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11旅游天地旅游天地
责编：何欣禹 邮箱：hwbrmrb@163.com

2020年11月12日 星期四

金桂飘香的时节，记者来到浙江省
宁波市奉化区，一口气跑了七八个村
子：修葺如新的房屋鳞次栉比，宽阔平
整的村路上看不到一丝垃圾。每个村子
都像电影《我和我的家乡》里一样美丽。

不过，再仔细看，便会发现整洁
背后暗藏的“玄机”——白墙上多了
民间艺术家的手绘画，竹篱笆尽显时
尚“田园风”，废弃瓦片成了田间地
头的装饰品，就连窗前屋后的犄角旮
旯都充满艺术气息。

2016 年，奉化撤市并区，这座
地处浙东沿海的侨乡迎来了新的发展
机遇。地铁高架便捷了出行，危旧房
改造提高了生活品质。当然，发生改
变的不止有城区，更有乡村。

艺术赋彩乡村

车子从奉化城区驶出，一路青山
相伴，不到20分钟，牌亭村就到了。

路边，写着“中国芋艿头之乡”的
标志牌极其醒目。芋艿头是奉化特产，
在宁波地区，有“跑过三江六码头，吃
过奉化芋艿头”的说法。宁波人走南闯
北，足迹遍布海内外，他们认为，吃过
奉化芋艿头才是真的见多识广。在整
个奉化，又属牌亭和前葛两个村出产
的芋艿头品质最为上乘。从四明山溪
流裹挟而下的泥沙，在萧王庙剡江两
岸，也就是牌亭村附近形成了冲积土，
这种土壤最适合芋艿头的生长。

牌亭村村口摆放着两个1米来高
的褐色“芋艿头”，是用村民家闲置
的旧水缸做的。今年5月，奉化开展
共建“我们的家园”专项活动，围绕

村庄的道路、田园、庭院、河道和围
墙等开展“八大”美丽专项行动。

“利用老物件在村庄入口设立标
识，南来北往的人一看，就知道我们
这里盛产芋艿头。”牌亭村村支书王
水孝满脸自豪地说。他带着记者在村
里转悠。“这些竹篱笆挺好看的吧？
我们奉化许多村子背靠竹林，所以就
把竹子弄过来做装饰。”田园、村路
两侧，一排排整齐的竹篱笆围栏与绿

植相映成趣。就地取材，这种当地常
见的植物，化身美化村庄的建筑材
料，无疑是一种智慧的体现。

艺术赋彩生活，在奉化的乡村随
处可见。

小桥流水、农舍田园、青翠茶山
……洁白的墙面上，一幅清新靓丽的
现代村居图跃入眼帘。在裘村镇裘三
村，73 岁的庄作松老人花了 4 天时
间，完成了这幅5米长3米高的墙绘。

看着大家热火朝天地种植绿化、
清洁街巷，庄作松老人虽然年事已高，
听力又不好，但也想帮助村庄美化，村
里被刷成白色的农房外墙成了他的新
画布。依照“我们的家园”主题，老人精
心构思，完成了这幅具有乡土风味和
山海特色的墙绘，不少村民特地赶过
来欣赏。

文化锁住乡愁

来到青云村，仿佛跌入了江南水
墨画。青砖黛瓦、粉壁秀阁，村中古建
筑韵味十足。青云村是一个有着千年

历史的文化名村，因村内“联步青云
坊”而得名。村内现存古建筑数量庞
大，以连廊式、合院式居多，总建筑面
积达7万多平方米，保存较完整的有20
余处，整体保持了清末民初的风格。

因年代久远，青云村有不少旧房
危房。开展美丽乡村建设，大面积拆
掉旧房子自然行不通。为了最大程度
保留江南古建筑的原汁原味，青云村
对传统院落“修旧如旧”，修缮古建

筑6万余平方米，新 （改） 建A级旅
游厕所、村级旅游服务中心、村史
馆、家庭陈列馆等多项旅游设施。青
云村也成为国家级美丽乡村示范村。

在青云村，有一个海定公园，面积
不大，但亭台、曲桥、荷花池一个不缺，
方寸间“拗”出了“接天莲叶无穷碧，映
日荷花别样红”的造型。不曾想，这样
一座“小而美”的乡村公园，曾经是柴
间、猪舍，杂草丛生，破败不堪。如今的
青云村，不仅整洁干净，更找到了传统
与现代之间的交汇点。

留住历史，也是在人们心中播下

乡愁的种子。在建设“我们的家园”
过程中，许多村庄都在传播历史文化
上下足工夫。

裘村镇庄下村分布在公路两侧的
狭长地带，开车经过，可看到农房外
墙上一个个憨态可掬的弥勒佛卡通形
象。“奉化沿海裘村一带被认定为布
袋和尚 （汉传佛教中弥勒菩萨的化
身） 的‘济世救民之地’，因此弥勒
文化是我们挖掘展示的重点。”庄下

村村支书林君益说。
更吸引人的是村中的微景观。村

民家中不用的热水瓶、瓦罐、烧水
壶、酒壶，都变成院落围墙的装饰
品。废弃的农家院子被装点成小花
园，生锈的水管变身“竹子”，有些
农户还将自家的窗户和大门都绘上了
彩绘，如同民宿一般。走在村中，墙
上挂着的展板，介绍着有关弥勒的故
事和打油诗。

让美丽乡村充满活力

溪口镇畸南村南靠剡溪，村前，一

条宽阔整洁的沿河步道从脚下延伸。
与本地人口占绝大多数的牌亭

村、青云村等不同，由于畸南村附近
有几家工厂，所以有 3000 多的外来
务工人员，村中住的大多都是租户。
如何让他们也把这里当作自己的家？

“除了不断动员，上门做思想工
作外，我们还想了个办法——‘小手
牵大手’。”村支书夏波义说。考虑到
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基本都在畸山小学
上学，畸南村发起了“小手牵大手”
活动。“让小学生把这次环境美化行
动告诉父母，鼓励孩子和家长共同参
与到环境卫生整治中来。”

站在畸南村村口，一边是整齐划
一的民房，一边是美丽的“竹排”
墙，墙上“畸南村欢迎您”的字样十
分醒目。走在村中巷弄，看不到垃圾
和胡乱堆放的杂物。

“优美的环境能让人有实实在在
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我们的家园’
建设，既能改善农村人居环境，也能
减少疾病传播。”奉化区共建“我们
的家园”工作专班有关负责人说。

“一开始，有些年纪较大的村民不配
合，觉得在农村堆放东西是常事，犄
角旮旯脏点也无所谓。但后来，看到
其他村子都改造得这么漂亮，思想也
有了转变。”

5 个月来，奉化全区需测评的
312 个村，已有 296 个考核“达标”。

“我们请第三方进行测评打分，有的
村去了四五次才通过评估，村支书的
脸上也挂不住，环境改善的步子也加
快了。”该负责人说：“在整齐、清洁
的基础上，下一步还要向产业发展、
生活富裕、生态良好迈进。”

避免乡村光有山水却缺乏产业
和活力。让美丽乡村更有生命力、
可 持 续 力 ， 是 奉 化 持 续 努 力 的 方
向。牌亭村所在的萧王庙街道推出

“芋乡一日游”旅游路线，青云村推
出民俗活动发展古村旅游，滕头村
持续做大绿色生态文化、布局全域
旅游新版图……在奉化，美丽乡村正
不断向前“进阶”。

图①②：奉化裘村镇庄下村的微
景观建设。 何欣禹摄

喜欢胶片的质感，涩涩的怀旧
感带我回到过去的清凉夏日。24
岁那年的夏天，我来到了这个不那
么现代、充满人文气息的城市，感
受着地地道道的澳门风韵，我的思
绪被咖啡色的风景吸引，朝着日落
的方向随随便便地走着，好像剩下
的路都好走。

走到沙滩终点再反方向折回
来，我也不经意成了路人手机里咔
下的海边掠景。我曾经很讨厌咸咸
的海水味，自从来了这里，浓浓奶
香味的猪扒包就替我遮挡了其他介

意的味道。
老建筑密布的马路，古朴得让

人舍不得踏足。在这座小城，认真
寻觅才能看见它真实的样子。旧城
区保存得多完好，我们的文明就有
多美好。巷弄间都是故事，时光留
下的印迹都是斑斓。澳门的老街是
五颜六色的，只要你愿意找，总有
一个地方是你喜欢的；就像这个世
界是五彩缤纷的，而澳门的这一方
天地，就是我找到的、喜欢的。

这座小城的每一户人家，都可
以把门脸涂成自己喜欢的样子，拼
凑起来，就集齐了人间烟火的色
彩。在澳门上学的这两年，这座城
市的沉稳潜移默化地融进了我的性
子，它看似金碧辉煌，实则闻起来
都是清新的薄荷味。被这岁月悠悠

的韵味晕染了几年，连文字都会变
得香醇。

许多人问我，为什么选择去澳
门上学？我说，大约是想在这个喧嚣
纷扰的大世界里，找到纯真本我。

在澳门吃久了，就会明白一个
道理：生活不必总是期待闪现惊
艳，将所有的事情搓成麻团“吃
进”肚子里，层次多样带着酸甜才
更加入味。生活的哲理总是和环境
相映成趣的，所谓成长也是依附于
空间的，我在这里找到了成长的踏
实感。

我还留着两年前来澳门时的机
票，那时候觉得这座城市小巧精
致。花店门口随处可见的洋甘菊，
令人总想买两束来点缀生活，路环
的每一条彩色街道都是为成年人准
备的童话梦境。很久以前，我还是
个孩子时，妈妈曾带我到妈阁庙祈
福，盼我有一个好的前程，做一个
幸福的人。如今，在这块福地上，我
实现了她的美好愿望。涓涓记忆都
在微风中飘向晴空，青春与成长就
好比一场大雨后看见彩虹。我见证
了妈阁城的好多个日出日落，它也
悄无声息的让我长成了亭亭模样。

在澳门，真实而鲜活的生活气
息能使内心的浮躁不再浓烈。就请
继续温柔而慷慨地生活吧，在澳
门，妈阁城。

11 月正是海南旅游旺季，在千
年古郡儋州，东坡文化旅游区、兰洋
温泉小镇、雪茄风情小镇、屋基爱尚玫
瑰园等地的旅游渐入佳境，如诗如画
的美景吸引了四方游客前来“打卡”。

近年来，儋州市不断推进旅游基
础设施、景点景区建设，并通过系列
文化活动，打造特色品牌，推动儋州
旅游提质升级。发力自由贸易港建
设，儋州正快速驶入全域旅游发展新
时代。今年1月至9月，儋州累计接待
游客182.49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
7.33亿元。

火爆乡村游带动旅游复苏

今年，儋州“乡村游”“周边游”等
近程旅游成为热门。“五一”前夕，儋
州推出多条乡村旅游线路，市领导亲
自出马到兰洋、大成等地，邀请省内外
游客吃黄皮、摘荔枝、赏鲜花、尝海鲜，
漫步湖光山色，欣赏乡村生态美景。

完善的旅游设施、丰富的旅游产
品供给，让游客乐此不疲。在大成镇南
吉村，每天都有上百人前来采摘黄皮，
体验乡村采摘乐趣。5月 1日至 5月 21
日，南吉村共接待游客一万多人，售出
黄皮近万斤。

“今年，新冠疫情虽然对旅游市场
影响很大，但人们也因此更加重视健
康、向往绿色生活。为了满足游客的这
一需求，我们精心策划了户外健身休
闲旅游线路，引导市民游客开展‘周边
游’‘自驾游’‘乡村游’，乡村旅游呈现
井喷式发展。”儋州市旅文局市场科钟
永欢介绍。

结合“乡村游”“周边游”，儋州还

启动了“年轮光影 美丽儋州——寻找
古树名木”摄影大赛，旅游企业还举办
了“儋州百万花海网红艺术节”、徒步
露营、划艇活动等，旅游与文化、体育
活动融合发展，极大提高了旅游的趣
味性和参与性。

仅“五一”小长假，儋州共接待游
客12.34万人次，同比增长10.17%。

暑期亲子游搅热旅游市场

今年暑期，儋州推出系列精彩活
动，涵盖全民健身、美食体验、文化演
出及“亲子游”等内容，让“旅游+文
化+体育”融合更加紧密。

暑期“亲子游”中，“研学游”是重
点。今年初，海南省教育厅、旅文厅联
合发布第二批中小学生研学旅行实践
教育基地名单，儋州石花水洞地质公
园和蓝洋研学旅行实践教育基地名列
其中。抓住这一契机，儋州市旅文局重
点推出“亲子采摘游”“研学教育游”及

“亲水运动游”三条旅游线路，丰富学
生们的假期生活。

在“亲子游”中，东坡文化旅游景
区还推出体验传统拓片及木雕印刷、
书法创作等系列活动。穿古装观览东
坡书院、东坡雅居，吟诵东坡诗词，体
验传统拓印文化……东坡文化引来络

绎不绝的游客。
整个8月的周五、周六晚8点，儋州

文化路夜市、那恁夜市和鼎尚广场同时
举办三场特色歌舞演出。此外，全民健
身汇、羽毛球比赛、国际象棋挑战赛、全
民嬉水等 6项全民健身日系列活动纷
纷展开，搅热了儋州夏季旅游市场。

全域旅游，儋州加速“跑”

在峨蔓海滩徒步、露营，在屋基村
欣赏乡村美景，在“鹭鸶天堂”观赏精
灵般的鹭鸶……

今年“十一”，国庆、中秋双节重
叠。儋州抓住这一良机，从9月开始预
热：组织人员赴西安、郑州等地推介旅
游精品路线、儋州特色美食、调声表
演；筹办农民丰收节、调声节主题活
动，营造浓浓的节日氛围。

在儋州海南石花水洞地质公园，
景区还举办了定向越野赛、动感单车
骑行、汉服打卡等活动，景区接待游客
量近1.5万人次，高峰时入场券一票难
求。“随着海南离岛免税和入岛车辆免
过海费等政策利好持续释放，‘双节’
期间大批岛外游客到儋州石花水洞景
区观光游览，今年游客总数和旅游收
入明显提高。”海南石花水洞地质公园
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卿华说。

今年“十一”黄金周，儋州全市共接
待游客28.1万人次，同比增长8.28%。其
中过夜游客 14.64 万人次，同比增长
5.78%；一日游游客13.47万人次，同比
增长11.48%。旅游收入刷新记录，实现
14126.25万元，同比增长32.24%。

上图：游人在儋州市八一石花水
洞旅游景区游玩。 黎有科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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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广西壮族自治区体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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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五”期间，广西壮族自治区体育局以全民健

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工作为抓手，持续推进群众体

育星火燎原工程、健康广西体育惠民工程、体育赛事

兴旺工程的实施，推动广西全民健身工作实现跨越式

发展，全民身体素质和健康水平不断提高，群众对体

育的参与感、获得感、满足感持续增强。

开展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试点工作

2017 年，广西率先以省级政府名义印发《广西壮

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全民健身与

全民健康深度融合的指导意见》。同年，开展试点工

作，大力推动全民健身与各行业在理念、体制、政策、

规划、组织、设施、队伍、活动八个方面融合发展，经过

3年的努力，成功打造49个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

融合项目和9个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示范单

位。2020年8月，体育局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联合印

发《关于促进广西“体医融合 资源共享”实施意见（试

行）》，成为全国少数几个以省级相关部门名义印发的

全面、科学、系统推进体医融合的政策文件之一。

全民健身设施建设实现历史性突破

截至 2019 年底，广西体育场地面积达 8916.06 万
平方米，人均体育场地面积 1.81平方米，比 2015年增
长 49.59%，提前一年完成“十三五”目标任务。截至
2020年11月3日，广西累计完成“十三五”社会足球场
建设1248块，目标任务完成率为113.45%。

2016年起，每年举办自治区级以上体育赛事超过
250项，县级及以上全民健身赛事和活动2500项以上，
实现周周有比赛、月月有大型赛事。截至2019年底，全
区每周参加1次及以上体育锻炼的人数2623.34万人，
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达到了1960.46万人，比例达
到39.8%，较“十二五”时期增长了4.89%。

民族体育工作成效显著，参加全国民运会成绩
取得重大突破

广西连续5年举办“壮族三月三·民族体育炫”系列
比赛活动。今年创新举办了2020年“壮族三月三·民族
体育炫”系列线上活动，设置线上体育综合运动会、线上
民族体育展览馆、线上民族体育教学课三大板块，整个

活动的参赛、浏览和观看的总参与人数超1.19亿人次。

广西体育局开展了抢花炮、珍珠球等11个少数民

族传统体育项目的训练、推广和普及活动，宣传和弘

扬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

在 2019年举行的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

育运动会各项目比赛中，广西代表团共夺得 62 个奖

项，比上届增加11个；其中，一等奖10个，比上届增加

6个；二等奖25个，比上届增加7个；三等奖27个，圆满

完成了夺取运动成绩和精神文明双丰收的参赛目标。

增强体育组织及人才队伍建设和管理

截至2019年底，全区建有各类健身活动站点2万

多个，各类体育组织5000多个，其中，自治区级体育类

社会组织达 127 家。全区社会体育指导员总数达

84057人，较“十二五”时期增加了57545人，每千人社

会体育指导员人数1.71人，较“十二五”时期增长了近

3倍。农民篮球队和广场舞队2.8万多支，农村和社区

体育队伍 100%全覆盖，提高了群众的健身意识和健

身积极性。

全民健身工程场地全民健身工程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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