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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位身着奥运五环颜色滑雪服
的少年，手持象征中国冰雪标识的
五色彩烟，从滑道迎风而下，随之
展开的，还有向 2022 北京冬奥会
送上的寄语信笺。在第八届全国大
众冰雪季启动仪式湖北神农架会
场，精彩的雪上项目表演点燃了现
场的氛围。

近年来，神农架抢抓冰雪运动
“南展西扩东进”机遇，争创国家
冰雪与户外运动基地，通过举办系
列重大赛事和群众性冰雪活动，推
进冰雪运动进校园、进社团、进社
区，冰雪运动及冰雪旅游呈现蓬勃
发展态势。

带热冬日游

在神农架国际滑雪场，身着各
色滑雪服的滑雪者将雪场点缀得五
彩斑斓。他们有的从高级道疾驰而
下，有的跌坐在初级道哈哈大笑，
还有不到 3 岁的滑雪“萌娃”，吸
引众多游客拍照。交谈中，记者了
解到，这些游客有的来自于湖北省
内，也有的从重庆、湖南甚至广东
专程而来。

“神农架冰雪资源丰富，储雪
期长达 100 天，其实并不比北方
短；再加上无风少雾、气候温和，
舒适度高，穿一件轻薄的滑雪服就
可以‘开滑’。”神农架林区文化和
旅游体育局局长张守东介绍。

神农架发展冰雪运动并非朝夕
之举。早在 2004 年，神农架国际
滑雪场就已建成，成为华中地区首
个滑雪场。不过当时，滑雪尚是新
鲜事物，滑雪场的发展也一度陷入
瓶颈。2010 年，神农架林区将国
际滑雪场划转给湖北文化旅游集团
有限公司经营，滑雪场实施改扩
建，迎来提档升级。2015 年，北
京冬奥会申办成功，随着国家冰雪
发展战略的深入实施，神农架的冰
雪运动发展也迎来好时机。

目前，神农架共有 4 个滑雪
场，2个冰雪乐园，是华中地区规
模最大的滑雪场集群。“经过几年
发展，它们已形成相互补充、错位
发展的格局，可满足不同层次滑雪
爱好者的需求。”张守东介绍道，
神农架国际滑雪场天然雪多、功能
齐全，中高级雪道达到赛事级水
准，主攻专业、高端市场；天燕滑

雪场引入雪地游乐项目，主攻娱雪
市场；中和国际滑雪场离神农顶、
大九湖景区最近，主打滑雪和赏
雪；龙降坪国际滑雪场开设夜场滑
雪，酒店、美食配套完备；神农顶
打造最佳赏雪景区，云瀑和雪景构
成的美妙画卷成为神农架冬日旅游
的又一张名片。

冰雪进校园

12月20日，361名来自神农架
实验初级中学的八年级学生在老师
带领下开启了冰雪研学课程。5天
时间里，学生们在神农架国际滑雪
场学习掌握滑雪初步技能和冬奥会
相关知识。“学生们很感兴趣、很
开心，还增强了团队意识。”神农
架实验初级中学校长李国会对本报
记者说。

“自2016年起，我们就开展了
‘冰雪进校园’活动，组建了冰雪
运动队，去年开始推出冰雪研学课
程。”李国会说。“学校聘请了专业
教练对学生进行训练。2017 年到
2020 年这几年时间，我们的学生
还代表神农架林区、代表湖北省参
加全国的比赛，并取得了优异成
绩。”

为贯彻落实“带动三亿人参与
冰雪运动”战略目标，在中国冰雪
大会的指导下，神农架林区深入推
进校园冰雪运动。平日里，学生们
利用体育课学习旱地轮滑技巧，到
了滑雪季便到雪场进行实战训练。

在神农架创新实验学校，张天
目向记者介绍起学校的“中国冰雪
墙”。滑雪起源地在哪？古代的滑
雪板和滑雪杖长什么样？虽然刚满
10 岁，但张天目对滑雪并不陌
生。“全校有 430 个孩子，基本上
从一年级开始，我们就会让学生接
触冰雪运动的相关知识，然后开展
游戏或带孩子们参加比赛。主要是
让大家对冰雪运动产生兴趣，从而
喜欢上它。”神农架创新实验学校
教师刘阳说。1998 年出生的刘阳
是国家级滑雪指导员，毕业后来到

创新实验学校，成为了一名专职滑
雪教师。

“我感觉学生们的精神面貌有
很大改变，更加积极乐观，特别是
在冰雪运动中体验集体生活，学会
相互关爱和帮助，这也是我们开展
冰雪运动的另一个目的。”神农架
实验小学校长王先彬介绍。12 月
13日至12月17日，学校组织了冰
雪研学，在神农架国际滑雪场开展
为期5天的封闭式训练。冰雪进校
园的深入实践，在神农架形成了冰
雪运动的良好氛围，助推了当地冰
雪产业的发展。

发展新引擎

在首届中国（武汉）文旅博览
会现场，神农架馆专门放置了滑雪
模拟机。每天从开馆到展览结束，
模拟机前总是排起长队，来客只为
体验3分钟模拟滑雪。许多游客表
示三分钟体验没过瘾，一定要带着
家人去神农架滑雪。

“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依
托本地资源优势，冰雪产业现已成
为神农架发展的新引擎之一。

“以前的神农架，过了‘十
一’基本就没什么游客，一到冬天
大家就在家休息、烤火，现在冰雪
产业发展起来之后，情况大不一
样。”张守东说。开民宿、卖小

吃，即使是冬天，镇上也有 30 多
家民宿照常营业。从一开始的“滑
雪”“赏雪”，到“冰雪+民俗”、

“冰雪+美食”，冰雪游的升温带动
乡村振兴。

“自 2004 年以来，我们累计接
待滑雪游客 300 多万人次，拉动消
费数十亿元。”神农架林区党委副书
记刘启俊说，冰雪旅游有效解决了
当地旅游发展季节不平衡的问题。

一直困扰神农架旅游发展的交
通瓶颈也在发生改变。2014年，神
农架机场正式通航，武汉、重庆等城
市可直飞神农架。高速公路网不断
完善，如今从武汉驾车出发，仅需5
小时便可抵达。为了畅通冬季交
通，神农架建成全省最长的防冻公
路，并在急弯、陡坡路段安装“电热
毯”。2021年5月，保神高速开通，
神农架融入全国高速公路网。明
年，郑万高铁将通车，神农架站及周
边保康、兴山、巴东4个车站均可1
小时到达神农架核心景区。“以后，
坐着高铁去神农架将成为最主要的
旅游方式。”刘启俊说，“从此神农架
山不再高、路不再远。”

上图：第八届全国大众冰雪季
神农架会场，参加雪上项目的小学
生正拍照留念。

神农架林区区委宣传部供图
下图：雪后神农架神农顶美不

胜收。 杨 东摄（人民图片）

本报电 （记者刘
发为） 2021“通武廊”
文化旅游交流季开幕式
近日在北京市通州区张
家湾设计小镇举办。

2021 年，在京津
冀协同发展深入推进
的 背 景 下 ， 北 京 通
州、天津武清、河北
廊 坊 三 地 在 “ 通 武
廊”文化和旅游合作
联盟一盘棋规划下，
通过举办 2021“通武
廊 ” 文 化 旅 游 交 流
季，发挥北运河文化
纽带作用，不断推进
文化旅游协同机制全
面优化，不断推动文
旅产业转型升级全面
提升，不断实现“通武
廊”对京津冀协同发展
全局带动的新突破。

开幕式上，“通武
廊”三地依托“通武
廊”文旅合作联盟平
台，向天津市西青区
以及河北沧州市、衡
水市、邯郸市等运河
沿线城市发出倡议，
共同成立“京津冀运
河文化旅游城市合作
组织”，未来将围绕大
运河文化带建设及创新京津冀运河文旅供
给等展开有益探索。

会上，“通武廊”文旅研究实验室揭
牌，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文化和旅游
研究院执行院长厉新建现场发布了 《2021

“通武廊”文旅发展报告》，对三地文旅协
同发展五年来的历程及成果进行了分析和
解读。

在签约环节，“通武廊”三地文旅部门
分别与张家湾设计小镇、宋庄艺术小镇、
台湖演艺小镇共同签署 《通州区特色小镇
赋能“通武廊”文旅创新合作发展框架协
议》，以联盟资源优势、机制创新和项目带
动，构建“通武廊”创意产业体系，激活
区域发展内生动能。

“ 通 州 + 北 三 县 文 化 旅 游 活 动 ” 是
2021年“通武廊”文化旅游交流季系列活
动的一大亮点。活动以 《关于支持北京城
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为导向，聚
焦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及“通州+北三
县”协同发展，由大厂、香河、三河分别
就本区域文旅资源展开了推介，推出了

“2021 通州+北三县休闲旅游线路”“最美
打卡地”“手绘旅游线路图”等文旅菜
单。活动现场还启动了“遇见通北云风
采”“畅游通北云影展”等丰富多彩的主
题互动活动。

2021“通武廊”文化旅游交流季，将
集中展示“通武廊”文旅品牌文化内涵，
推动运河文化遗产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
展，以文化和旅游发展促进区域协调发
展，打造区域经济新增长极。开幕式后，
还将围绕“文脉同源”“戏韵同根”“荟墨
同声”“冬梦同行”“书香同悦”五大活动
版块，持续开展15场文化活动。

周日，天空湛蓝，阳光明媚，适合外出。于是，
就有了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一个人游栖霞山。

栖霞山，位于江苏省南京市栖霞区中部，东望
龙潭擂鼓台，西与象山隐隐相连，南为波浪起伏的
低矮丘陵，北临长江，自古有“六朝胜迹”“金陵第
一明秀山”之称。离市区一小时车程，下车朝指示
牌方向走，很快到达景区。

景区正门前，矗立一座三门四柱的大牌坊，上
有乾隆御笔“栖霞山”三个大字，背面与正面的字
一样。牌坊上有三个檐，每一个檐都有鱼龙雕饰，
在蓝天白云映衬下，格外引人注目。

进入景区，映入眼帘的是栖霞山第一景，明镜
湖。湖中心有座石刻观音，手持静心瓶，神态慈
祥；后面建有一座灵巧精致的小亭子，由九曲桥相

连通往陆地；湖水清澈见底，波光粼粼。整体布局
典雅秀气，透着浓浓的江南园林风情。

绕过明镜湖，忽然闻到一股禅香，抬头一看，
不远处青烟袅袅，原来，栖霞古寺近在眼前。进寺
跪拜，走一段回廊，便来到了舍利塔。舍利塔始建
于五代南唐时期，五层八面，塔身有各类精美浮
雕；与之比邻的千佛岩，则是从石壁上开凿的佛
龛，洞中佛像惟妙惟肖，令人称奇。

千佛岩后面是登山道。登山道有数条，选择小
道更有山趣。沿山脊向上，荆棘丛生，灌木杂乱，不
知不觉气喘吁吁，额头渗出汗珠。林深处不时传来
退游人的欢声笑语，更坚定我向上爬的决心。

到了纱帽峰，豁然开阔，这里佛窟密布，错落
有致，大小不等。石窟中佛像有五六尊一龛，有二
十余尊一室。龛内布局有一佛一弟子，有一佛二
菩萨。窟门两侧大多数有天王大力士雕像，以示
护法，佛座还常常有双狮。每尊佛像都造型优美，
形象逼真，尽管有些已残缺不全，但依然看得出古
人巧夺天工的石刻艺术。四周还有很多历代文人
墨客的题词和诗句石刻，为后人留下许多墨宝。

参观完佛窟，再往上已无石阶，只能攀乱石
而上。于是，折返，走大道前行。大道美而幽
静，周围树木葱郁，山路曲折蜿蜒。不时有枫树
旁逸斜出挡住去路，游人甚觉有趣，纷纷驻足留
影；有的枫树高大挺拔，阳光穿透树叶，地面出
现斑驳花影，我请路人拍了几张照片，脸上竟出

现花荫，美丽极了。
历经一个多小时，终于到达山顶。登高望远，

美不胜收，江水滔滔，百舸争流，长江两岸景色，尽
收眼底。休整片刻，下山走盘山公路。

盘山路边，每隔一段，就有一座仿古长廊或亭
子供游客休息；凌空栈道旁，不时有环卫工人拿着
鼓风机吹扫道路两旁落叶；红马甲义工身影也时
时出现在景区站台，帮游客解决困难。

指示牌上还标有很多著名景点，如李香君墓、乾
隆御花园、小营盘遗址、红叶谷等，由于时间关系，来
不及一一游览。不过，此次出游，已收获颇丰。

上图：游客栖霞山留影。苏 阳摄（人民图片）

好风景总是藏在深山里。
举淤口，就藏在浙西南的崇山峻岭

间。从遂昌县城去举淤口，走陆路差不多
要3 个小时，走水路略近一些，要先过红
星坪，经湖山水库后，再走一段路。对遂
昌人而言，举淤口绝对算得上偏远。

我来到举淤口时，她正像一个熟睡的
婴儿，静静地躺在群山臂弯里，看似睡着
了，却又醒着，任凭你端详。一条山溪将村
庄一分为二，像用杆秤称过一样，这边不
多，那边也不少。溪中鱼翔浅底，两岸果树
飘香，间或有船从一树石榴花下探足溪中，
惊得些许花瓣飘落水面，逐流而去。村里
的民居，墙面都漆成土黄色，虽是烟雨迷
蒙，整个村庄却泛着一层淡淡的黄。

举淤口，仿佛一浑然天成的盆景，
但在我看来，这样的景致，江南一带并
不少见，倒是大街小巷墙面上琳琅满目
的版画，恐怕是绝无仅有的。宁静的

《小镇》、喧闹的 《集市》、炊烟袅袅的
《山里人家》，《播种》 的期待、《丰收》
的喜悦、《初冬》的暖阳……一幅幅版画
黑白分明，借景抒情，悄悄陪你折进故
乡的小巷，一一捡拾起那些渐行渐远的
乡村记忆。

友人介绍，举淤口有 200 多幅这样
的版画，这些版画是一个叫杨昌仪的村
民画的。在一条小巷的尽头，我见到了
杨昌仪。此时，他正站在木梯上，左手
托着料盆，右手握着画笔，在土黄色的
墙体上一笔一画地描摹着。杨昌仪的家
族可是出了一位版画界大名鼎鼎的人
物，他的堂爷爷——杨可扬。

徜徉在版画一条街时，我感受着举
淤口的不凡，因为这里哺育了中国新兴
木刻运动的先驱杨可扬先生。从大师生
前亲笔题写的“和兴桥”开始，数百米
长的版画一条街外侧，古色古香的木制

橱架一字排开，展出了大师的生平事
迹，以及他的经典作品、语录、影像
等。大师的代表作《江南古镇》《乡间四
月》《雷锋》《上海您好》赫然在目。

我在版画街走走停停，停停走走，
不想错过每一幅画，每一个细节。我仿
佛看见一位穿布衣的青年，正背着重重
的行囊，从我身旁匆匆走过，行走在通
往山外的羊肠小道上，他的眼里充满期
待与向往……

在上海，因出色的绘画天赋，杨可
扬拜在丰子恺门下，学习漫画。1937年
春，杨可扬拜马达先生为师，学习木刻
版画，从此拉开了黑白人生的序幕。不
久，抗战的烽火燃遍大江南北，目睹国
土沦丧，江河易容，杨可扬悲愤万分，
立志以木刻版画教育人、鼓舞人，激发
国民的抗日情怀。他毅然加入中华全国
木刻界抗敌协会，投身进步木刻运动，
创作了《保卫祖国》《孤儿寡母》等一系
列木刻作品。战争年代物资匮乏，“顷刻
能办”的木刻版画，成了报刊杂志宣传
抗日思想的利器，木刻版画与抗日救亡
运动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新中国成立后，杨可扬创作了家喻
户晓的 《雷锋》《浦东之春》 等众多版
画，这些作品个性鲜明，风格独特，被
誉为中国木刻版画的巅峰之作。1991
年，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版画家协会
授予杨可扬先生中国美术最高奖——中
国新兴版画杰出贡献奖。

一条街、一辈子、一部中国木刻版
画史。走过版画街，我对这位已离我们
而去的老人肃然起敬。

版画街的尽头，是可扬文化公园——
百合园。大师铜像端坐百合园内，他双手
擎拐，脚踏故土，深情地凝望着家乡。铜
像旁放着相机、刻板，右侧的巨石像一把
放大的刻刀。70 多年前，青年杨可扬怀
揣梦想离开举淤口，现在他终于魂归故
里，日夜呵护着脚下这片土地。

“人生就要像版画一样，一丝不苟、
黑白分明。”在离开举淤口的日子里，大
师的谆谆教诲常萦绕于耳畔，警醒着我。

上图：举淤口风光 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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