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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都是坐动车回嘉兴，听说沪嘉
两地开通了红色旅游列车，趁着假期带孩
子体验一下。”今年国庆假期，在上海工作
的王鹏带着妻儿乘坐从上海西站出发的
Y701次南湖列车，感受初心之旅。

今年6月25日，“南湖·1921”红色旅游列
车正式开通。这列特殊的火车将上海中共一
大会址与浙江嘉兴南湖紧密联系在一起，成
为国内首趟进入铁路运行图日常运营的红
色旅游列车。这一游线也成为“建党百年红
色旅游百条精品线路”中，首条落地运行的

“开天辟地·革命启航”红色精品线。
嘉兴南湖是中国革命红船起航地，传承

红色基因，发展红色旅游，南湖已成为全国
红色旅游的主要目的地之一。今年国庆 7 天
小长假，嘉兴共接待游客 137.5万人次，其中
南湖湖心岛每天预约参观人数达1.3万人。

嘉兴南湖红色旅游吸引力越来越大的背
后，是近年来南湖区坚定守好红色根脉，做精
做强“大南湖”红色旅游产业的有力实践。

南湖区文化和旅游局局长程友杰介
绍：“我们紧扣嘉兴蝶变跃升、跨越发展的
主题，聚焦‘红船魂、国际范、江南韵、
运河情’城市定位，瞄准品质最佳、主题
最红、氛围最浓、产品最优目标，抓住

‘微改造、精提升’全省试点等契机，不断
提升南湖红色旅游美誉度。”

为用活红色资源，南湖区精心打造5平
方公里的南湖旅游区。集国际交流、文化
体验、红色教育、现代商业和旅游休闲为
一体的南湖天地，“点亮”红色文化核心区
的颜值和气质；游客置身 1∶1 复刻的 1921
嘉兴火车站站房，仿佛穿越百年，回顾党
史；狮子汇渡口先辈们的雕像栩栩如生，

再现了当年一大代表们登船时的场景；改
版提升后的南湖革命纪念馆，带给参观者
更多沉浸式体验；一条约 30 公里的“精神传
承·使命永恒”党建引领美丽乡村精品线，则
描绘出南湖城乡共同富裕的新画卷……在
提升重点红色旅游场景的同时，南湖区还
建设了 44 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红色旅游
点，打造沈钧儒故居、褚辅成史料陈列室
等一系列红色文化研学基地，让南湖红色
旅游路径更加丰富多姿。

“绣”出红色景点新风貌的同时，南湖
区还注重传承和发展并举，擦亮“美丽南
湖”底色。

月河历史街区修旧如旧，52 个城市驿
站集休憩、阅读、如厕功能于一体。今年7
月初正式开园的嘉兴子城遗址公园，芳容
再现，成为千年嘉兴城的“朱砂痣”、民众
共享的城市客厅、运河文化带的“金盘
扣”。子城遗址公园和壕股塔、瓶山公园等
城市历史地标串联起嘉兴历史文化中轴
线，既保护和延续了嘉兴老城历史文脉，
也提升了中心城区的价值和品质。

截至目前，南湖区共有不可移动文物
182个，其中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7个，省
级文物保护单位 12 个，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38个。

环南湖区域的园林景观也成为游客喜
爱的打卡点。通过水生态修复，南湖呈现
出秀水泱泱的动人景观，西南湖蜿蜒的鸳
鸯廊桥与婀娜的乔灌木，红绿相间、错落
有致，引人入胜。

今年上半年开设的“水上巴士”，呈现
“一环游南湖，九水游嘉禾”意境；金牌青
年导游、红船小讲解、“五老”讲师团等南
湖“志愿红”在各景点笑迎八方客。前不
久，在杭州做外教的戴维斯带着全家来月
河历史街区吃嘉兴粽、乘水上巴士游赏
后，不住地竖起大拇指。悦游红色南湖，
已成为每一位来到嘉兴游客的真切获得感。

不知什么时候起，我心中最爱的季节，
已经悄然改变。年少的我，曾经沉醉于春天
的百花齐放、生机勃勃、万紫千红。如今人
到中年，却更欣赏秋天的成熟稳重、天高云
淡、一片金黄。

一个晴朗的秋日，我走进四川德阳石刻
公园，感受那每年如约而至的浓浓秋韵。这个
公园被称为“中国版吴哥窟”，有中国最大的
现代艺术石刻雕塑群和全长1080米的石刻艺
术墙。每年秋天，这里最美的风景线，便是那
一株株金黄的银杏。

高大的黄桷树已失去夏日亭亭的伞盖，
光秃秃的树枝在秋风中摇曳。只有那一株株
银杏，尽情绽放出生命中最美的诗意，在蓝天
下撑起一片金黄，分外惹眼。金黄的银杏映着

40 余米高的黑褐色艺术墙，流露出独特的韵
味，像一幅油画，厚重中透着沧桑和智慧的光
芒，吸引了众多摄影师前来取景。

这种古老植物已有3亿余年历史，人类百
万年的历史，在它面前也不过是一瞬间而已。经
历岁月洗礼的银杏越活越自在，越活越潇洒，越
活越美丽。它什么都见过，什么都不在意，风霜
雨雪，雷霆霹雳，山崩地震，一切的外来伤害都
被它以顽强的意志转化为强大自身的养料，一
直以独特的姿态屹立于世。

秋风真是一个神奇的魔法师，原本绿意葱
茏的银杏树，短短几天，就被镀成了一片太阳光
般耀眼的金黄；树下也铺满金黄色的叶子，远远
望去，行人如同走在一条金色的道路上。

我在那“黄金大道”上走了走，脚下是软

软的落叶，如同走在地毯上；耳边响起“沙沙”
的足音，眼中是一片纯净的金黄，造型各异、
逼真生动的石刻雕塑时而映入眼帘，就如行
走在诗的意境里。

轻轻拈起一片落叶，如同拈起整个秋天。
那小小的扇子不曾沾惹一丝杂色，是那种纯
净的黄；也不是一般的浅黄或者深黄，而是像
杏子那样的明黄，尤其是经太阳光一照，便会
发出金子般的光彩。银杏树的枝条也不像其
它树那样，呈一边倒的姿态，而是交错生长，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从枝丫间看出去，便是
天空。高远湛蓝的苍穹、如丝如缕的白云和金
黄色的银杏叶相互映衬，愈发显出秋天特立
独行的美来。

石刻公园毗邻旌湖，不时有白鹤从旌湖飞
来，穿越那一片金黄的银杏林，飞向碧蓝的天
空，姿态优雅。此情此景，正合了唐代诗人刘禹
锡的那首诗：“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
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

只有经历了春的青涩、夏的喧嚣，有了这
两个季节的铺垫和沉淀，才能迎来秋的绚烂。
站在这大片的金黄里，我如同置身于丰收的
稻田。张开双臂，深深呼吸一口这秋的气息，
尽情感受这秋的韵味。

行至三盛公水利枢纽，黄河以
其一啸腾万里之笔绘制出一幅旷世
绝伦的神奇画卷：一个连接蒙、晋、
陕等地巨大的几字弯。黄河日夜从
我家门前流过，我却未曾领略过它
的秋之美。今年霜降前，几声雁鸣
中，我从家乡内蒙古巴彦淖尔出发，
踏上了沿黄河几字弯行走的旅程。

秋色中的黄河几字弯，处处显
示出大美：河水环抱着黄、红、绿
相间的沙漠和土地；匍匐在沙漠上
的灌木和草依恋着在秋色中行走的
黄河水，河水倒映着渐行渐远的盐
湖、湿地草原、沙泉、牧场、新农
村。黄透了的苇叶飘落到河面上，
它们有时浮游，有时漂流，吸引着
无数即将南迁的鸟儿嬉戏追逐，给
这条貌似平静的河流增添了活力与
灵动。

位于黄河几字弯左上端的乌梁
素海呈现出另一番美景：瓦蓝瓦蓝
的天空下，白花花的芦花似雪洒落
到湖面上。每年深秋，近 2000 万
只鸟类在此栖息补充能量，停歇 1

到 2 个月，在湖面封冻前南迁越
冬。落日的余晖洒向湖面，湖水就
像橘黄色的绸缎轻轻飘动。玉带海
雕、黑鹳、疣鼻天鹅、白琵鹭、豆雁
等，相互诉说着或留守或启程。

一座城市因一片湿地而生动、
美丽、富有。北方工业重镇包头的
南海湿地公园曾是九曲黄河的一段
故道。也许人们很难把绿色、灵
秀、动感的公园湿地和一个年降水
量不足 300 毫米、年蒸发量高达
2300 毫米的重工业城市联系在一
起。当地政府通过治理，让这片湿
地成了对生活环境要求严苛、极危
鸟类青头潜鸭的生活地，它们与
300万包头市民一起呼吸着来自黄
河几字弯的清新。今年秋天，南海
湿地公园里，成群的赤麻鸭、大天
鹅、斑嘴鸭、鹊鸭、苍鹭、金翅雀等，
忙着在苇荡中筑巢越冬，它们成了
这座城市的新居民。

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龙口镇马
栅村处在黄河北岸，与山西省河曲

县隔河相望。这个普通的小村庄，
让我感受到黄河几字湾不一样的生
态魅力。时值深秋，沙棘果挂满枝
头，颗颗晶莹剔透，微红透黄。砒
砂岩坡地上，沙棘根系牢牢抓住松
散的砒砂粒，不让它们四处流失。
山腰间，大红枣、海红果红的似
火，黄的如金。

黄河几字弯行至内蒙古托克托
县的河口镇向南回环而下。正是托
克托县人在黄河湿地采摘最后一批
红辣椒的时节，这里的红辣椒别名

“灯笼红”。成片红彤彤的辣椒挂满
枝头，如珍珠、似玛瑙，在一河流
水中燃烧。农家小院里，地上晾晒
的、墙上挂的，全是红辣椒。它们
映红了农民们的致富路。

沿着黄河几字弯在秋色中行
走，一草一木皆是景，一山一水皆
是情。

上图：鄂尔多斯市准格尔黄河
大峡谷景区景色。

王 正摄 （人民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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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兴南湖讲好红色旅游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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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阳石刻公园赏银杏
曲 三文/图

嘉兴月河历史街区以“月影古韵”为主题，每晚用灯光勾勒江南古韵之美，为游客
呈现水乡特色的视觉盛宴。 万里鹏摄

“活着”的文化

清晨，临街的两层木质小楼苏醒
过来，一层的店铺打开店门，店老板
在店内打扫卫生，附近已有居民站在
屋檐下和邻居闲聊。自行车、摩托车
不时从街道两边的小胡同驶出，到街
口后奔向不同方向。这是江苏太仓沙
溪古镇老街上寻常一天的开始，却是
吸引许多游客专程到此寻找的“文化
味儿”。

当前，修旧如旧已成为各地进行
老街保护或改造的一致性原则，老建
筑、老物件得到较好保护。然而，对
于重现老街魅力而言，这还不够。只
有让老建筑、老物件上的文化“活”
起来，老街才能真正获得“新生”。
正因此，越来越多踏访老街的游客希
望了解当地人的生活，“做一天本地
人”。“一位 70 多岁的老奶奶坐在青
石板路边，极有年代感的门板就靠在
旁边的墙上，如果你愿意上前攀谈，
老奶奶会细细地给你讲述这条老街上
的故事。”南京游客黄筝在自己的社
交媒体上这样推荐江苏淮安河下古镇
中的老街。

上海市奉贤区庄行镇有一条有着

600多年历史的庄行老街，这条长约
1000 多米的老街，富有江南水乡神
韵，明清建筑保存较好。最重要的
是，这条老街上生活着 100 余户居
民，其中多数是原住民，他们还保持
着富有烟火气的生活方式。庄行老街
也因此被称为“活着的老街”。今年
7月，奉贤区明确提出以塑造“新江
南文化”打响城市软实力品牌，“一
川烟雨”项目是打造“新江南文化”
最重要的主画卷。该项目的起点正是
庄行老街，在新规划中，老街有了新
名字“冷江雨巷”，挖掘老街历史文
化，重塑老街历史文化古韵，则成为
发展方向。

新元素带来新活力

老街的魅力来自文化，活力则来
自新元素的不断注入和对时代风貌的
体现。

江汉路步行街位于湖北省武汉市
汉口中心地带，全长 1600 米，被誉
为武汉百年商脉的起点。2000 年，
江汉路步行街开街，有“天下第一步
行街”的美誉。2020 年 10 月 21 日，
改造升级后的江汉路步行街正式开
街，升级后的步行街不仅有了更宽阔

的街道，更亮眼的景观，也有了更多
能让人放慢脚步的地方。非遗市集、
小剧场舞台演出等文化活动、文艺演
出频频在这里举办，为市民和游客带
来文化盛宴，此外，这里还聚集起一
批潮流店铺，吸引年轻人的目光。武
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吴先明认
为，江汉路步行街的改造解决了传统
商业街与现代消费需求进一步融合的
问题。

“迎来新客人”，是许多老街改造
升级的目标。能够吸引年轻游客、外
来游客到访，让本地游客不断“回
访”，成为老街魅力和活力最直接的
考评标准。

北京前门大街是北京最具文化底
蕴的历史商业街区，文化体验式消费
街区是其发展定位，除了一批传统老
字号店铺，这里还引入了文创、非遗
体验等新业态，成为很多外地游客的
重要到访地之一。日前，前门大街还
入选了北京市首批旅游休闲街区名
单。山西太原钟楼街也是一条传统老
街，在还原明清时期建筑形态的同
时，引入众多潮流品牌与体验型业
态，满足年轻一代的消费需求。如
今，在这条老街上，不同年龄段的人
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去处，既能找到
过去的乡愁回忆，也能发现新的惊喜。

保护好城市文脉

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州三坊七巷考
察调研时强调，保护好传统街区，保
护好古建筑，保护好文物，就是保存
了城市的历史和文脉。

承载着历史和文化的老街，是一
座城市发展的见证者，近年来，一批老
街的“重生”与各地日益重视并切实投
入对城市历史、文化的保护密不可分。

近日印发的 《北京市“十四五”
时期文化和旅游发展规划》中明确提
出，要全面落实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任
务；福建省泉州市为历史文化名城保
护工作垒上法律“保护墙”，《泉州市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 拟于 2022
年 1月 1日起施行，历史文化街区是
重要保护对象之一；江苏省住房和城
乡建设厅近日召开《南通市历史文化
名城保护规划 （2021—2035）》专家
咨询会，做好规划编制。

这一系列举措的背后，是各地在
城市发展理念上的转变：更加看重城
市的文化软实力，日益推崇具有文化
含金量的城市名片。

图为游客在浙江湖州小西街历史
文化街区。 闵 峰摄 （人民视觉）

老街焕发新活力
本报记者 尹 婕

近年来，一批有着丰富
历史遗存的老街，经过改造
升级，焕发新活力，成为城
市新地标和消费集聚区。老
街所承载的城市文化魅力、
消费活力不断展现，它也成
为一座城市文旅融合的最佳
实践地。

《文化和旅游部关于第一
批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
费集聚区名单的公示》今年
10 月发布，北京市东城区前
门大街、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
特市塞上老街、辽宁省沈阳市
沈阳中街、湖北省武汉市江汉
路步行街等120个项目入选，
其中不乏颇有历史的老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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