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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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编：赵 珊 邮箱：hwbtravel@126.com

2020年12月11日 星期五2020年12月11日 星期五

今天，旅游已成为中国人美好生活
和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
增强人民获得感、幸福感的作用愈发凸
显，被列为幸福产业之首。

2017年，在向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第
22届全体大会致词中，国家主席习近平指
出：“旅游是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交流互鉴
的重要渠道，是发展经济、增加就业的有
效手段，也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
产业。”

扮靓多彩生活

“旅游对我而言是一种生活态度，每
年要出游四五次，这几年我游览了广东
海陵岛、云南丽江、新疆喀纳斯、甘肃
敦煌、泰国、柬埔寨、加拿大、俄罗
斯、埃及和摩洛哥等地。旅游使我视野
开阔，性格变得豁达宽容。”北京市民温
忠敏退休后的日子充实而快乐。

“90”后白领刘尹娜告诉记者：“旅游是
我和父母难得的共处时光。作为一个在异
地打拼的年轻人，平时很少有时间陪伴他
们，一起出游的日子是我每年最期盼的。”

过去 5 年间，国内游人数累计超过
249.8亿人次，年均增长10.7%。2019年，国
内游人数已达60.06亿人次。城乡居民收入
稳步增长，许多中国人的休闲时光都花在了
旅游上，旅游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必需品。

中国国内游和出境游连续多年保持
增长，规模位居世界第一。面对如此庞
大的旅游消费群体，中国旅游业始终以
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标，不
断提供优质的旅游产品，加快发展全域
旅游、乡村旅游、红色旅游、休闲旅
游，不断创新研学旅游、体育旅游、中
医药健康旅游、邮轮旅游、冰雪旅游、
夜间旅游等新业态，持续推进“互联网+
旅游”，旅游景区便利化、智能化水平不
断上升，旅游体验进一步改善。目前，
中国已建成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 280 家、
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 1000个、全国红色
旅游经典景区300处。

带来富裕日子

旅游业发展不仅为游客带来幸福的生
活体验，还能助力贫困地区的脱贫致富。

“我不用到外地去打工了，现在在村
里的民宿酒店上班，既能挣钱，又能照顾
家里的人，没有比这更好的事了。”贵州省
黎平县双江镇黄岗村村民吴娘肯说。黎
平县有贫困村共 249个，其中深度贫困村
118 个。中国旅游集团定点帮扶该县，整
合民俗文化、侗族特色、田园风光、淳朴民
风等资源，打造精品民宿，已惠及贫困群
众1802人实现增收致富。

深度贫困县广西巴马县在“十三
五”期间，把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脱贫
攻坚的强大动力，坚持旅游发展和脱贫

攻坚同步，实现了“旅游做加法，贫困
做减法”。巴马县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
局长黄燕飞介绍，巴马贫困发生率降至
1.24%，今年5月已实现脱贫摘帽。

云南红河的贫困村阿者科村依靠旅
游告别了“守着金饭碗要饭吃”的窘
况。村子位于世界文化遗产哈尼梯田的
核心区内，目前大力发展旅游业，已推
出自然野趣、传统工艺、哈尼文化等主
题性旅游体验活动，游客实现按需“点
单”。2019 年，村民已收到分红 30 余万
元，直接帮助全村23户贫困户脱贫。

“十三五”以来，全国2.26万个贫困
村通过发展旅游业实现了脱贫致富。旅
游扶贫既保护生态、美化环境，也提振
经济、助力乡村振兴。

实现绿色发展

优美的生态环境是旅游业赖以发展的
基础。“十三五”期间，旅游业牢固树立“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将绿色发展贯
穿到旅游规划、开发、管理、服务全过程，形
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现代旅游业新格局。

青脚鹬、鸳鸯、小天鹅，还有被誉为
“鸟中大熊猫”的中华秋沙鸭……冬日里
的浙江松阳县的松阴溪成了各类珍稀鸟
类的栖息圣地，沿河打造的滨水绿道成为
市民和游客赏景、观鸟，体验生态，放松心
情的不二之选。

在这里，美丽生态正转化为美丽经
济。松阴溪两岸点缀的特色驿站，皆有展
廊、茶室、亲水平台供人小憩；临水的村庄，
各类旅游综合体悄然兴起，在引客入村的
过程中撬动乡间经济……从滨水绿道向大
山里延伸的古村古道，更是串联起上百个
村庄，带来民宿、农家乐的遍地开花。

2019年，中国乡村休闲旅游业接待游
客33亿人次，营业收入超过8500亿元。近
年来，乡村旅游向观光、休闲、度假复合型转
变，催生了特色民宿、夜间游览、文化体验、
主题研学等产品，成为推动绿色发展的示范
产业，成为振兴乡村经济、营造美丽宜居环
境的富民产业。

中国社科院旅游研究中心主任宋瑞
表示，旅游业是典型的绿色产业。坚持绿
色旅游发展道路，既是旅游业自身可持续
发展的保障，也是发挥旅游带动功能，推
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一环。旅游已成
为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并继而
把绿水青山转化成金山银山的重要领域。

助力国际交流

旅游不仅保护绿水青山，带来金山
银山，创造幸福生活，还是传播文明、
交流文化、增进友谊的桥梁。旅游是民
间外交最活跃、最有效的渠道之一。

有一股强大的力量近年来在世界舞
台上不断展现中国风采，向世界持续传
递中国声音，为世界带去中国微笑，这
就是中国游客，他们是最好的国家间交
往的民间使者，旅游已经成为讲好中国
故事、加强与世界联系的重要平台。

无论是服务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还是
响应“一带一路”倡议，中国同各国一
道，在文化和旅游领域搭建合作平台，创
新合作模式，推动文明的交流互鉴。“十
三五”时期，中国已与157个国家签署了
文化和旅游合作政府间文件。作为中国特
色大国外交的重要成果之一，“十三五”
期间中国举办了 29个大型文化和旅游年
节，促进了国际人文往来及各领域合作，
为许多国家人民带去福祉。

本报电（潘 跃 欧阳爱琼）走进浙江省
安吉县天荒坪镇余村，映入眼帘的巨石红字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十分引人注目，这里
是首个以“两山”实践为主题的生态旅游、乡村
度假景区。近日，笔者在旅游集散中心大屏
幕前，看到一张数字地图清晰地还原了村庄
道路、房屋、公共设施等。需要找哪户人家、迷
路游客处于哪个位置、如何才能抵达目的地，
一看便知。此外，它还是村庄管理的基础，环
境检测、垃圾分类、游客接待等，都可依托这张
地图。要是遇上火灾等突发情况，它更能第
一时间实现精准定位，为科学决策提供依据。

“这就是我们要全面推进的标准地名数
据库建设的初衷，我们希望通过地址地名规
范化管理、数字化建设，为数‘治’乡村建设提
供支撑。”安吉县民政局局长姜平说，早在

2017年，该县就建设了“安吉县地名信息管理
系统”，到目前为止，已录入基础数据25万余
条，除主城区外，已覆盖至各乡镇（街道）中心
集镇。系统内，小区名、道路名、门牌号甚至是
户室号都能直观呈现、精准定位，新审批的标
准地名也实时更新。这实现了“群众少跑腿，
数据多跑路”，为智慧城市建设打下了基础。

近年来，安吉县通过打造“两山”数据超
市，使数据资源要素转化为“两山”经济生产
力。姜平介绍，未来将投入专项资金，全面
采集全县 8 镇 3 乡 4 街道 215 个村（社区）的
标准地址数据，建立全覆盖、标准化、完整的
标准地址数据库。在此基础上，实现数据共
享交换、动态更新，确保地名信息精确无误，
为服务社区治理、打造信息化治理新模式打
下坚实基础。

我一眼望见沧浪桥时，似惊
鸿一瞥，坠入梦境。

沧浪桥位于重庆市濯水古
镇。此刻，它静静地横卧在阿蓬
江上，木质桥身，重檐歇顶，形如
波浪起伏，状若龙行凤舞。它并
不高耸，却雄伟壮观。桥下，阿蓬
江静水深流，一艘白色游艇正飞
驶而过，在苍青色的水面划出洁
白如银的光练，水波荡漾，倒影轻
轻飘摇。岸边，水草丰美，或青或
黄，柔柔地与江水、廊桥相映成
趣。水鸟不知栖在何处，不时地
传出“叽叽，叽叽”的啁啾鸣唱，有

一种隐匿的欢悦气息……
据当地人介绍，这座廊桥始

建于唐朝，已造福两岸人民1000
多年。但2013年，古廊桥遭遇大
火。濯水人悲叹之际，把染黑的
江水清淤，把滩涂建成湿地，把
荒地辟为花园，把倒伏的水草小
心地扶起，给水岸的空地种上芭
茅，在旧址上建起了这座新廊
桥。新廊桥依然叫“沧浪”，集
廊、塔、亭、阁于一体，横跨濯
水古镇内河、阿蓬江和蒲花河，
被评为“世界第一风雨廊桥”。

耳畔，响起古老的吟唱之音：

“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
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廊桥之所
以叫沧浪，莫不是与濯水的“濯”字
相呼应？沧浪，这苍青色的水呀，濯
我缨，濯我足，更濯我心，濯我民情。

顾不得行车劳顿，我迫不及待
去走廊桥。印象中的廊桥就是一
条直直的走廊式通道，哪知这座廊
桥路面却如流线，高低起伏，上上
下下，需要时而拾级而上，时而沿
阶而下。如果你脚步轻快跳跃，那
真是一种随波浪起舞的感觉了。
我就是这样迈着舞步式的步子，登
上了层塔亭，来到最高处的中心楼
阁。在这里，濯水风光一览无余。

东望，廊桥顶面龙鳞高耸，龙
身隐没；西望，廊身蜿蜒，桥头若隐
若现。极目处，是漫天霞光披拂下
的山脉逶迤秀美；桥北桥南，是一个
太极、如意图案相交相错的半岛湿
地公园，岛中水汊、石径、木桥纵横
交叉，草木花卉间生间长，有人或坐
或立或行，下棋嬉戏，一派逸然。

从高高的楼阁下到底部，瞬
间，我又被那茎干高深、花穗紧簇
的密密芦竹震撼到了。廊桥两边
的花园种植着一大片芦竹。芦
竹，在濯水叫芭茅，又称蒲花。它
们高高地立在枝头，一枝挨着一
枝，却又枝枝独立，枝枝向天，清
风一来，摇曳生辉。西天际，此刻
成了它们最美的布景。那晚霞，
碎金一般铺了半边天，而阿蓬江，
已被漫天的流霞染成了青底金彩
的水粉画！波光潋潋，天色斑斓，
怎一个美字了得！我被美景所
诱，一步一停，658 米的廊桥竟走
了1个多小时。华灯初上，廊桥上
灯光齐亮，水上水下璀璨辉煌。

第二天早上，廊桥在晨光中
还原为大自然的生态原色。我忍
不住再去走廊桥。廊桥安静得
很，江水是安静的，水草是安静
的，房舍也是安静的。只有小鸟
在栏杆上飞跳，旁若无人地啁
啾。而偶尔一两个行人踏出来的
脚步声也那么动听，那么富有节
奏，反衬得一切静美。

我看到两三个保洁员在拖廊
桥的地板，她们的动作是轻柔的，生
怕用多一点力就会皴坏地面。木
质的地板泛着古色古香的光。我
问她们，风雨廊桥，刮风下雨时它真
能为行人遮风挡雨吗？保洁员笑
着回答：“能啊，廊桥始终能够保持
干燥。下大雨的时候，雨水也会飘
进来。但你看呀，这是人字形廊桥，
青瓦木梁，又这么宽绰，四面通透，
雨水自然不会浸到桥中间来，雨水
一过，桥面会立即恢复干燥。”

旁边一位男士看上去像是廊
桥管理员，他插话道：“这些年濯
水搞扶贫脱贫、产业创新，又大力
发展生态旅游，环境越来越美，老
百姓的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濯水古镇，正是因为有像他
们一样热爱这里的青山绿水、为
这里的一草一木付出汗水与心血
的人民，阿蓬江，廊桥，蒲花
河，湿地公园……才能各美其
美，美美与共，形成并保持一个
完整而现代的生态体系。

这次，我只用了8分钟的时间
走过了廊桥。但我觉得已走过了
濯水的悠久历史，走过了廊桥的风
风雨雨。太阳升起来了，温情地照
耀着古镇的山山水水，照耀着廊桥
这梦境一样美好的存在。

大河被北风来回拧了几次，河道瘦
了一大圈，但依然有流水从远方流淌而
来，闪着柔软的银光。这些河水来自大
山森林。择一个暖阳普照的冬日，我到
访皖南祁门的牯牛降。

钻入树林，踩着哗哗作响的新生落
叶，沿着小溪溯源而上。冬日的树林比
夏季明亮了许多，斑驳的阳光碎片洒在
新鲜的苔藓上。那些苔藓，覆盖着石
头，爬上树干，柔软而倔强。石壁湿漉
漉的，水珠一滴一滴往下滑落，渗入松
软的泥土，然后从石头缝里钻出来，粘
在行人的鞋底。脚底在潮湿的泥土上
蘸饱了水分，脚印一步步写在光滑的石
头上，又被阳光迫不及待地捡走，生怕
我们浪费了这里的山泉水。

冬天并不是此地旅游的最好季
节，牯牛降莽莽大山里高耸的石壁上
已看不见壮观的瀑布垂下。但每个季
节都有它天赋的美，此刻，我们能看
到悬崖上的龙须草，泛着亮晶晶的水
珠，滴滴答答叩击温润冰冷的花岗
岩。水珠一路无声滚落，从山坡到了
山谷。山谷里堆积着一个个圆圆的大
石头，像是被造物主从花岗岩里挖出来一样，留下一个
个水潭。逆流而上，有水淙淙而鸣。忽见石壁上雕刻有

“黄龙潭”三个大字，石壁下现出一个圆形的大水潭，绿
翡翠般的泉水映衬着山上的绿树与一线蓝天。这是大山
的眸子，是牯牛降明亮的眼睛，黛青色的树木是它的绿
纱巾，遮着秀美的脸庞。

继续前行，一个长长的水潭，躺在两座大山的底
部，宽处不过三四米，窄处一米左右，水潭如同女子的
瑞凤眼，灵动而活泼。石壁上刻有“潜龙谷”字样，潭
水清澈见底。一些红彤彤、黄灿灿和绿茵茵的树叶铺在

水底的沙子上，仿佛依然有着炽热的生命力，在水底的
世界里生长。偶有几尾小河鱼，悠然地在水中轻摆着腰
身。水底红枫叶子下一只蝾螈翻了一下身，换个姿势继
续酣睡。

牯牛降的峡谷里遍布着许多大大小小的水潭，它们形
状各异，深浅不一，这些眸子有的灵动活泼，大方端正；有的
羞羞答答，遮遮掩掩；有的古灵精怪，美丽可爱。它们的目
光穿过空疏的枝头与繁茂的枝叶，凝望天宇。大山幽静深
处储藏的清净之水，像一个勤俭持家的妇人，一滴一滴计算
着过日子，因此江河才不会断流。江南好，好在有山的地方
就有水。难以想象，雨水
充沛的春夏，这里的水色
该是多么饱满艳丽。因为
此刻，亦不逊色。

光影入潭，可以映
月，可以洗心。我喜欢
世间一切干净的东西。
凝视牯牛降的眸子，清
泉漫上心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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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为幸福生活添彩
本报记者 赵 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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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安吉：标准地名数据库延伸至村

夜色中的沧浪桥夜色中的沧浪桥

欢迎关注本版微信公众号
“人民日报行天下”

本报电（文 娴） 12 月 9 日，中国社会
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
旅游研究中心等联合发布的 《休闲绿皮
书：2019—2020 年中国休闲发展报告》 指
出：中国居民的休闲意识显著增强，收入
增长带来休闲消费潜力的释放，休闲的时间
保障进一步增强。“中国国民休闲状况调查

（2020）”数据显示：68%的受访者倾向于认同
休闲是社会文明的标志，70.4%的受访者倾
向于认同休闲在生活中是必不可少的。

报告指出，旅游是实现集中休闲和深度休
闲的最重要形式之一，旅游对于居民高质量休
闲的贡献日益凸显。目前，旅游休闲呈现出文
化和旅游融合发展持续深入，休闲的供给内涵

更加丰富；夜间旅游成为旅游休闲新形态；国
家公园试点将助推休闲可持续发展等特征。

线上文化休闲呈现供需两旺趋势，网络
直播用户规模实现爆发式增长。截至 2020
年 3 月，中国网络直播用户规模达 5.6 亿人，
占网民整体的 62%。过去一年，居民平均每
日在线休闲时间为4.9小时。随着互联网的
发展和休闲方式的丰富，突破时间和空间限
制的在线休闲在居民休闲中越来越重要。
在线休闲加速了休闲方式的转变。在线休
闲活动不仅有社交聊天、看影视作品、听网
络音乐、网络电台广播、打游戏等传统休闲，
看短视频、看直播、云旅游等新兴休闲方式
也层出不穷。

中国居民休闲意识显著增强

牯牛降黄龙潭 苏九香摄

浙江省杭州九溪十八涧“枫”景如画，游人如织。 杨梅清摄 （人民视觉）

湖南省衡山景区再现雾凇景观，吸引众多游客纷至沓来。罗茂盟摄 （人民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