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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山环绕的黔北高原，在小城余庆
的一隅，藏着一面玉石般的湖——飞龙
湖。形如其名，它的轮廓形似飞龙，龙
头龙尾，龙爪龙身，一一可见。为寻美
景，我急切地来到湖边，一睹真容。湖
山相依，站在湖边，山风拂面。

行船湖上，我与湖一同进入了群山
的怀抱。向湖心而行，湖面泛起褶皱，
似一位微微含笑的慈祥老者。我们向
前，波纹向后，有一种把群山推向远处
的错觉，那些山冈渐渐远去，从心尖滑
向云端。湖水碧绿，连接着青山，再往
上是无垠的天空，绿色一直蔓延到天
上，变成更深的蓝色。你会爱上这样的
色彩，青绿相接，混合了湛蓝的天空、钢蓝
的山冈、翠绿的树木、碧绿的湖水……只
此青绿，美得浓酽。白云和群山也想尝
试这湖中的清凉，将云影和山影抛入湖
水，随着湖面浮动的阳光，一摇一摆，
轻轻晃动。岸边的榉木，探着身子欣赏
倒映在湖面的身姿，却不小心将栖息的
鸟叫声抖落在湖面，惊起点点水花。船
上的我们，仿佛置身湖面的襁褓之中，
随着湖水的呼吸轻微晕眩。

壁立两侧的山峡，喀斯特地貌形成
的洞穴，在两岸层叠接替。行至湖面窄
处，我们得以在近处欣赏这山与峰、峡
与洞、岛与湖的糅合与神奇。据说，这
片湿地里生活着南方红豆杉、银杏、榉
木、楠木以及各类蕨类、裸子、被子等
数百种植物，上百种野生动物在茂密的
森林里出没。

构皮滩，一个位于乌江干流中游，
生长着构皮树的大山峡谷。2001年，构
皮滩水电站破土开工，这是国家“十
五”期间开工建设的大型水电工程项
目，也是贵州“西电东送”的标志性工
程。为了这座水库的建设，附近6个县6
万多亩土地森林，慢慢淹没在这片发展
中的汪洋。飞龙湖接纳了曾经的一切，
成就了另一个山与水的世界。它们在这
个新世界里，融为一体，深情相拥，描
绘出一幅青绿山水图。

船在临近江界河渡口时调头，开始逆
流而上的航行，有风从山间吹来，好不凉
爽，令人心旷神怡。抬头望天，半轮上弦
月悄悄爬上天空，静静地挂在太阳的东
面，白得无瑕。我知道，幸运的我们，

将在这里迎来一个晴朗的夜晚。
船已靠岸，我们穿过开满三角梅、

格桑花和苘麻的小路，进入一条长长的
廊道，它号称“亚洲第一长龙”，沿山势
扶摇直上，气势磅礴。在飞龙湖，有龙
王的宫殿、龙的壁画、龙的雕塑、龙的
故事……除此之外，还有一条长年不变
的约定，凡是姓龙的、属龙的人到这
里，都不收取门票。我无从知晓最初的
建设者为什么以“龙”命名这片湖，是因
为筑起大坝之后，淹没的土地刚好是龙的
形状？还是因为这里的人们渴望通过水
电项目的建设，一跃千里，过上好日子？
我只知道，从水电项目到旅游景区，从构
皮滩到飞龙湖，这传说中的圣灵，与这片
湖紧紧相连。

夜幕低垂，一场盛大的舞龙和烟花
表演在这里举行。一群强健的舞者赤膊
上阵，熔化的铁水霎时间被强力拍打成
千千万万个拖着火苗的火团，在转动中
迸射出无数颗细小的金色珠子，漫天卷
地，释放出夺目的光芒。“砰——”的一
声，巨形长龙的口里，喷出一盏金色的
烟火，射向舞台上空，点燃了一串闪亮
的烟火，舞台两侧，一帘瀑布状的烟花
如流水般连线滴落。精准、快速、耀
眼，令人目不暇接。一朵朵、一团团、
一束束的彩色伴随着热烈的鸣炮声，投
射向观众席上空。大山深处，烟花如飞
龙般上升、飞扬、绽放，组合成各种绚
烂的模样。

待一切安静下来，我坐在湖边，眼
里有些潮湿，仰望夜空，那半轮羞涩的月
亮已掩映在云烟之中。此刻的夜空，微星
如絮，四周是深深的黑暗。我知道，被这
巨大的黑暗笼罩着的，有辽阔而宁静的飞
龙湖，有漫山遍野的野草和树木，有树上
等待采摘的果实，还有湖底的村庄、房屋
和穿行其间的鱼虾。你静静地听，它们与
这片湖水一同呼吸。

从湖面吹来的风，清凉潮润，沁入
心底，山与湖的乐趣让我沉醉。我渴望
有一天在这里傍水而居，划一艘小船，
驶向两岸的山间，听啾啾鸟鸣，清晨采
摘树上的野果，夜晚躺在山边的芳草地
上看漫天繁星。

大雁滩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包头、鄂
尔多斯三市的中心土默特右旗沟门镇西湾村，古
敕勒川腹地，占地5000多亩，110国道和京藏高速
公路傍“滩”而过，是一处如诗如画、交通便利的旅
游休闲地。

行走在大雁滩四通八达的游步道上，满目柳
翠松青，不知名的小鸟穿梭其间，耳边时时传来
山溪轻轻流动的声音。“芳草鲜美，落英缤纷”，
陶渊明在《桃花源记》中的描述，仿佛就是这里
的写照。如今，大雁滩成为周边人们休闲放松的
好去处。

大雁滩得名于一个古老传说，很久以前，水涧
沟水一分为二，之间淤起万亩水田，百草丛生，水
清鱼肥。一渔民救起一只落难的大雁，一年盛夏，
大雁为报搭救之恩，告诉渔民将有洪水来袭的消
息。渔民敲锣打鼓，警示四周乡邻，使人们得以
免遭灭顶之灾。人们为感恩大雁，将此地取名大
雁滩。在大雁滩的北坡山腰，可见战国赵长城的
烽火台，已历经2300多年的风吹雨打。阴山脚下
是辽宋交战的古战场，一石柱相传为杨六郎的拴
马桩。置身于此，你可以感受历史的苍茫。

沿步行道西行便进入大雁滩的核心区，远远
传来二人台婉转悠扬的声音。在密林一隅，游客
们聚拢在一起，正投入地听着纯正原生态的二人
台。土默特右旗是“中国二人台文化艺术之
乡”，在这里听二人台演出，别有一番风味。大
饱耳福后，继续行进。这里专门设置了当地农副
产品展销区，有蜂蜜、小米、胡麻油等绿色纯天

然农产品供游客选购。紧挨着农展区的是土默特
右旗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长廊，茶汤、剪纸、阴
把缠枪、吹打乐等，无不向人们展示着古老土默
川平原的人文风俗。一路走来，沿途景点让人目
不暇接，乡村音乐酒吧、百鸟园、儿童游乐园、
农家四合院……点缀在千亩桃杏林中，可以满足
不同游客的多样化需求。

在大雁滩景区西侧，一个规划整齐，干净整洁
的小山村张开热情的双臂，迎接每一位宾客。村庄
古色古香，白墙青瓦，炊烟袅袅。这个名叫西湾的
小村，名气却不小，它不仅是全国一村一品示范

村，还是首批国家级田园综合体，更是全国文明
村。村里有一条南北走向的小街，西湾村村民把自
家多余的物件挂在墙上，自行车、旧电视、犁耧锄
耙等，品种多样；还有重新整修过的老商店，也开
门营业。这样巧妙的组合，让老物件有了新生命，
让老地方有了新看点，让人们在这里找到过去的
回忆。酒坊、豆腐坊、油坊、粉坊展现着这里古老的
传统手工艺特色。沿街有许多经营小吃的商铺，红
脸酿皮、粉汤油饼、胡油炸糕、西湾凉糕……每一
道小吃里都能尝出浓浓的乡情。民俗一条街上，有
几处可供游客住宿的民居，那一铺大炕足以消解
游客的疲累。

走进大雁滩，走进西湾村，拥抱你的是鸟语花
香的青山绿水，陪伴你的是风和景明的蓝天白云，
迎接你的是滋味纯正的农家美食。这个盛夏，不妨
到这个塞北江南走走看看。

图为大雁滩一角。

1000 多年前，东阳木雕就已
广为流传。传统的东阳木雕属于装
饰性雕刻，大多在住宅中出现，技
法以平面浮雕为主，有薄浮雕、浅
浮雕、深浮雕、高浮雕、多层叠
雕，层次丰富又不失灵动，造就了
雕梁画栋、琼楼玉宇之美。东阳木
雕不施深色漆，保留原木天然纹理
色泽，一般采用颜色比较淡的椴
木、白桃木、香樟木、银杏木等作为
雕刻用材，它们纹理细密，木质清
香，硬度适中，也被称为“白木雕”。

据东阳地方志记载，唐代时，
东阳境内兴建了100多座寺院，极
大地带动了东阳木雕的发展。明成
祖朱棣建造紫禁城时，从全国抽调
许多能工巧匠，其中，东阳木雕师
就有好几百人，皇帝宝座上的龙就
是东阳木雕艺人雕刻的。清代修缮
皇宫时，400多名东阳木雕艺人负
责雕制龙椅、宫灯和装饰摆件等，
这是东阳木雕最为繁盛的时期。

时光荏苒，杜云松、黄紫金、
冯文土、陆光正、黄小明等一批大
师，创作了无数件响当当的作品，
也让东阳木雕技艺在接力中不断发
展。黄小明出生于东阳工艺世家，
从小耳濡目染，既有做学徒时打下
的扎实功底，又接受过专业院校的
浸染，有别于其他传统的东阳木雕
艺人。2005 年春，故宫博物院大
修，准备复制乾隆皇帝的龙椅，黄
小明从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雕

刻蟠龙是其中最关键的工艺，方寸
之地，姿态各异的蟠龙腾空盘旋，
刀功纤毫毕现，每个构件精致而复
杂，需多种手法配合才能完成。黄
小明用了整整两年时间才完工，受
到专家们的一致好评。

近年来，不断出现在国际舞台
上的东阳木雕，成为表达中国文化
的一抹亮色。杭州G20峰会主会场
陆光正雕刻的大型壁雕 《锦绣中
华》、黄小明雕刻的《忆江南》大
型屏风以及青岛上合峰会主会场黄
小明的 37 幅东阳木雕挂屏作品，
惊艳世界。在创作这些作品时，工

艺大师们在表现题材、创作手法和
审美意境等方面，均有较大突破。

近日，我慕名走进黄小明的木
雕博物馆，立刻就被那里浓浓的诗
意和艺术氛围所感染。“人与自然”
展区里，一股自然之风扑面而来，那
里有傲然挺立的胡杨林，也有憨态
可爱的南极企鹅，一件云南大象的
群雕作品更是引得参观者们驻足细
看。据介绍，如今，大到殿堂庙宇，
小到案头摆设，东阳木雕无所不及，
改变了传统木雕造型较为单一的特
点，任何有趣的、美的事物都可以凝
聚在一方木质天地中，更加贴近自

然，贴近生活。据了解，东阳还通过
互联网在全球广招人才，不断丰富
东阳木雕的样貌和气韵。

一直以来，东阳木雕被看作东
阳乃至江南不可或缺的文化符号。
正是有了东阳木雕艺人不懈的传
承、探究和创造，东阳木雕这一跨
越千年的艺术才始终保持着蓬勃的
生命力。

上图：浙江省东阳市浙江广厦
建设职业技术大学“雕刻艺术设计
国际班”的非洲留学生为前来观展
的师生讲述他们的木雕作品。

胡扬辉摄（人民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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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大雁滩游大雁滩
周 涛文/图

江西省德兴市香屯街道党员干部通过手机网络直播的形式，为本地乡村
旅游点代言推介。 卓忠伟摄（人民图片）

贵州省遵义市余庆县飞龙湖景区。 赵洪波摄贵州省遵义市余庆县飞龙湖景区。 赵洪波摄

日前，多家在线旅游平台暑期出
游预订火热，多地游客量大增，旅游市
场持续升温。为吸引更多游客，各旅游
目的地在推介方式上不断创新。当地
旅游部门负责人、旅游企业经营者、旅
游从业者等主动当起“推广员”，不仅
引起各界关注，也为当地赢得了一定
的知名度。与过去简单、直接介绍旅游
资源的方式相比，这样的推介方式更
接地气，更易获得游客认同，成为这个
暑期市场中的一个亮点。

从管理者到“代言人”

“在这个炎炎夏季，欢迎大家来
黄山避个暑、放个松，给自己的身心
放个假……”7月19日，一则安徽省
黄山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章
德辉着长袍、画古妆，站在迎客松前
为黄山代言招揽游客的短视频“走
红”。在当晚的直播中，章德辉还为
网友发出黄山旅游“好礼”，包括文
创产品、景区全年无限次畅游、暑期
夏令营产品等。

这则短视频获得了广大网友的好
评。作为一家有着 20 多年历史的旅
游企业的掌门人，章德辉此举也可视
为对黄山旅游发展的一种探索。受到
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包括黄山风景区
在内的很多旅游目的地经营状况都受
到了重创。今年初，有时一天内上黄
山的游客不足百人，当地大部分酒
店、民宿关门歇业，导游转行，寻找
出路。各旅游企业也纷纷主动谋划，
在逆境中谋转型。今年6月，黄山风
景区推出振兴旅游市场十大举措，涵
盖多项暑期优免政策，再加上疫情防
控态势不断向好，目前，黄山旅游复
苏成效明显。据统计，7月1日至23
日，黄山风景区累计接待游客超过
15万人次。

事实证明，通过网络将游客“引进
来”是一条可行之路，此前已有成功先
例。无论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
萨克自治州文旅局副局长贺娇龙雪地
策马，还是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文
旅局局长刘洪为家乡代言，都大大提
高了当地的关注度和知名度。数据显
示，7月1日至7月20日，甘孜州共接
待游客412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44
亿元，达到游客接待同期历史最好水
平。近日，新疆阿克苏地区沙雅县、拜
城县、喀什地区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
治县等多地旅游局相关负责人通过拍
摄短视频，宣传当地旅游资源，被网友
称赞为“真正的形象大使”。

人人都是宣传员

7月3日，摄影师文兴贵、石桥
纸街古法造纸传承人王伍生、排牙村
芒筒芦笙演奏人杨正科……贵州省黔
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丹寨县的几位普
通百姓，成为了自己家乡的代言人，
拍摄宣传片，为丹寨发行的全国首本
县域旅游护照代言。他们出镜讲述当
地发展旅游业给自己及身边人的生活
带来的巨大变化，有些人不用远走他
乡谋生，有些人让传统技艺重获荣
光，而最大的改变是“人的精神面
貌”。人们从这些普通人的故事中看
到今天美丽的丹寨以及今昔巨变。这
样生动、可感的“邀约”，打动了众

多网友。丹寨旅游护照上线首日，发
行超10万本。

讲述普通人与一座城市、一个景
点的故事，对于广大游客而言，更具说
服力。邀请普通百姓讲述当地的旅游
故事、发展变化、今日生活，正成为旅
游目的地宣传推广的又一新思路。

7 月中旬，陕西省宝鸡市文化旅
游形象代言人选拔活动正式拉开帷
幕，参赛者以“出镜讲述人”身份拍摄
短视频发布到相关平台，内容包括但
不限于推介宝鸡旅游景点、红色文化、
历史文物、特色旅游线路、非遗、美食
等文化旅游方面的内容。这也是宝鸡
市为充实旅游活动的形式和内容，推
动旅游与文化、体育、农业、工业等领
域深度融合，展现当地文旅品牌及文

旅产业发展成果的举措之一。

地方形象推介官

在黄山旅游“停摆”期间，很多当
地的导游转行做起网络主播，在直播
间里向网友推介黄山美景，“为不能出
门的人提供一个看世界的窗口”。在积
累起一定量的“粉丝”后，他们也会选
择为黄山当地农特产品带货，在线销
售茶叶、黄山烧饼、嵌字豆糖等，既为
自己带来收入，也能帮助当地农户、商
户等增收。

导游是一线旅游从业者，也是旅
游业中最具活力的一支力量。在做旅
游直播的过程中，导游的旅游专业素
养和知识储备，既能够带给游客更丰
富的“云”游体验，也能更全面、更深
入地展示旅游目的地的文化底蕴、城
市形象。

近日，黄山市举办导游“乡村推
介官”特训活动，重点围绕黄山市夏
季避暑、亲子研学等特色文旅产品，
通过理论培训、实操演练等方式，全
方位提升导游拍剪视频、直播带货的
能力，把他们培养成服务文旅、助力
振兴的“乡村推介官”。据了解，今
年5月，当地举办了首期活动，受到
广大导游员的欢迎和社会各界的广泛
关注。黄山市旅游主管部门相关负责
人表示，随着旅游市场的回暖，导游
转型为“乡村推介官”发展前景一片
光明，日益受到市场的青睐和欢迎。

旅游“邀约”新意迭出
本报记者 尹 婕

游客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天山天池景区游玩。 刘德斌摄（人民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