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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成都有很多可供游玩的地
方：武侯祠、杜甫草堂、望江公园、人民
公园等，还有山水公园百工堰。

百工堰公园位于成都市龙泉驿区
龙泉山中。当年修这个水库时，全区
每一个生产队都要义务出工 100 个。
社员们自带锄头、扁担，早出晚归，
挖土挑土，筑坝夯堤，十分辛苦。随
着社会发展，人们把这个原本用于灌
田或养鱼的水库建设成了远近闻名的
旅游胜地。

百工堰湖中有一螺蛳岛，四面环
水，绿拥全岛。岛上建有典雅别致的亭
台，塑有栩栩如生的“螺蛳仙子”像，沿
岛有一条傍湖的幽径。人们乘船抵达
码头后，总要伫立在“螺蛳仙子”像前，
听船工摆关于“螺蛳仙子”传说的龙门
阵，然后在湖边幽径漫步。头顶是蓝天
白云，身旁是繁茂的植物和潋滟的湖
水，如入世外桃源。这里还有一个好去
处，叫做枇杷岛，是一个半岛。岛上遍
种洞庭枇杷，夏日里，浓荫蔽岛，鸟声
此起彼伏。株株树下，或家人团聚，或
友人相聚，铺一块塑料布，摆上各种饮
料、食品，边吃边谈，其乐无穷。

龙泉有个单位叫七化建，是从四

川泸州迁来的。听这个单位的一个干
部介绍，他们单位搬迁前，曾派人前来
探访，他们参观了百工堰后，都觉得龙
泉很美，这大大加强了他们到这里安
家落户的决心。百工堰真成了龙泉的
一张靓丽名片。

在傍湖茶馆里泡上一碗盖碗茶，
自在地躺靠在椅子上，是难得的享受。
看白云在蓝天上游走，云卷云舒；看螺
蛳岛上的树木倒映湖中，分不清岛是
在湖上还是在水中；看白鹭时飞时停，
或七八只，或一两只，时而掠过湖面从
枇杷岛飞向螺蛳岛，时而又从螺蛳岛
飞向枇杷岛。湖面上那小巧灵动的水
鸟，时而蹿入水中，时而浮出水面，快
活极了。茶馆旁有售卖凉粉凉面水粉
的小摊，整洁清爽。要一碗水煮黄凉粉
或酸辣水粉，边吃边与老板闲聊，聊他
的生意、百工堰的变化，也聊家乡和祖
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夜幕降临，湖边渐次亮起灯光，那
是一家家农家乐红火营业的标志，也
是白日里鲜活灵动的山水美景的继续
和延伸。

题图：鹭鸟在成都百工堰公园聚
集栖息。 艾加宪摄 （人民图片）

白鹭，是一种喜欢在水边
活动、觅食的鸟，也是我熟悉
的一种鸟。水稻收割后，稻田
里、小河边、湖滩上的白鹭一
下子多了起来。过去，我喜欢
在 晨 雾 散 后 ， 或 是 临 近 黄 昏
时，到村东的稻田，或是离稻
田不远处的大湖边看白鹭。

白鹭，是一种模样和姿态
都 很 好 看 的 鸟 。 白 鹭 在 稻 田
里有的单独行动，有的结伴成
双，也有三五只、十数只成群
嬉戏觅食的。我总是远远地、
静静地看着它们，不忍打扰，
怕它们飞到离我远远的地方。
白鹭的羽毛雪白，嘴和细长的
腿通常是黑色的，也有的嘴和
爪子呈淡黄或红色。站在稻田
里 的 白 鹭 ， 悠 然 地 抬 腿 、 移
步 ， 或 是 单 腿 立 定 ， 抬 头 观
望，很有风度的样子。有时它
的颈项一弯，低头啄食的姿态
也是潇洒的，不知是在啄食稻
田里残留的稻粒、小虫，还是
小鱼、小虾。在我的印象里，
白鹭是爱惜羽毛的鸟，不然它
在走动、飞翔时，怎么会那么
有耐心，那么细致地做着各种
准备，总是不慌不忙，从来不
会把自己的羽毛弄脏、弄乱。

白鹭最好看的身影还是在水边。水清草绿，一只、
两只，或是数只白鹭立于水边，临水照影的样子令人惊
艳。一只立于水边的白鹭，无论它动与不动，总有一种
静态的美，像静物画，不需你再去考虑画的构图以及与
周边景色的协调关系。两只白鹭，也许是一对，也许是
结伴出游的兄弟或姐妹，它们相处融洽，一汪静水是它
们最好的舞台。数只或是十数只白鹭在一起，也不会让
人感到无序，好像它们天生就懂得相互之间配合的重
要，它们站在水边嬉戏或是飞起，都不会破坏图画的整
体美感。

白鹭留给我的这些印象，都来自于 30 多年前的记
忆，那时，我还是一个乡村的放牛娃。这么多年来，我也
时常见到白鹭，但总不如在朝霞或夕阳下的田野里见到过
的白鹭，不如它们给我留下的印象深刻。

今年秋天，在安徽省铜陵市凤凰山下，我又站在湖
边、河边，静静地看白鹭。它们的形象和我的记忆有了
一些重叠，又有一些不同。我依然喜欢站在不远的地方
看着它们，看着它们的一举一动，看着它们临水而立，
也看着它们飞越湖面，飞过小河，看着它们矫健、轻盈
的身影。我在心中默念：莫非，白鹭重又归来了。当白
鹭从眼前飞走时，我回过神来，白鹭从来就不曾飞走
过，又何来“归来”呢？它们一直在某处河边、湖边、稻
田边或是沼泽边，觅食嬉戏，繁衍生息。

凤凰山下的滴水崖是一处喀斯特地貌形成的断崖，
位于两山之间，山上有泉，崖上成瀑，有水从崖上跌
落，泼珠溅玉般，是难得的清幽之地。寒露前后，我在
崖下散步，时常看见白鹭飞过，有时一两只，有时三五
只、十数只成群飞来。它们时而立于牡丹园里，时而到
崖下的水池边嬉戏，时而在山谷间飞翔。白鹭在凤凰山
下游不知倦，乐而忘返。我不是凤凰山下的白鹭，但看
着它们，也分明感受到了那种悠然自得。

空闲的时候，我总会走到凤凰山下，看白鹭在山前
崖下自在地飞。我知道，这是绿水青山给予我和白鹭的
馈赠。

深秋的小雨淅淅沥沥，给宁绍平原上的余姚
泗门古镇蒙上一层薄雾，这座有着 800多年历史
的江南古镇显得静谧而古朴。

泗门古称第四门，在其西南原有汝仇湖，水
面达10万亩，汝仇湖堤东开四门以便放水灌溉，
四水为泗，故称泗门。历史上，王阳明、黄宗羲
等名人学士与泗门结下不解之缘，黄宗羲更留下
了“不妨长作四门人”的诗句，泗门因此有“名
邦之源”“阁老故里”的美誉。

明清时期，泗门名人辈出，最著名的就是状
元谢迁。弘治八年 （公元 1495年），谢迁入阁参
政，与李东阳、刘健同辅朝政，时称“天下三贤
相”，他还与晋太傅谢安、宋太傅谢深甫并称

“古今三太傅”。
谢迁官居大学士成了阁老，在家乡修建了阁

老府。据《四门谢氏二房谱》记载，阁老府占地
40亩，有葆光堂等许多建筑，可惜都毁于明嘉靖
年间的倭寇之手。

阁老府西南侧有一组清代建筑群，坐北朝
南，围墙耸立，为三进三纵结构，这里就是清代
浙东地区声名显赫的成之庄。当时，成之庄养有
护庄兵，骁勇善战，正门曾挂有朝廷御赐的“世
袭骑都尉”匾。

出成之庄后门，有一排三间一弄的小平房，
这就是知止斋，为清康熙年间四川龙安知府谢薇
居所建，距今有300多年历史。

谢薇居是谢迁的七世孙，为官40多载，回到
故里修建了知止斋，收回状元楼加以修葺，并重
辑了谢迁的 《归田稿》，请黄宗羲、于成龙等名
人为序。知止斋东邻谢迁祖父谢莹的宅第——大
学士第，这里也是谢迁幼年生养的地方，距今有
500 多年历史。大学士第坐北朝南，前后两进，
东西有侧屋，头门横额南北都有阳刻的“大学士
第”四个大字，笔力刚劲有力。

出大学士第后门就是状元楼，这是一幢三间
两弄砖木结构的明代建筑，中间有一穿堂间，木
柱、横梁、楼板等木结构呈深黑色，楼檐转角往
上翘着，当地人称为“五岳朝天”。状元楼是谢

迁幼年读书的地方，也有 500多年历史。状元楼
西有一个池塘，是谢迁当年读书洗毛笔的地方，
故称洗砚池。

明嘉靖年间，地方官府将谢深甫六世孙谢长
二的事迹上奏朝廷，明世宗下旨赐泗门为“淳厚
里”。清朝晚期，谢氏创办了不少义庄、学校，
惠及对象从同姓同族扩大至外姓外族，因此谢氏
在余姚一带有较好的口碑。谢迁的祖父谢莹还将

“淳厚”这一家风细化为家训二十四条以及起家
之由十七条、败家之由十七条，从正反两个方面
规定子孙什么可以做、什么绝对不能做。

泗门古镇还有许多古迹，谢氏始祖祠堂是宁
波地区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家族祠堂，也是目
前全国面积最大的谢氏家族祠堂。走进祠堂，一
块块题写着“状元”“探花”“会元”“解元”及

“东山并秀”“太傅流芳”等字样的匾额，令人对

泗门谢氏辉煌的历史肃然起敬。
据《泗门谢氏宗谱》记载，泗门谢氏为炎帝

之后，西晋时子孙辗转来到会稽郡始宁县东山
（今属绍兴市上虞区上浦镇） 定居，史称“东山
谢氏”。其中，谢安是历史上有名的政治家、军
事家，他40多岁时东山再起，以少胜多，取得淝
水大捷。据不完全统计，明清时期，泗门谢氏得
贡生以上功名者50余人，120余人被授予各类官
职。如今，泗门谢氏已繁衍到二十八世，人口数
以万计，足迹遍布五洲四海。

这座浙东古镇是古老的，有着800多年建镇历
史；它也是崭新的，走进泗门镇海南村，村民家门
口挂着的一块块家风家训牌格外引人注目，“百善
孝为先，常存仁善心”“人和方可亲，家和万事兴”

“吃不穷，穿不穷，人不读书一世穷”“勿以恶小而
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等，牌子上写的多数是每
户村民立身处世、以德持家的警句。

泗门镇建起家风家训馆，展示以“杨、诸、周、
谢”家族为代表的家风家训以及谢迁直言进谏、谢
钟和执政为民、杨子祥高风亮节等先贤故事；这里
还建起浙江省唯一的科举文化博物馆。泗门镇被
列入第六批浙江省历史文化名镇，吸引着四面八
方的游客来此参观、怀古、学习、交流。

下图：泗门古镇状元楼。 成文波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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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价比成“加分项”

在去哪儿平台上，今年“十一”期
间，甘肃临夏、宁夏石嘴山、青海海
北、内蒙古巴彦淖尔、四川遂宁等城市
四星、五星酒店的预订量同比 2021年增
长均超过 10 倍，“冷门”旅游城市的酒
店预订间夜量比 2021 年同期增长超三
成，其中高星酒店预订间夜量增幅明
显，比2021年同期增长四成。

从大城市转向小城市，以相对低价
享受高星酒店服务，成为许多年轻人的
旅游新选择。有网友在某社交平台发布
文章，介绍自己去黑龙江鹤岗旅游的情
况：300元左右即可入住当地一家五星级
酒店一晚，且酒店的用具品质很好，服
务细致，用餐环境也不错，高性价比让
该网友惊叹。

去哪儿网发布的今年暑期小众目的
地高星酒店预订增幅排行榜中，已显示
出特色小城旅游走红的趋势。汉中、克
拉玛依、保亭、海东、辽阳、荆门等上
榜城市均不是传统的热门旅游目的地。
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表示，年轻人
不再跟团走传统的旅游线路，也不热衷
于去热门的旅游城市或者景区打卡，而
是找一个性价比超值的四五线小城市或
是冷门的目的地，随心所欲地呆上几
天。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监测显示：
多达83.5%的游客会主动错峰出游，选择
新兴目的地和景区游玩。

近年来，随着旅游直播的兴起，越
来越多的三四线城市和不知名景点，经
由网络为人们熟知，为人们出游增添了
新的选择。此外，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完
善，无论是乘高铁、飞机，或是自驾游
前往这些地方都十分便利。这些客观因
素都成为特色小城旅游的“加分项”。

山清水秀是看点

“我更倾向于去高铁或动车可以直达
的城市，过几天慢节奏的生活。”谈起下
一步的旅游计划，北京游客邱女士表
示，“我出游一般会带着父母，所以环境
好、风景好，也是重要的考量因素。”

“不是很有名但风景也不错的地方”，正
成为许多人出游的新目的地。

一嗨租车的数据显示，今年国庆期

间，浙江、江苏、安徽、湖南、黑龙江
等省的三四线城市，租车订单量上涨，
且因为出行更灵活，自驾游人群更擅长
挖掘冷门旅游目的地，一些山清水秀的
小城市非常受欢迎。

近日，大批天鹅与白鹭在甘肃省酒
泉市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的冬不拉水
库飞舞、觅食。通过不断加大生态环境
保护力度，这座西北小城的生态环境持
续好转。每年 10月，大批南迁越冬的候
鸟在这里短暂休息，成为一道生态美
景，也成为吸引游客、观鸟爱好者的一
张名片。位于秦岭深处的陕西省商洛市
洛南县，以“康养宜居”为定位，提档
升级基础设施，建设步道、口袋公园等
设施，小城呈现出天蓝、水清、岸绿的
美丽景象，露营旅游、乡村旅游等业态
发展势头良好。长江、东海、黄海三水
交汇处的江苏省启东市，做精做美江海
岸线，江风海韵成为当地吸引游客的独
特魅力。

鹤岗之所以受到游客欢迎，不单是
因为相对较低的旅游成本，还在于其良
好的自然生态环境。鹤岗曾是“煤城”，

“散落的煤灰充斥城市的每个角落”，
2011年被确定为第三批25座资源枯竭型

城市之一。此后，鹤岗开始积极谋求转
型，治理污染，兴建公园。如今的鹤
岗，青山环抱，林密水清，“一城山水半
城林”，百姓幸福感大大提升。

或为创业新领域

特色小城旅游受欢迎，除了交通、
成本、环境等因素外，还与人们旅游观
念的转变密不可分。如今，“说走就走”
的旅游日益成为人们的一种生活方式。
人们对于旅游的需求远不止“看景”，而
是更加多元化、个性化。“过去的旅游是
看风景，今天的旅游是体验场景。”戴斌
指出。与其他年龄段游客相比，90 后游
客更注重体验感、喜欢有趣的事物，他
们追求更高质量的旅游体验，也更注重
旅游的意义和价值。

特色小城旅游热为旅游业发展提供
了新思路，或可成为旅游创新、创业的
新领域。戴斌指出，旅游业应当锚定旅
游新需求，培育产业新动能，以产品研
发、业态创新和系统化改革推动旅游持
续发展。

对于特色小城而言，要想乘上这股
东风，应当在保持自身城市特色的同
时，增强旅游服务能力，丰富旅游产品
种类，从而让这股热潮成为持续带动当
地旅游业发展的动力。对于大城市和传
统热门旅游目的地而言，旅游配套设施
相对完善，需多在旅游产品的个性化、
多元化上下功夫。

特色小城 旅游更精彩
本报记者 尹 婕

江西省萍乡市芦溪县袁水河畔，呈现水清、岸绿、天蓝的生态小城风景。
许安萍摄 （人民图片）

江西省萍乡市芦溪县袁水河畔，呈现水清、岸绿、天蓝的生态小城风景。
许安萍摄 （人民图片）

小朋友在江苏启东圆陀角海上明月花海中奔跑。 许丛军摄 （人民图片）

以黑龙江鹤岗、辽宁铁岭、山东日照等为代表的一批特色小城，

旅游热度正不断攀升。它们并不是传统的热门旅游目的地，却因可以

躲避拥挤的人潮、安静地度假、旅游成本相对较低、交通便利等因

素，受到人们的欢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