有成竹——从土家
族民居开始讲起。想到这里，他的脑
海里灵光一现，干脆就安排专家在村
民的吊脚楼里住宿、用餐，让他们亲
身体验土家族人的生活。

经过一番沟通，他的这一想法让
专家们也激动不已。在遍览王家坪的
土家山水文化后，专家学者被深深地
吸引住了，认为土家族文化了不起。
行程考察结束时，他们也从兜里拿出
上千元现金，交于李炎雄，用于支付
接待费用。这在当时是一笔数目不少
的金额，李炎雄不禁大吃一惊，一次
简单的接待还能为村民带来这么多的
收入。不假思索的他，将现金悉数交

于参与接待专家的村民们，自己则分
文未取。

随着专家的离去，这一消息也在
镇里传开。许多村民争相向李炎雄发
出“邀约”——“下次有客人来记得
安排在我们家！”看到村民们如此热
情，李炎雄也当场提出条件，“你们先
把自家的吊脚楼保护好、收拾干净，
只要有机会我就带客人来。”

谁也不曾想到，王家坪镇吊脚楼
在民间自发性、小规模的保护就此拉
开了序幕。李炎雄也成了镇里的客串

“导游”了。随后的几年里，陆陆续续
有一些考察团过来，李炎雄也兑现了
自己的承诺，满足了一部分村民的接
待愿望，号召大家保护好吊脚楼的步
伐也丝毫没有停止。

时隔近 20 年，李炎雄越来越坚定
地认为，从那时起，族人们世代居住
的土家吊脚楼，在经历了从自发非正
式到有规可依的保护后，正凭借文化
的魅力逐渐转化成为村民乃至地方重
要的经济来源。

村民们也意识到，吊脚楼的价值
和影响力正在被不断扩大。但单纯的
建筑始终是静止的历史，于是，在该
镇党委政府的号召下，一批又一批的
村民自发组织起来，重新编排阳戏、
摆手舞、扬叉舞、舞龙灯等民间文艺
表演节目。目前，该镇 13 个村共发展
民间文化艺术表演队伍 15 支，民族文
化示范户22户，民间艺人813人。

当建筑与表演有机融合，进一步
盘活王家坪的文化元素后，最重要的
莫过于抓好土家吊脚楼的保护和民俗
文艺表演的传承等工作。不为外人所
知的是，多年来，王家坪镇党委政府
和村民们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和牺牲，

才让现有的 2198 栋吊脚楼较好地呈现
在世人眼前。李宗武告诉记者，保护
一栋吊脚楼，一年常规支出都要耗费
数万元。随着人口基数的逐渐扩大，
乡村旅游发展所需的土家吊脚楼和村
民们居住所需的空间也开始产生矛盾。

一方面，王家坪镇党委政府在政
策上加强规划和引领，聘请专家先后
编制了 《王家坪土家吊脚楼保护管理
办法》《王家坪镇土家文化保护与发展
考核办法》 等5个保护发展土家吊脚楼
的规章制度，建立了 10 个土家吊脚楼
核心保护区，签定了镇、村、组、户
四级保护责任状，对核心保护区的
2198 栋土家吊脚楼登记造册，挂牌保
护，在核心保护区严格控制修建钢混
砖房，禁止拆楼房建砖房。

从 2005 年起，该镇还相继制定了
《王家坪镇土家文化保护与发展总体规
划》《王家坪镇古镇保护总体规划（2010
年~2030 年）》《张家界市永定区王家坪
镇 旅 游 发 展 总 体 规 划（2013 年 ~2020
年）》等一系列发展规划，擘画未来民俗
文化旅游发展蓝图，增强群众信心。

另一方面，该镇党委政府积极争
取上级政策和财政倾斜，鼓励村民自
发保护好吊脚楼，合理利用经营民宿
客栈、农家乐等，对有建房需求的村
民进行以奖代补，尽量减少村民建造
吊脚楼所增加的成本。

居住在马头溪风雨桥一侧的欧雄
初一家便是政策的受益者，早些年，
他们准备重建房屋，将吊脚楼改为砖
房。得知这一消息的李炎雄千方百计
劝说欧雄初重修吊脚楼，并为他争取
了部分修建吊脚楼的奖励资金，还谋
划了今后的出路——做民宿客栈或者
农家特色餐饮。如今，欧雄初的古道

客栈早已在远近闻名。
尽管王家坪镇党委政府在吊脚楼

的保护和文化的传承方面，依旧面临
着人才、资金等多方面的难题，但他
们依旧奋力前行，势必守好这颗文化
明珠。

得益于各级党委政府的重视与支
持，王家坪镇这颗掉落在深山里的文
化明珠日渐绽放出耀眼的光芒。几年
间，央视、北京卫视、旅游卫视、香
港凤凰卫视、湖南卫视、《中国国家旅
游杂志》 等海内外媒体来到该镇摄制
报道；中央美院、中央民族大学、中
国传媒大学、中山大学等全国 12 所知
名高校师生前来写生绘画、社会实
践；美国科学院著名院士查理·格鲁
斯等海外著名专家学者也来到该镇考
察土家吊脚楼。

媒体、专家的持续造访，海内外
游客的纷至沓来，在不断增加王家坪
镇广大人民群众文化自信的同时，也
鼓励鞭策着王家坪镇呵护好保护好发
扬好民俗文化旅游品牌。李宗武表
示，镇党委政府通过几年的摸索尝
试，已经初步形成“五省山歌擂台
赛”“苏木绰土家年货节”“苏木绰糊
仓节”“紫荆塔割谷晒秋节”等四大节
庆品牌，持续放大文化品牌效应，为
下一步招商引资奠定了良好基础。

如今，生活着 13 个土家族村落、
15000 多个土家居民，距今已有近两千
年历史的王家坪镇，正围绕“张家界
的山水，王家坪的民俗”和“张家界
自然风光之外的文化瑰宝”这一发展
定位，将未来特色文化旅游发展的蓝
图一绘到底。

这座文化洼地，正崛起成为张家
界特色鲜明的土家族文化品牌。

各会员及游客朋友：
“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

奢”，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
德，餐桌文明更是城市文明的缩影。
尽管我国粮食生产连年丰收，今年全
球新冠肺炎疫情所带来的影响还是给
我们敲响了警钟。为深入贯彻落实习
近平总书记对制止餐饮浪费行为作出
的重要指示，进一步弘扬中华民族勤
俭节约的美德，张家界市旅游协会号
召全市景点景区、酒店、民宿、旅游
餐饮等提供餐饮服务的企业和市民、
游客朋友坚决响应总书记的号召，全
面持续开展“厉行节约，杜绝浪费”
行动，并发出如下倡议：

一、加强全程管理，履行社会责
任。全市景点景区、饭店、民宿、旅
游餐饮等提供餐饮服务的单位要积极
组织全体从业人员，认真学习、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立
即行动起来，加强自律约束，强化主
体责任，自觉将厉行节约纳入到餐饮
生产、加工、经营、管理的全过程，
减少餐厨垃圾；餐饮服务人员要恪守
职业道德，从服务方式、语言、技
巧、器皿包装等方面建立健全有效措
施，提醒消费者适量点餐，理性消
费，不误导、诱导顾客过度消费，自
觉做“文明用餐、厉行节约”的宣传

者、实践者和监督者。
二、转变经营方式，推动科学文

明就餐。各景区、民宿、饭店餐饮企
业要注重创新服务模式，科学合理设
计菜单，不断推陈出新，合理调整菜
品数量、份量，推行简餐、分餐制、
标准化饮食，提供定食套餐和小份菜
品，专供单人或双人点单。餐中服务
员做到主动分派菜品，做到不浪费，
对于没食用完的食品主动提示，并提
供免费打包服务引导消费者打包，深
入开展“光盘行动”。

三、营造节约氛围，倡导信息透

明。通过张贴放置宣传节约标语、店
内海报、视频、点餐提示等，宣传节
约光荣、浪费可耻的消费理念，营造
反对浪费、科学消费、合理点餐的氛
围；准确清晰表述菜品内容，在堂食
菜单与外卖平台上，应尽可能将菜品
的主辅配料、口味、份量等信息进行
公示，方便顾客选择，避免因点餐误
解与信息误导造成食品浪费。

四、加强行业自律，建立监管机
制。企业要建立或完善成本控制与用
餐节约管理规范，组织全员认真执
行，贯彻到餐饮的每一个环节，将厉

行节约作为餐饮业常态化发展的重要
任务，使“珍惜食品、剩余打包、杜
绝浪费”的消费理念深入人心。市旅
游协会将积极协同市文旅广体局、市
市场监管局等主管单位加强对被投诉
商家的教育整改工作。

五、健康理性饮食，倡导文明新
风。广大旅游企业员工和来张家界游
览的游客朋友，要讲究科学饮食，注
重膳食均衡，合理搭配菜品，追求健
康，摒弃不良饮食陋习，坚持合理消
费，杜绝浪费，剩菜打包，不求奢
华，拒绝剩宴，“光盘”为荣，大力践
行文明用餐、珍惜粮食的良好风尚，
共同努力推动绿色、节约的餐饮文化
形成风气。

古语有言：“一粥一饭，当思来处
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习
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全社会深入
推进制止餐饮浪费工作指明了方向，
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让我们立即行
动起来，从自己做起，从现在做起，
从点滴细节做起，在全社会大兴勤俭
节约之风，共同培养文明、健康、绿
色、节约的生活方式。

张家界市旅游协会
2020年8月12日

张家界市旅游协会关于
坚决制止餐饮浪费行为、弘扬勤俭节约美德的

倡 议 书

文旅业界倡导节约行动 新华社发 朱慧卿 作

王家坪 张家界的“文化洼地”
本报记者 李成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