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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林区安静清寂得让人生
疑：此地何地，今夕何夕？

秋初，行走在大兴安岭林区的塔
尔气镇，满眼葱茏，万物生辉。远山
含黛，流水澄碧。这里能让人真正体
会到天地有大美的意境。

一

塔尔气是蒙语，意为肥美土地，
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的一个年轻
小镇，为绰尔林业局所在地。林区的
不少地名为蒙语发音，比如伊尔施、
敖尼尔、阿尔山等。林区树木葳蕤，
花草鲜活，组成了迷人的立体生态，
配上这特别的名字，不太好记，却令
人好奇。

小镇人口也就2万多，上世纪50
年代末曾是荒原草地，后开发林场，
几经变故，1985 年绰尔林业局落户
于此，成了林业小镇。沧海桑田，人

“是”物非。当年这里的职工主业是
伐树运木，现在退耕还林，种树养
树，守护大东北的绿色宝库。即使有
牧业，也是规划一定范围，让林草休
养生息。经过多年林木涵养，林地面
积扩大，仅去年，就退耕还林 7000
多亩。近年来，林区致力保护生态的

“绿色行动”（种绿护绿养绿），家庭
种植户由过去种庄稼改为种林果，圈
养牲畜，换来的是国家“天保工程”
的壮大和自然生态的恢复。

塔尔气镇远离都市，距牙克石也
有 200 多公里。养在深闺，坐拥绿
色，最奢侈的是溪水洁净，林深、草
丰、花艳，更有超高的负氧离子指
标。穿小镇而过的河流，也叫塔尔气
河，是内蒙古第二大河绰尔河的最大
支流。小河依傍青翠的五亭山，雨水
多时数条山泉汇聚而下，一汪清水在
镇上围成圆湖，因山水而建的玉溪公
园，聚集了很高人气，是小镇人们喜
欢的休闲之所。

二

清晨，沿河边步道行走，河中长
长水草如流苏翻飞，岸边高低参差的
树上有红黑不同的野果，交映出多彩
景致。偶有一两棵倒下的柳树或白
桦，横卧河中，形成一角小景。落叶
松散发的油香，招来了早起的长尾花
松鼠。晨雾飘散，花木扶疏，林区小
镇氤氲在天地澄明的清美中。这水这

树这景，不禁想到杜甫的诗句，秋水
清无底，萧然静客心。赞誉这里是塞
外小江南，并不为过。

得天地之灵气，野生的果子、菌
子、菇类，一夜新雨后，蓬勃生长，
因人迹罕至，多烂朽于泥中。稠李子
是东北林区一种较为普遍的野果，沉
甸甸的枝头挂着黑亮亮的果，如蓝莓
般大小，上敷一层霜白。稠李子虽为
乔木类，却举手可摘，一捧在握，黑
红的果肉，不小心黏得双手有如血
染，果味甜中微酸，是夏天清火开胃
的上品。行走林下，不经意间可与

“山珍”邂逅。在著名景点老雕窝，
幽静的莫柯河畔，密匝的落叶松林，
雨后长出或黄或白的松茸、鸡枞，粉
嫩带露，只好小心地采摘。人们惊呼
大自然如此慷慨，我们未有口福却先
得眼福。

这个福气，是大自然的馈赠，也
是塔尔气人追求的目标。进入镇口

“山门”处，“幸福小镇”四个红色大
字镌刻在巨石上。这不只是主人的愿
景。掩映在青山绿水间，生态唯美，
秘境之奇，怡人心性，其幸福是实至
名归的。

十多年来，依托林区产业转型，
废弃伐木砍树之事，“伐林人”变

“护林人”，防火、养护、种植成为当
下林业人的职责。小镇的幸福日子，
是在对过往生活的超越中，对生态环
境保护的认知中，在四季与大自然相
伴相守中获取的。

三

在林区，塔尔气镇规划成“慢生
活休闲小镇”的样板。又一个清晨，
在小镇后街，一位骑四轮电动车的老
人，下车慢悠悠地抱起小狗，回到家
中提上水壶，侍弄门前的小花，那是
一束艳丽的金莲花。然后他坐在门
前，三四岁大的孙女出来搂着老人，
享受清晨的阳光。身后的平房，袅袅
炊烟升起。远处有一座高高的水塔和
一个细长的烟囱，达十多层楼高，成
为镇上的一大标志。那是当年物质紧
张时期集中供水供热的产物。也许是
为了纪念有意留下，还涂上了乳白间
绿的色彩。

镇上老街多是独家独院，早期建
林业局时的民居有点老旧，但排列有
序。平房纵横地划出街道走向。后来
修建的大道、广场以及十数栋高楼、
霓虹兼彩灯，透出时尚和现代。象征
繁华和热闹的还有每天的早市和那早

晚练操习舞的节奏与声浪。
那天是农历初二，我们随意散

步，走在大院人家的便道上，忽然有
人高声说，月牙立起来，谷米好进
仓。他说得快，东北口音听不真切，
我们好奇他在说什么，对着我们又不
像是对我们。他重复了一遍，并指着
远处天上那月牙兴奋地说，月牙立
正，谷米多仓。这才听清，他是说今
夜月亮变成“站立的月牙”，那今年
就有好收成。这颇有诗意的一句，令
我们好生回味。仔细看去，林区的夜
色清亮，星月辉映。远山和林带在天
光中若隐若现。眼前，万家灯火，里
闾街巷，有隐隐的狗吠，也可闻大院
人家的锅菜油香。

小镇月夜，鲜活、细碎，真实，
颇接地气。

上图：从呼伦贝尔塔尔气至红花
尔基的一段公路上，秋色正浓。

赵高翔摄

塔尔气的月亮
王必胜

10月12日，习近平总书记
赴广东考察，第一站就来到潮
州，考察了广济桥、广济楼、
牌坊街，重点察看了文物修复
保护、非遗文化传承、文旅资
源开发等情况。据了解，在刚
刚过去的这个中秋国庆假期，
广东潮州共接待游客近 200 万
人次，总收入约8.9亿元。走广
济桥、上广济楼、逛牌坊街、
品工夫茶、尝潮州菜……当地
古城文化旅游特色区成为潮州
最受欢迎的旅游目的地。

近年来，随着人们物质生
活的改善和对文化生活需求的
日益提升，古城旅游不断升
温。人们既可以在古城休闲，
还可以了解历史文化、品尝传
统美味。潮州古城就是这样一
处旅游胜地，古城区内至今保
留着大量独具风格的明清古建
筑，还聚集了数十家非遗文化
展馆、120 多家客栈、30 多家
茶馆和潮州菜馆，成为人们了
解“潮”文化的窗口。

古城的巨大魅力吸引了无
数游人，开发古城旅游也因此
成为不少地方推进经济转型、
产业升级的重点。不过，平衡
好保护与开发的关系，还需要
打好历史文化这张“牌”。

历史文化是城市的灵魂，
潮州古城吸引人的原因在于其
所代表的潮汕特色文化，反映
湘西地域文化的凤凰古城、反
映晋商文化的平遥古城等皆是
如此。当历史已经远去，古城
成为历史的载体，前人留下的
建筑雕塑、地方戏曲、手工技
艺等历史文化遗产让古城在现
代社会熠熠生辉。保护好城市
的历史文化根脉，正是发展古
城旅游的前提与基础。此前，
个别地方“拆真建假”，将原有
的古城拆除，重建仿古建筑和

“假古董”，遭到了舆论的批评
与游客的质疑。兴建古城的初
衷，本是为了发展旅游，搞活
古城经济，这样一来，竟变成
了一件舍本逐末的事。不少游
客来古城参观，想看的正是充
满历史感的古老旧物，而非新
建的规划整齐的仿古建筑，“拆
真建假”不仅损害了历史建筑
的原始风貌，更让古城失去了
文化的根脉。

2018年10月，习近平总书
记在广州考察西关历史文化街
区永庆坊时说，城市规划和建
设要高度重视历史文化保护，
不急功近利，不大拆大建。他
当时提出，要更多采用微改造

这种“绣花”功夫，注重文明
传承、文化延续，让城市留下
记忆，让人们记住乡愁。今年
8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合肥主
持召开扎实推进长三角一体化
发展座谈会时进一步提到，不
能一律大拆大建，要注意保护
好历史文化和城市风貌，避免

“千城一面、万楼一貌”。
保护好在地文化的同时，

还要激发在地文化的活力。放
眼那些经济与社会效益兼得的
古城，大多是盘活了在地文
化，打造出了有影响力的古城
品牌。有的凭借旅游演艺，将
历史典故与故事传说搬上大舞
台；有的凭借品牌活动，将电
影节和戏剧节与古城联系在一
起；有的凭借历史名人，吸引
了众多慕名而来者。开发古
城，要努力挖掘根植于古城历
史文化传统的旅游业态，最忌
讳千篇一律的连锁门店。

古城的灵魂与生命力在于
历史文化，打好这张牌，方能
激活古城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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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秋以后，大自然用它神
奇的画笔，把四川凉山的古城
会理描绘成五彩斑斓的世界。

红色是秋天会理最为绚丽
的颜色。红红的柿子，红红的
梨 ， 红 红 的 番 茄 ， 红 红 的 辣
椒，让掩映在青山丛林中的农
舍更加生机勃勃。在会理，最
耀眼的还是红红的石榴。夏日
里 鲜 艳 欲 滴 的 石 榴 花 一 路 疯
长，长成一个个又大又红的石
榴。会理石榴果大皮薄，颜色
鲜 艳 ， 看 上 去 特 别 的 憨 实 饱
满。石榴“千房同膜，千子如
一”，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被视为
多子多福的吉祥物，是举家团
圆之际最珍贵的水果。会理是
名副其实的中国石榴之乡，近
40 万亩集中连片的石榴产业基
地 成 就 了 一 段 乡 村 振 兴 的 佳
话。会理乡村是石榴的世界，
一个个缀满枝头的红石榴紧挨
在一块儿，密密实实，看上去
无比愉悦。这样的时节，采摘
石榴的果农最为开心。红红的
石榴，忙碌的车辆，果农幸福
的笑脸以及他们朗朗的笑声，
绘成了秋天会理最动人的丰收
画卷。

秋天会理的田野，大自然
馈赠的黄色更诱人。经过一个
季节的生长，水田里的秧苗分
蘖拔节，扬花孕穗，早葱茏成
一畦畦绿油油的风景。阳光无
疑是最高明的调色大师，借助
温情脉脉的秋风，开始了一年
中最为传奇的神来之笔。翠绿
的稻穗低着头在鸣蝉的鼓噪声
中 窃 窃 私 语 ， 知 心 话 还 没 说
完，几天光景就变成了嫩黄。
秋 风 鼓 足 腮 帮 子 才 吹 上 几 口
气，山谷里的稻田已经成了一
块块毛绒绒的黄地毯。在山上
绿树的衬托下，这条金黄的毯
子 就 像 一 幅 凝 滞 的 油 画 ， 华
贵、端庄、厚重。地里一人高
的烟叶，经过夏天的晾晒，此

时 渐 渐 泛 黄 ， 放 在 烤 房 里 烘
烤，就成了金黄的烟叶。山垭
口，一块块淡黄的烟地尽收眼
底 ， 烟 叶 醇 甜 的 芳 香 让 人 心
醉；烟站里，烟农售卖掉烟叶
后喜笑颜开，这是一年里的幸
福时刻。

绿色仍然是会理秋天最质
朴的本色。山上山下，屋前屋
后，满眼都是绿色。这样的绿
不张扬，不做作，更为凝重厚
实。地里鼓鼓的豆荚，长长的
丝瓜、黄瓜以及躲在藤蔓后面
嫩绿的小南瓜，依然鲜嫩得耀
眼。白菜青菜芹菜，香葱青蒜
芫荽，一样的新鲜水灵。最好
的 要 数 黄 豆 ， 田 埂 上 、 地 角
边，一簇簇、一蓬蓬，缀满了
碧绿的豆荚。把黄豆剥出来，
放 入 茴 香 、 青 花 椒 一 起 磨 成
浆，把小瓜切成丝，用香油一
炒，满盆嫩绿的麻辣鲜香里浸
润着淡淡的乡愁。和煦的阳光

下，田野里的茭白生机勃发，
微 风 中 荡 漾 起 阵 阵 绿 色 的 涟
漪 。 会 理 气 候 温 和 ， 土 地 肥
美，所产茭白个大、肉白、味
美、营养丰富，颇有市场。河
谷 地 带 ， 大 片 的 茭 白 依 水 相
生，随风而动，好像一道道灵
动的绿色长廊，蜿蜒数十里。
这个时节，赶早市的茭农已经
采收结束，田野里绿意盎然，
山水入画，成为乡村旅游观光
的好去处。

黑色是秋天会理别致的颜
色。名闻遐迩的黑山羊，一群
一群，在乡下随处可见。会理
黑山羊肉质细嫩，膻味轻，鲜
而不腻，是滋补佳品。全锅羊
肉、爆炒羊肝、羊肉米粉……
均是人间美味。会理吃羊肉不
分 季 节 ， 但 这 个 季 节 的 黑 山
羊 ， 膘 肥 体 壮 ， 肉 质 更 为 鲜
美。入秋以后，会理野生菌丰
富 ， 市 面 上 ， 黑 木 耳 、 山 蘑

菇 、 牛 肝 菌 、 野 松 茸 随 处 可
见，而称得上“菌中之王”的
当数黑色的松露。黑松露含丰
富的蛋白质、氨基酸，生长环
境苛刻，产量极稀少。但在会
理，这个时节，你在街上便可
以见到一兜一兜的黑松露了。
价格虽然比野生菌贵，但吃法
却不那么精致，洗净、切片，
放火腿青椒大蒜爆炒，或将松
露切成颗粒和着韭菜素炒。一
位做石榴生意的外地客商得知
炒的是松露，大吃一惊：没想
到，世界上还有这么豪爽的黑
松露吃法呀！

就秋天的会理而言，蓝色
来得要稍迟一些。几场淅淅沥
沥的秋雨过后，刮起了秋风。
这个季节的风显得极有耐性，
犹犹豫豫，羞羞答答，漫不经
心地晃悠着。天上的云经不住
它 的 缠 绵 ， 被 它 一 点 一 点 吹
薄，再一块一块地吹散，一路
走走停停。秋风吹阔了大地，
吹薄了云朵，吹出了天空的湛
蓝，吹来了金秋的清朗。林间
的小鸟，路边的鸣蝉，细细地
织出秋日的恬静。蓝色的天幕
下，闭眼深深吸上几口空气，
那种惬意和舒爽沁人心脾。

暖融融的阳光下，天地正
在酝酿一场声势浩大的秋收。
山前山后忙碌的身影，正用镰
刀和犁铧蘸着苦咸的汗水，在
厚重的大地上镌刻农人欢欣的
诗行。

上图：烤 烟 基 地 一 片 金
黄。 周能发摄

五彩会理秋韵浓
李美桦

自 10 月 12 日起，中国佛教
名山宁波雪窦山——舟山普陀
山旅游专线正式开通。通过这
条旅游专线，游客能轻松实现
游名山、逛古镇、住海岛、享
山珍、品海鲜的“两山”之旅。

雪窦山与普陀山是位于浙
江省的两座佛教名山。此前，
宁波奉化至舟山的市际直达客
运班线从奉化汽车东站始发，
至舟山普陀客运中心。两地旅
游专线正式开通后，现有的奉
化——舟山客运班线，始发站
及终点站分别延伸至宁波溪口
镇雪窦山旅游集散中心站及舟
山朱家尖蜈蚣峙码头。旅游专
线的开通，将为游客出行打通
山海屏障与区域隔阂，以“佛
教圣地”为核心，使两山发挥

“1+1>2”的吸引效应，有机整
合两地旅游资源，携手并进做
大做强两地旅游市场，对进一
步推动落实甬舟一体化发展意

义深远。
10 月 11 日 ， 游 览 了 雪 窦

山，夜宿于溪口镇的南京张先
生一家，听闻雪窦山与普陀山
直通班车首发，临时增加了普
陀山行程。12日早上7点多，在
雪窦山旅游集散中心专线上车
点，张先生告诉记者，两大佛
教名山连成旅游专线，对乘坐
公共交通出游的游客来说，省
却了麻烦，节省了成本。

据了解，旅游专线设有溪
口雪窦山旅游集散中心、奉化
汽 车 站 、 舟 山 市 汽 车 客 运 站

（定海）、新城客运站、舟山普
通长途客运中心等 6 个停靠站
点，全程票价 80 元。线路调整
后，实行两地对开，可实现车
辆在奉化西坞互通上下高速，
实现溪口、舟山快速通达。据
了解，旅游专线暂定每日发2个
班次，后期，交通部门将根据
客流量增减情况随时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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