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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州市的黄姚古镇，是南岭群峰间
一座特色浓郁的文化重镇。这里，古亭、古桥、古井、古庙、古
宅与石峰、溶洞、河溪、田园、修竹、茂林比邻相处，谱写出自
然与人文完美共舞的乐章。

我曾多次路过黄姚古镇，却没有走进它。这次，恰逢朋
友邀请，在古镇小住几天，仔细去找寻它的美。黄姚原貌保
存完好，街巷肌理自然生成，建筑与自然环境和谐共存，溪流
两岸的乱石形成天然河床，古道、旧屋、庙宇等与古树、小溪
勾勒出一幅淡然幽静的古画。

黄姚的山形态奇特，岩崖峥嵘，陡峭嵯峨，奇甲天下，无
山不洞。洞中多有钟乳石，千姿百态。山上丛林密布，树木
或挺立于山巅，刚劲挺拔；或长于悬崖，凌空欲飞；或扎于岩
缝，铁骨铮铮。

黄姚的河于狭窄之处，水清无色，顽石毕露，畅流有声；
河水宽阔处，绿波盈盈，一平如镜；水浅之处，石跳桥如延长
的省略号，游戏般地铺在水面上；水深之处，石拱桥似倒扣的
括号，稳固地横跨水面。岸边的植物与水、石配合得恰到好
处，一丛幽草，一棵大树，一堆修竹，一挂青藤，这自然就是最
美的景色。

黄姚的古树更值得推荐。翠竹古榕巧妙散落在古镇的
空间，溪河两岸有千年古榕、合抱的油樟、珍稀树种龙鳞树
等，还有各种不知名的树木，或长于江畔，苍翠盘郁；或长于
岩缝，蜡干虬枝。条条老藤，簇簇修竹，丛丛野花，依偎着溪
畔河岸，格外绚丽，恰似一个个巨型盆景扑入游人的眼帘。

黄姚的建筑与自然完美融合。几百年来，建筑取材石与
砖。街道、建筑基座、门前阶梯等都用青石，处处坚固；墙体
则富者用青砖，贫者用泥砖，整个建筑具有浓郁的岭南建筑
风格，具有砖大、墙厚、房髙、院深的特点，砖雕、石雕、木雕工
艺精美、梁柱、斗拱、檀椽、墙面、天花等雕梁画栋，栩栩如
生。民居依水而建，巧妙地根据江水的流向，在河岸两侧别
出心裁地修建了水榭亭台和寺观庙社，它们或掩映在参天古
树之下，或傍于依依垂柳之旁，或依靠在青山面前，幽静怡
人，与周围的环境浑然一体。画家蔡楚夫赞叹其为“人与自
然完美结合的艺术殿堂”。

“山水间的黄姚古镇，它的地貌特征、历史建筑、传统生
活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蜗牛景区管理集团创始人徐挺说，
古镇各大家族的建筑群相依相靠，紧密联系在一起。人与人
的关系，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通过建筑语言传承了几百年。
建筑语言也传承了生活方式，古镇的人们在山水田园间生产
生活，安逸舒适。我们期待通过文化和旅游产业的发展，延
续黄姚古镇悠久的历史文化，创造未来更美好的生活。

贺州市博物馆馆长、《读懂黄姚》主编胡庆生认为，黄姚
是中国的黄姚，也会是世界的黄姚。相信黄姚古镇必将在历
史与未来之间以其独特的魅力绽放光芒。

上图：黄姚古镇风光

三亚市天涯区在今年 5 月 《小
康》 杂志发布的“2021 中国最具诗
意百佳县市”榜单中位居第二。

天涯的“诗意”在于优美的生
态环境。这里交通便利，依山傍
海，全域山地、丘陵、河流谷地、
平原、沿海的沙堤和泻湖等，北部
的高峰山区，动植物种类丰富，是
海南热带基因库最多的区域之一，
漫山碧透的原生态，被称为三亚的

“绿肺”；东、西岛珊瑚礁，属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大隆、福万水源池等水库，
是三亚城市用水的主要水源。近年
来，天涯区坚持绿色发展，打好蓝天、
碧水、净土保卫战，区域生态环境持
续改善。2020年，天涯区空气质量优
良率达 100%，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
率达100%。

天涯的“诗意”在于独有的历
史内涵。说起天涯区，人们自然会
想到马岭山脚下那两块镌刻着“天
涯”“海角”的巨石，想起郭沫若手
书的“天涯海角游览区”题名。其
实，自汉代迄今，“天涯海角”一直
都在人们的文学抒怀之中。“行行重
行行，与君相别离。相去万余里，
各在天一涯”“海内存知己，天涯若
比邻”“天涯呀海角觅呀觅知音，小
妹妹唱歌郎奏琴，郎呀，咱们俩是
一条心”等，凝聚友情、亲情、爱
情等多种情感体验于一身，“天涯海
角”积淀了丰富的文化内涵，也成
就了天涯区在中国文化史上独特的
人文景观。

文化是诗意的灵魂，也是一座
城市的灵魂。近年来，天涯区不断
加大文化建设力度，注重传统优秀
文化保护性开发和利用，让黑土村
的黎陶、抱龙村的苗绣黎锦、三亚
疍歌等特有传统文化项目释放出更
加迷人的魅力；利用资源优势，发

展“红色文化”“天涯文化”“婚庆
文化”“海洋文化”等，随着一批文
化基础设施的建成和投入使用，让
山水之美更加灵动、更具有神韵。

天涯的“诗意”在于“高大上”与
“烟火气”并行不悖。天涯区推进城
市现代化建设的同时，不阻断已有的
烟火气息，繁华的商业街区、高楼大
厦之间，那些老街、老建筑、老生活方
式，像珍珠贝壳一样镶嵌在现代版图
之上，群众街（北黎村）的传统小吃、

“回辉村”的牛骨汤、南边海村的炸

鸡，还有疍家人的烧烤等，飘散的“三
亚味”凝聚成最具市井气息的场景，
让“天涯海角”更具有了诗情画意。
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有人说，
天涯区是极具“三亚味”的地方。

天涯的“诗意”还写在美丽乡村
的新画卷上。近年来，按照“产业兴
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
生活富裕”的总体要求，天涯区坚持
城乡融合发展，全力以赴绘就美丽乡
村新画卷，有序推进15个村（社区）美
丽乡村建设，乡村面貌焕然一新，乡

村旅游人气聚集。
西岛，是三亚离岸8海里的一个

海岛。20 世纪 70 年代，随着电影
《海霞》的热映，西岛八姐妹一腔热
血戍守天涯的动人故事曾经传遍大
江南北。西岛以“宜居、宜游、宜
购”为目标，启动美丽渔村建设。
近几年，围绕人文保护、生态环保
和艺术创作，400多年的小岛老渔村
掀起朵朵创意浪花，旅游流量大增。

文门村，是海南著名的“千年
古寨”。天涯区以“环境美化+产业
扶持+民风提升”新建设模式，结合
地理优势和山、湖、田、林、石等
自然资源，通过富有特色的文旅产
品，努力打造绿色高端美丽乡村。
如今，文门村被誉为隐于山岭之间
的“世外桃源”。

诗意栖居、诗意生活，最美的诗
意是藏在人们心里的感受，是百姓的
获得感和幸福感。在海南自贸港建
设的大背景下，天涯区抢抓机遇，以
全域旅游和建设美丽宜居城市为抓
手，用足自然和人文优势，全力打造山
川秀美、风景如画、文旅深度融合的精
美天涯，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快速发
展。2020 年，天涯区实现生产总值
234.62亿元，在三亚全市占比 33.7%，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35292元。

争当自贸港建设先锋，打造开
放天涯。今年，按照三亚市的总体
规划，天涯区正在加快三亚湾功能
提升，以“方便群众、服务群众、
造福群众”为宗旨，下足“绣花功
夫”，按照时间节点，高标准高质量
建设美丽的三亚“会客厅”；同时，
体育、邮轮游艇、低空等旅游产业
及免税购物、特色美食、夜间消费
经济也在加速发展。

左图：三亚凤凰岛国际邮轮港
天涯区委宣传部供图

当第一缕秋风吹过河北承德塞罕
坝时，磅礴起伏的碧绿松涛似乎在一
夜之间染上了颜色，红的似火，黄的如
金。刷刷作响的繁密叶片，仿佛在诉
说着苍茫大地的雄浑壮美。

耀目的朝日，为这秋意盎然的图画
涂抹上了一层华丽的颜料，瞬间将辽阔
的林海草原变成了奇幻梦境。绯色的
霞光晕染了天边，雪白绵密的云朵被镶
上了金边，大自然是艺术大师，信手勾
勒几笔就能描绘出绚烂的草原晨景。

光影转腾，落在渐渐泛黄的草甸
上。一路向前，层林尽染，红黄错落，
尚未散去的薄雾裹挟着晨露，顽皮地
撩动着旅人的心弦。300多年前的乌
兰布统之战已然远去，金戈铁马的峥
嵘往昔化为岁月斑驳。时间的脚步从
不会为谁而停留，却也是最忠实的记
录者。在眼前这片无边无际的悠悠草
木中，有壮士报国的悲怆，有建功立业

的豪迈，有直上凌云的理想，更有一代
代塞罕坝务林人，用心血汗水乃至生
命浇筑而成的壮丽篇章。

水的源头，云的故乡，花的世界，
林的海洋。曾经的荒漠,变成了百万
亩郁郁葱葱，曾经的苍凉，变成了如画
的美景秘境。高耸的云杉，笔挺的白
桦，还有闪着琥珀微光的落叶松和广
袤无垠的草原相映成辉。

此时，清晨的塞罕坝，秋风拂过，
在这山河远阔的高岭之上，在这带着
诗意的强悍之中，我忍不住伸出双手，
却感受到一缕缕刻骨的温柔。

恍惚间，天上地下纷杂的色彩融
为一体，忽而浅淡如青烟，忽而浓烈似
重彩，我站在秋色染透的塞罕坝上，氤
氲宛如画中人，周身被镀了一层暖融
融的金黄，悠然吟唱。

上图：塞罕坝机械林场七星湖景
区 新华社记者 牟 宇摄

中秋假期即将到来，记者从携程、去
哪儿、同程、途牛、马蜂窝、驴妈妈等多家
在线旅游平台了解到，在疫情防控进入
常态化的背景下，中国游客的出游信心
恢复周期明显缩短。人们在中秋节出游
意愿高，家庭休闲度假成为主流。“中秋”
日渐成为旅游的特色品牌，可赏可游可
食可娱，丰富多元的中秋旅游体验正拉
动起新一波旅游复苏。

家庭同游享团圆

中秋之夜，月色皎洁，中国人把圆
月视为团圆的象征，因此，中秋节又称

“团圆节”。古往今来，人们以圆月寄托
深情，祈求人月两团圆。如今，许多人
选择与家人团圆的方式之一就是中秋节
阖家出游。

有别于其他出游时段，游客在中秋
节更倾向于与家人同行，在旅途中感受
团圆佳节的亲情。中秋假期短途周边游
是市场主流。驴妈妈数据显示，城市居
民纷纷涌向周边 2 至 3 小时车程的近郊
及城市周边目的地。乘游船赏团圆夜
景，夜游漫步风情小镇，看中秋民俗演
艺……成为许多家人共游的选择。

家庭休闲游对品质的要求越来越
高。携程本月预订中秋私家团的订单量
较8月增长550%，贵阳、呼伦贝尔、成都、
三亚、乌鲁木齐、九寨沟、呼和浩特、西
宁、恩施、黄山的私家团预订量最高。途
牛中秋订单中，以家庭为主体的定制游
增量显著，亲子出游、一家三代同游、几
个好友家庭组合出游等相对复杂的客群
形式对旅游线路设计、行程安排、出游
保障等提出了更高要求。

赏月夜游体验多

“月亮”是中秋节的象征，“月亮”
也成为中秋旅游品牌的代表。自古传承
的赏月文化传统，是中秋旅游品牌的核
心吸引力。马蜂窝数据显示，“赏月”
的搜索量在近一周涨幅高达354%，与之
相关的“观星”和“露营”的搜索量也
大幅增高。

万里清光不可思，中秋赏月正当
时。同一轮圆月在不同的景致中，也会
因景而异。中秋前夕，安徽、山西、甘
肃等地纷纷推出各具特色的赏月地，吸
引了游客的目光。

今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秋晚会将
在四川省西昌市举办。西昌素有“月
城”的美誉，西康三绝中就有“清风雅
雨建昌月”，西昌月有着无法比拟的皎
洁。这里不仅是赏月胜地，还是中国人
实现登月梦想和科技探月的起航点，嫦
娥系列卫星在这里成功发射“奔月”。
中秋赏月正在成为西昌旅游的靓丽名
片。

赏月作为中秋佳节的传统文化习
俗，也带动了中秋夜游市场的火爆。同
程数据显示，中秋夜游关注度出现增长
趋势，主题公园夜场、江河夜游、城市
夜景观光等适宜赏月的夜间旅游项目受
青睐。国内众多知名景区也在中秋推出
夜游活动，杭州西湖将在中秋举办拜月
系列活动。武汉黄鹤楼在中秋前恢复夜
间演出，北京八达岭长城也将被灯火点
亮，在月色中呈现恢弘气象。

记者从去哪儿了解到，伴随着飞机

起落、在天上看月亮，“赏月航班”成
为今年一些旅客的新选择。今年的“赏
月航班”是指起飞时间在 9 月 19 日至 9
月 21 日的 19 时至 24 时的航班，特别是
东西向飞行的航线，观月感受更佳。在
这一时间段，去哪儿平台上有超过7000
个航班，可供旅客的多样选择。

美味佳肴醉中秋

八月十五中秋节，正值丰收之际，
家家户户团聚之时都要准备丰盛的美
食，从而也形成中国丰富多彩的中秋饮
食风俗。品味美食，成为中秋旅游品牌
的又一大特色。

月饼是中秋时节食品的代表，月饼
与各地饮食习俗相融合，发展出了京
式、广式、苏式、滇式、港式等月饼。
日前，江苏、海南等地推出了月饼制作
体验之旅，受到游客喜爱。

“秋风起，蟹脚黄”。中秋将至，大
闸蟹陆续上市，各类蔬果陆续进入金秋
丰收时节。应季的品蟹游和乡村采摘游
成为中秋出游的热点。阳澄湖、太湖等
地的度假酒店推出了丰富多样的金秋品
蟹主题产品。在上海崇明岛、长兴岛，
包含江边骑行、橘园采摘以及捉螃蟹等
项目的亲子游备受游客青睐。在浙江湖
州安吉县、丽水松阳县，不少游客选择
住在美丽乡村，品尝秋季美食。

东部沿海开渔以来，广东、福建、
浙江等地的部分海滨目的地吸引着众多
游客“为一顿海鲜，赴一座城”。中秋
假期遇上开海季，很多游客选择去海边
品尝海鲜盛宴，大快朵颐。

秋日户外动起来

秋高气爽，气候宜人。中秋正值户外
运动的好时节。旅游，恰好满足这个需
求。运动是中秋旅游品牌的另一特色。

登山观秋色、游村赏秋景，成为中
秋出游的重要内容。一些游客把目光锁
定了适合赏秋的户外目的地，比如贵州
梵净山、珠海外伶仃岛、崇左德天跨国
瀑布、康定木格措等景区。

乡村是体验秋景的好去处。在飞猪
平台上，宁夏中卫沙坡头、安吉云上草
原、婺源篁岭、上饶葛仙村等景区预订热
度高涨。乡村旅游中的新场景、新体验
成为吸引年轻游客的重要因素。除了感
受美丽秋色，一场酣畅淋漓的户外运动
也是人们解锁乡村旅游的新方式。近一
周，徒步、沙漠、攀岩、越野、滑翔伞等户
外旅游运动预订量环比上周涨超150%。

随着北京环球度假区在中秋假期正
式开业，这也带动了主题乐园热度上
升，上海迪士尼度假区、珠海长隆、欢
乐谷、海昌海洋公园等主题乐园，预计
也将在中秋迎来客流高峰。

目前，国内仍有个别地区有零星疫
情，相关部门提醒中秋计划出行的游
客，要随时关注疫情变化情况，不要前
往中高风险地区旅行；出行过程中佩戴
口罩，注意卫生安全，遵守各地防疫政
策，避免人群聚集。

左图：央视 2021 中秋晚会举办地西
昌在进行彩排。 李结义摄 （人民视觉）

下图：中秋节南京明城墙上圆月高
悬。 苏 阳摄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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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天涯区

一个充满诗意的地方
董 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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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擦亮中秋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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