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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奥风添彩浓浓年味

随 着 北 京 冬 奥 会 临 近 ， 冰 雪 休
闲、冰雪旅游为虎年新春送来浓浓的
冬奥风。同程旅行数据显示，北京什
刹海户外冰场开放后，什刹海旅游热
度迅速登上全国热门景区第二名。近
期，无论是冰雪观光类景区，还是冰
雪运动体验类景区的门票销售都出现
大幅增长。

北京市文旅局近日推出虎年春节
潮玩北京旅游线路，结合北京冬天的
特点和冬奥会元素，包括什刹海冰
场、冬奥公园、石景山市民冰雪体育
中心等地，有适合结伴玩耍的公园溜
冰场，有适合漫步的街区小巷，有适
合坐下来品读欣赏的图书馆大戏院，
有适合年轻人的时尚消费聚集区……
市民和游客不出北京就可享受快乐满
满的春节假期。

在北京冬奥会的带动下，全国各
地的冰雪热情不断高涨，冰雪旅游持
续释放消费增长潜能。途牛旅游网相
关负责人介绍，春节期间冰雪游搜索
量及相关产品预订量持续攀升、热度
空前。凭借得天独厚的冰雪资源和成
熟的配套设施，东北、华北地区是游
客首选的“滑雪天堂”。同时，随着南
方地区户外高山滑雪场、室内滑雪
场、冰雪世界等景区的建成开放，南
方本地冰雪游快速升温，南方游客在
家门口就可实现“滑雪自由”。马蜂窝
旅游的数据显示，西岭雪山滑雪场近
一周的搜索热度环比增长 300%，不少
游客计划春节假期奔赴成都，一睹

“窗含西岭千秋雪”的风采。

酒店成为团圆新场景

在北京工作的刘女士，今年春节不
回老家河北，一家三口留在北京过年，她
说：“我预订了一家古北水镇附近的温泉
酒店，与家人体验不一样的春节假期。”

宅酒店是近一两年来微度假的潮流
趋势。酒店是度假综合体，全方位满足
了游客高品质、个性化的度假需求。今
年春节，无论出游还是就地过年，酒店
已成为人们团聚的新场景。在当地寻找
一个设施齐全的酒店或民宿，一家人其
乐融融欢度佳节，成为很多人的选择。

同程研究院发布的数据显示，上
海、北京、重庆、广州等城市的酒店在
春节假期将迎来本地及周边城市游客的
消费高峰。通过携程预订本地酒店的人
次较前几周增长迅速，最受欢迎的酒店

类型以亲子型、温泉酒店和城市度假型
酒店为主。

来自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的调查，
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和成都的春节
酒店预订中，本地消费者占比均超过六
成。其中，北京本地预订比例达到近八
成。不同地域的消费者对酒店也有不同
的偏好。上海消费者喜欢在周边山清水
秀的地方居住，崇明岛、朱家角、太湖风
景区都吸引了不少关注。北京消费者青
睐京郊高端酒店和民宿，怀柔、延庆、房
山、顺义是热门区域。乡村独立小院、独
栋别墅更是一房难求。广东消费者更喜
欢度假区酒店。成渝消费者喜欢选择临
近时尚街区或近郊古镇的酒店民宿。

体验新颖多样的年味

本地游、周边游以及短途自驾游构成

今年春节的主流出游形式。马蜂窝旅游
的大数据显示，各地“年味儿体验”相关搜
索热度近一周提升40%，并呈不断上涨趋
势。本地寻年味成为春节新热门。

“就地过年”“就近看风景”并没有让
人们降低对休闲度假品质的要求。途牛
旅游网调查显示：本地游和周边游的主题
变得更加丰富多元。除传统的古镇游、乡
村游、海岛游以外，冰雪游、主题公园游、
夜游纷纷跻身2022年春节的热门选择。

预约当地向导、周边精致露营、特
色旅拍等是春节休闲的新玩法。携程当
地向导平台近日不断接到关于“精致本
地游”的咨询，消费者对于本地过年的
小众玩法、向导的私藏美食、所在城市
的深度文化体验颇感兴趣。向导的本土
优势与游客探索当地的旅游需求形成完
美契合，尤其受年轻人的喜爱。

携一家老小团团圆圆在大自然中感
受别样年味，今年春节露营旅游走俏市
场。露营群体以家庭为主，上海、清
远、惠州、广州、湖州的露营游最火
爆。春节期间各大露营地将为游客提供
包饺子、灯笼手作、篝火夜话等丰富的
年味体验活动。

旅拍成为虎年春节一项靓丽玩法。
通过携程报名旅拍的人数同比增长
400%，女性用户占比超七成。北京故宫
清宫服、西安古风汉服、拉萨藏族服
饰、西双版纳傣族服饰、黔东南州苗族
服饰等是春节期间人们预订最多的服饰
造型。

上图：春节前夕，四川省眉山市穿越
城水街上演水上文艺演出。

刘国兴摄（人民图片）
左图：市民游客在北京最大的湿地

公园温榆河滑冰场滑雪溜冰，尽享冰雪
运动带来的快乐。陈凤灵摄（人民图片）

香龙茶，有人叫“香浓茶”，也有人叫“香茹茶”，我喜
欢“香龙茶”这个名字，龙腾虎跃，龙马精神，充满了昂扬
向上的精气神。

香龙茶号称是茶，在神州茶系里却没名没分。香龙茶其实
就是家乡山上一种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草，它生长在家乡的田
地边，山坡上，杂草中。每年开春，春风轻轻把它呼唤，嫩芽从
土里探出头来，抽枝长叶，端午前后，香龙茶开花了，蓝白色的
小花闪烁在杂草丛中。阵阵浓香，调和在夏日暖风里。人们循
着茶香，寻着朵朵小花，拨开草丛，不一会儿就能采上半背篓。

香龙茶，是家乡特有的“茶”。那时乡下，香龙茶确乎是人
们消暑解渴的最佳饮品。采一把香龙茶，连同根茎叶花一齐丢
进开水锅里稍煮片刻，舀到水桶里，挑到田坎地边，茶香弥漫，
荡气回肠。汗流浃背的人们，咕嘟咕嘟一阵豪饮，饥渴，困乏、
疲劳，一股脑全吞到了肚子里，又顺着毛孔挤出来，滴在负重前
行的脚下。在不知“茶”为何物或者想有茶喝又很难如愿以偿
的日子里，人们把这种草叫做“茶”，包含着万般的喜爱之情。

我是喝香龙茶长大的。妈妈劳作之余，常常在山坡上采一
些香龙茶，我也跟着去，于是认识了香龙茶。有些时候，我也和
院子里的小伙伴上山去采香龙茶。我们拨开草丛，便看见一根
根细小的茎高高托起一朵朵浅蓝色的花。我们把香龙茶洗净，
用稻草一小把一小把扎好，挂在壁头上晾干。需要时抽出几
根，丢进大铁锅的开水里，焖上一会儿。稍过片刻，揭开锅盖，
芳香四溢，一屋子都是幸福的滋味。

幸福就是这么简单，简单得成为我一生的念想。

别后经年，总有一株“草”——一株香龙茶永远生长在我的
心中，青枝绿叶随风摇曳，蓝色的小花朵笑意吟吟，芬芳了四
季，蔓延成梦，兀自成歌，涂抹在我记忆的味觉上，稀释了我对
红茶绿茶白茶的感觉。

有一天，应老乡之约到“同乡会馆”茶叙，刚刚入座，小妹就
将茶端到面前，热气蒸腾，醇香扑鼻。这香味似曾相识，“香龙
茶？”我疑惑地凑近茶杯左瞧右看。

“香龙茶。”老板说。
对，香龙茶！许多年没喝香龙茶了，香龙茶的醇香穿过时

间的隧道亭亭玉立地站在我面前。我凝望着玻璃茶杯，香龙茶
在滚烫的开水中慢慢伸展开叶片，茶水慢慢由浅变深，由浅绿
变深绿，碎米状的小花在茶水中舒展开来，闪闪烁烁，点缀在嫩
绿的茶叶间，嫩绿、鹅黄、浅白，整个茶杯宛若一轴水墨画，荡漾
着春天的气息。端起茶杯，轻轻移至鼻端，一股馨香沁人心脾，
令人神清气爽。

久违了，香龙茶；久违了，幸福的滋味；久违了，家乡的味
道。香龙茶，家乡山上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草”，真的跻身成
了“茶”？

“同乡会馆”的老板是家乡人，讲述起香龙茶凤凰涅槃的故
事。近年，家乡有人收集香龙茶种子，开辟“茶园”，把香龙茶从
山坡请进了茶园人工种植。香龙茶似乎将要挤进茶的“家族”，
名正言顺册封为“茶”了……

好想回乡看看“春日迟迟，卉木萋萋。仓庚喈喈，采蘩祁
祁”的“茶”园美景，总是机缘不巧，未能如愿。好在我与茶园老
板认识，一个电话，便发来几张香龙茶照片，甚是欣喜。成片的
香龙茶枝叶舒展，嫩绿青翠，浅蓝色的小花点缀其间，满满的清
香仿佛要从手机的屏幕上溢出。从山坡走进茶园，从野生到人
工栽培，家乡得天独厚的有机农业自然生态环境，成就了香龙
茶富含维生素、硒、氨基酸、茶多酚等营养成分以及清热解毒、
化湿解暑、清肝明目、防癌抗癌、抗衰老等保健养生功效。移
栽、施肥、除草、收割、清洗、晾晒、切碎，分装为一个个小袋，再
装进精美盒子，走进千家万户，香龙茶每一片经脉都流淌着种
植者热切的梦想，每一道工序都预示香龙茶确乎成为了“茶”，
实现了华丽转身，成为了南充市知名商标和旅游推荐产品，并
荣获中国发明专利。

告别“同乡会馆”，老板给我们每人送了一盒香龙茶。茶盒
设计精美，典雅时尚，我真有点爱不释手。回家后，我把茶盒置
于书桌上，香龙茶时常与我举案齐眉，默默私语，彻夜长谈。

如今，茶早喝完了，空盒尚在，我时常把它捧在手心，深情
相视，手里满满的全是家乡的味道。

加榜梯田位于贵州省从江县月亮山腹
地，分布在党扭村至加榜村的公路两侧。日
前，我慕名而来，徒步一天却不觉疲劳，只
缘身心沉浸在风景中。

梯田从山顶延伸至山脚，随山势而变化，
海拔的高低和坡度的陡缓决定梯田的形态和
面积。由于山形陡峭，梯田毫无规则，大多是

“带子丘”和“青蛙一跳三块田”的碎田块，只能
种一两行禾苗，最小者仅有簸箕大，最大的也
不过一亩。长度上最短的不足1米，最长的达
300米。大小不一的梯田是真正的大地雕塑，
有的像彩虹，曲线优美；有的像弓箭，蓄势待
发；有的像镬耳墙，轮廓对称；有的像千层饼，
层层叠叠；有的像上弦月，美轮美奂；有的像蛋
糕，圆周还装饰绿草。无意间，加榜人在山谷
间修建出一个“万物”展览馆。

从山脚到山顶的梯田宛如天堂的阶梯，
一层一层到达苗寨的吊脚楼。田埂的曲线简
洁、优雅、无一重复，阶梯变成一串串悦耳
的音符，又如曼妙的舞姿。水平如镜，白云
也来到梯田里舒卷，犹如仙女飘飘的衣袂萦
绕于山水之间。水下也隐藏着一个神秘世
界，鱼儿将梯田水搅浑。土鸡跳跃于稻草间
觅食，黄狗在田头等候主人，老农牵着的水
牛时不时传来“哞哞”声，一行白鹭上青
天，青菜装扮着梯田。被梯田包围着的古朴
寨子，是宁静质朴的美丽家园。

这样的大地艺术如何创造出来的？如果
不到“田山”现场，可能无法体会当年垦造的艰
难。遥想数百年前，人们在加榜发现山中尚
有几块缓坡可耕种，于是就住下来，为填饱
肚子，开始修梯田，一双手、一把锄头、几
个簸箕，一点一滴将乱石清理出去，披星戴
月，风雨无阻。三五年后，人们修出一块块
小梯田，种出的糯稻勉强维持生计，加榜人
脸上的皱纹逐渐舒展了。又过了几十年，更
多后代加入建造家园，于是继续往更陡的山
顶和山底修建，直到将整座山变成良田。此

时糯稻可满足生活所需，剩余的还可放屋外
粮仓储备，加榜人脸上渐渐绽放笑容了。

后来，加榜人又发现稻田里可养禾花鱼，
鱼儿觅食时搅浑梯田水，为水稻根系提供氧气
促进生长，而排泄物又可作为有机肥。鱼儿食
稻谷花、猪毛草、鸭舌草等杂草及叶蝉等，亦能
改善土壤质量。禾花鱼肉质细嫩、骨软刺少，
不但丰富了加榜人的美食品种，而且还被制成
腌鱼保存，成就“稻饭鱼羹”的传奇。既然鱼能
吃稻谷花，那家禽呢？加榜人在稻田里养鸭
子，在抽穗杨花季节，走地鸭也成为餐桌美
味。加榜人有米、有鱼、有肉，笑得更灿烂了。

从此，鱼儿跳跃，鸭子戏水，小孩摸田
螺，农人抽水烟，“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
声一片”。只要糯稻在、禾花鱼在、鸭子在，
田野就有希望，加榜人的生活就有盼头。

没想到，加榜人竟在荒山野岭开采出万

亩良田，一座座“山田”仿佛一部史书，直
观展示出当地人们顽强抗争、繁衍生息的漫
长历史。“欢声田野间，乐事图画里”。先人
挥下的每一个锄头，垦出的每一块梯田，都
转化为后人的爱与奇迹。至今，加榜人仍在
开垦新田，梯田还在扩大中。加榜人虽进
取，却非无节制，在每片梯田最高处保留一
块地什么都不种，留给神灵作领地，表达人
与神和谐共处的愿望，以求庇佑风调雨顺。
不仅如此，加榜人还举行“新米节”等节日
感谢上苍的丰硕馈赠，将敬重神灵的仪式代
代相传，继而内化为寨风、族风与家风，成
为每个加榜人的基因密码。

我行走于这一片充满希望的田野，心中
涌起阵阵暖意。

上图：贵州省从江县加榜梯田景区的冬
日景色如画。 莫晓树摄（人民图片）

万枝丹彩灼雪融，桃红又见一年春。
每当春风初吻南粤大地的时候，珠江三角
洲的桃花首先盛开。因为广东话“红桃”与

“宏图”谐音相同，从而当地形成了一种习
俗：春节前夕，要买一枝桃花回家，插在花
瓶中，寓意“大展宏图”，行“桃花运”的好意
头。商场、宾馆、酒楼也都遍插桃花。

每年春节供应广州人过年的桃花，主
要来自白云区的石马村，该村栽培桃花己
有 300 多年的历史，花农培育的“大红绯
桃”，花朵硕大、重瓣、色泽殷红，深受市民
喜爱，享誉粤港澳、东南亚和美国唐人街。
石马村的红桃花田有 1000 多亩,由于经济
效益可观，还带动了附近村子发展桃花。

春节临近，笔者在石马广袤的花田里看
到，大棵小棵的应有尽有，一些树梢上已冒
出一两朵粉色桃花，娇俏可爱。花农对桃花

的品质和销售预期比较乐观。春节日近，花
田里热闹起来，花农们正在修剪桃枝，用红
色塑料绳绑扎树形。来自粤港澳大湾区的
顾客，川流不息地踏查花田，挑选心爱的桃
花。目前，石马桃花价格与往年相比波动不
大，一两百元就可买到一棵，小盆的五六十
元，商场、宾馆大堂用的大红桃树桩要数千
元一棵。

受疫情影响，今年广州继续按照“线上
为主，线下为辅”的原则，积极举办线上花
市。目前全市多区将花市搬至“云端”，市
民街坊足不出户就能买到心仪的年花年
货。线上花市也为广大花农和商户扩宽了
销售平台，有花企表示，其主打花卉就已全
部售完。

下图：春节前，市民在广州岭南花卉市
场选花。 王美燕摄（人民图片）

就地“寻年味”成热门
本报记者 赵 珊

桃花依旧笑春风
陈培栋 在

希
望
的
田
野
上

谢
锐
勤

香 龙 茶
蒲光树

香 龙 茶香 龙 茶
蒲光树蒲光树

虎 年 新 春 将 至 ，

缤纷多彩的文化旅游

活动带给人们新颖的

年味。北京冬奥会点

燃 了 冰 雪 旅 游 的 热

情，微度假成为过年

休闲的主流，酒店成

为 春 节 团 聚 的 新 场

景。当地向导、周边

露营、特色旅拍等休

闲新玩法将扮靓春节

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