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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祖曾在此披荆斩棘、开疆拓土；孔

子曾在此观洪问道“逝者如斯夫”；刘邦

曾在此拔剑涌泉重整旗鼓；苏东坡曾在此

锻刀铸剑为国鼓呼……这里是铜山，地域

属北，形象为南，雄浑中透着秀丽，豪迈

中不失温婉。

大运河，朝夕千帆、文脉千年；故黄

河，横亘如练、绿柳如烟；微山湖，烟波

浩渺、白帆点点；吕梁山，连绵逶迤、绿

海无边……这里是铜山，山川如画，田园

如卷，苏北江南，乡愁满满。

张伯英的书法、李可染的山水、喻继

高的花鸟，翰墨流韵、气象万千；汉王石

刻、黄集面塑、倪园剪纸、花布，浑然天成、

摇曳多变；彭祖养生宴、微山湖四鼻鲤、

棉布地锅鸡、吕梁八大碗……这里是铜山，

精神上的丰韵、灵魂上的慰藉、舌尖上的

依恋。

铜山，淮海大地上的美丽活力之城。

地处江苏西北，淮海经济区中心，环抱历

史文化名城徐州，是长三角和环渤海两大

经济带的中心节点，“一带一路”沿线重

要枢纽。

铜山，总面积 2000 平方公里，人口

130 万。从这里乘高铁可直通国内 21 个省

份 181 座城市，乘飞机可直飞日本、韩国、

香港、台湾等 20 多个国家和地区。2023

年位居全国综合实力强区第 27 位。

这就是铜山，东方神韵与现代气息交

融并蓄，悠远传承与无限创新和谐共生，

开放包容，悦近来远。

让我们相约铜山，不见不散！

供稿单位：徐州市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

大美铜山

联系电话 ：0086 － 25 － 83304121

田园如画——好一幅富春山居图
      青山行不尽，绿水去何长。行走铜山

乡村，就如同在诗韵丹青中徜徉。村里，

绿意盎然，“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

之属”；村外，“碧水千塍共，青山一道斜”，

好一幅富春山居图！

        紫山村——刘邦拔剑泉畔艺术村

      公元前 205 年春，项羽围困徐州，刘

邦败退到铜山汉王，人困马乏，眼看追兵

已到，刘邦以剑刺地，叹曰：天亡吾也！

不想，剑拔而泉涌，其战马以蹄扒地也扒

出泉水，兵将得以解渴，一鼓作气突出重

围。这便是“拔剑泉”“马扒泉”的来历，

从此这个地方也以“汉王”名之。

      汉王镇紫山村处于拔剑泉西，享泉水

滋养，天然去雕饰。

      每当梨花开时，“香雪海”涌动整个

紫山，粉墙黛瓦的民居在“海”中摇曳起伏，

马小林走在梨树下就会产生一款新铁壶的

创作灵感，并为选择这样一个地方为自己

的金属艺术品“安家”感到满意。

      作为国内知名金属工艺品制作大师，

马小林一直在寻找一个能够安放艺术的地

方。交通便捷、环境清幽、人文底蕴深

厚……遇见紫山后，他一见钟情。在汉王

镇政府帮助下，他租下村民闲置的两个院

落，进行精心设计打造，成为一处田园风

情与艺术想象完美融合的美学空间——小

马世家·壶主题馆。在这里可以欣赏独具

特色的各类金属艺术品，可以体验传统铁、

铜手工制品的整个制作过程，可以品尝清

新淡雅的全茶宴。

      如今像马小林一样落户紫山的非遗产

品制作“大咖”已有 50 多个，陶艺研学、

拓片文创、旗袍盘扣、艺术剪纸、竹笛制作、

青铜器铸造……这里成了非遗艺术创作生

产的“根据地”，形成集聚效应，然后通

过体验、研学等活动，在提高自身知名度

的同时大大带动了当地旅游人气。

       走在蜿蜒的村路上，听着久违的声声

鸟鸣，嗅着来自梨花、月季、樱花、槐花

散发出的缕缕香气，走进一个个“艺术天

地”，这种慢游安静又惬意，真是一种独

特又美好的旅游体验。

      围绕深挖历史文化资源唤醒乡情、引

入非遗文化厚植乡韵、发展特色民宿留住

乡愁三条主线，让村庄变景区、艺术家成

村民、村民变为参与者，紫山村最终实现

了从美丽生态到美好经济再到美满生活的

的蝶变。

同游铜山——玩的就是心跳
      徐州园博园以一园之地，容纳全国以

及国际优秀园林景观，全年 373 场演出及

活动，让游客流连忘返，大呼过瘾。

      徐州方特乐园，欢乐迎宾秀、小丑嘉

年华、无人机天幕秀轮番上演……浪漫和

心动汇成欢乐海洋。

      优越的交通区位、深厚的人文底蕴、

优美的山川田园，让铜山成为文旅发展的

“宝地”。既要“繁星满天”又要“月亮

照耀”，近年来铜山大布局引进文旅重大

项目，全国地级市首个园博园、淮海经济

区首家方特乐园先后进驻落地。

      汉王的“冬日野奢夜宴”、吕梁水街

的“年货大集”……乡村游点燃铜山冬日

经济。近年来，以吕梁山风景区、汉王片

区、微山湖片区为核心，以黄河故道和徐

州市五环路沿线为两翼，铜山培育形成 10

条乡村休闲观光精品线路，2023 年重点监

测十大景点接待游客 1627.7 万人次，实现

旅游收入 10.3 亿元，游客接待数量和旅游

收入超 2019 年的历史最高纪录，形成文

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崭新局面。

       龙年春节，铜山文旅盛宴又应时开启，

欢乐祥和的气息在城市乡村流转：柳泉北

村举办“春节大戏及民俗演绎”活动，吕

梁山风景区举办“古庙会民俗表演”活动、

汉王紫金古镇举办“好心情春节非遗游园

会”活动……人民群众生活品质节节高，

欢欢喜喜过大年。

      点燃文化之光，共赴铜山之旅，焕然

上新的铜山正敞开胸怀，欢迎四方宾朋前

来“快哉”一游！

        拔剑泉  

文化风吹——唤醒“心灵多巴胺”
       水车絮叨的家常，小楼浮动的书香；

湖畔清澈的琴韵，乡村悠扬的弦歌。霓虹

璀璨，万家灯火，这是熟悉的家的味道。

      经久传奇在广袤田野上抖落尘埃，伴

着张弛节奏，抑扬曲调，以瓦片般脆响，

滋养梦里桃源。

       走进铜山，深入生活的肌理，遇见文化，

遇见精神，遇见割舍不断的思恋。

      像来时一样，跨过一座小桥，就要离

开紫山，回头流连，似又看到那漫山梨花

正歌之舞之，向你招手……

       马集村——故道岸边杏花村

      黄河滚滚东去，1855 年改道北徙后形

成故道，横穿徐州城区。黄河故道铜山段

全长 64.57 公里，流域面积 360 平方公里。

以前是发展基础最薄弱的贫困带，经过多

年综合治理，如今成为绿色生态带、富民

产业带、美丽乡村集聚带。

      伊庄镇马集村便是这条绿色缎带上一

朵美丽的花。

      青山、碧水、村庄、绿树……烟雨迷

蒙中的马集，犹如一幅清丽婉约的水墨画，

让人想静下来、停下来、住下来。

      吕梁湖在马集村前铺展开来像一片海，

村背后的青山连绵起伏犹如绿色长龙。每

当杏花开时，站在猫山观景亭上，春风浩

荡，蓝色的湖、青翠的山、山坡上如雪的

杏花、田地里金黄的油菜花，构成色彩斑

斓的视觉盛宴，被誉为徐州的“马尔代夫”

和“卖花渔村”，多次登上央视，并被冠

以“全国最美杏花村”的名号。

        柳泉北村湖上游

         以 3 月杏花节为媒介，马集农文旅结

合，5 月金杏采摘水到渠成。“全村 2000

亩杏不出地头全部现场采摘售完，综合效

益比市场批发销售提高 30% 以上。”村民

卢传龙说，每到采摘季，十里杏花村到处

是采杏者，大家兴高采烈地边摘边吃，尽

情享受着大美田园带来的甜蜜和快乐。

      富起来的农民对生活的环境有了更高

要求，区、镇对马集大力扶持，多年来投

入 4000 多万元（人民币，下同）彻底改

变了村容村貌。走在马集村道上，干净的

柏油路在粉墙黛瓦间蜿蜒，家家门前种树

栽花，鸟儿从这家树上跳到那家树上，偶

尔会碰到羽色亮丽的红公鸡在悠闲踱步。

      农文旅的路子越走越宽。村里通过村

企联建方式，将村民闲置的 35 处房子，

着力打造成“有房有院有菜地”的创意滨

湖休闲民宿。

      村民口中的两段“顺口溜”折射着马

集的巨变，以前是：干疙瘩地，鸡窝房，

黑灯瞎火喝清汤，好男不恋伊庄地，好女

不嫁马集郎；现在是：种金杏，搞旅游，

家家住上小洋楼；讲文明，爱环保，日子

一天更比一天好。

       北村村——微山湖边旅游村

      美丽的微山湖南岸，有一座三面环山

的小山村。每当夜幕降临，这里灯光璀璨、

游人如织，摇橹赏荷、乐趣亲子游、沙滩

派对、古村探秘、吃烧烤、品湖鲜、观民

俗表演、赏国乐会、住农家民宿……这里

就是铜山区柳泉镇北村村。

      北村村以前可不是这个样子，由于三

面环山一面临湖，地处偏远，经济发展落

后，是有名的贫困村，后来“靠山吃山”

搞采石，又使环境恶化。“2010 年以前，

村民有钱的建采石场，没钱的挖采石坑，

成天炮声隆隆，烟尘弥漫。”对于北村村

的过往，村民刘广铎记忆犹新。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让北

村村找到了新发展方向：发挥依山、傍湖、

抱岛生态优势，大力发展旅游产业，实现

富民强村。

      村里先是聘请北京、上海、浙江的旅

游规划专家进行整体设计，深挖古迹、古

村、古井、古树等自然人文资源，确立建

设楼山湾湖光田园度假区的旅游产业发展

规划，建设中坚决不拆老房、不砍老树、

不赶老户，尽量保留和凸显“山村味”“渔

家味”，为发展旅游尽量“留白添绿”。

      近年来，北村村先后建起万荷园、人

工沙滩、游船码头、柳泉水寨、潮味水街、

水上乐园、农家民宿等旅游设施，仅快艇、

画舫、竹排就添置了 50 多条，现在已形

成“一寨六园一碧湖”的景点布局，2 月

梅花香、3 月桃花艳、4 月月季次第开、7

月以后荷花鲜，将旅游赏花期从夏季 3 个

月拉长到全年 9 个月，旺季日均游客量达

到 1 万人次，全村 1000 多人因此吃上“生

态饭”“旅游饭”，全村旅游年收入 6000

多万元，成为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

       夜宿北村，微山湖的风，吹动新荷的香，

波光灯影里，小小渔村静入梦乡……第二

天，鸟儿的啼啭，山鸡的鸣叫，把人们从

睡梦中唤醒，“原生态”乡村田园气息与

现代文旅形态相互融合，守住了发展的根

与魂，北村的故事，还在不断地精彩上演。

         文体“跳”起来“舞”起来

      夜幕降临，铜山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

心灯火辉煌，大门外腰鼓队鼓乐喧天，一

楼大厅模特队“秀”出新风采，二楼的防

溺水 VR 体验区围满了孩子，三楼的中医

义诊区，前来问诊的居民络绎不绝……丰

富多彩的文明实践活动犹如文化“嘉年

华”。

        群众在哪里，文明实践就延伸到哪里。

近年来，铜山区根据群众文化生活需求，

开启“文明实践四季歌”主题活动，融文

艺演出、文化体验、移风易俗、知识科普、

志愿服务于一体，各新时代文明实践所

（站）举办群众喜闻乐见的纳凉晚会、图

书集市、文艺演出、电影放映、棋牌活动、

村 BA 等文体活动 2000 余场，受益群众超

40 万人次。

      铜山区还通过开展“志愿铜心 . 文明实

践镇村行”“百千万文化惠民”“一年一

村一场戏”“百姓春晚”“少儿春晚”广

场舞大赛等形式多样的品牌文化活动，把

文化送到群众家门口，用文化更好浸润人

们的心灵。

       非遗“活”起来“热”起来

      去年底，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公示了

第五批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

录，铜山的丁丁腔、李氏中医诊疗法、侯

氏毛笔三项入围，至此，铜山拥有省非物

质文化遗产 7 项，市级非遗 22 项，区级

非遗 142 项。

      近年来，铜山区不遗余力推动非遗文

化走进百姓生活，每年都举办非遗之夜大

型展示、演出活动，在城市商圈开设“国

风市集”，同时开展非遗进社区、进校园、

进景区等系列举措，让优秀传统文化、传

统技艺不断推陈出新，真正“活”起来、“热”

起来，焕发新的光彩。“近年来，铜山举

办的各类非遗类文化活动达 300 多场，十

多万群众受到非遗文化的熏陶。”铜山区

文体广电和旅游局张彩玲说。

      同时，铜山注重非遗产品的产业化发

展，160 余项省市区级非遗项目中的 20 多

种饮食类传统技艺都在产业化上进行了探

索发展，形成了张家金丝馓子、胖王爷糕

点、樊家扦子等一批知名品牌，为非遗的

进一步传承发展打下坚实物质基础。

        人在“画”中游。

        在铜山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展示的非遗项目：葫芦烙画。

       方特乐园

       《汉王丁唐荷花之美》

       草莓小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