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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华塔位于兴国县埠头乡程水村横

石组小山岗上，至今保存完好。始建于

唐，元代毁，明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重

建，清嘉庆八年（1803年）修葺，1984年重

修，2013年再次全面维修。该塔为壁内折

上楼阁式砖塔八面七级，通高25米，平面

为八角形，基座为红条石所砌，直径6.05

米，每边长2.3米，顶层每边长1.9米、直径

4.95米。塔各层边长及高度自下而上依

次递减。一至七层塔心柱为正方形。第

一层南、北门额上嵌“朱华宝塔”和“横石

宝塔”红石匾额，其他各层各面均开窗。

各层用砖叠涩出檐。塔外壁和塔心柱共

置石雕佛像34尊，形态各异，造型逼真，

塔内壁各级均有碑刻及铭文砖，字迹清

晰，记有建塔年月及捐建者姓名。

在赣南大地的一隅，兴国县城南

的温柔乡野间，藏着一座古韵悠长的

宝塔——朱华宝塔。它静静地矗立在

埠头乡程水村横石山岗之上，仿佛一

位穿越时空的老者，诉说着过往的辉

煌与沧桑。

这座塔的历史可追溯至唐末，明嘉

靖二十九年（1550年）的大规模重建，更

是让这座古塔焕发出新的生机，成为我

们今日所见的模样。

朱华宝塔是一座楼阁式砖塔，以其

外圆内方的独特结构，独树一帜，展现了

古代工匠非凡的智慧与技艺。红石条块

砌成的塔基，青砖砌就的塔身，孤檐八角

起翘，造型优美，宛如一幅精美的画卷，

让人不禁驻足欣赏。七级八面的设计，

通高达 25米，每一砖一瓦都透露着历史

的厚重与文化的深邃。

塔外壁及塔心柱上，共置有佛像 34

尊，这些佛像形态各异，栩栩如生，每一

尊都承载着匠人的心血与虔诚。此外，

塔内还嵌有碑记或石像等文物，它们如

同历史的见证者，默默诉说着过往的故

事，等待着有心人的聆听。

漫步于朱华宝塔周边，绿树成荫，

流水潺潺，与宝塔相映成趣，构成了一

幅绝美的水墨山水画。在这里，你可以

暂时忘却烦恼，让心灵得到真正的放

松。无论是驻足观赏还是拍照留念，都

能让你深刻感受到古塔的魅力与自然

的和谐。

作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朱华宝

塔得到了当地政府和百姓的悉心呵

护。历经近千年的风吹日晒依然屹立

不倒，成了兴国文化瑰宝。我们每一

个人都有责任和义务去保护这份宝贵

的文化遗产，让它继续见证着历史的

变迁与文化的传承。

石板头老街，位于南康区唐江镇，是一条

流淌着千年历史韵味的古老街道。自古以来，

唐江便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成为赣南地区举

足轻重的通商口岸与货物集散中心，其商贸之

盛，在民间赢得了“天下货无不过唐江”的美

誉。而石板头老街，作为唐江老街的核心区

域，更是见证了唐江乃至整个赣南商贸的繁荣

与文化的变迁。

老街全长约 220米，街道铺设着石板与鹅

卵石，因此得名“石板头”。街道两旁，老旧的骑

楼青砖灰瓦，古朴典雅，宛如历史的画卷缓缓展

开在世人面前，诉说着往昔的繁华与喧嚣。

据记载，唐江镇自古以来便是商贾云集之

地，其商贸之繁荣，在赣南地区享有盛誉。老街

上的骑楼，楼下是店面与风雨廊道，楼上则是居

民住房，设计巧妙，功能齐全。遥想当年，骑楼

之下，商贾云集，买卖声此起彼伏，车水马龙，一

派繁荣景象。

老街不仅见证了商贸的繁荣，更承载了文

化的厚重与人间烟火的气息。或是漫步在青石

板路上，或是驻足于骑楼之下，或是仰望青砖灰

瓦，耳边似乎还能听到往昔的喧嚣与繁华，那些

关于商贾云集、货物流通的故事，仿佛就在眼前

上演。

老街上的每一块石板、每一块青砖，仿佛都

在诉说着赣南人民勤劳和坚韧的精神。斑驳的

墙面、褪色的招牌，以及那些依然坚守在老街上

的老手艺人，都是老街历史的见证者。他们用

自己的双手，传承着古老的手艺，让老街的文化

底蕴得以延续。

如今，当现代文明与古老传统在这里交汇

碰撞，唐江老街并未选择沉寂，而是以一种独特

的方式，继续诉说着它的故事。在这里，你可以

看到传统与现代交织的和谐画面，也可以感受

到那份穿越时空而来的历史韵味。无论是漫步

在青石板路上，还是驻足于骑楼之下，你都能感

受到那份独特的魅力，令人流连忘返。

霞光中的朱华塔。

本报讯（叶婷婷）龙南市位于江西省南

端，是“客家摇篮”赣州市的纯客家县（市）之

一，有着丰富的客家文化资源，形成了一系列

独具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近日，龙南市关

西围景区举办了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

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体验客家文化，感受龙南

客家风情，体验民俗文化魅力，享受欢乐假期。

“手工锤鱼的嫩滑Q弹，酿豆腐的柔滑细

腻，客家春卷的饱满多汁……让人垂涎欲滴，

龙南客家美食不仅仅是一场味觉的享受，更是

一种家的感觉。”关西围景区内一场盛大的客

家千人宴正在火热进行，游客王先生不禁竖起

大拇指夸赞道。嘉宾们围坐一堂，品尝地道的

客家美食，感受浓厚的客家文化氛围。舞龙舞

狮表演、千人宴的热闹场景，让到场的游客感

受到了浓浓的客家情。

“来龙南不仅欣赏到了古朴、壮观的围

屋，还体验了客家织带制作、米酒酿造等非遗

项目，大家在围屋里学唱客家山歌，非常有意思。”作为活动的

重头戏之一，关西围景区还展示了多项客家非遗技艺。来自广

东和平的何女士表示，自己跟家人驱车一小时左右便来到龙南

关西围景区，游览了龙南关西新围后十分高兴。游客们近距离

观看客家冬头帕、竹篾技艺等制作过程，亲身体验这些传统技

艺的魅力。

围屋外一片欢声笑语，一场“亲子干塘”活动正在进行。家

长们带着孩子穿上渔裤，在荷塘中捞鱼、捉虾、摸田螺，享受一场

农家民俗乐趣。池塘的另一边，还设立了垂钓区域和钓虾体验

区，让游客们充分体验农家生活的悠闲与惬意。从客家围宴到

亲子干塘，从客家山歌到非遗技艺展，再到客家服饰换装体验，

浓郁的客家风情及一系列精彩纷呈的活动给游客们留下了一次

难忘的文化之旅。

龙南是中国围屋之乡、世界围屋之都，是江西省的“客家山

歌之乡”，客家文化资源丰富，该市共有376座各具特色的围屋。

同时，还拥有赣南客家围屋建筑技术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以及太平堡龙船会、客家香火龙、龙南客家山歌等省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近年来，龙南市通过整合客家文化资源优势，打造以非

遗为主题的文旅活动，节日文旅活动丰富多彩、亮点纷呈，吸引

了越来越多游客来到龙南观光旅游。

龙南市文广新旅局工作人员戴文表示，今年以来，该市启动

新一轮“招游引客”工作，积极筹备各类文旅活动引客入龙。1月
至 9月，龙南累计接待旅游 644.81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

56.5亿元，同比分别增长7.9%、7.25%。

本报讯（记者陈缘缘 通讯员刘思婷）近日，来自上海、贵州

等全国各地的 179家旅行社代表来到安远县，参加旅游推介大

会、旅游线路踩点等活动，携手开拓客源市场，助力擦亮“东江翡

翠”旅游名片。

风光旖旎的三百山、庄严肃穆的天心整军会议旧址、古朴厚重的

东生围围屋群、悠扬婉转的采茶戏……每一处风景、每一处文化，都

承载着安远的深厚底蕴与独特魅力。踩线活动期间，旅行社代表们

参观了安远的标志性景点，了解安远历史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旅游线

路规划、游客接待服务等情况。旅行社代表纷纷表示，脐橙采摘、富硒

温泉康养等体验项目，对外地游客十分具有吸引力，将发挥自身资源

优势和渠道优势，集体为安远文旅市场“引流”。

从单一景区到全域旅游、从单一产业到多元发展，如今，安

远乡村游、文化游、生态游、康养游正全面开花，全域全景美如

画。安远县以“两天半”旅游圈为核心抓手，积极融入粤港澳大

湾区，将县域建成大湾区文旅康养休闲的“后花园”。该县以山

水风光、历史、生态、休闲为主题，加强旅游业与农业、文化、体

育、康养等相关产业的有机结合，打造了以国家 5A级旅游景区

三百山为核心，配套三百山国际酒店、东生围、三百山温泉旅游

度假区、户外越野公园等特色旅游资源的文旅康养产业集群。

抢抓机遇、发挥优势。当前，安远县正加速推进文旅资源优

势向文旅产业优势转变。全县推出《安远县引客引流营销奖补

办法》，全年安排奖补资金800万元，积极鼓励旅游企业、企事业

单位（个人）组织县外游客到安远旅游、研学；组建文旅联络专

班，围绕“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需求，提供旅游咨询、线路规划

以及接待安排等一站式服务，不断提升景区核心吸引力和游客

体验感，让更多游客到安远寻找“诗与远方”，助力实现“过路客”

变“过夜客”，“头回客”变“回头客”，一日游变多日游。

百家旅行社走进安远
共谋文旅发展新图景

本报讯（王历瑞）近日，在信丰县嘉定镇游州村，人潮涌

动。这里是开国中将曾思玉的故乡，田垄相连，绿树成荫，景区

游步道上人来人往，孩童奔跑嬉闹，构成一幅冬日美景图。

游州村历来为富庶之地，人文鹊起，先贤辈出，尤以开国中

将曾思玉、信丰早期农民起义主要领导人郭一清等而闻名。在

风起云涌的土地革命战争期间，富有革命斗争精神与传统的游

州人民，在曾思玉、郭一清等领导下，与反动政权展开了激烈抗

争和武装斗争，游州是全县农民运动的策源地之一，也是信丰县

第一个党小组的创建地。

活化利用，就是最好的保护和传承。近年来，游州把老村区

改造提升同保护历史遗迹统一起来，做好保护修缮和活化利用，

维护好其历史性、风貌完整性、文化延续性，完善村庄功能，改善

人居环境。

在游州村里，建有曾思玉将军纪念馆、将军广场、游州村史馆

以及修缮的曾思玉故居等。据游州村党总支书记兼村主任陈传斌

介绍，近几年来，游州村以“军旅+”“军旅+文学”“军旅+体育”为主

题，开展各类活动，吸引了许多游客。“今天上午，游客一波一波地

到来，接受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村民杨永平说，“看到

自己成长的地方被越来越多的人知晓，还能服务家乡、服务游客，

我感到非常自豪、非常开心。”如今，村里开办民宿、餐馆、小吃店、

土特产店等，许多村民在家门口实现了充分就业创业。游州村通

过红色文化与乡村旅游、现代农业融合发展之路，越来越多的村民

端起生态碗，吃上旅游饭。

该县通过红色文化、古色文化、绿色文化、橙色文化、美食文

化、乡村文化等，让资源真正活起来，让业态逐渐多起来，让消费

者持续热起来，以文化赋能，以乡村为载体，以产品为核心，以市

场为导向的沿乡村文化旅游发展共同体，共同携手打造乡村文

化旅游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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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丰游州村 红旅韵味足

朱华宝塔：

千年守望，一塔倾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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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 旁 老

旧的骑楼，让人

不禁想象七百年

前这条街的无限

风光。唐江老街

是典型的岭南骑

楼建筑，楼下是

店面和风雨廊

道，楼上居家。

石板头老街古巷，青砖灰瓦，恍惚穿越到了旧时光里。

↑ 一 直 生

活在这的人们

是唐江变化的

重要见证者。

老人的身影与周围的环境构成了一幅和谐温馨的画面。 家门口晒秋，让老街增添了人间烟火气。 街头巷口的杂货店门口，居民悠闲地喝茶。

“四普”新发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