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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初
秋的京郊，格外清爽怡人。清新空气、
绿水青山、非遗文化、精品民宿……北
京郊区的旅游休闲资源丰富多彩。自
驾游、火车游等不同的出行方式，带
给游客各具特色的旅途体验。京郊
游，创新创意不断出彩，满足游客多
元化高品质的需求。

非遗文化游

去京郊古村听听古老的长城传
说，在村里尝尝传承了 500 年的点
心……京郊游的内容越来越丰富，既
好看更好玩。日前，北京向市民游客
推荐了50条京郊非遗旅游线路，将青
山绿水与古老传说、传统体育、手工制
作技艺、传统美食制作技艺等非遗项
目相结合。

在京西，人们可走古道、访古刹，
探寻西山永定河的历史文化和古村山
韵；在北郊，人们可游览喇叭沟门原始
森林，入住满族传统村落，也可在长城
脚下包粽子、做香囊，体验民间节俗；
在城市副中心，人们可品通州三宝、赏
花丝镶嵌技艺、参观漕运古镇，临风面
水感受流动的大运河文化。

大兴区同仁堂健康基地的“同仁
堂零号店”将非遗的传承保护置于时
尚消费场景中。在东方传统艺术与现
代审美相结合的氛围里，绿豆、枸
杞、菊花等常见的植物食材和药材，
看起来不像商品，更像是装在精致罐
子中的艺术品。而虫草等高端药材则
被摆上餐桌，成为日常养生的一部
分。这里每天吸引不少游人前来参观
或进行网络直播。

市民游客在畅游京郊中感受非遗
魅力，在非遗体验中享受文化成果，
在非遗传承中守护精神家园。日前印
发的《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发
展工程实施方案》提出，加强对非遗
资源的挖掘阐发，坚持以文塑旅、以
旅彰文，为旅游业注入更加优质、更
富吸引力的文化内容。在吃、住、
行、游、购、娱各环节，更多地融入
非遗体验基地、传习中心 （所）、老
字号等非遗技艺展示资源，支持打造
北京文化深度游线路。

自驾民宿游

京郊一直都是北京市民和游客度
假休闲的好去处。受疫情影响，自驾
游京郊更成为北京人出行的首选。

为了进一步激发自驾游市场，北
京近日举办了百车京郊自驾游活动。

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发布了最新设计
开发的 10 条北京自驾游经典线路，
以北京远郊区为目的地，旨在唤起大
家对健康旅游、运动旅游、亲子旅
游、生态旅游的消费热情，提振文旅
消费信心，为景区增添人气和活力。
线路设计融观光景点和休闲体验于一
体，比如门头沟 1 日游线路途经沿河
城、碣石村、幽州峡谷和官厅水库，穿
惊险山间小道，享古朴幽静村落，品鲜
美铁锅炖鱼。延庆2日游线路穿行百
里山水画廊，宿岔道古驿民宿，探世园
公园之夜，途经干沟村、滴水壶、乌龙
峡谷和燕山天池等景区。

自驾游，玩得轻松便捷，当然离
不开特色的住宿。在日前开启的“畅
游京郊·北京乡村旅游季”活动中，以
精品民宿为核心，以新线路、新玩法、
新体验为突破，北京发布了“重点乡村
游”“精品民宿游”“京郊美食游”和“红
色主题游”四大主题40条京郊旅游精
品线路。精品民宿成为游客乡村游微
度假的重要吸引力，促使京郊游从当
日往返变为度假深度体验，提升了过
夜率，增加了消费含金量。自驾游和
精品民宿组合成为赏心悦目的日夜风
景线，促进吃、住、行、游、购、娱的复合
消费，进一步扩大夜间消费，扩容发展
空间，形成24小时倍增效应。

据悉，今年北京将举行“最美乡
村民宿”和“最有故事乡村民宿主”
线上评选活动，展示乡村民宿的丰富
资源。北京市首届乡村民宿大会也将
集中展示北京乡村民宿发展成果。

火车惬意游

相比自驾游，火车游一路观景，
一身轻松，既可避免自驾拥堵，又将

车上的旅途变成休闲好时光。中国铁
旅集团今年以市郊列车为载体，推出

“坐着火车游北京”活动，开往通州、昌
平、怀柔、密云、延庆等郊区，为游客提
供安全、舒适、绿色、健康、温馨的铁路
旅游出行体验。交通和旅游的融合发
展为北京旅游的复苏带来动力。

市郊铁路 S5 线由清河站至古北

口站，连接了雁栖湖、红螺寺、青龙
峡、云蒙山、黑龙潭、司马台长城、
古北水镇等多个风景名胜区，被誉为

“第二趟开往春天的列车”。云蒙山山
势耸拔，奇峰异石多姿，飞瀑流泉遍
布，林木花草馥郁，集泰山之雄、华山
之险、黄山之奇、峨眉之秀于一体，自
然风景优美。S1 线可抵达通州区大
运河森林公园。游客能享受北方水乡
式生态休闲，看看运河岸边的鸟巢，闻
闻湿地荷香，听听鸟语虫鸣，赏花、写
生、观鸟……在这座天然大氧吧中，感
受惬意宁静的水岸生活。

中国铁旅集团相关负责人向记者
介绍，乘火车游北京是绿色出行、快
乐出行、健康出行的生态之旅。火车
的活动空间大、舒适度高。游客乘坐
旅游专列一路上可观景、可休息、可
游览、可娱乐，多功能车厢设置有书
吧、茶吧、酒吧，还有歌舞、朗诵等
文娱活动。“坐着火车游北京”目前
已组织游客近千人，深受游客欢迎。
中国铁旅集团将在金秋九月和国庆节
期间继续推出多方向的“坐着火车游
北京”京郊游产品，以满足游客个性
化、差异化的休闲度假需求。

在下今秋的中华美食行，第一
站乃太行山深处的一个山洼洼，名
叫大寨村。

逛过山西著名的王家大院，我
们夜宿崇宁堡，准备明早前往大寨
村，不想却被一场秋雨阻碍了行
程。雨水串珠般沿着房檐滴落，我
们一行人坐在崇宁堡百年豪宅的廊
沿下，聊着山西人的“俭德”和

“大寨精神”。
8月初能够下一场雨，原本对秋

收有益，但雨水太大就难讲了。由此
我联想到1963年8月初，大寨村曾下
过一场特大暴雨。那时，我住在千里
之外的天津，1岁零10个月。此时，
天津同样暴发了特大洪水，我父母每
日前往海河沿岸加筑堤坝，等回到家
时喜极而泣地发现，在下已经能够用
仅有的六七颗乳牙，抱着玉米面窝头
猛啃一番了。毕竟三年困难时期刚
刚结束，作为直辖市新生儿的在下，
代乳粉、八宝粉等婴幼儿食品珍稀昂
贵如龙肝凤髓，于是，该吃奶时吃糨
糊，断奶后啃窝头，便成为在下美食

人生的开端。
可那个时候，大寨村民该怎么

办呢？应该会有一点荞麦吧，或许
还有莜麦、绿豆，甚至珍贵的小米
和玉米。面对被毁灭的家园，他们
的先辈往往选择全村出外逃荒，而
他们这次却选择了用劳动抗争。

每日凌晨，大寨村全体男女老
少下沟挖取被山洪冲刷下来的泥
土，用箩筐挑到高高的坡地上，在
石头坡上凿出鱼鳞坑，填土修复山
坡耕地，然后，再将凿下的石块大
部分挑去修造梯田，少一部分挑回
到村里修理损毁的住房。这种效率
管理方法有一个大寨村式的独特描
述，叫：“白天治坡，晚上治窝。”
其艰难与强度，用今天的想象力几
乎难以描摹，可称艰苦卓绝。

大约早上 10 点钟，他们开始
吃第一顿饭。做饭的妇女清晨是要
与全村人一同上山劳动的，有所不
同的是，她们会比男人稍早一点挑
着石块下山来，回到临时搭建的窝
棚里为家人做饭。他们每天只吃两
餐饭，早餐可是全家人全天最重要
的一顿饭，她该给劳累至极的家人
吃些什么呢？

今天我们会想，干体力活必须
得吃些能充饥，有营养，最好是糖
转化效率高的食品。那么吃什么
呢？大寨村有一种传统食品叫“压
饼”，是将面粉、食盐与芝麻加水
调糊，用鏊铛压烙成纸样的薄饼，
如今这种压饼技术已经传播至整个

晋中地区，成为大寨村名片式的著
名小吃。我回到天津后，试制了一
下这种压饼，与大寨压饼的不同之
处是，我是用擀面杖将面皮轧薄
的。我在自制压饼完成之后，等候
它晾凉变硬之时，方才恍然大悟，
原来这是古人出门远行时携带的干
粮，或是军队行军作战时准备的军
粮，就如同山东的麦子面煎饼和大
锅饼，或是满族人的“勒特条”。

“寨”是宋代的基层军事单位，大
寨便应该是当初军队驻扎遗留下来
的地名，所以，保留下制作军粮的
传统很是正常。

只是，那时大寨农妇没有面
粉。她肩挑石头下山时，顺手采摘
了些已经老硬的苣荬菜和灰灰菜，
如果运气好，她还能捡到一颗没长
大却被冲断秧的小南瓜，再到旧宅
的地窖里深挖细找，或许能找出一
两颗去年窖藏，今年已经长毛生芽
的蔓菁疙瘩。她将所有这些蔬菜切
碎下锅来煮，湿柴难烧，浓烟熏得
她泪如雨下。蔬菜熟了，她一手将

玉米面细细地撒在锅里，一手用勺
搅动，脚下踢着柴禾烧火，背上或
许正背着个娃，同时必须留心瓦罐
中剩下的玉米面是否还能将就几
天，至于晚饭，全家就喝稀粥吧。

在下于 1961 年人口出生高峰
期降世，一落草便自带干粮，我父
兴高采烈地举着我的出生证明冲入
粮食局，在全家的粮食本里写上在
下的大名，并郑重其事地再三确
认：新生儿粮食定量每月 3 市斤，
还有6市斤大白菜，产妇一次性营
养品为半市斤“冻蛋黄”。这些食
品虽然不多且价格颇高，但对我家
来讲，这比贾宝玉出生时衔的那块
玉可贵重多啦！

当年大寨农妇做的那顿正餐，
今天已是昔阳县声名远扬的美食，
名叫“糊嘟”，到了大寨村必能吃到。
只是，现在糊嘟的制作方法精致多
了，面用白面，菜用肉丝、土豆、豆角、
酸菜，食客围锅而食，每人碗中还有
香气扑鼻的油辣椒蘸料。这道糊嘟
半菜半饭，能够振霍味蕾，安暖肠
胃，平生若未得尝，可惜了。大寨村
民如今生活得很好，餐饮民宿都不
错，最重要的是，还有一些大寨村独
特的美味，今天在下没有介绍。它
们就在那里等候读者朋友，闲时不
妨一游。顺便说一句，您回程从太
原搭乘飞机或高铁，有时间的话应
该去吃一碗“头脑”。要说这“头脑”
是个啥？不妨等在下二访太原，再
吃一碗，然后作文与您分享。

“大串门口排队了”，一位店主的熟
人走过小店门口时喊道，正在忙着烤串
的店主笑着打招呼。夜色下，山东省济
南市章丘区三涧溪村美食街上的游客熙
熙攘攘。“多的时候有一万七千多人，少
的时候也有七八千人，”村党总支书记高
淑贞说，“产业是重要基础，发展旅游就
是为了增加村民收入，同时，也增加村
集体收入。”

石子口村依托齐长城和村里的老房

子，发展时养山居民宿，让游客在古朴与
自然中享受静谧时光。这里周末和节假
日经常是一房难求，村集体年收入增加
40万元以上，村里贫困户实现集体脱贫。

章丘区旅游发展中心主任宋亦舟

说，全域旅游成为章丘推动乡村振兴的
重要引擎。在紫缘香草园，有1600多个
点可供婚纱摄影取景，游客还可在国学
芝兰书画院学习体验。“园主”宋世斌
说，在这里做乡村旅游已经 8 年了，不
断丰富园内业态，年接待游客50多万人
次，已吸纳当地200多人就业。

因为发展旅游，乡村文化得以更好
地保护与利用。青山环绕，泉水涓涓，
曾经作为 《闯关东》 电视剧的拍摄地朱

家峪修复了文昌阁、朱氏家祠等古建
筑，完好地保护了康熙立交古桥等景
观，并在村外精心打造了闯关东展览
馆。石匣村在 8 月中旬举办了“过半
年”暨第二届乡村振兴戏剧节，吸引了

数千名游客到村里攒伏羊、赏美景、唱
大戏、过半年。

近年来，章丘发展全域旅游引进了
多个文化旅游大项目。在绣源河畔，华
侨城数座荷花与锦鲤造型的建筑已经落
成，今后还将引入大型水公园、海洋世
界、主题酒店、主题商区、冰雪项目、
国际大马戏等。在百脉泉旁边，明水古
城已经初露真容，项目计划总投资80亿
元，预计于2022年开业，有望成为济南
市乃至山东省的旅游精品。

前两年开业的济南野生动物世界景色
宜人，体验活动充满童趣，颇受家长和孩子
喜欢。景区刚兴建了一个休息区，游客可
以与小鹿、小袋鼠互动，在科普中心萌萌哒
的小白狮、小老虎更是俘获了众多游客和
粉丝。章丘的工业旅游也在蓬勃发展。山
东百脉泉酒业股份有限公司对老厂区进行
景区化改造，打造了藏酒馆、酒道馆、古酒
坊、福祥和旧址四合院等景点，并编排情景
演出，每年吸引数十万游客参观。

行走在章丘，仿佛置身于一个大公
园中，花木葱茏，生机盎然。章丘区副
区长黄洪占介绍，章丘的建成区绿化覆
盖率、绿地率和人均公共绿地面积分别
达到43.53%、39.69%和40.13平方米。章
丘对 12 条城区主次干道进行街景提升，
加强沿街街景打造，精心配制植物组
团、景观小品，增加健身休憩区域。

近两年来，章丘区财政整合投入资
金 7 亿多元，用于旅游基础设施配套建
设，为全域旅游发展打下坚实基础。章
丘将博物馆、图书馆、群众艺术馆、城
市规划展览馆和科技展览馆 5 个文化建
筑合为一体，方便市民和游客参观游览。

初秋，游客走进江
苏连云港徐圩新区的廉
政 文 化 公 园 ， 参 观 警
钟、圆规、廉政如莲、
廉政之舟等廉政主题景
观以及人文历史景点、廉
政文化教育馆，将爱国主
义教育和廉政教育融入
游览中，了解廉政文化，
增强认知能力。讲解员
向游客讲述廉政人物的
故事，把廉政文化和中华
文化生动化、具体化、
形象化，融教育于行走
之间。 （张永慧）

左图：俯瞰连云港
徐圩新区的廉政文化公
园。 （资料图片）

家具产业是广东省佛山市龙江镇的根和魂。
龙江是“中国家具设计制造重镇”“中国家具材
料之都”。近年来，当地努力把龙江建成为岭南
文化和现代文明交融、特色产业优势突出的魅力
名镇。

为扶持和推动家具产业做大做强做优，龙江
多方向积极探索。工业旅游成为龙江推动经济转
型升级发展的重要举措。为了更好地整合经济产
业和旅游资源，龙江镇党委政府、旅行社、企业
三方共建共享，陆续推出了工业旅游特色线路，
以家具产业、“两龙文化”和美食为元素，吸引
海内外游客前来参观游览，通过链接文旅资源，
提升家居产品附加值。

在力求通过工业旅游线路擦亮龙江的“佛山
家居名镇”品牌的同时，龙江启动了村级工业园

改造，打造了现代产业集聚区。在现代化的产业
园中，家具产业从过去传统低效的协作方式转变
为高效的合作方式，实现产业效率的提升。

龙江是广东省历史文化名镇，自古以来崇文
重教，书院林立，历史文化底蕴深厚。龙江以西
江美食、“两龙文化”和家具产业为元素，通过
弘扬美食文化、申报国字号美食牌匾、修缮古旧
文物建筑、制作文物地图和完善文物标识等举措
丰富其文化内涵，打造里海片区文化旅游特色小
镇，吸引各地游客前来参观游览。

龙江镇党委书记何春云说，龙江有优美的岭
南风光、舒适的宜居宜游环境和良好的产业基
础。种好梧桐树，引来金凤凰。今年 7月，投资
超百亿的“海天高端智能装备生态产业基地”已
落户龙江。

京郊游 新意迭出
本报记者 赵 珊

京郊游 新意迭出
本报记者 赵 珊

大 寨 食 谱
龙 一

工业游扮靓家居名镇
赖群英

廉政文化公园:寓教于游

旅游擘画美好章丘
郭 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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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辆正在穿越北京水关长城脚下的火车。 郭俊锋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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