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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丽江，两个人的
大理，一家人的腾冲和顺。”这
是云南旅游盛传的一句话。腾冲
是景观集中、特色荟萃的度假天
堂，很适合全家人休闲旅游。

别看腾冲是县级市，北京有
直飞航班可以抵达。驼峰机场建
在山顶就是非同一般的风景，飞
机像是直接降落在高大的观景台
上。走出飞机，耳目一新，北国
千里冰封景象即刻换成青山环
绕，绿树葱茏，奇花竞开，清新
空气瞬间透彻肺腑。

一

腾冲让我流连不舍的是千姿
百态的山山水水。高黎贡山山脉
南北绵延，纵贯五个纬度带，集
热带、温带和寒带三种气候类型
于一身，为地球上唯一大面积由
湿润热带森林到温带森林过渡的
地区，极其珍贵也极其稀有的生
物多样性特点十分突出，物种甚
是丰富，被誉为“世界物种基因
库”，已知特有植物就达 434 种，
特有动物12种，其中有几种便以
发现地腾冲冠名。世界野生生物
基金会把高黎贡山自然保护区列
为具有国际重要意义的 A 级自然
保护区。古今中外的文人墨客、
专家学者纷纷不远万里慕名而
来 ， 或 远 观 近 赏 ，“ 慨 然 者 久
之”；或深入考察，采取标本，
寄望发现新的物种。

我们从高黎贡山林家铺科研
监测站下车，徒步走进高黎贡山
茂密的原始森林。当地朋友一路
不停地讲解路边树的珍稀，花的
名贵，草的奇特价值，还指给我
们看树上出现几处黑熊攀爬留下
的爪痕，地上暗绿的新鲜粪便是
不久前有野猪走过，树旁坠落碎
裂的果实是鼯鼠蹿腾树间吃剩的
食物。沿着山谷清冽的溪水溯流
而上，最让人赏心悦目的是一道
道瀑布划开山林从高处飞流直
下，依峡谷曲折自在流淌，伴着
幽谷鸟鸣婉转，又隐入密林。

其实，要看瀑布的神韵，都
不用出腾冲市区。穿城而过的叠
水河瀑布，两侧崖壁是火山喷发
形成的特殊柱状节理群，天然纹
理竖列整齐如同人工雕琢装饰的
围栏，高达46米的火山瀑布奔流
向前划出弧线，扑进茂林修竹环
绕的深潭，发出巨大的轰响，实
乃世界罕见的壮丽景观。

二

几次来腾冲，曾走访过一些
景色各异的村寨，还在一个民族
寨子，为观看原生态的歌舞晚会
住了一夜，黎明时被山谷中鸟儿
的啼叫唤醒过。

最经典的村寨当属和顺，溪
河、湖畔、古树，民居、宗祠、
寺庙……处处散发着乡景乡情，
尤其让人青睐的地方，自然是传

承文化的图书馆，和顺图书馆正
对进出村路口要道，位于村镇核
心位置，由村中乡贤集资兴办已
近百年。这座古香古色的院落里
有三个书库，分藏古籍、民国、
现代书籍共计13万余册，其中有
2 万多册是古本木刻线装书和上
世纪初的出版物。这个临近缅甸
的边境小山村图书馆，在中国声
名显赫，内有胡适、李石曾、熊
庆来等诸多文化大家的题字。

一副楹联“图书万种需细嚼
深研，知识千门宜先专后博”道
出了和顺人不仅爱读书，更会读
书的要义，其中卓有成就者是为
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毛
泽东思想做出杰出贡献的艾思
奇。他潜心研读马克思主义基本
原理而写出的 《大众哲学》 等著
作，以深入浅出的语言和通俗易
懂的方式在民众中传播普及革命
理论，受到中国人的广泛点赞。

三

中寨是腾冲市清水乡一个名
叫司莫拉的佤族聚集村，是一座
有着 500 多年历史的古寨。当地
朋友热心地跟我说：我姐姐邵秀
贤生长在腾冲，对当地熟悉，去

中寨她可以当向导。
邵秀贤带我们走进依山而建

的村寨，边看边介绍司莫拉佤族
民俗文化陈列馆、佤王宫、木鼓
屋、树神、佤族民居、佤族风情
体验区、农耕文化体验区……

司莫拉，佤语意为“幸福的
地 方 ”。 由 于 历 史 和 自 然 等 原
因，这个“幸福的地方”直到
2014 年，全寨 72 户人家中还有
16户处于贫困状态。党和政府组
织各方力量脱贫攻坚，修通道
路，扶困安居，加强文化教育，
完善公共设施，村民的精神面貌
和 经 济 状 况 有 了 显 著 的 改 变 。
2019年，贫困户全部脱贫，全村
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11448
元，是 2014 年的 2.5 倍。村里上
大学的孩子从无到有，2019年已
经有了16名大学生。

在司莫拉佤族民俗文化陈列
馆，循环播放着2020年1月19日
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司莫拉佤族村
考察的录像，他勉励大家在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大力推
进乡村振兴，让幸福的佤族村更
加幸福，并按照当地风俗敲响三
声佤族木鼓，为乡亲们送上新春
的祝福。

漫步在佤族文化保存完整的

原生态古村街巷里，司莫拉佤族
村脱贫的变化，让从小在山区长
大的邵秀贤不由地回想起往事。
当年，她家也很穷，父亲从小鼓
励他们姐弟俩，要拿出翻过高黎
贡山的劲头刻苦学习文化知识，
靠自己努力改变命运。姐弟俩不
负期望，以优异成绩考入中学、
考上大学。工作打拼几年之后，
邵秀贤开着自己新买的汽车回山
村的老家，母亲扛着锄头下山到
路边来接她。母亲说：带个锄头
顺便修修山路，等你的时候还可
以在山下的田里锄一会儿草。邵
秀贤带着泪花回忆十多年前这个
母女相见的情景，尽是勤劳朴实
的母亲温馨满满的爱……

我想，具有优秀民族文化传
统基因的这方青山绿水、乡村古
寨，一个个美丽的司莫拉，必将会
走出一代更比一代幸福的腾冲人。

上图：日夜奔流蒸腾的热海
左图：司莫拉佤族村风光

腾冲有个司莫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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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几 天 ， 习 近 平
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
市延庆区的国家高山
滑 雪 中 心 考 察 调 研 。
总书记指出，体育强
国 的 基 础 在 群 众 体
育。要通过举办北京
冬 奥 会 、 冬 残 奥 会 ，
把我国冰雪运动特别
是 雪 上 运 动 搞 上 去 ，
在3亿人中更好推广冰
雪运动，推动建设体
育强国。

如今，“3 亿人上
冰雪”的愿景正在一
步步变成现实。据相
关数据显示，今年入
冬以来，“滑雪”“赏
雪”等冰雪旅游词条
的搜索热度出现了大
幅上涨，“滑雪”成了
许多人冬季出游的新
选择。南方的冰雪旅
游产品供给也不断丰
富，广州、上海、昆
明等地打造了冰雪旅
游综合体、高山滑雪
场、室外戏雪休闲乐
园等丰富多彩的产品。

尽管如此，要让3亿人从踏上冰雪，到真正爱
上冰雪，还有许多功课要做。

个人要学好基础课。笔者最近去了北京郊区
的几大滑雪场，几次下来发现，像笔者一样，有
许多来滑雪的人都是雪场的新手。笔者跟几个初
学者聊了聊，他们大都在滑雪之前已经做好了攻
略，对滑雪有了初步了解。来到雪场请教练教
学，逐步喜欢上了这项运动。与之不同的是，笔
者的身边也有一些声音，说滑雪太难学了，稍不
容易就会摔跟头，也有人因此而放弃了继续滑下
去。冰雪运动是一项对技能有所要求的项目，对
个人来说，无论是跟教练学习，还是找技艺娴熟
的朋友教一教，都能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享受
到更多的冰雪乐趣。

雪场要做好管理课。在笔者去过的几家雪场
中，管理千差万别。目前的滑雪游客，第一次到
访雪场的有很多，这也对雪场的服务提出了要
求。一家雪场，能否提供温馨便利的服务，不仅
关乎雪场新客们能否再光临这家雪场，也会直接
影响游客对滑雪运动的兴趣。有的雪场从游客进
场到出场，全程服务热情周到，安保工作十分到
位，宾至如归的服务环境让人更能对冰雪运动顿
生好感。

社会要做好服务课。冰雪运动走进千家万
户，需要全社会提供完善的服务。前不久，一趟
滑雪专列不允许旅客携带滑雪板的消息引起了许
多滑雪爱好者的关注。单独付费托运，而且还不
能随身到达目的地，这让许多自带雪具滑雪的人
感到不方便。这两年，中国人对冰雪运动的接受
度和参与度有了明显的提高，这也呼唤多方能提
供与此相匹配的服务。

如今，无论是北方还是南方，在家门口滑雪
对很多人来说都已不再是奢求。许多地方精心策
划的一系列冰雪季系列活动，已成为大家喜爱的
休闲项目。只要做足了功课，3亿中国人便能从冰
雪上收获更多的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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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隔三年，再次走进湖南省隆
回县向家村，村里已成功创建国家
AAA级景区，名为牛天岭。村景相
融，相得益彰。

站在观景平台，极目远眺，远
方山峰起伏，逶迤而去。村内，一
栋栋三层或四层的楼房在绿树、竹
林中若隐若现。太阳湖、月亮湖与
蓝天白云交相辉映，风景如画。

走进向家村，当然不仅是看风
景，还可品尝当地美食，比如板栗
蒸鸡、竹笋炒腊肉，食材全是来自
村庄或周边的农副产品。如果时间
宽裕，还可走村串户，深入感受当
地生活。

向家村民风淳朴，2020年11月
荣获第六届“全国文明村”。很
难想象，就在几年前，向家村还是
一个典型的贫困村，因为土地贫
瘠、旱灾频发，村民种地收成极
差，年人均收入不足2000元，大部
分劳动力只能长年在外务工。又因
地处偏僻的九龙山腰，曾仅靠一条
土路与外界相连，村民出门经常

“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
2014年，向家村被列为隆回县

第一批贫困村。经过帮扶企业和村
民的共同努力，向家村的村容村貌
逐渐发生了变化，村民也看到了脱
贫致富的希望，内生动力逐渐激发
了出来。

2016年底，向家村提前退出贫

困村行列，成为隆回县第一个整体
脱贫村，并被评为湖南省“脱贫攻
坚示范村”。村里发展了一些种养
殖产业，种上了板栗，养上了蜜蜂
和生猪。

脱贫之后，巩固脱贫成果被提
上议程，但具体如何做，村民代表
去多地参观后才豁然开朗。

向家村有山有水，在交通不
便的时候，是典型的穷山恶水，但
如今交通方便了，情况就完全不一
样了。如果能发展旅游，一方面能
实现旅游收入，另一方面也能拓展
村里农副产品销路，自然有利于产
业发展。

不过，搞旅游需要大投入，而
村集体没钱。于是，村里的帮扶企
业又增加了投入，建成了一个集休
闲观景、露营体验、文体娱乐为一
体的景区，包含太阳湖游船中心、
彩虹滑道、儿童乐园、亲子乐园、
拓展中心、水上乐园和现代农业观
光园等多个旅游项目。

景区有个文化广场，广场的东

端有一只铜铸的“拓荒牛”，寓意
幸福是努力拼搏创造出来的，如今
这里已成为游客争相拍照之地。

实现乡村振兴，最大的难题就
是人才。得想办法让年轻人回来！
但传统的农业显然没有吸引力，得
有适合他们的产业、岗位。村里决
定，结合旅游搭建一个平台，让有
能力的年轻人回到村里也能创业。

创业没钱怎么办？帮扶公司为
向家村村民提供贷款担保，并补贴
利息。彩虹滑道经营者向文武曾在
长沙务工，听说村里搞旅游开发，
还提供创业资金支持，两年前回到
村里，承包了彩虹滑道，负责经营
和管理，自己当上了老板。如今，
类似这样的案例越来越多，为景
区、村庄发展提供了人才支撑，向
家村的人气越来越旺，老百姓日子
过得越来越红火。

走向乡村振兴的向家村也有了
更大的目标，那就是辐射带动周边
村庄共同发展。

下图：向家村风光

走向振兴的向家村
严碧华文/图

川西平原上的德阳，是一座用桥
连接起来的城市，横跨旌湖两岸东西
走向的十座大桥，成为建市 30 多年
来快速发展的缩影。从过去的一座桥
到现在的十座桥，每座桥背后的故
事，都堪称城市变迁史上浓墨重彩的
一笔，见证着这座城市的悄然蜕变。

过去，德阳只有一座东平桥，始
建于 1874 年，1971 年拆除重建，改
名东风大桥。德阳建市后于 1991 年
对大桥全面改造，并在大桥南侧加宽
后，改名为现在的凯江路大桥。可无
论桥名怎么改，当时旌湖两岸只有一
座桥的“尴尬”局面却并未改变。

栖居在湖两岸的人工作生活极为
不便，平日里去对岸朋友、亲戚家串
个门都得“舍近求远”，花去好半天
工夫。交通不便、横亘两岸的“天
堑”阻隔，一度成为限制城市发展的
短板。

1998 年国庆节，在凯江路大桥
南边不远处的彩虹桥拔地而起，正式
通车，成为德阳建市后修建的第一座
跨旌湖大桥。以彩虹形状镶嵌在旌湖
上空，可以说是当时德阳的地标建
筑。取名“彩虹”，也寄托了广大市
民“碧水贯街千万居，彩虹跨河十七
桥”的美好愿景。对于德阳这样沿湖
而生的城市来说，建设横跨旌湖两岸
的桥梁，无疑是连接两边区域经济发
展的命脉，彩虹桥的建成，也给城市
经济发展按上了“快进键”。

忽如一夜春风来，紧接着，珠江
桥、岷江桥、黄河桥、青衣江大桥、
嘉陵江大桥相继落成，设计也越来越
讲究，既巧夺天工，又与湖边的自然
环境和城市建筑相映成趣，既有三星
堆、石刻、孔庙等厚重的历史文化元
素，又兼顾现代桥梁的艺术和审美。

随着十座东西走向的大桥全面贯
通，城市发展沿两岸快速伸展，高楼
林立。高铁站、城南新汽车客运站、
城北新汽车客运站、双流机场德阳候
机楼、五洲广场等一座座高楼大厦拔
地而起，气势恢宏，现代化气息扑面
而来，带给人一种一直向前向上的冲
动，也为提升城市品位加分不少。

而作为德阳人民的“母亲湖”旌

湖，日复一日滋养着两岸沃野，浇灌
出丰饶的五谷。经过数次升级改造
后，旌湖成为名副其实的生态湖。前
些年在湖中心打造的七座鸟岛更是锦
上添花，成为四面八方各类鸟儿在这
里扎堆的“会客厅”，每年吸引大量
游客慕名前来观鸟拍鸟。

湖畔草木葱茏，绿树红花相映成
趣；湖面明澈如镜，鸥鸟翩跹，水禽
畅游。南公园、北公园遥相呼应，为
城市“洗肺”。跳舞的大妈、耍剑的
大爷、跑步的年轻人、盛装拍摄婚纱
照的新人，还有沿途兴味盎然的游人
纷纷聚在这里。茶余饭后，许多市民
到湖边遛弯散步，欣赏水天一色的湖
景和桥上川流不息的人流车流，脸上
洋溢着浓浓的自豪。一幅幅“你站在
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
你”的画面，在这里反复交叉重叠。

漫步旌湖两岸，十座东西走向的
大桥浮于水上，倒映于水中，像旌湖
脖子上悬挂的一串串珍珠，连接着湖

两岸剪不断的千丝万缕，绵延着城市
的发展和变迁。

这十座桥，见证了改革开放以来
德阳一日千里的城市变化。它们不仅
是德阳一张张闪亮的名片，更是一页
页史书，记载着德阳城市发展的变
迁。今年伊始，德阳的第十一座长
643米、宽35米的南湖路大桥又全线
贯通，通车一触即发，成为连接成
德同城的快速通道，将德阳与更远
处联通。

如今，川西明珠德阳交通四通八
达，“舍近求远”过“独木桥”的时
代已经成为历史，取而代之的是秋水
与长天的清旷，闲亭与鹤影的悠然，
月照钟鼓楼的诗与远方。上班一族再
也不用像过去一样弯弯绕绕，“打拥
堂”在桥上排长龙。下班后可以不慌
不忙，掐着时间的点，挽着恋人的
手，选择最近的桥，悠哉游哉散步
回家。

上图：德阳彩虹桥 来自网络

十座桥和一座城
侯为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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