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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6 月 22 日，中国大运
河成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6
年多过去了，运河沿线的城市又发
生了哪些变化？日前，记者走进运
河沿线的河北沧州、山东聊城和枣
庄，去看看那里的运河故事。

有着千年历史的出土文物铁狮
子是河北沧州的重要名片，也是研
究我国古代铸造技术发展水平的重
要资料。东光县谢家坝运河拐弯
处，一座饱经风雨洗礼的坝体至今
整体完好，它全长218米，用灰土
加糯米浆逐层夯筑而成。

“天下杂技第一乡”吴桥县铁
城镇张松村就在运河东岸。在一个
杂技小院里，记者见到了 67 岁的
小院主人何书胜，他一脸沧桑中带
着侠气。院内十几个四、五岁大小
的孩子正在练功，弯腰、下腿、顶

椅……在教练的指导下，个个动作
有板有眼。何书胜自豪地说：“上至
九十九，下至刚会走，吴桥耍杂技，
人人有一手。”何书胜的杂技小院已
成为吴桥民间杂技对外展示的窗口
之一。近年来，运河沧州段不断推
进生态治理，运河畔，万亩森林公园
成为老人散步、青年运动、儿童嬉戏
的城市生态休闲空间。

离开河北进入山东聊城，有着
600 多年历史的光岳楼引人注目，
它已成为聊城的地标建筑，见证了
聊城沧桑和几百年来古运河的兴
衰。临清市博物馆馆长魏辉带记者
走在运河小道上，边走边聊他参与
大运河申遗背后的故事：“聊城临清
段大运河包括一段河道遗产和一处
运河附属遗存，其中列入大运河遗
产的是城区河段，北道元运河，南
道小运河，两段总长8公里，是京

杭运河上现存最完整的元代河道。”
魏辉凝视地面遗迹遗憾地表示，京
杭大运河沿线现存唯一的钞关公署
旧址裸露在地表的遗址，尚未找到
参观、保护两不误的先进技术。“古
运河的经济、漕运、课税、吏治等是
当今重要的研究课题。”

站在台儿庄古城申遗石碑前，
我仿佛又看到了400年前买卖兴隆
的场景。据记载，这里曾是一派“商
贾迤逦，一河渔火，歌声十里，夜不
罢市”的繁荣景象。夜幕降临，浓浓
秋意扮靓了江北水乡台儿庄古城。
数千盏彩灯点亮了晋派、徽派、江
南、闽南、岭南、鲁南等风格各异的
建筑。各地小吃荟萃，红火了城内

“夜经济”。城内水网相连，有“出门
三步水，入城四处塘”之说。

河道里，船上女子唱出动听的

小曲，伴着桨橹溅起的水花声，分
外动听。石板小路两边，运河大
鼓、柳琴戏、皮影戏和萨克斯演
奏，融合出传统与现代的交响曲。
每晚9时，广场中央上演的非物质
文化遗产火龙钢花，是入夜后的重
头戏，总能吸引众多游客驻足观
看。这样充满活力的古城，让运河
更加灵动起来，难怪世界旅游组织
称其为“活化的古运河”。

“枣庄正在下一盘大棋。借助
台儿庄大战和铁道游击队纪念馆爱
国主义教育基地的底色优势，依托
大运河黄金水道，以古城为中心，向
外完善湿地、生态乡村休闲设施以
及水上游船体验内容。”台儿庄区文
旅局张辉指着面前的规划图接着
说：“建造中的京台高速台儿庄大运
河服务区、大运河高科技动漫产业
暨超级IP项目，将成为新亮点。”

趁着周末，我与朋友相约，一起去游
览被联合国卫生组织誉为“没有污染的神
奇土地”的湖南洪江雪峰山国家森林公
园。洪江的天很蓝，云很白；沅江河水碧
绿安静，温润如玉；四周的山郁郁青青，
养眼养心。车行驶在高速公路上，一路畅
通。进入乡村山路后，水泥路面变得狭窄
蜿蜒，接二连三的急弯，考验着司机的车
技，也让我们的心绷得紧紧的。

雪峰山地处北纬 27 度，从空中俯瞰，
它的整个构架成弧形由南向北，形似 《易
经》阴阳太极中的黑色“阳性鱼”。这里孕
育了“上下七千年，古今两神农”的中国

农耕文化，袁隆平院士在这里耕耘了 37
载，杂交水稻从此走向世界。科技工作者
曾经在这里发现、启用了 198 个优良变异
材料。2018年，耄耋之年的袁隆平老人还
专门拍摄短视频，邀请广大游客来雪峰山
国家森林公园度假。

雪峰山国家森林公园位于洪江东部雪
峰山脉主峰苏宝顶地域，南北长 40 公里，
东西宽 8 公里，呈狭长带状。境内群峰叠
嶂、山峦逶迤、沟谷纵横，天池、瑶池等
高山湿地星罗棋布，最高峰海拔 1934 米，
平均海拔 1150 米，森林覆盖率超过 90%，

2018年被评为“湖南省十佳冬季气候旅游
目的地”之首。

从公园大门到主峰苏宝顶，地形复杂，
起伏多变，孕育出大量山间盆地、台地和阶
地，一路可观赏到高山植物的垂直变化，品
赏到“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的美景，体
验到森林氧吧带来的清新与愉悦。

这里的动植物资源非常丰富，珍禽异
兽随处可见。从景区宣传中得知，现有木
本植物 90 余科 700 多种，有银杏、樟木、
鹅掌楸、红豆杉等50多种省级以上珍稀保
护树种；有山鲵、野猪、岩鸡、锦鸡等野
生动物 40 多种；有天麻、灵芝、何首乌、

半夏、黄姜、麦冬、绞股蓝、鱼腥草等药
用植物500多种，是一座天然中药植物园。

雪峰山还是抗日最后一战的主战场。
1945年，中国军民凭借雪峰天险，在此成
功阻击日军进攻，取得了抗日战争的最后
胜利，雪峰山因而名垂青史，景区内还留
有防御掩体、战壕、隐蔽洞等军事设施。

一路走一路拍，下午 4 时 30 分，我们
终于登上苏宝顶。放眼望去，每个山头都
有风力发电机，延绵数公里，很是壮观。
这是中国华能集团利用雪峰山风能资源，
在2013年开发建设的华中地区最大的高山

风电场，已成为国内名山独有的一大景观。
天色慢慢暗下来了。我们来到山坳

里，开始搭建帐篷，准备做晚餐。炒菜锅
和户外高压锅是我们来到洪江后新买的，
主食材是湖南本地朋友推荐的“雪峰乌骨
鸡”，干柴草是在沿途和附近捡拾的，水是
雪峰山泉。不多时，一桌香喷喷的饭菜便
做好了，干煸辣子鸡、加热即食的乌骨鸡
汤、时令蔬菜、大米饭，在柴火和手电的
照明下，别有一番风味。

饭后，大家一边围着火堆烤火聊天，
一边欣赏着璀璨夺目的繁星，它们就像是
缀在湛蓝绸缎上的钻石。“迢迢牵牛星，皎
皎河汉女。”“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
在诗人的笔下，浩瀚无垠的星河总是显得
那么浪漫而神秘。就在我们惊叹星空的美
妙之时，一弯上弦月从云层中露出来，在
夜空中特别耀眼。

清晨 5 点，闹钟响了。大家钻出帐
篷，在清风中打着手电去山顶观日出。天
刚蒙蒙亮，东方的天空露出了鱼肚白。近
处，群山笼罩在云雾之中，只露出一些山
峰。东方的天空越来越亮，云彩变黄变
红，慢慢扩散，最终绯红一片。太阳喷薄
而出，天空火红一片。从山上往下看，脚
下是云山雾海，山峰就像大海中的小岛，
美丽得不真实。耸立在山脊上的大风车，
在风中呼呼地转动着。我们呼吸着山间沁
人心脾的空气，看着山下变幻莫测的云
海，突然觉得自己好像生活在仙境之中。

当我们收拾好行李准备下山时，雾气
笼罩着苏宝顶山峰，与数十台风能发电机
交相呼应，似乎在与我们依依惜别。

图为地处雪峰山中的盘龙村，云蒸雾
绕，与高山梯田中成熟的稻穗和青山绿水
构成一幅美丽画卷。杨锡建摄 （人民视觉）

冬日，安徽望江武昌湖水面上，时常升
腾起浓得化不开的大雾，将早起的渔船揽入
怀中，直至太阳升上头顶，浓雾逐渐消散，
武昌湖这才露出烟波浩渺、水天一色的本来
面目。

武昌湖的冬季，神秘而内敛。漂浮在水
面上疯长的水草，经受不住寒风的抽打，已
蜕去绿色的外衣，沮丧地缩进岸边的浅滩一
隅。新修的 G347 国道线上，南来北往的车
辆，在驶近湖区的路段时，因飘动的雾团笼
罩，不得不小心翼翼地减速通行。

武昌湖的冬季，包容且宽厚。丰饶的水
草，喂肥了大鱼小虾，养大了螺蛳河蚌。每
当层林尽染，芦花飘飞之时，一群又一群的
大 雁 ， 排 着 人 字 形 或 一 字 形 的 雁 阵 ， 在

“嗷、嗷、嗷”的接力声中，从人们的头顶飞
过，在湖区的上空盘旋滑翔，徐徐降落在浅
滩或渐渐枯萎的水草丛中。

此刻的武昌湖，犹如慈祥的母亲敞开了
她那温暖的怀抱，接纳裹风挟雨，远道而来
的“精灵”，还为它们精心装扮了可供越冬的
家和小憩的驿站，或是备足了整个冬季所需
的粮食，让它们安然地休养生息。已被列为
国际濒危物种的东方白鹳，还有天鹅、白
鹤、鸬鹚、鸳鸯、绿头鸭等，知名或不知名
的珍禽，如约而至，一群群、一对对，或昂
首嘶鸣，相望对啄；或窃窃私语，对舞欢
歌；或并肩而行，形影不离，为冬日寂静的
武昌湖，带来了勃勃生机，也吸引着观鸟迷
们静静地蹲守湖滩。

散落在湖区的鸟儿，最多时有好几万
只。进入湖区作业的渔民，不经意间，惊飞
起啄食的雁群，它们盘旋在湖区上空，久久
不散，蔚为壮观。

武昌湖默默地守护着这片土地和勤劳的
父老乡亲，整个湖区呈东西方向延伸，由原
来的青草湖、白土湖、焦赛湖等众多姊妹湖
汇集而成。后来，人们多次筑坝分割，湖面
一减再减，缩至现今的百余平方公里。湖区

中段最窄处，早先由一叶轻舟，摆渡南来北
往的居民和商客，后又修筑了控水坝，用作
调节湖水高差，灌溉上游的庄稼。

到了上世纪 90 年代末期，在原来筑坝的
地方，架起了跨湖大桥，连通了小城与外面
的世界，也将东高西低的武昌湖，一分为
二，下湖湖底平坦，枯水时节，湖滩水草丰
茂，早起的牧童，睡眼惺忪地赶着牛羊、鸭
鹅进到湖区。傍晚时分，自认家门的家畜家
禽，摇摇摆摆，满心欢喜地回归圈里；上湖
则水深波浪阔，水质优良，又有多条河流汇
入湖区，补充养分，自然是鱼儿繁衍生息的
绝佳之地。春天的鱼苗，长到冬季，少说也
有几斤重。

武昌湖的冬天，是收获的季节。身披晨
雾下湖的渔民，在撒网与收网之间，迎来了
日出，送走了黄昏，收获肥美的鱼虾。世世
代代在湖岸生活的居民，尽情地分享着武昌
湖的馈赠，也曾经让武昌湖伤痕累累。围湖
造田，导致湖面锐减；湖水退去，丢弃在湖
底的渔网，并不鲜见。

好在人们知错就改。可喜的是，武昌湖
已没了往年放干湖水捕捞的迹象，武昌湖的
生物多样性正得到修复。昔日“靠水吃水”
的沿岸居民，主动洗脚上岸，清除拦网、迷
魂阵、地笼阵等鱼儿的“天敌”，与偷盗围捕
的行为决裂，自觉地加入到护湖护鸟护鱼的
行动中来。

我的一位马姓战友，在湖区派出所所长
的岗位上工作了 10 余年，3000 多个日日夜
夜，他与他的战友、岸上的居民一道，一同
护卫着武昌湖的每一寸肌肤，保护着湖区

“精灵”免受伤害。
熬过了漫长的冬季，养足精神的鸟儿，

又将暂别母亲武昌湖，成群结队，向着遥远
的北方迁徙。

来年冬季，识途的“精灵”还会携带家
眷，如同远嫁的女儿，不知疲倦地奔向母亲
为它们精心营造的温馨家园。

运 河 三 城
本报记者 赵树宴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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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双11”，各大旅游平台掀
起了一股优惠力度较大的促销热
潮；线下的旅游景区、景点等也纷
纷推出免票入园、门票折扣、打包
预售、秒杀等活动。线上线下卖力
吆喝，都是为了给冬季旅游添把
火。营销热潮过后，如何让游客在
实际消费中满意，并成为“回头
客”，则是旅游目的地更需着力思考
的重点。

有特色才有吸引力

日前，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举
行 2020—2021 年度冬春旅游优惠政
策新闻发布会，自 11月 15日至明年
2月1日期间，甘孜州67个A级景区
对游客实行门票全免政策。据悉，
这是甘孜建州 70 周年重要的感恩活
动之一，也是甘孜旅游有史以来首
次出台门票全免政策。与之配套，
当地还将推出酒店半价、机票1折起
等优惠活动。

这样的优惠政策十足“吸睛”，
而要真正让游客愿意在冬季走进甘
孜，离不开其自身的特色旅游资
源。“冬春的甘孜州，温暖阳光与蓝
天白云交相辉映，冰海雪原与地热
温泉星罗棋布，格桑花海与湿地草
原争奇斗艳，户外天堂与情歌故里
沃野吐芳，康巴汉子与美人河谷异
彩纷呈，历史的沧桑在茶马古道上
源远流长，人文的璀璨在格萨尔诗
中熠熠生辉……”甘孜州文化广播
电视和旅游局副局长王光志这样介
绍甘孜州冬季的魅力。

今年，甘孜还特别推出了 10 条

冬春精品旅游线路：冰雪温泉度假
（红色文化研学） 之旅、康北“丝路
甘孜·康藏秘境”文化体验之旅、四
川西环线赏花之旅、藏羌彝风情穿
越之旅等，覆盖了海螺沟、稻城亚
丁、甲居藏寨、格萨尔王城、泸定
桥、亚拉雪山等众多知名景区景
点，给游客提供丰富的选择。

综 观 近 期 各 地 推 出 的 冬 游 产
品，不难发现，“特色”“民俗”“文化”
等成为它们共同的关键词。山东临
沂旅游行业协会秘书长孙波表示，在
冬季旅游产品开发上，除了受游客欢
迎的滑雪等常规旅游项目外，当地还
通过“沂蒙山里过大年”、民俗庙会等
形式，发掘地方特色、风土人情，通过
旅游产品将文化内涵表现出来，这是
游客所喜闻乐见的。

好体验带来“回头率”

旅游已逐渐进入游客体验化时
代，较之过去，游客选择旅游产品
的出发点已从“大而全”，向“小而
精”转变，更加注重旅游途中的获
得感。提升游客体验度、满意度，
已成为近年来各旅游目的地的重要
着力点。

近日，新疆阿勒泰地区首个景
区室内VR超感体验项目在富蕴县可
可苏里花海景区投入使用，通过航
空航天、海底世界等影片，让游客
戴着VR眼镜体验前沿科技。这也是
可可苏里花海景区探索“冬季旅
游”新形式、新体验的举措之一。

自 2018 年起，西藏自治区人民
政府启动“冬游西藏”市场促进活
动，扩大了“冬游西藏”的影响
力。“一入冬，许多人便计算着拉萨
何时下雪，看布达拉宫是否如期被
雪覆盖。”“用牦牛熬制的汤底鲜香
醇厚，无须太多调味就已经异香扑
鼻，在冬日的早晨配一杯传统甜
茶，将会得到无尽的温暖、妥帖和
舒畅。”“这时纳木错的夜晚，有着
星空摄影家最爱的景象。”这样的场
景，已经成为旅游爱好者心中，冬
游西藏最好的理由。

浙江游客白佩华对记者表示，
旅游目的地提供的产品贵在精，而
不在多。“哪怕这个地方仅有一两
处特色，比如美食或是民宿，我也
会再来。”今年夏天以来，白佩华

已成为嘉兴郊区一家民宿的常客，
平均每两周都会去一次。“这家民
宿的硬件设施并不出众，胜在民宿
主人烧得一手好菜，虽是家常菜，
但全是地道嘉兴味道。”白佩华介
绍，像她这样被特色土菜吸引的游
客不在少数。

孙波也持同样的观点，旅游目
的地开发产品无需面面俱到，而要
学会取舍，“将游客最感兴趣的点拿
出来吸引游客。”

重整合形成“一股绳”

打好“组合拳”，是各地在冬季
旅游营销中的另一个亮点。

日前，为期4个月的2020“冬游
齐鲁·好客山东惠民季”拉开帷幕，
活动期间，将推出温泉康养、滑雪
健身、文化体验、民宿打卡等 10 大
特色主题、100多条精品线路。据介
绍，自驾游成为今年“冬游齐鲁”
首推的热门出行方式，通过自驾
游，将全域旅游资源串珠成线，推
动旅游资源整合。此外，活动期
间，山东还将结合冬季节假日，举
办好客山东贺年会、美食嘉年华、
特卖营销会、非遗大集等特色节事。

用特色民宿串起旅游线路，也
成为今年“冬游齐鲁”的一大特
色，例如，“泉畔山居，济泰曲冬游
民宿 4 日游”“枕山宿海，海边民宿
冬游记”“河海之恋，沿黄河民宿 3
日游”等，将当地精华旅游线路和
特 色 、 精 品 民 宿 相 结 合 ， 整 合

“吃”“住”“游”资源，延长游客停
留时间，使旅游对当地消费的带动
作用更加显著。

作为冬季旅游的热门目的地之
一，河北也整合了一系列冬季旅游
产品，包含张家口崇礼等热门冰雪
旅游目的地，避暑山庄、木兰围场
等皇家旅游资源，金山岭、大境门
等长城旅游资源以及民俗、温泉等
多样化、高品质旅游资源等。游客
冬季到河北，不仅可以欣赏北国风
光、体验冰雪运动，还可以泡温
泉、游古城、赏民俗、品美食。通
过整合当地的特色旅游资源，河北
以避暑山庄为代表的金色文化名
片、以坝上草原为代表的绿色生态
名片、以北戴河为代表的蓝色海滨
名片、以崇礼滑雪为代表的银色冰
雪名片、以杂技、剪纸等为代表的
多彩民俗名片，更加出彩。

烧好“三把火”冬游热起来
本报记者 尹 婕

近日，江苏南京栖霞山景区的红叶树种进入最佳观赏期，漫山遍野
的红叶灿若云霞，令游客流连忘返。 李文宝摄 （新华社发）

日前，“黄陂区祁家湾街双孙湾民俗文艺汇演”在湖北武汉木兰水镇
旅游景区举行，现场龙腾狮舞，热闹非凡。 黄 敏摄 （人民图片）

日前，“黄陂区祁家湾街双孙湾民俗文艺汇演”在湖北武汉木兰水镇
旅游景区举行，现场龙腾狮舞，热闹非凡。 黄 敏摄 （人民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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