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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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游天地旅游天地 责编：尹 婕 邮箱：rmrbyinjie@163.com

2021年3月12日 星期五

如今，博物馆已成为很多人生活中
不可或缺的知识宝库和精神盛宴，众多
游客喜欢走进博物馆亲近文物，浸润在
中华文化中。藏在博物馆内的文物因被
大众关注而变得活力四射，光彩熠熠。

享受文化盛宴

元宵节当晚，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
门前排起长队，观众们在博物馆穿汉
服、赏展览、猜灯谜、写福字，度过了
一个颇有文化味的佳节。走进博物馆过
大年，享受文化盛宴，成为不少人过年
的新年俗。

正月初一上午 10 点，国家博物馆里
已是人头攒动，十余位书法家正在西大厅
挥毫创作“福”字，作为国家博物馆特别的
新春礼物，送给现场观众。李先生一家刚
刚领到了福字，他告诉记者：“今年没回山
东老家，第一次留在北京过年，带孩子来
看看展览，过一个不一样的文化年。”春
节假期，国家博物馆推出牛事如意——
辛丑牛年迎春文化展、中国古代服饰文化
展、舟楫千里——大运河文化展、古代陶
瓷海上贸易展、红山文化考古成就展、古
代乐器展、明清肖像画展等 25项大展，可
谓一天一馆，阅尽千年灿烂文明。

新春期间，山东孔子博物馆举办了
“天清地宁——孔府过大年”展览与年俗
体验等活动，依据年俗时间轴，通过丰富
的孔府旧藏文物展示，展示孔府从腊八节
到元宵节的过年习俗，举办门神拓印、剪
纸技艺体验、大庄绢花制作、蒸花糕、写春
联等非遗技艺和传统文化体验活动。

文博旅游已成为人们假期休闲生活的
热点。据北京市文物局统计显示，今年春节
期间近80万市民游客参观了市属博物馆。
驴妈妈旅游数据显示，河南博物院的搜索
热度同比增长超过500%。故宫博物院、上
海博物馆、南京博物院、陕西历史博物馆
等，都在春节推出了多样的迎春活动。

坚定文化自信

流失海外近一个世纪的天龙山石窟
第 8 窟北壁主尊佛首亮相今年春节联欢
晚会，备受瞩目。作为 2020年回归祖国

的第 100 件流失文物，佛首日前在鲁迅
博物馆展出，吸引了众多游客。晓菲是
一位文博爱好者，周末的最大休闲活动
就是逛博物馆，北京各大博物馆她几乎逛
遍了，哪里有新展览，一定不错过，她告诉
记者：“得知佛首在北京展出，我马上预约
门票，近距离一睹佛首的雕凿技艺之美，
天龙山已列入我今年的出游计划。”

河南博物院主展馆经过 5 年闭馆维
修，今年春节正式对外开放，“泱泱华夏择
中建都”大展从 17 万余件馆藏文物中精
选出 5000 多件珍品，贾湖骨笛、妇好鸮
尊、莲鹤方壶等镇馆之宝一一亮相。众多
游客走进博物馆，走近文物，浸润在中华
文化中，与此同时，文物被广泛关注，从沉
睡中醒来，变得活力四射，光彩熠熠。

文博旅游激发起人们保护文物、传
承文化的强烈情感，文物成为社会关注
的焦点，文物因此活起来、火起来。文
物并不仅仅是老物件，更是中华文明延
续的精神内核。文博旅游热的背后是文
旅融合下的旅游消费升级，人们对文化
求知若渴，有了更多元的选择，除了山
水风光游，文博旅游是文化消费，带给
游客更多的是厚重绵长的历史、博大精
深的文化以及内心的充实愉悦。

“我每次逛故宫博物院都穿上明制汉
服，像一次历史穿越，欣赏古建筑和文
物，心灵在与传统文化对话。我家的布
置风格和居家装饰也越来越古风了。”

“90后”姑娘陈亦婷说。当下，许多年轻

人把参观博物馆视为一种新风尚，文化
自信在一次次参观游览中不断坚定，文
化认同不断增强。

千山万水一触即达

信息时代，博物馆插上了科技的翅
膀，多媒体丰富了观展方式，为观众营
造出身临其境之感。敦煌研究院运用各
种新技术，实现了莫高窟智慧导览和

“窟内文物窟外看”。去年以来，“云观
展”持续发力，千山万水一触即达，大
馆好展尽收眼底。四川宋瓷博物馆在春

节期间以《宋人香事》《宋风茶韵》等为
主题开展线上直播，与观众一起“云穿
越”回宋朝，赏宋瓷雅韵，观看焚香、
点茶、插花表演。

逛博物馆不仅能亲近古代文物，还
能感受国家发展的成就。目前，正在国家
博物馆展出的月球样品吸引了众多观
众。包括 001 号在内的探月工程相关科
技实物，系统地回顾了中国探月工程取得
的辉煌成就，全面展现了中国人民实现

“上九天揽月”梦想的伟大奋斗历程。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红

色文化和红色旅游备受关注。红色文物蕴
藏丰富、种类繁多，同样是文物中的国宝
重器，它们负载的历史信息，时代更贴近，
史料更翔实，故事更鲜活，意义更深远。据
悉，国家博物馆将陆续推出“脱贫攻坚 共
享小康”全国摄影展、庆祝中国共产党成
立 100周年书法大展、共和国“两弹一星”
展、长江文化展、精神的力量展等精品展
览，再现百年辉煌历程。

如今，在各类博物馆，青少年是观
展的主力军，他们兴趣广泛，求知欲很
强，博物馆成为青少年的第二课堂。到
博物馆学习，与书本不同，与课堂教育
不同，文物拉近了青少年与历史的距
离，孩子们在与展览的互动中，触摸历
史、亲近历史。博物馆研学游将强力拉
动今年的国内游。

盐边县位于四川省攀枝花市，地处“中
国大香格里拉”生态圈内。由于独特的气候，
充足的日照，境内山奇水秀，分布着棋盘山、
柏林山、茶山、长草坪和藤桥河等景点。

棋盘山海拔 3700 米，山下箭竹环绕，
山顶有近 200平方米的平坝，坝中有若干
鱼背脊状的石头，脊上又有酷似恐龙角状
的尖石，尖石密实紧挨，构成一奇观。

从北面山顶稍向下，有一小坝约60平
方米，坝中有一块天然的方形石板，石板由
各种颜色的小方块组成，自然的纹理形似
一个象棋棋盘。棋盘上星罗棋布地镶嵌着
脸盆般大小的圆石，酷似棋子。传说曾经有
两位神仙在此下棋，这块石板就像是一盘
未下完的残棋。

另一景点柏林山高耸入云端，海拔
4160米。我去造访柏林山，向它的制高点进
发，站在山巅往下看，惊心动魄；朝远看，风
光无限，渔门镇、冷水箐、攀枝花尽收眼底。

柏林山顶部呈一字形，一字的上面奇
峰若干，有的如元宝，有的似利剑，最夺目
的有两峰，如涌起的海浪，海浪的旁边悬
放一块巨石，酷似“天涯海角”那块“南天
一柱”，而这一柱恐怕是那一柱体积的千
百倍。山上有药材上千种，柏林山的药材
质量久负盛名，誉享西南。

茶山在柏林山麓，20多处茶山遍布国胜乡每个角落，万
亩茶山成行栽植，行间可供2人并排行走，多数是梯地，层次
分明，在茶林间漫步，凉风悠悠。这里每年三季采茶，采茶时
节，采茶女茶歌飘飞。

国胜茶属兰花香型，是省级名茶，这种兰花香型的茶在
全国也少有。不管什么品种的茶，只要移栽到国胜，都会变成
兰花香型，可见国胜非常适合茶的生长。

长草坪在柏林山以北，海拔2800米，最宽处1公里多，窄
处约 500米，入口处仅 10米。长草坪两头的入口窄，中间宽，
是个长形盆地，走进去，豁然开朗，极似“桃花源”。最早无人
居住时，坪中遍开索玛花，住户进入后，这里成为荞子地和牧
场，常有“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景观出现。现在，当地人开始在
坪内遍种桃树，使之更具备“桃花源”的意境。

长草坪西北面山峦秀美，长着高大挺拔的古松和大片的
索玛花。东南面是刀切般的悬岩，岩上有黑白相间的线条，构
成栩栩如生的动物图形，如一幅巨型画卷。两头入口处，长着
很多青杠树，这些青杠树与别处的大不一样，春天的嫩叶绿
得发亮，分外好看，到秋天叶片又全变成鲜红的颜色。

藤桥河发源于柏林山麓，由山脚洞中涌出的九股暗水汇
集成河，全长30多公里。河水十分清澈，站在岸边，能看见一
丈深水底的游鱼。太阳照在水面上，水底会出现迷人的金色
光环和花纹。水量、水温四季均衡，水质四季不浑，口感极好。

春季，有细甲鱼从洞中游出，刚出来时鱼头大，鱼身小，
半透明，肉眼可见鱼骨。到洪水季节，已经肥壮了的鱼又会重
回洞中，到第二年再出洞来。

约100年前，河上有一座由青藤长成的桥，可能是一枝青
藤偶然被风吹到对岸的树枝上，接着第二根青藤又顺着爬过
去，后来更多的青藤也牵了过去，形成一座藤桥。后因当地发
生争斗，一方在逃跑时为了避免追击，将藤桥砍断，此奇观或
可在原址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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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博物馆内游人如织。 王 初摄 （人民图片）

日前，“太平有象——汉唐乐舞展”在郑州大象陶瓷博物馆开展，图为参
观者在观看展品。 新华社记者 李 安摄

日前，“太平有象——汉唐乐舞展”在郑州大象陶瓷博物馆开展，图为参
观者在观看展品。 新华社记者 李 安摄

祁门茶山公园

2021年 3月 9日，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政府与广州市农业农村局联合在
黄埔区龙湖街迳下村举行广州市2021年春季农业科技下乡咨询活动暨黄
埔区春耕备耕现场会。黄埔区以“科技农业+休闲旅游”创新带动美丽乡村
建设，涌现出迳下村、莲塘村等一批特色精品村。

2020年，黄埔区实现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同比增长7.9%，创近16年来的
最高增速；行政村100%达到省定干净整洁村标准和省定美丽宜居村标准，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4万元。

科技助力
黄埔奏响春耕进行曲

今年的春耕备耕现场会“科技范”十足，现场展示的无人驾驶农机耕
作、植保无人机精准植保等无人智慧农业项目令人耳目一新。无人机变量
施肥，结合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定位，可以根据农作物的长势控制施肥量，减
少劳动力投入的同时使肥料撒施更均匀、用量更精准。

科技强农、科技兴农是黄埔农业发展的方向。黄埔区农耕用地相对较
少，因此更加注重用科技手段提高农耕质量和产量。大力实施“藏粮于技”
战略，把科技种田作为增产增收的重要措施，努力转化和应用农业科技成
果，提高粮食单产和粮食总产。

2021年2月，黄埔区引进“无人农场”，计划利用大吉沙岛100亩水稻田，
打造黄埔区无人农场，从水稻播种、施肥、喷雾到收获等全过程无人化，努力
破解“谁来种地”“怎么种好地”的难题，保障重要农产品供应和粮食安全。

无人农场是实现智慧农业的一种途径，具有耕种管收生产环节全覆
盖、机库田间转移作业全自动、自动避障异况停车保安全、作物生产过程实
时全监控、智能决策精准作业全无人五大特点。

无人农场能有效提高作业质量，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土地和肥料农药
的利用率，实现全天不间断作业。使用无人驾驶拖拉机，50亩地3个小时就
可以翻整好，效率大大提高。同时，相比当地传统施肥方式，在使用无人机
精准施肥的情况下，增产比例高达10%。

本次科技下乡咨询活动现场共有30多家农业企业参与农业技术展示，

80多名农业科技人员接受广大农民咨询，广泛宣传春耕技术和春播文化，

并向农户和群众发放优质种子和春耕文创产品。

扶持升级
水稻种植补贴标准居广州市前列

2020年，黄埔区农业经济运行保持稳中向好发展态势，全区农民收入

快速增加，农村居民总收入（不含补助收入）超过100万元的经联社占总数

的82％，集体经济强村比重稳步提升。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4万

元，同比增长7.5%。

为精准做好农业生产计划和作物管理，黄埔区建立农业生产规划“标

图建库”系统，将全区3182块可耕作农用地纳入农地生产管理库，根据每一

块土地不同的区位、土壤、面积等要素，从镇街、地块和种植种类三个维度

精准下达种植计划。

同时，黄埔区加大农业补贴扶持力度，水稻种植补贴在市级基础上额

外增加每造每亩800元，标准居广州市水稻补贴前列，并由区财政全额承担

政策性农业保险保费，提高农户农业抗风险能力。

“科技+旅游”
迳下村吸引八方客

此次春耕备耕现场会选择在拥有“广州市美丽乡村”、2020年省级乡村治

理示范村等荣誉称号的黄埔区龙湖街迳下村举行，2020年，黄埔区按照“一

带四区八站多节点”规划建设思路，精心打造迳下村特色精品示范村。依

托山、水、田等原生态资源，以旅游富民为本，以岭南文化、农耕文化、农耕

体验、科普教育为中心，建设一个集高科技农业、文化体验、创意教育、养生

度假于一体，宜游、宜乐、宜居、宜养的岭南田园综合体。

现在，迳下村已形成“秋夏稻谷双丰闻稻香，冬去春来花开逛花海”景

象，吸引众多游客游赏观光。2021年春节期间，迳下村纳米小镇的游客观

赏量超10000人次。其中，正月初一的游客突破4000人。

通过产业合作，村集体企业提供物业管理、劳务服务等500多个就业岗

位，转移农村富余劳动
力 ，实 现 充 分 就 业 。
2020 年，迳下村村社集
体经济总收入 45 万元，
总存款 1790 万元，同比
增长13.37%。

科技农业与休闲旅
游相结合，不断带动农
业转型升级，在实现农
业增效的同时也促进
农民增收，在增进社会
效益的同时助力乡村
振兴。

示范带动
黄埔乡村振兴进行时

近年来，黄埔区高
度重视“三农”工作，以
隆平国际现代农业公
园建设和“四个万亩”
示范点创建带动现代都市农业产业快速发展；以莲塘、洋田、迳下、麦村等
特色精品村创建与提升，促进全区农村地区人居环境质量全面提高；以党
建引领和洋田村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的示范作用，促进农村基层管理规
范、高效、有序；以深化农村产权制度改革，促进农村集体经济提升和农民
收入增长。

“十四五”时期，黄埔区将力争在都市智慧农业建设、农村集体经济发
展、美丽乡村建设、城乡融合发展等重点领域取得显著进展。到2025年，建
成休闲观光农业示范点5个，开辟农业旅游线路3条，农业休闲旅游产业经
济规模进一步扩大。

数据来源：广州市黄埔区农业农村局

··广告广告·· 黄埔区迳下村打造岭南田园综合体黄埔区迳下村打造岭南田园综合体，，分季节规模化种植稻田分季节规模化种植稻田、、花海花海

迳下村纳米小镇吸引众多游客游赏观光迳下村纳米小镇吸引众多游客游赏观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