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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江从东方红水库奔腾而出，
一路逶迤，到了安徽休宁城南。

或许是倦了，或许是被玉玑山
的秀色诱惑，它放慢脚步，伸开婀
娜的腰肢，沿着山麓，弯成一个弧
形后，才如一匹铺展的绸带缓缓向
前淌去。这一幕被矗立在玉玑山东
翼的巽峰塔看在眼里，400 多年
来，这座古塔看着它时而宽、时而
窄，时而浊、时而清，时而闹、时
而静，感受着四季的变迁，岁月的
更迭。这个弧，被取了个好听的名
字：汶溪。

休婺公路通车时，这里只是个
简易渡口，汽车过江依赖人撑木船
载运，遇到洪水，交通即告中断。
上世纪 70 年代初，汶溪桥的建成
结束了人车摆渡的历史，人们的生
活不再被汶溪的性情左右。

比桥历史更久远一些的是汶溪
下游的万安坝。上世纪50年代末，
为了灌溉两岸的农田，培育双季稻，
当地建起了 3 米高的砌石拦水坝。
灌区水稻种植由一季变两季，粮食
产量大增，被誉为休宁的“粮仓”。

有了坝和桥，溪水也变得欢
悦，古塔的塔顶长出了新枝，两岸
的山、树、花、草都欢腾起来，桥
上人来车往，进城出城的人加快了
脚步，大货车和小汽车跑得欢快。
但这还不是汶溪最好最美的时光。
10 年前的一次巨变，汶溪迎来了
新生。

冬眠的农田被催醒，隆隆的轰
鸣声惊飞了打盹的鸟儿，一座美丽
的横江国家湿地公园躺在了汶溪的
北岸，与巽峰塔隔水相望。青的
柳、粉的花、绿的草。亭台林立、
曲廊迂回、树木扶疏。柳荫小路曲
径通幽、金鳌拜月蟾宫折桂、栈桥
拍水长虹卧波。不再年轻的万安坝

焕发了新容颜，改建成了混凝土活
动翻板坝，坝体伸长，水库容量和
灌区面积进一步扩大，功能更加健
全。改建后的万安坝拖住了汶溪的
脚步，把“绸带”变成了一块“碧
玉”。临水俯瞰，水阔云淡，天光
塔影，让人不忍拔足。

春天到了，只是一个绿，就迷
了塔的眼。玉玑山和湿地公园共同
披上了绿的盛装。山顶是黯绿的，
山腰是深绿的，江水是墨绿的，树
是青绿的，叶是浅绿的，芽是嫩绿
的，草是翠绿的。白鹭乘着风，成
群结队过来了。在古塔之下，它们
白衫翩翩，轻步曼舞，炫耀着动人
的身姿。累了饿了，就一头扎进汶
溪里，叼上一嘴鱼虾，在阳光下乐
享美食。它们时而踏浪捕食，时而
掠水嬉戏，时而展翅高飞，把这里

当成了快乐家园。
入夜，所有的灯都睁开眼，流

光溢彩。汶溪桥也被装扮起来，斑
斓五彩，弥漫着青春的气息。孩子
们在滨江乐园尽情地找寻着自己的
快乐，健身快走的人三五成群，贪
婪地摄取夜色的美。大大小小的广
场上乐声四起，广场舞舞蹈队排开
阵势。在这块土地上劳作的村姑村
嫂们，舒心地跟着音乐一曲又一曲
地舞着，引得路人驻足观看。只有
垂钓者不为所动，心无旁骛，期待
着“大鱼”上钩，在一甩一提一拉
间体会自己的快乐。

一声惊雷，惊醒了汶溪的睡
梦，汶溪想起了远方。它等不及与
古塔作别，涌动起春潮，撞开了万
安坝的闸门，急切地奔向新安江。
在蓝天的注目下，在青山的怀抱
里，不息地奔流，肩负着“一江清
水出新安”的嘱托，去唤醒千岛湖
的春天。

我们顺着一条小溪逆流而上，不多时便
完全进入苍山之中。

松柏挺立，莽林之中的小路弯转如肠，不
见天日，几扭几曲便到了尽头。山穷水复之间，
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秀致的茶园。山体起
伏，便让茶园呈现一种层次感极强的阶梯状，
云遮雾隐，让人如同立身瑶台仙乡。

在一阵狗吠声中，我远远听见探路回来
的同伴林昭在一个古旧的院落门前叫我：“来
这里喝茶！”我小跑上前随他进入小院，只见
一张老树茶桌后坐着一位老人，笑容可掬。
我们刚一坐定，他便用一口掺着福建口音的
普通话说：“登山辛苦，尝一下我这壶新泡的
茶水！”说罢，利索地夹出一个空杯往茶盘正中
一放，提起沸水壶朝杯中猛一灌水，沸水沿着
杯口溢下，算是烫过了杯子。把水一倒，随即斟
上一杯茶水，放在杯垫上推送过来。山里运输
不便，他的屋子因陋就简，想不到茶具却如此
精细。

茶水真好。端起杯子，便有一阵淡淡的
清香钻进鼻孔。轻抿一口，唇间先是柔柔一
股青涩，下咽后喉中却是淡淡的回甜。若非
口渴，真舍不得如此牛饮。杯子一空，老人
立马又续上一杯。如是几番，茶瘾过后，人
也轻快了许多。

闲谈之中，老人得知林昭就在山下的村子
开客栈，便自我介绍说他本姓林，上世纪 90年
代初开始到大理种茶，至今已有二十六七年，
他也从一个 40 岁出头的中年人变成了古稀老
人。一个“林”字拉近了距离，老人变得更加健
谈。他说大理山好水好，气候温润，极适宜茶树
的生态种植。苍山马龙、圣应两峰之间十几平
方公里的茶园，便是著名的“感通茶”产地。感
通茶香味持久、汤色清亮、回味甘甜，乃是白族

“三道茶”中的台柱茶，在徐霞客的《滇游日记》
和清代《荡山志略》《茶苑》等众多典籍中亦有
记载，驰名已达500年之久。这20多年间，他不
停地在台湾与大理之间周而往返，将在此种植
的茶叶送回台湾加工成品，又回大理种茶，茶
叶在两岸茶市供不应求。

20 多年久居大理，他亦入乡随俗，和当
地民众甚是亲密。上山的路可通到村里的公
墓，再往上就是玉带路，连通苍山清碧溪、
七龙女池和凤眼洞等各处景点。但此处并非
景区，路道不畅，每到雨水季节就变得十分
泥泞，或又常被荆蓬杂草阻断。于是上下的
村民游客常从茶厂借路，老人也不计较。口
渴的进门讨口水喝，他必奉为上宾，煮水沏
茶，一起品味茶水之妙。

婆娑的树影，紧随山风摇曳，如同逐岸
的轻波，带着山体渗发的阵阵沁凉，我们就
在这种宁静中品茶聊天。不知不觉日已偏
西，西斜的阳光透过密林，筛下星点光斑，
如同凋落的花瓣洒满一弯幽径，居然有种恍
然隔世的美妙。说谈之中，又有几个客人进
来，老人招呼坐下，递上茶水，接下来的聊
天就更加欢畅了。我们在他的言谈中得知，
他是第一个来苍山种茶的台湾人，之后又有
不少台胞跟随而来，有种茶的，有开客栈
的，还有做其他生意的，渐渐地就在苍山洱
海之间聚成一个远近闻名的台胞村落，海峡
两岸的交往因此变得更加亲密频繁。

喝足茶水，我们也该离去。老人微笑着
说，以后有机会再来喝茶聊天。他一脸笑
容，真有些仙风道骨之态。

披着落霞归去，我却有几分淡淡的不
舍，说不清是为这一方明净山水，为这种茶
的台湾老人，还是因为那清香淡雅的感通茶。

为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乡村旅游需
求，进一步丰富乡村旅游产品供给，文
化和旅游部近日联合国家发展改革委推
出“体验脱贫成就·助力乡村振兴”乡
村旅游学习体验线路 300 条。这些学习
体验线路将红色文化资源与绿色生态资
源相结合，让游客在旅游过程中，了解
乡村的“四史”故事，了解党的光荣传
统、宝贵经验和伟大成就，传承红色基
因，激发前行动力，体验脱贫成就，助
力乡村振兴。

据乡村旅游监测中心测算，今年一
季度，全国乡村旅游接待总人次接近10
亿，乡村旅游总收入 3898 亿元，均较
2019 年一季度有所增长。刚刚过去的

“五一”，乡村旅游也是最受游客青睐的
旅游内容之一。乡村旅游已成为中国旅
游业中最具活力的消费热点和增长点。
为了进一步推动乡村旅游发展，发挥其
在助力乡村振兴中的作用，各地都在不
断丰富乡村旅游内涵，完善乡村旅游产
业链，并逐步提升乡村旅游品位。

广融合
奏好“交响曲”

扎根乡土的乡村旅游，拥有生态、农
业、乡土文化等资源，具备天然的融合
性。随着旅游业“跨界”发展的不断深入，
乡村旅游的这一特质日益显现。

300 条乡村旅游学习体验线路充分
展现了乡村旅游融合发展的优势和方

向。例如，福建省宁德市寿宁县下党乡
推出的“下乡的味道”红色之旅线路，
引导游客重走访贫问苦之路。下党乡曾
经“地僻人难到，山多云易生”，如今
年均旅游接待20多万人次，旅游综合收
入2600多万元，游客可以直观地感受到
乡村巨变的历程。再如，安徽推出的

“不忘初心红色之旅”线路，游客从新
四军七师司令部旧址纪念馆出发，探访
新中国著名水利工程梅山水库和六安茶
谷，穿行千里大别山腹地，欣赏五百里
山水画廊，充分感受当地深厚的红色文
化和优越的生态环境。

除了乡村旅游+红色文化、乡村旅
游+绿色生态，随着人们休闲方式的改
变，乡村旅游+体育、乡村旅游+康
养、乡村旅游+艺术等发展方式不断涌
现，成为推动乡村旅游发展、乡村振兴
的重要途径。

浙江是中国乡村旅游起步较早且发
展较为成熟的省份，当地的乡村旅游探
索也走在全国前列。近年来，乡村旅
游+体育成为浙江许多村庄致富的重要
途径。例如，安吉灵峰街道横山坞村通
过提升基础设施，建设标准篮球场、网
球场等基础体育场地，组建门球队等体
育队伍，投资建设休闲度假区、房车露营
地等运动休闲项目，发展户外运动，有力
推动了当地文体旅产业的融合发展。

重体验
让游客放慢脚步

边听虫鸣鸟叫，边赏花垂钓，一日三
餐品尝地道农家菜，入夜则住进富有江
南韵味的乡村四合院。每逢节假日，许多
江苏南京市民便会选择到栖霞区桦墅村
感受一段田园时光。喜欢“动”起来的游
客，可以前往六合区金牛湖，参加登山定
向挑战赛。在溧水，举家出行的游客能找
到适合全家人的旅游项目：大人看舞狮
子、打腰鼓等民俗汇演、孩子参加“疯狂
实验秀”、真人CS等娱乐拓展活动……

如今，乡村旅游已远远不是吃农家
饭、住农家乐可以涵盖的，让来到乡村
的游客可以参加丰富多彩的活动，慢下
脚步、静下心来，获取沉浸式体验，正
成为乡村旅游发展的重要方向，也是旅
游高质量发展的要求。

“之所以喜爱到乡村去，是因为我
希望在那里找到儿时的记忆和童年的味

道。”热爱旅游的上海游客纪敏这样看
待乡村旅游。在苏北农村长大的她，已
在上海生活了近 20 年，少有机会回家
乡。因此，去周边乡村旅游就成了她缓
解乡愁的重要途径。这几年，她和家人
至少去过长三角地区 30个乡村。“最初
就是在那里吃一顿饭，看一看田野，这
几年，村子里好玩的地方越来越多，我
们在当地停留的时间也不断延长。”纪
敏介绍，过去提起度假，他们总是优先
想到一些专门打造的旅游度假区，但是
现在，乡村旅游成了他们的第一选择。

“村子里既有绿水青山，又有干净整洁
的饭店、民宿，还有丰富多彩的休闲项
目，最重要的是，在村子里，我们能真
正地静下心来，看风景、慰乡愁。”

高品位
攒足发展后劲

近日，贵州省兴义市万峰林街道瓮
本村“火爆”了一把，这里有成片的枇杷
林、被绿树青山包围的村寨。最吸引人的
是村里一个名为“来屋头玩”的乡村旅游
项目，在这里人们可以了解和体验麻糖
的制作过程、学习制作传统碳烤蛋糕，也
可以到果林中采摘新鲜水果、到地里摘
菜做饭。谈起这个项目名称的由来，项目
发起人曾付国这样解释：“来屋头玩”是
黔西南地区人们常说的一句话，从中透
露出乡亲们的热情好客。不断给游客提
供丰富的乡村旅游产品和业态，同时保
护、传承乡村文化、乡村民俗，让人们在
体验乡村文化的同时感受快乐，这也是
该项目的初衷。为此，“来屋头玩”项目正
在升级改造，通过“线上助推+线下体验”

“一村一节”“一户一景”等模式，走出一
条独特的乡村振兴之路。

“做好乡村旅游业的‘加减乘除’，
对于健全我国乡村旅游产业体系至关重
要。”山东省社会科学院乡村振兴研究
院院长周其森撰文指出，做加法，就是
要增加文化含量和附加值，增强乡村旅
游业发展后劲。

广大旅游企业也看到了乡村旅游的
广阔发展前景，纷纷布局乡村旅游业。
如何让乡村旅游走得更远、更有影响
力，他们有自己的思考。复星旅游文化
集团董事长钱建农认为，应该更多地把
乡村旅游和具备国际水准的旅游度假产
品结合起来。

林区民居、堆垒起来如一
堵墙般的劈柴、伐木工具……
在吉林长白山脚下的二道白河
镇有一处独具韵味的公园，这
就是森工文化园。在这里，来
自全国各地的艺术家们分别塑
造了森林砍伐、锯木、抬木、
搬运等工人形象以及森工们合
影的五组青铜铸造，艺术放大
和重组了森林采伐常用的九组
工具，微缩了七组当年森工们
的房屋和住所。园内用旧火车
枕木、古旧石板、朽木和具有
长白山本土元素的玄武岩火山
渣铺装，并利用现代照明技
术，重现了当年森工文化的特
色，为当地打造特色旅游小镇
增添了一个“打卡”地。

千百年来，在吉林长白山
这块人迹罕至的土地上，产生
了一种珍贵的木帮文化。先辈
们在这块广袤神奇的黑土地
上，一代代繁衍生息。他们穿
行于大山之间，行走于原始老
林中，同恶劣的气候和毒蛇猛
兽斗争，奏响了一曲久远的采
伐之歌，记录着长白山森林发
展史和变迁史。

上世纪 50年代，伴随着林
区的建设开发，一大批来自五
湖四海的建设者来到这里，他
们大多由大中专毕业生、转业
官兵、闯关东的硬汉等组成。
他们有闯劲、豪爽大度、热情
好客，也将各地的文化习俗带
到这里。

在二道白河镇，我们遇到
了59岁的宋秀林。上世纪60年
代，宋秀林的父母从山东来到

原浑江地区（现白山市）湾沟林
业局仙人洞林场。1979 年，林
场搬迁，宋秀林便到了白河林业
局红石林场工作。随着人们环
保意识的增强，封山育林取代了
伐木。如今，植树、护林、育林已
成为森工人的新工作。

一次偶然的机会，宋秀林
认识了延边易达白桦产业有限
公司负责人陈立峰、程彧夫
妇，从桦树树干钻眼取桦树
汁，用来酿酒、生产制造桦树
汁饮料以及系列化妆品，是这
家公司的主要业务，这些产品

已成为具有当地特色的旅游产
品。如今，宋秀林带着一些同
伴，在这家公司工作，主要负
责从桦树树干中取汁。“虽然到
外面打工，薪水会比这里略
高，但我舍不得离开这里。”宋
秀林说，“我热爱大森林，也热
爱生我养我的这片土地。”

如今的长白山区，满目苍
翠，曾经回荡在森林上空的砍
伐机械的轰鸣声已远去。为了
将具有独特韵味和形态的森工
文化流传下去，2016 年，当地
政府利用长青路的一段美人松
林，创建了这座以森工记忆为
主题的文化园。

长白山管委会宣传部长孟
凡迎介绍，为了更好地发展长
白山全域旅游，当地已打造出
以“林海雪原、抗联英雄”为主
题的红色旅游，医疗保健旅游、
冰雪旅游、温泉旅游等产品。

上图：森工文化园里的伐木
工人雕塑。

左图：宋秀林从桦树树干
上取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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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后的浙江省台州市仙居县朱溪镇杨丰山，梯田、公路和山村民居在云雾中若隐若现。 王华斌摄 （人民图片）雨后的浙江省台州市仙居县朱溪镇杨丰山，梯田、公路和山村民居在云雾中若隐若现。 王华斌摄 （人民图片）

游客在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岑巩县木召生态休闲度假区
体验丛林穿越旅游项目。 唐 鹏摄 （人民图片）

潮涌汶溪
叶荣荣

在安徽休宁横江国家湿地公园栖息觅食的白鹭鸟。
徐 明摄 （人民图片）

在安徽休宁横江国家湿地公园栖息觅食的白鹭鸟。
徐 明摄 （人民图片）

苍山品茶苍山品茶
北北 雁雁

长白山下感悟森工文化
本报记者 赵树宴 文/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