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告联系电话 65363547 65367287 办公室 65369330 发行部 65369319 传真：（8610） 65003109 零售3元/份 国内定价全年420元 国内统一刊号：CN11-0066

1212 旅游天地旅游天地 责编：赵 珊 邮箱：hwbtravel@126.com

2020年8月28日 星期五

以距离近、时间短、慢体验、轻松
游为特点的“微旅行”，越来越受到人
们青睐，成为不少人休闲度假的新选
择 。“ 微 旅 行 ” 利 用 时 间 空 间 上 的

“微”，换取细致深度的体验，透过不一
样的视角和步伐，行走在熟悉之地，发
现别样的好景致和好生活。

方寸间深度游

相比千里迢迢去遥远之地看风景，
发现身边的美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

“微旅行”，在疫情进入防控常态化的日
子里，显得方便、更轻松。“微旅行”
让我们有充足的时间，把一处景点、一
个街区、一个主题……慢慢游、细细
品、深度游出不同的味道。

日前，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推出了
首批 10 条“漫步北京”城市休闲游线
路。其中，有一条线路“老城新颜——寻
觅王府井大街的文化宝藏”吸引了我的
关注。秋高气爽，我漫步王府井大街，来
细品大名鼎鼎商业街的文化气息。

王府井大街的中华老字号多，内联
升的鞋、盛锡福的帽子、瑞蚨祥的绸
布、同仁堂的药、吴裕泰的茶、全聚德
的烤鸭……以品味文化的视角来逛老
店，你会发现老字号历久弥新的魅力。王
府井大街的书店也多，有王府井书店、外
文书店、涵芬楼书店、三联韬奋书店和言
几又书店等，既有历史厚重的老牌书店，
又有小而美的阅读空间，在闹市中给人们
营造出一个个安静的书香世界。

上海今年已推出了多条半日游、一
日游的“微旅行”产品，包括时尚都
市、历史古镇、文化探寻、乡村休闲、
健康徒步、欢乐亲子等内容，融旅游和
本地生活于一体，受到本地市民和外来
游客的欢迎。上海市民孙女士今年体验
了关于上海建筑的“微旅行”，她说：

“没想到自己身边的这些老建筑，有这
么多故事，有这么多学问。家门口的风
光真是蛮好的。”

轻松间兴趣游

“微旅行”轻松自由，随时出发，
无须提前计划详细行程，在目的地可跳
出攻略，随意游玩。美食、娱乐、建
筑、技艺、购物等日常生活中的元素，
皆可成为“微旅行”的吸引物。

“摄影是我最大的爱好。我的旅行
基本上都是围绕摄影展开。‘微旅行’让

我发现了身边很多意想不到的美景。在
北京能找到欧式城堡、科技奇幻、民国怀
旧、乡野田园和清新文艺范儿等各种拍
照场景”，北京的王女士和闺蜜每月都会
有几次旅拍的“微旅行”。

宋青青在杭州已工作几年，对西湖
情有独钟。她说：“自己住的离西湖比较
远，可一有空就会来西湖转一转，每次都
看到不同的景色。西湖不仅有南宋十
景、新十景，周边还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宝
藏。我很喜欢西湖沿线的各类博物馆，
浙江省博物馆、杭州博物馆、西湖博物
馆、中国茶叶博物馆、中国丝绸博物馆、
中国印学博物馆等，天堂般的美景畔弥
漫着浓厚的文化气息。”

如今，度假型酒店和民宿不仅是住
宿地，也成为很多游客的休闲目的地。
不去景区游览，在酒店或民宿就可满足
度假的需求。驴妈妈旅游的统计显示：
超六成的用户倾向于选择自然环境优
美、房间相对独立的度假型酒店，在长三
角地区，湖州、苏州、上海、杭州、无锡、宁
波、台州、常州、南京、舟山都是游客选择
住酒店去度假的热门目的地。

收获感悟感动

“微旅行”体现了新的旅游方式和
生活方式。一场说走就走的慢游，富有
个性、参与感的深度体验，收获一些感
悟与感动。游客在有限的时间空间停下

来，像手持一个放大镜，慢慢欣赏被快
速生活忽略的美。

旅行未必一定去远方，只要能给心
找到休憩的地方。马蜂窝旅游研究中心
负责人冯饶告诉记者：“年轻游客不再执
着于空间距离上的‘远方’，而是愿意在
城市及周边发现新潮的玩法和体验。马
蜂窝已推出了北京、上海、成都等地面向
本地游客为主的一日游、两日游等‘微旅
行’产品，帮助游客寻找藏在城市街头巷
尾的新体验，体会在近处旅行的乐趣。”

风景名胜固然能吸引眼球，但持久
打动人心的是这个地方的文化气息和生
活味道，这也是“微旅行”的核心吸引

力。上海、北京、河北等地纷纷推出了
“微旅行”内容。“微旅行”将成为新的
出游风向标。

如何让“微旅行”的体验更丰富，如
何在“微旅行”中更好地融入本地的历史
风貌、时尚潮流、文娱生活、特色美食等
元素，值得旅游业者深入研究。冯饶介
绍说：“‘微旅行’对于产品的设计研发和
服务质量都提出了新要求。马蜂窝对平
台海量旅游内容的大数据进行分析挖
掘，深入了解最新潮的玩法和最新的旅
游资源，帮助平台商家设计新型的“微旅
行”产品，并通过大数据技术对多样化的
产品和需求进行精准的供需匹配。”

初秋，天气舒爽，我来到山东青岛
西海岸的琅琊台景区，开启一次访古祈
福之旅。

琅琊台三面环海，西面接陆，因山
形如台，在琅琊，故名琅琊台。据 《山
海经·海内东经》 记载：“琅”是良玉的
意思，“琊”是类似于美玉的骨质物件，
二者都是精美的宝贝。郦道元在 《水经
注》中描绘当时琅琊台：“孤立特显，出
于众山上，下周二十余里，傍滨巨海。”

琅琊台史称“海上仙台，四时福
地”，是四时文化的发源地，同时也是二
十四节气产生的重要根源。《史记·封禅
书》记载，西周初期，姜子牙把季节之神四
时主封在了琅琊台，这里成为天下四时的
确立地，中国古代四时主的主祭场所。古
人以琅琊台为中心，观测星象，分划出春
秋二分，夏冬两至，分时计岁。琅琊台也
成为中国最古老的观象台，发布节气令，
祈福四时。

琅琊台曾是历代帝王、文武大臣、
文人骚客、名家方士向往的地方：据史
料记载，公元前472年，越王勾践迁徙都
城到琅琊，在此起观台，望东海，会盟
诸侯。公元前 221 年，秦始皇平定六国
后，设琅琊郡，曾三次登临琅琊台，立
石刻。《琅琊台刻石》由李斯亲笔手书小

篆，为现存字数最多的秦代刻石，在中国书法史上占据举足轻
重的地位，原件现存于中国国家博物馆，为国宝级文物。李白
的《古风》、李商隐的《海上》、苏轼的《书琅琊篆后》等诗词华章
更让琅琊台成为驰名天下的名胜。

我们缓步登山蜿蜒而上，看到姜子牙立台封神、勾践观
台会盟、秦始皇夯土祭拜、徐福登台东渡求仙遗迹或群雕。琅
琊台犹如一部厚重的历史画卷。同时，琅琊台自然风光秀丽，
山海奇伟，气候温润，花飘香溢。琅琊台森林覆盖率高达95%，
沟谷坡地无不尽显林木之美。据介绍，琅琊台四季鲜花开放。
槐花飘香溢彩，灿若霞霓；连翘花遍布游步道，馥郁芬芳；牡丹、
月季、映山红、绣球花、玉兰、腊梅、金桂等争奇斗艳。

目前，琅琊台景区正在打造琅琊台祈福圣地的文化旅游
形象。以“岁始琅琊·四时祈福”为主题，成功举办了中国琅
琊台四时祈福节，融合秦始皇登琅琊台祭祀四时主所奏礼
乐、北方胶东传统威风鼓、南方广东醒狮鼓之鼓乐、四时与
二十四节气文化、书法艺术的鼓乐表演，首创“琅琊台四时
节令鼓乐”。同时，依托古观象台遗址，打造琅琊台星空营
地，开展房车露营、提灯夜游、古台观日等户外体验活动和
研学旅游产品。

海南保亭多山，但山和山不太一
样。因为属于热带雨林，保亭的山从
头到脚都是绿色的，虽然偶尔也会染
上一点别的颜色，但这无伤大雅，满
眼的绿依然让人心醉。一场雨后，雾
从山谷中蹿出，在满是苍翠的山间作
画，一会儿是神仙遗下的玉带，一会
儿是农家屋顶的炊烟，像一部大自然
制作的影片。

这个季节的保亭，美如画卷。来
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我们一起去寻
找保亭的人间仙境。

沿着被绿荫包裹的乡野柏油路，
大弯、小弯，上坡、下坡，在曲折的道路
两边，槟榔、橡胶、椰子……许多叫不
出名的树木。村口的“小别墅”前，一
位大爷躺在吊篮上跷着二郎腿，闭目
养神。快递盒子堵住了院子的一角，
盒里是红毛丹，“偷得半日闲散”的老
大爷许是装了一早上的货，累了。

穿梭在乡村的绿荫中，车轮压过
的地方阳光倾洒。突然，乌云带来一
阵大雨，没两分钟就停了，从山间丝

丝飘散的薄雾中，能看到前方的呀诺
达景区。

呀诺达雨林文化旅游区还是一如
既往的美，漫山遍野的绿，一气呵
成，没有半点拖泥带水，也没少半点
雨林王国的气魄。进入景区，所到之
处，景区工作人员一声齐刷刷的“呀
诺达——”，让初来乍到的人既感到
有些突兀，却又不乏热情。雨林中，
各种参天的古树在头顶环绕，剧毒的
见血封喉、高大的青果榕、珍贵的黄
花梨……种类繁多，不愧是地处北纬
18度的雨林王国。

兰花溪，开有兰花的小潭里，薄
雾袅袅，飘散开来，似仙气一般。想
去掬一团仙气，却又不见踪影，掬到
的只是一捧凉意。斑斑点点的阳光，
洒落在兰花仙子的枝叶上，营造出色
彩斑斓的意境，与蝴蝶们的柔情蜜意
相濡以沫，让人禁不住沉醉其中。置
身兰花溪，宛若住进了蓬莱仙境。

突然，“啊——”山谷间传来一
声尖叫，是游客们发出的声音。高空

滑索、“哇哎噜”玻璃观景平台、悬
崖观海秋千、踏瀑戏水的攀缘……每
个项目玩的都是刺激。游客们的惊
叫，也许会惊起雨林中不少的小动物
们吧。

出了呀诺达，闻着黎族“茅台”
山兰酒的香味，来到槟榔谷景区。门
口，图腾绘就的门牌，神秘而有气
势。门牌中间的“大力神”，两侧的
牛图腾，像守护神一样。走进景区，
一条绵长数公里的谷地，目之所及，
皆是绿色。凉爽的风穿过笔直的槟榔
树，徐徐吹来，散去了夏日的炽热。
山谷里，处处可见“倒扣而来”的船
形屋，那是黎族人古老的居处。屋
外，几位黎族阿妹不紧不慢地做着竹
编，让人看到了黎族人平日的生活画
面，平淡而古朴。

在景区非遗文化博物馆，阿婆们
身旁围着不少游客。席地而坐的符金
花身体呈L形，双脚蹬住织机的卷经
棍，双手在分经棍上、在打纬刀上，
把自己从小的记忆一点一滴织成黎
锦。黎锦是传承 3000 多年的民族瑰
宝。符金花是海南黎族最后一代绣面
文身女，面对游客，她从容而又安
详，满是皱纹的脸上依旧能看出文身
的蓝印，美丽且神秘。

漫步在谷地，黎族原汁原味的小
吃：黄姜饭、竹筒饭、山兰酒、糯米
糕，让人口齿留香；苗族打猎文化、
鼻息吹响的箫音、惊心动魄的“上刀
山下火海”……让人意犹未尽。

如果说呀诺达是“自然仙境 ”，
那么槟榔谷就是“人文仙境”。保亭
的仙境远不止这些。美丽传说的七仙
岭、千姿百态的仙安石林，还有那些
神秘的图腾，诉说着千年的黎苗故
事。我想，只有走进保亭，才能体会
到这原生态的仙境之美。

本报电（吕 文）为适应周末短途游蓬勃
发展趋势，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近日发布了
2020年“河北旅游百大人气目的地”，涵盖自然
深呼吸、文化漫步者、潮流畅玩家、美食行动
派、京畿不夜城、康养微度假六大主题，以
丰富的产品持续发力周末休闲游市场。

河北风光秀美，文化璀璨，地处京津1到
2 小时交通圈内，不仅具有京津冀协同发展
的地缘优势，更以丰富而独特的文旅资源引
人入胜。河北已成为深受京津游客喜爱的
周末休闲旅游目的地。近年来，河北深挖旅
游资源、创新旅游产品，推动了房车自驾游、
旅游露营地等旅游新业态发展，带动了京津
冀交通、住宿、餐饮、景区等旅游产业的快速
发展，为文旅产业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广西桂林灌阳县江口村历史悠久，
文化底蕴深厚，近年来以发展乡村旅游
为切入点，走出了一条特色乡村旅游、
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协同并进的发展
路子。目前，江口村荣获“中国传统建
筑文化旅游目的地”称号，同时，又被列
入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公示名单。

江口村不断加强村级基础设施

建设，村内建有星级休闲农庄餐饮
楼、大型停车场、星级旅游公厕、多功
能游客接待楼和文化舞台等，成为

“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宜居宜游的美丽乡村。

江口村借助悠久历史文化，着力
打造以唐景崧故居、江口传统村落为
重点的“观阳古镇”景区，成功举办灌阳

“二月七”农具文化节之“中华猜谜一条
街”、全国山地户外运动赛等活动。同
时，该村依托雪梨生产基地，打好“文
化+生态”两张牌，把古村落综合开发
与生态农业核心示范区建设结合起
来，打造江口雪梨产业县级核心示范
区，通过“旅游+特色农业”，打响了“休
闲观光旅游好去处”乡村旅游品牌，被
评定为广西五星级乡村旅游示范点。
目前，灌阳县林江生态雪梨产销专业
合作社积极创建“合作社+电商”产销
平台，大幅度提高村民经济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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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正定古城夜景 张晓峰摄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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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发力周末休闲游闲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