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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对黑龙江省漠河市北极村满
怀憧憬，是因为夏至时分那道划破长空
的魔幻光束，这里是我国唯一可以观测
到北极光的地方。而更多猎奇者选择在
冬至那天到来，体验一段冰雪奇缘。

乘车在漠北高速公路上驰骋，目光
所及，是成片的樟子松林、红松林以及
白桦林，那些青翠的樟子松叶、白桦枝
上，覆盖着被子般的皑皑白雪。“快看，
雾凇！”在经过一个叫做“大马场”牌坊
的地方，导游指着窗外说。在他手指的
方向，高高的白桦林和路边的蒿草仿佛
披上了白色的披风，洁白而闪亮，如同
一个个武士挺立在雪原，在瓦蓝瓦蓝的
天空映照下，煞是好看。

雾凇是空气湿度大又遇有低温时产
生的特殊现象，俗称树挂。冬季的时候，在
我国北方江湖附近较为常见，但大多数持
续时间较短，太阳升起后很快消融。而北
极村则不同，冬季温度基本在零下 30 到
零下 40 摄氏度，雾凇可保持数天甚至数
周不变。蓝天下，房舍粉妆玉砌，人人口吐

“白莲”，林中树下，凌花纷飞，枝如银条，

花似飞絮，晶莹耀眼，宛如仙境。有诗云：
“神州北极有奇观，冬凇白梅压枝弯，仙家
美景银世界，玉树琼花衬蓝天。”

突然，一座两层楼高的凯旋门造型的
冰雕赫然入目，门楣处，5 盏红灯笼不经
意间就把新年的气氛烘托出来，灯笼之
下，“北极村风景旅游区”几个大字提示着
我们，目的地已经到达。

从村口的墨玉路转到黑龙江大街，路
边的路灯上，一溜的红灯笼蜿蜒 2 公里，
而北极村横竖交错的两条主干道——黑
龙江大街和北极大街，家家户户门口都
挂着红灯笼，漫步其间，恍如穿行于盛
唐长安，笑意盎然的热情村民，皑皑白
雪下的袅袅炊烟，无不透露出百姓生活
的红火。这里不仅有极低的温度，还有
保持原始风格的木刻楞村居，村民挂冰
灯、抽冰尜、滑爬犁，这些逐渐淡出大
众视野的民俗吸引着游客。

北极村在冰雪的覆盖下，处处点缀
着梦幻般的色彩，神州北极石在两尊巨
大雪雕的护卫下，愈显威武雄壮，在北
极风情园，不同字体不同颜色的“北”

字在白雪中愈加耀眼。金鸡之冠的雕塑
在雪中挺拔高耸，无论从哪个方向看都
是令人向往的“北”，白桦树在白雪映衬
下更加雅致、洁白。

随意走进一家热饮店，坐上热炕
头，一口热姜汤下肚，身体顿时热了起
来，邻桌的老乡就着烧酒唠嗑，老板娘
则和她的姐妹们讨论谁的衣服更美。在
这个边陲小店，窗外的冷冽与窗内的质
朴一起映入眼帘，使人顿生“劝君更尽
一杯酒，谁说北极无故人”的温情。高
纬度的北极村，夜晚来得格外早，下午
4 点不到，太阳便收起最后一束光线，
各家各户门前的冰灯依次亮起，红灯笼
在白雪的映照下愈加红艳，淡淡的烛光
透过冰灯闪耀出霓虹的色彩。此时走出
热饮店，如同穿越到童话中：最纯、最
美、最奇的雪景，洁白、空灵、冰爽的
世界，一切都是那么真实，一切又是那
么虚幻，犹如梦境。

夜游北极村，最诗情画意的地方，
都与冰雪有关：北极邮局前的雪雕、北
极广场的巨大雪人以及各个街道无处不
在的雪墙、冰灯，还有雪人谷、冰雪大
观园、滑雪场、圣诞乐园等。静谧的北
国之夜，在五彩灯光和篝火的映照下，
冰雕、雪雕焕发出摄人心魄的光芒，这
些冰雪元素构成了北极村令人神往的神
奇世界。

冰雕和雪雕是冬季北极景区的灵
魂，而七星广场上的两座雪屋更如同天
外飞仙一般，一不留神就带人踏进了武
侠的意境。两个雪屋小院，粉妆玉砌，
雪墙上一道道圆弧造型，是木刻楞民居
的模样，屋顶的瓦片上，是蘑菇状厚厚
的积雪，一层压着一层，似乎马上就要
落下来，雪墙正中一个方形的模样，就
是雪屋的窗，有棱有角，中间是十字形
的窗棂，仿佛随时会被里边练功的高手
推开，惟妙惟肖。雪屋里，不光有寒玉
冰床，还有雪雕的椅子、“玉砌”的餐
桌。在雪雕的椅子上稍坐片刻，那种神
清气爽的感觉顿时充盈身心。

北极村之夜，静谧安然，宁静博
大。此刻我只想静心赏雪，细品北极。

图为北极村雪屋。 褚福超摄

多少次，在我梦里，总是萦绕
着一个身影，它自陕西凤县东北嘉
陵谷辗转入川，驻足南充。近了，
近了，那流淌在梦幻里的嘉陵江，
跨过战国的动荡，见惯汉魏的风
云，在唐宋的诗篇中奔流。

“看，牛游来了，那么多头牛，大
家等牛离岸 50 米左右就赶紧上弯
路，这样可完整拍摄到群牛归巢！”
经过漫长的等待，下午6点多，我们
终于等到100多头牛横渡嘉陵江的
场景。慕名而来的游客早已在岸边
摩肩接踵，相机、手机、笑声、吆喝在
江风中飞扬。在四川南充蓬安县相
如镇油房沟村嘉陵江段，嘉陵江流
过蓬安县城后，由于江水的冲刷，泥
沙的沉积，形成了两个巨大的江中
岛屿：太阳岛和月亮岛。从暮春到
初秋时节，清晨，数百头水牛分别从
嘉陵江岸边成群结队游上岛去，啃
食青草；黄昏，牛又下水回游上岸，
被称为“百牛渡江”。

这些水牛在岛屿上悠闲自在，
由于长期浸润了人间烟火，颇具灵
性。倘若你独自乘船走上岛去，这
么多头高大健壮的水牛出现在眼
前，你会有些担忧，怕受到冲撞。
其实不然，那大的小的，形态各异
的水牛并不因陌生人造访而惊乱。
它略抬头和你对视，满眼都是温柔
友善。如果它跟着你过来，你也不
必慌张，甚至你还可以主动向它靠
拢，就像久别未见的朋友相逢。你
在它的眼里是画，它在你的眼里也
是画。上岛的人逐渐多起来，牛和
人在青草地上相映成趣。人们三五
拍照，牛儿也摆着自然的造型配
合，分不清谁是主角，谁又是配
角。偶见小牛追着母牛吃奶，少妇
怀抱婴儿在江边漫步，人、牛、江
水，不分你我。夕阳西下，水牛们
在头牛的带领下，组成浩浩荡荡的
水牛大军，争先恐后冲向嘉陵江对

岸，如百米冲刺的选手游弋江中，
兴尽而归。

于是，在我的梦里，工笔细描
嘉陵第一桑梓，团墨铺展百牛过
江，缤纷点染印象嘉陵……

白天的嘉陵江浩波淼淼，碧蓝
清秀，澄澈之气荡涤人心；而夜晚
的嘉陵江却更为浪漫动人。渔火掩
映，月垂江心，古今情思，在微微
夜凉里浮想翩翩，顿生出哲学美学
交融的意蕴。如果说古老的嘉陵江
之夜含烟带月，是一首清纯的歌。
那么，现在则是彩练飞舞、灯火璀
璨，是星星的天堂，人间的仙宫，
是一篇丽而不群的辞赋。

近年来，在南充主城区嘉陵江
两岸，当地政府对原先的江心荒滩
进行了全面改造升级，从漫滩芦苇
到生态桑园，从湿地长廊到水鸟林
地，按“山水相依、洲城相映”的
城市建设理念，让越来越多的青山
绿水代替了钢筋水泥。山清水秀，
物足民丰，深厚的文化底蕴，蓬勃
的现代气息，“印象嘉陵江、山水
南充城”是南充人民呈现给世界的
一张靓丽名片。

当天边最后一丝晚霞散去，点
点灯火次第绽放。横跨其间的座座
大桥在江面上隐约可见。鹤鸣山临
江而立，兀黑的林木挂着七彩霓
虹，蓝的、绿的、红的，如闪烁的
眼睛。夜空的繁星在水里，水里的
月亮在摇曳。

嘉陵江把柔美的身段留在了钟
灵毓秀的南充城，流淌着悠悠的三
国文化，演绎着川东北的美丽风
情。一曲古韵东逝水，魂牵梦绕嘉
陵江。我钟情它的一滴水、一朵野
花，更想做它的一朵浪花，永远依
偎在它的怀里。

上图：四川南充市高坪区嘉陵
江畔湿地风光。

周汉兵摄 （人民图片）

日前，浙江杭州临安区青山湖街道召开新闻
发布会，全面招募“乡村运营师”。来自青山湖街道
洪村村、郎家村、孝村村、白水涧村、研里村、朱村
村 6个村的村书记，共同签署了“乡村运营师招商
服务承诺书”，以保障“乡村运营师”团队在村里更
好地开展运营工作。

近年来，通过美丽乡村建设，青山湖街道各个
村庄面貌焕然一新，但乡村“面子”美了，“里子”还
需充实，产业如何植入、乡村振兴如何实现，这些
问题始终困扰着几位村书记。

2017年年初，临安首次提出“村落景区”概念，
同年 5月，临安进一步提出“村落景区运营”概念，
并开始探索市场化运营模式，致力于与爱乡村、会
策划、懂营销的团队开展合作，让村落资源发挥市
场化效应，将乡村资源优势、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
优势、发展优势，让美丽村庄也有美丽经济。

3 年间，在乡村文旅运营方面，临安做了许多
积极探索和实践。目前，已有14家村落景区与运营
商签约合作，完成落户项目 53 个，项目总投资达
5.2 亿元。3 年来，12 个村落景区共吸引返乡青年
100余人，各类手工匠人参与业态运营 96个，增加

村民就业岗位200余个。临安村落景区市场化运营
的创新举措，引起全国各地的广泛关注，不少地方
学习“临安模式”，开始推广实施乡村市场化运营。

如今，招引市场化主体来进行村落景区整体
运营的“临安模式”再度完善升级。青山湖街道“乡
村运营师”开启全面招募。此次招聘的乡村运营师
需与村集体自愿签约，双方以资源资产使用权或
资金入股组建运营公司，青山湖街道将主要负责
村落景区的基础设施建设，运营由乡村运营师团
队负责，收益按照公司股份分成。这些村落将借助
乡村运营师之手丰富新产品、发展新业态、注入新
理念，通过市场化运营，增强村落景区的旅游吸引
力以及市场竞争力，实现整村产业融合发展目标。

在临安区文旅局副局长陈伟洪看来，一支优
秀的乡村运营师队伍应当具备以下五个能力：第
一，要有运营策划能力；第二，要有优质文旅资
源可以导入乡村；第三，要能组建平台，将乡村
资源盘活；第四，要有乡村理想，热爱乡村；第
五，要有工匠精神，能深耕乡村。“乡村运营不
单是乡村旅游，更是乡村振兴的一个有效路
径。”陈伟洪说。

印象嘉陵江
熊 雄

浙江临安招募“乡村运营师”

让乡村振兴的“里子”更充实
周晓敏

夜游北极村
邱小平邱小平

空中俯瞰浙江杭州临安区村落景区 （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记者 徐 昱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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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开始了，在常态化疫情防控条件下，

中国旅游仍将面临一定的发展压力，但是，这也

将是中国旅游业充分发掘内生动力的一年。

2020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中国旅游业

练内功、谋转型、寻生机，向新求变，逐步复苏。

中国旅游业界近年来逐渐探索出的品质

化、科技化、品牌化发展之路，已越走越清晰。

今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也将是中国开启新

旅游发展之年，中国旅游向上、向前发展的势头

不会改变。

红色旅游大发展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 100 周
年，红色旅游必将迎来大发展，为国
内旅游高质量发展添上一把火。目
前，为了向更多的游客宣传当地的红
色名片，讲好当地的红色故事、发展
故事，许多地方已积极着手制定红色
旅游发展新规划。

文化和旅游部发布的数据显示，
2020年我国红色旅游出游人数超过1
亿人次，整个“十三五”期间，红色
旅游在国内旅游市场中维持11%以上
的市场份额。经过近 20 年的发展历
程，我国红色旅游已形成“红色+绿
色”“红色+民俗”“红色+乡村”等
多种融合发展模式，成为贫困地区脱
贫致富的重要途径，也将持续助力乡
村振兴。

此外，近年来，参与红色旅游的
游客呈现出年轻化、家庭化趋势，红
色旅游已成为重要的“社会课堂”。

唯以品质定胜负

在过去的一年里，出入境游基本
处于停滞状态，国内游成为中国旅游
市场上的绝对主力。庞大的消费需求
固然存在，如何真正吸引游客走进
来、留下来，依然是困扰大多数国内
景区、景点的难题。新冠肺炎疫情带
来的特殊发展背景，让国内许多已习
惯于“靠天吃饭”的旅游目的地深刻
意识到，仅靠先天的旅游资源难以满
足游客的需求。

这一年里，人们的旅游消费习惯
发生了重大改变，对安全性、私密
性、个性化的追求，较之过去有了很
大的提升。价格不再是游客出行决策
中最重要的砝码，人们更加注重产品
品质和体验，并愿意为高品质、好服
务买单。这客观上推动了旅游目的地
的转型升级，旅游业的疫后复苏不能

是旧有发展模式的重复。“高质量发
展”被各旅游目的地频频提及，推动
旅游业“高水平复苏”，成为各地旅
游发展的指导方针。

正如重庆市文旅委副主任秦定波
所言：“旅游已成为一种流行的生活方
式，但品质才是旅游业的灵魂。”2021
年，越来越多的旅游企业将迎来复苏、
重生，旅游业的竞争将会更加激烈，而
品质将成为比拼的唯一筹码。

“加分项”比重越来越高

“了解一个地方，不妨从旅游开
始。”近年来，作为展示一地城市形
象的窗口，旅游业日益受到地方政府
的重视，不仅体现在旅游业成为许多
地方的支柱产业，是当地绿色发展的
重要组成部分，还体现在旅游业强大
的带动作用。

2020 年，各类直播售货发展得
如火如荼，无论是在助力贫困地区产
品销售中，还是在地方特色旅游商品

展示中，当地的旅游资源既是重要的
“媒介”，也是独一无二的商品，更成
为当地提升知名度的重要途径。相对
于经济、文化、历史等而言，旅游是
一座城市的“加分项”，如今，它所
占的比重越来越高。

旅游即生活。2021 年，进入全
面小康社会的旅游业将延续其幸福产
业的特质，也将成为一座城市“宜居
指数”“幸福指数”的重要参照。

“数字化”助力升级

2020 年年初，数亿居家抗疫的
中国人共同参与了各类“云旅游”

“云看展”“云购物”，通过线上的方
式旅游，这成为 2020 中国旅游业发
展中一道独特的“风景”。在同程艺
龙副总裁白志伟看来，新冠肺炎疫情
客观上加速了中国旅游业的数字化、
智能化进程。此后，许多旅游目的地
加快了各自的数字化建设。

数字化给旅游业带来助力，这一

点在浙江杭州体现得尤为显著。作为
文化和旅游部公布的首批 15 个国家
文化和旅游消费示范城市之一，杭州
充分利用“互联网+”拉动文旅新消
费，这是其文旅产业能在全国领跑的
重要原因。通过组织直播带货、依托
网络平台推出文旅消费项目、推出

“20 秒景点入园”“30 秒酒店入住”
等智慧旅游应用场景等，杭州的旅游
业快速恢复，在全国 15 个副省级城
市中恢复程度最高。

2020 年 11 月，国务院常务会议
确定了支持“互联网+旅游”发展的
系列措施，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
工智能和旅游业的深度融合，尤其是
要建设智慧景区，通过做好分时预
约、流量监测和数字导览等服务，更
好地服务大众旅游的需求；2020 年
12 月 23 日，文化和旅游部资源开发
司负责人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
示，未来将借助互联网力量做好整合
营销，宣传推广一批新兴的旅游产
品、旅游目的地。

2021年甘肃平凉冬春文化旅游季，扮成相扑运动员的演员合影。 吴希会摄 （人民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