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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 回 回 梦 里 回 延 安 ， 双 手 搂 定 宝
塔山。”

瓦窑堡、杨家岭、南泥湾……走进陕
北，那川梁沟峁里的红色基因，深植于根
脉；放眼陕西，这片红色沃土上的人们，
投身改革、积极建设，让三秦大地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建党百年红色旅游百条精品线路
中，有三条与陕西相关，分别为“红色陕
西·圣地延安”精品线路、“能源陕北·科技
西安”精品线路、“体验关中民俗·品味陕
西味道”精品线路。它们集中展示了三秦
大地厚重的红色历史、澎湃的经济动能、
勃发的乡村振兴，在薪火相传的红色精神
鼓舞下，铭记历史、奋斗当下、砥砺未来。

铭记革命历史

“红色陕西·圣地延安”精品线路从西
安出发，串起铜川市陕甘边照金革命根据
地旧址、照金薛家寨革命旧址，进入红色
延安，不仅包括延安革命纪念地景区，还
有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纪念园、中央红军和
陕北红军会师地旧址、瓦窑堡会议旧址等
红色景点。

仲夏时节，走进铜川市耀州区照金
镇，薛家寨里游人络绎不绝。

站在高处眺望，眼前的山寨走势雄
奇。海拔 1619米的寨身四面峻绝，壁立千
仞。顺着登山步道，一路拾级而上，山上4
个天然岩洞映入眼帘。就在这方空间里，
曾建有 4 个红军寨子，设有修械所、被服
厂、红军医院等，可容千人，易守难攻。

20 世纪 30 年代初，刘志丹、谢子长、习
仲勋等老一辈革命家在照金一带开展革命
活动，组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
成立了陕甘边特委和陕甘边革命委员会，
创建了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
地。随着党政军领导机构迁驻薛家寨，这方
峭壁石崖，成了红军和游击队的大本营。

“这儿地方不算大，仅几米高。”行至
红军寨洞内，汉中游客王少波看着当年的
连锅灶、堞墙工事，感慨不已，“遥想当
年，这岩洞面对的，定是枪林弹雨、炮火
烽烟。革命先辈的英勇、无畏精神，让人
心生敬佩。”

离开铜川一路北上，穿过叠叠山峁，
便抵达革命圣地延安。

走进延河岸边的延安革命纪念馆，大
量珍贵的革命文物正火热展出，带着慕名
而至的各地游客，穿越回那段激情澎湃的
革命岁月。20世纪30至40年代，党中央在
延安战斗生活了 13年，培育形成了光照千

秋的延安精神。
“让文物‘发声’，让历史‘说话’。我

们遴选出一批革命文物，制作‘延安·延
安’系列短视频。有斑驳的‘小炕桌’，有
惑敌的‘假机枪’……”展馆相关负责人
介绍，“没有来延安的游客，也能通过网
络，感受红色延安的魅力。”

火爆的，不只是革命纪念馆。在宝塔
山、枣园革命旧址等地，游客熙熙攘攘；
吴起、甘泉、安塞、延川等区县的红色景
点，也吸引了众多游人前来打卡。

日前，携程发布 《2021 上半年红色旅
游大数据报告》，在十大“上半年最具人气
的红色旅游目的地”中，延安位列第五。
在“50、60 后”最喜爱的前五名红色旅游
景区中，延安的杨家岭、枣园、宝塔山均
位列其中。

点亮经济动能

“能源陕北·科技西安”精品线路，串
起塞上榆林的多家能源化工企业，以及关
中地区的西安阎良航空科技馆、杨凌农业
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等，展现出三秦大地
经济社会发展的澎湃动力。

2011 年，未来能源化工在榆林成立。
没几年，一座占地 3000多亩的现代化生产
装置，在塞北大地拔地而起。走进厂区，
机器轰鸣声中，煤炭正在深加工。这在中
国大型煤间接液化技术工业发展方面，有
着重要的意义。

“未来能源”并非孤例。北元化工、榆
树湾煤矿、延长县中国陆上第一口油井……
陕北大地上，能源化工产业势头正劲，发

展得如火如荼。
从陕北南下，走进西安航空基地，阎

良航空科技馆前，一群小朋友正在拍照合
影。科技馆的各类实体飞机极具人气。飞
行原理、飞机构造、飞机设计……生动的
航空科普之外，还有飞行模拟舱、三维滚
环等模拟互动体验。

“ 这 儿 的 飞 机 很 炫 酷 ， 今 天 大 饱 眼
福！”和父母一起来参观的小学生黄文博兴
奋不已，每个展厅都看得认真仔细，“中国
航空真是牛！长大了，我也要当飞行员。”

筑起“航空梦”，崛起“航空城”。目
前，集飞机设计、生产制造、试飞鉴定、
旅游体验等为一体的航空产业集群，已在
西安航空基地初步构建，形成了特色鲜明
的新型航空产业带。

放眼三秦大地，能源化工、航空产业
发展亮眼，现代农业也开出“科技之花”。

走进杨凌智慧农业示范园，眼前各色
蔬菜长势喜人。“每种作物，都有自己的

‘健康档案’。”园区工作人员介绍，“这里
农业生产标准化、信息化、自动化、智能
化技术跨界融合，还与很多‘一带一路’
国家和地区开展农业合作。”

农业洋溢“科技范儿”，也带火了旅游
业。今年“五一”期间，杨凌的农庄采
摘、农业研学等旅游线路非常火爆。果蔬
园里，“亲子采摘”走俏，圣女果、大樱桃
等果蔬备受青睐。

发力乡村振兴

“体验关中民俗·品味陕西味道”精品
线路，主要覆盖关中地区，包括西安市东

韩村、周至水街，咸阳市袁家村、马嵬
驿、茯茶小镇，宝鸡市西岐民俗村、大水
川等景点。

驱车来到西安周至水街，转过门廊，
一汪碧水映入眼帘。游人泛舟水面，竹棹
轻摇，漾开层层涟漪；岸边杨柳摇曳，轩
窗低倚，画栏叠开。滨河的清新水景，引
来游人如织。

但在前些年，这里却是另一番模样。
水街前身是一条干涸河道，垃圾成堆，污
水横流。后来，经过生态修复、改造提
升，蝶变为“绿色样板”。不出几年，环境
美了、游客多了，绿水青山成了金山银山。

与主打“滨河生态”的水街不同，咸
阳市袁家村的“流量密码”，则是满目琳琅
的美食。2007 年，袁家村试水乡村旅游，
如今十几年过去，当年的小村庄已在全省
开了十几家城市店。

粉汤羊血、驴蹄子面、涮锅油饼、蜂
蜜粽子……村里小吃街上，游客大快朵
颐，络绎不绝。“不光是美食，艺术街、酒
吧街也建了起来。过夜游客增多，每逢假
期，民宿常常爆满。”袁家村干部介绍说，
丰富的业态带动周边 2 万多农民增收，本
村村民人均年收入超过10万元。

从咸阳一路西行，宝鸡市的西岐民俗
村也颇具特色。正宗的岐山臊子面，吸引
众多游客前来体验。品尝完醋粉、锅盔等
地方美食，还可参观臊子面的制作工艺，
亲身体验西府民俗和农家生活。不远处，
周公庙景区文化积淀深厚，让这浓郁的民
俗风情，浸染了穿越时光的别样味道。

上图：陕西照金薛家寨风光。
资料图片

红色陕西迈上新征程
本报记者 高 炳

恍惚之间，记得是两
年前去过大苏山，但因一
瓯 清 茗 ， 延 续 了 我 的 记
忆，至今那山之气息仍在
我心间拂之不去。

大苏山在河南信阳光
山县。山上有寺，名曰净
居 寺 。 产 茶 ， 为 信 阳 毛
尖。那日傍晚，于净居寺
品茶，一品，清香萦绕；
二品，绿满青山；再品，
苍然暮色；如一日经历三
季，格外澄澈、旷达。

从此，我便开始“追
茶”，快递往返间，一次五
小 罐 ， 走 到 哪 儿 带 到 哪
儿。清晨，于无色玻璃杯
间，以沸水沏茶，茶香释
发，氤氲鼻翼，虽行坐城
市一隅，忽觉又返大苏山。

寺 与 文 人 多 有 联 系 。
想必，只因一个“寂”字，或再加一个“禅”
字。寂者，心灵之洁；禅者，心灵之慧。洁与
慧，文人最喜。

苏轼曾去大苏山。宋神宗元丰二年，苏轼
被判流贬黄州，次年正月初一由汴京 （今开
封） 启程，经数十日颠簸抵此，净居寺几成其
心灵寄托之所。

在山中，在寺里，在溪畔，苏轼依僧，读
书，品茗。曾身未老心已死，今情寄于山水
间，舒散无拘，或攀援而登，或箕踞而遨，心
凝形释，天人合一，如遁隐之老庄。

山为自然之杰作。仁者乐山，智者乐水。
山有势，有魂，有魄，有德。黄庭坚也曾来大
苏山，意不在山水之间，是专程来看望苏轼。

苏于黄，亦师亦友。
黄庭坚的到来，让苏轼格外欣喜。
苏山之秋，草木葱茏，蝉鸣斯斯。于苏轼

寓居净居寺读书之处“东坡读书台”，文士高僧
坐酌，碧叶，嫩芽，山泉，看煎，浮游，色
翠，香幽，盈怀，溽暑，清风，优哉游哉。

彼时，苏山之茶，为僧徒辟荒躬耕所种。
此等美好，想必唯有寺院所藏明前茶可以烘托。

几日里，苏轼、黄庭坚游苏山崖、油盐
罐、苏仙洞、紫云塔、北齐摩崖石刻。这些地
方，我也曾到访过。只是，我非诗人，又才情
功力不及，只能看一看，想一想，也就作罢。

黄庭坚却诗兴大发，连续写了几首诗，借
景抒怀，安慰苏轼。

及至黄州，苏轼仍不得“签书公事”，流寓
之日，过得散淡，近乎赋闲。苏轼从黄州到大
苏山虽不足两百公里，但其时交通不便，往返
并非易事，况且，山川多矣，非得去大苏山，
只因其属“吾家”——“岁晚将焉归”，那山，
或许能使一颗忧郁、迷茫、受伤之心得以置
放、抚慰。

苏轼时四十有七，但已满头华发。四年流
寓催人老，唯有苏山寄情仇。只是，自始至
终，苏轼未曾和诗，也未有和诗之意。

黄庭坚心知，苏轼的心结仍未解开。何时
可解？天知地知。

我的心结也未解开。
苏山清净，远离尘寰，故而生茶，生好茶。
我还想去大苏山，在山色送青之中寻900多

年前的那盏明前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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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地标巡礼·陕西篇

“最美和声献给党”红色金曲音乐
会暨“苍洱之恋·最美和声赛歌会”日
前在云南大理启动，文化和旅游部老
艺术家文旅文创基地、国家开放大学
老年学院大理研学基地“长者学堂”
也落地大理。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务
委员、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委员白庚胜
应邀出席。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
神家园，“最美和声”是中国的文化品
牌，艺术水平高，为中国赢得了很多
荣誉，具有很高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大理是滇西北的重镇，是通往东
南亚地区、南亚地区的重要枢纽，是
中国西南边陲文明开启较早的“文献
名邦”。千百年来，勤劳智慧的大理先
民在这块美丽富饶的土地上创造了绚
丽多彩、丰富灿烂的历史文化、民族
文化，为丰富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文
化做出了不可磨灭的积极贡献。

白庚胜说，大理继承了古老文化
血脉中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古城里
处处藏着古典智慧和时尚理念，新与
旧的碰撞、古老与现代的融合。大理
的风光属于自然，大理的风情属于民
族，“最美和声”能在古老血脉相连的
苍山洱海、风花雪月之间纵情歌唱，
唱出中国好声音的同时讲好中国故
事，成为海内外了解中国的窗口。

这次歌会，文化和旅游部老艺术
家们的精彩演出为大理人民带来了一
场红色视听盛宴。用合唱的形式讲好
中国故事，文化和旅游部老艺术家文
旅文创基地在大理的落地是首家更是
首创，能够形成造血机制，带动文化
产业转型升级。国家开放大学老年学
院研学基地落地大理，必将吸引更多
中老年群体的游学康养来到大理，与
文化和旅游部老艺术家文旅文创基地

互补互联。
大理得天独厚，得文化独厚、得

自然独厚，适合发展文学艺术。大理
也是一个多民族且文化异彩纷呈的地
方，游客来大理，既能欣赏大理的苍
山雪、洱海月，更能深入了解白族的
三月街、巍山彝族打歌、回族饮食、
剑川木雕和鹤庆银器等多项非遗。

在白庚胜看来，大理需要找到一
种能够引起大家共鸣的文化点来打造
历史文化名城、国际旅游名城，让大
理既是中国的大理，更是全天下华人
都能找到亲情的大理。在旅游资源的
保护、开发，旅游品牌的塑造，旅游
活动项目的配套设施、接待服务等各
方面，都要积极引入人工智能、大数
据等高科技，全面提升大理旅游水
平，即使游客没来过大理，依然能吸
收到大理的文化精髓。

白庚胜认为，把大理打造成为名
副其实的历史文化名城、国际旅游名
城，不仅要注重经济效益，更要注重

社会效益，要让更多人认识到，大
理是一个何等美丽的家园，是一个人
类可以共享的精神圣地。

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来到大
理，在这里举办婚礼、度蜜月，在苍
山前盟誓，在洱海边承诺。

大理是 214 国道贯穿云南的节点
城市，在国道的两侧，分布着中国乃
至世界上无与伦比的生物多样性及丰
富的民族文化。大理开放包容、多元
共存，时刻欢迎更多朋友来到大理。

上图：文旅文创基地和研学基地
揭牌仪式现场。 王泽航摄

大理唱响最美和声
马銥潞 杨金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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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泉，一个从秦朝走来的千
年古镇，在四川资中、威远、仁
寿三县交界的山谷中蜿蜒。浩浩
荡荡的历史长河为罗泉创造了一
些独特的关键词：井盐、豆腐、
保路运动、武术、非遗……而它
所有的景致与故事，都沿着一条
名叫“珠溪河”的小河生长，长
成了“五里长街”，罗泉也被称为

“川中第一龙镇”。
在珠溪河的带领下，我以游

客和游子的双重身份，重新品味
罗泉。

相传三国时，诸葛亮曾在罗
泉营盘山上安营扎寨，因连续干
旱，河流断流，大军无水可饮。

官兵在珠溪河边凿井成功，诸葛
亮见井中泉水清澈，井口似箩
筐，便命名为“箩泉井”。时间推
移，官方和民间又将“竹”字头
和“井”字去掉，俗称罗泉。

古朴、典雅、大气的游客中
心平地而起，成为古镇新的标志
建筑，“迎客松”般恭迎天下客
人。整治一新的小河，鱼儿也多
了起来，在水里欢快。踏着游步
道顺河前进，目光不自觉转向对
岸，吊脚楼、马头墙、川南民居
成为眼里的风景。

不知不觉，身边突然出现几
位古铜色的“盐工”。他们或你推
我拉、或独背行囊，汗流浃背、

阔步前进的形象栩栩如生。这些
雕像，让人仿佛置身那个时代，
回到古镇的辉煌岁月。漫山遍
野，盐井林立。古驿道人群川流
不息。辛勤的盐工们把优质的井
盐源源不断背到山外，背出小镇
的盛名，背成今天的国家4A级旅
游景区。

真正令罗泉蜚声天下的，是
发生在近代的“罗泉会议”。

1911年8月4日，四川同盟会
会员龙鸣剑联合哥老会首领秦载
赓，在罗泉“福音堂”召集全四
川哥老会首领举行秘密会议，为
四川保路运动由和平请愿转为武
装起义作了重要的思想和组织保
证。会后一个月，起义烈火便燃
遍了全四川，促进了武昌起义的
爆发，加速了清王朝的灭亡。孙
中山先生说：“若没有四川保路同
志会的起义，武昌革命或者要推
迟一年半载。”这是对四川保路同
志军起义的高度评价，也是对罗
泉会议的肯定。

那些历史风云的来龙去脉，
在今天的“罗泉会议旧址”里有
详细展出，“旧址”也成为了人们
缅怀和追忆历史的重要遗迹。

有人说，罗泉的一天，是从
一粒黄豆开始的。清晨的石磨不
辞辛劳地转动，磨出清清白白的
豆腐，磨出热气腾腾的生活。

从 小 河 拐 入 古 街 ， 一 眼 望
去，家家户户门前都摆满了琳琅
满目的豆腐系列产品，豆腐干、
豆腐乳、豆腐包子……主人笑容
满面为络绎不绝的游客介绍。还
有豆腐全席，几十种豆腐菜品摆
满餐桌任你品尝。可以说，罗泉
的整天、整年都贯穿着豆腐。到
了罗泉，除了美景，美食才是最
让人流连忘返的。

悠悠岁月，罗泉古镇装着太
多故事。那些故事如同珠溪河的
流水，静静流淌，默默述说。

左图：罗泉古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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