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告联系电话 65363547 65367287 办公室 65369330 发行部 65369319 传真：（8610） 65003109 零售3元/份 国内定价全年420元 国内统一刊号：CN11-0066

1212 旅游天地旅游天地 责编：尹 婕 邮箱：rmrbyinjie@163.com

2022年12月7日 星期三

从黄河流域到长江流域，
水，滋养出一个一个鲜活的生命
个体，也孕育出灿烂、悠远、浩
荡的华夏文明。就地理位置而
言，四川省广元市剑阁县五指山
位于南充市南部县以西。有一滴
水从五指山的穴壁上滴落，又或
是一股泉从暗河涌出。就是这样
一小滴、一小股的汇集，流到南
部县的水有了一个以空间命名的
名字——西河。

在内陆川北，“天降其害，常
年缺水，一旦旱魃猖獗，井枯河
干，田土龟裂，乃至赤地千里，殍
死者众”。因此，每一滴西河水都
值得被挽留，被珍惜。在从五指
山发轫到汇入嘉陵江的 307.4 公
里长的路途中，南部县升水镇被
历史选中。至此，一路温婉潺缓
的西河陡然庞大成西南第一人工
湖“升钟湖”。

见过三峡大坝之雄壮的我一
到升钟湖大坝，便被眼前所见深
深震撼——“神女应无恙，当惊
世界殊”，这不就是缩微版的三
峡大坝吗！只见眼前的石坝长约
三四百米，顶宽十几米，壮观宏
伟。坝顶以下，梯形斜面缓缓向
远方延展，坝底宽度约是坝顶的
几十倍。无数被水泥砂浆黏合在
一起的条石，与两座高山间的峡
谷牢牢扭结。整个大坝像一个
个、一排排、一群群敦厚憨实的
汉子，正咬紧了腮帮，以强健的臂
膀顶住 13 亿立方米水体的日夜
撞击，水与石两种力量时刻在博
弈。英雄的川北人挺起胸膛，对
千百年来一直存在的干旱缺水宿
命说“不”！我被大坝所展示的人
力的伟大折服了，思绪不禁回到
那段艰苦奋斗的豪情岁月……

1977 年 12 月 8 日，水库建
设拉开序幕。这是南部县乃至整
个南充地区农业建设史上最恢弘
的史诗。49个民工连的2万多名
青壮年抵达工地一线，你听，“叮
当……叮当……”，那是钢錾不停
敲击石头的声音；“嗨咗……嗨
咗……”，那是抬工们抬着巨石
在泥泞中艰难跋涉；你看，机车
穿梭，车水马龙，那是我国当时
最先进的卡车、推土机赶来增
援；你看，那是一幅红旗猎猎，
黄尘漫卷的撼人画面。

1984 年，大坝建成，落闸
蓄水。川北人懂得“不积小流，
无以成江海”的道理，他们抱定
聚沙能成塔、集腋可成裘的信
念，在远离大海的四川盆地生生

“造”出了一个可与淼淼大海比
辽阔的陆地深湖。人们以它所在

行政乡的名字来称呼它，叫它最
质朴的名字——升钟湖。

从天空俯瞰，升钟湖犹如一
颗饱满的心脏。其左右两条总干
渠一头接驳入湖，另一头伸进高
山、丘陵与峡谷。这颗永不停止
跳动的心脏，搏射出两股生命之
血。每一股血，又延伸到更为微
小的毛细血管，向前，向前，再
向前，为川北大地输送生命源
泉。水道悠悠，升钟湖保障了川
北南充、广元、遂宁、广安4市
的仪陇、阆中、南部、西充、顺
庆、嘉陵、蓬安、剑阁、蓬溪、武胜
10 地 296 万亩耕地的粮食丰收。
冬时广蓄夏时排，有了升钟湖对
水量的调节，西河让川北人民刻
骨铭心的洪涝记忆一去不复返。

引来西河幸福水，灌溉川北
万顷田，当地农民已全面脱贫。如
今，已成为国家4A级旅游风景区
的升钟湖在“中国钓鱼城”光环的
带动下，开启了合理保护、适度开
发的新局面。环湖公路、生态停车
场、美人鱼码头、农事博物馆、水
上运动中心、中国钓鱼文化博物
馆等大型基础设施相继建成。未
来，在确保防洪与灌溉基本功能
不变的前提下，升钟湖将以更靓
丽的容颜迎接五湖四海的客人。

艰难的修建史给升钟湖镌刻
上“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的壮美
标签，泛舟湖上，那段岁月总会浮
现在我的脑海。此刻，几只鸥鸟
从头顶翩翩飞过。远方，碧波荡
漾。眼前的一切，河清海晏，静美
如歌……

11 月的南方依然温暖，在东湖之滨的中国地
质大学 （武汉） 校园里，我每天不仅能感受到年
轻的气息，还可以领略校园文化景观之美。

不久前，这所大学刚过完 70 岁生日。地质报
国的豪情不仅彰显在校园里的海报上、横幅中，
还写在师生的脸庞上。穿过校园南望山隧道，进
入北校区，在一处空旷的广场上，一尊器宇轩昂
的攀登雕塑令人过目难忘。

从远处看，这尊雕塑高大雄伟，上半部分的
攀登者雕像由5名登山科考队员组成，有的高举地
质锤，有的手持“登山队”旗帜。他们目视远
方，眼神里充满自信。雕塑的下半部分是一个具
有现代风格的不锈钢地球穹顶造型，穹顶的内部
有声光电装置，到了晚间，整个攀登雕塑显得“光彩
照人”。雕塑高8.848米，取意于珠穆朗玛峰的高度
8848.86米；穹顶宽6.37米，取意于地球半径6371公
里，充分融合了珠穆朗玛峰、地球等元素。

中国地质大学以地球科学为主要特色，师生
们每年都要进行地质实习和地质考察，攀登一座
座山峰成为基本的工作技能。从这个角度看，这
所大学与户外旅游、运动有着天然的联系。野外
地质工作现场往往在深山密林、江海之畔，很多
地方人迹罕至，却能看到常人难以见到的壮观美
景。这所大学的很多师生和校友，走过最长的
路，登过最高的山，见过最美的景。2012 年至
2016 年，师生们组成的登山科考队，不仅登顶世
界七大洲最高峰，还成功穿越地球南北极的极
点，带回珍贵的地质样品，开展后续的科学研
究。今年4月，陈刚教授带着念大学的儿子登顶珠
峰。他们不仅采集地质样品，还开展高山测量，
书写了父子同登珠峰、共同科考的佳话。

攀登雕塑用艺术呈现出这所大学勇攀高峰、追
求卓越的精神，昭示着师生不仅攀登自然界的高
峰，还攀登科学的高峰和人生的高峰。这尊雕塑和
这所大学的气质全然吻合。不时有学生从攀登雕塑
旁走过，有些还拿出手机拍照。一尊雕塑就这样日
复一日地感染人、影响人，慢慢地成为一种文化。

如果说攀登雕塑昭示了师生攀登自然界高峰
的勇气，那么校园里的另一处文化景观——院士
长廊，则把攀登精神内化到地质报国的信念中。
院士长廊位于校园西区地勘楼广场前的中轴线两
侧，为钢架结构，如同一本一本打开的书，每一本

“书”中是院士们的画像。这所大学被誉为中国地
质教育的摇篮，70年来，共涌现出近70位院士。

这些院士都是国内响当当的“地质大先生”。
院士长廊中的第一幅画像是 1957 年入选中国科学
院首批学位委员的冯景兰教授，他深知矿产资源
在国家建设中沉甸甸的分量，提出“封闭成矿”
的概念，在矿业开采中发挥巨大作用；矿床地质

学家袁见齐院士是中国盐类矿床研究的开拓者，
为柴达木盆地的钾盐开发作出了重大贡献；杨起
院士组建了新中国第一个煤田地质及勘探专业，
是煤田地质研究领域的领跑人；赵鹏大院士 1983
年至 2005 年任该校校长，提出了“三联式”矿产
定量预测理论和方法体系，获得了国际数学地质
协会最高奖——克伦宾奖章……

院士长廊没有华丽的装饰，是校园里最朴素
的文化景观，也是一道砥砺人心的风景。20 多年
来，院士长廊的长度不断延伸，意味着更多的毕
业生不断攀登科学研究的高峰。在院士长廊前慢
慢走过，我仿佛看见这些院士们跋涉山河、栉风
沐雨，为祖国寻找矿藏的身影。

教学楼后面的树林里有一尊校友张国旗的半
身雕像。1989 年，张国旗从这所大学水文地质专
业毕业，他主动放弃在大城市工作的机会，回到
老家山西陵川县，在水利局做一名普通的技术

员，竭力为家乡百姓解决吃水难的问题。2001
年，一次井下作业时突遇井壁塌方，为了保护他
人，张国旗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年仅 33岁，他的
故事在三晋大地广为传颂。为了纪念这位平凡又
伟大的校友，2007年，张国旗雕像在校园内落成。

故事并没有结束。今年9月，已工作8年的张
国旗之子张云飞考入这所大学，攻读父亲生前曾
就读的水文地质学专业研究生。对他而言，父亲
是心中的一座高峰，水文地质学专业也是一座高
峰。张云飞曾对我说，将来研究生毕业后，也要
成为像父亲那样的人……

为了讲好大学故事，传播大学声音，很多高
校都和中国地质大学 （武汉） 一样，重视文化景
观建设，这是文化传承与创新的题中之义，也是
文化活校的有效方式。兼具艺术气息、历史底蕴
和思想内涵的大学文化景观，不仅能带给人审美
上的愉悦，也能教育人、启发人。

大学校园看文化景观
陈华文文/图

冬
日
泛
舟
升
钟
湖

宋

扬

冬
日
泛
舟
升
钟
湖

宋

扬

中国地质大学 （武汉） 校园里的攀登雕塑。中国地质大学 （武汉） 校园里的攀登雕塑。

各具韵味

此次中国美丽乡村休闲旅游行推
介活动展示了一批赏乡土特色、忆乡
情乡愁、享农事乐趣的乡村休闲旅游
精品景点线路，且各有特色。以入选
的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和西藏自治区
林芝市朗县为例，两地分处中国东西
部，乡村旅游产品充分展示了地域资
源特色和文化魅力。

每年 11 月，“红美人”柑橘成
熟，游客慕名来到位于湖州市郊东南
部的石淙村采摘。石淙村是鱼米之
乡、丝绸之府的蚕花发源地、中国美
丽休闲乡村，也是“江南水乡鱼桑文
化体验之旅”上的重要节点。当地依
托石淙蚕花、太君庙会等民俗文化，
建起蚕花主题场馆，举办蚕花文化体
验、花海旅游节、龙虾节、丰收节、
火羊节等节庆活动，不断提高乡村

“颜值”，丰富旅游内涵，让游客感受
到江南水乡的古朴休闲韵味。

西藏自治区林芝市朗县嘎贡沟景
区拥有林海、花海、古村落、天然牧
场、山间溪流、瀑布及雪山等旅游资
源。其中，老堆村古村落目前仍有保
留完整的原始风貌房屋、围墙及村间
石板小道。这些具有浓郁高原特色的
旅游项目，成为吸引游客来此参加乡

村旅游的差异化优势。
在40年的发展历程中，我国乡村

旅游在脱贫攻坚和美丽乡村建设中发
挥了重要的作用，各地的乡村旅游也
依托优势资源打造各自的品牌产品。
花海经济、季节性采摘活动、农耕体验
等是其中的典型代表。此外，伴随着各
地乡村旅游发展实践的深入，人们日
益认识到乡村旅游最大的魅力在于乡
村独有的“韵味”，既不能照搬城镇建
设的经验，还需避免“千村一面”。

后劲十足

近日，文化和旅游部资源开发司
致函宁夏回族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
对其乡村旅游工作予以肯定。据统计，
近年来，宁夏已有 40 个村和 6 个乡镇
入选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镇，24 条精
品线路入选“体验脱贫成就·助力乡村
振兴——全国乡村旅游学习体验线
路”“乡村四时好风光”等全国乡村旅
游精品线路，4 个案例入选《全国乡村
旅游扶贫示范案例选编》；先后认定39
名乡村文化和旅游能人与带头人、支
持 22 个帮扶项目，共有 83 名村干部、
带头人参加了全国乡村旅游培训班。
宁夏还出台了推进乡村旅游发展的19
条政策举措，以进一步提升宁夏乡村
旅游发展质量和服务水平，充分发挥

乡村旅游的综合带动作用，打造乡村
旅游“升级版”。

从宁夏的乡村旅游发展面貌中可
见，我国西部地区乡村旅游发展后劲
十足。我国西部地区拥有山川、河流、
草原、戈壁、沙漠等丰富而多样的旅游
资源，近年成为国内游的热门目的地。
西部地区的乡村旅游发展如火如荼，
已涌现出一批因发展乡村旅游而脱贫
致富的“明星村”。在旅游大省陕西，已
有 46个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和 6个乡
村旅游重点镇（乡），乡村旅游发挥着
重要的富民惠民作用。2021年，陕西省
乡村旅游惠及农村人口 171.8万人，带
动农村人口就业102.63万人。

甘肃省提出要大力发展乡村旅
游，通过创建乡村旅游示范县、文旅
振兴乡村样板村等做强产业、丰富业
态、增加就业，助力乡村振兴；围绕
建设西部知名乡村旅游目的地，积极
创建申报国家级乡村旅游重点村镇、
等级民宿、乡村旅游精品线路；打响

“陇上乡遇”乡村旅游品牌，抓住消
费热点，激活乡村文旅市场。

打造品牌

乡村旅游有着较强的融合性、带
动性，近年来，通过评比全国乡村旅
游重点村、发布乡村休闲旅游精品线

路等方式，全国各地树立了一批乡村
旅游发展典型，掀起了乡村旅游发展
热，也推动各地乡村旅游向着精品化、
品牌化方向发展。例如，浙江省杭州
市临安区举办的指南村红叶节，以五
彩山林和金黄稻田为特色，已成为当
地乡村旅游的特色品牌；山东省则将
省内的乡村旅游新地标、乡村好物、乡
村研学活动等加以整合，打造“好客山
东·乡村好时节”整体品牌形象。

近日，福建省文化和旅游厅、省
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省住房和城乡建
设厅联合发布 2022 年福建省“金牌旅
游村”名单，共有 31 个村入选。据了
解，福建自2019年起陆续开展“金牌
旅游村”遴选培育工作，筛选了一批
自然与人文景观价值、旅游服务设施
建设水平和乡村特色元素俱佳的“金
牌旅游村”。截至目前，福建已评选
出109个“金牌旅游村”，涵盖星级旅游
村、美丽乡村、传统村落、历史文化
名村等，成为福建乡村旅游高品质发
展的“样板”。

通过打响地方乡村旅游品牌，提
升地方旅游形象，从而吸引更多游客，
带动当地村民增收致富，成为各地乡
村旅游发展“上台阶”的重要途径。

上图：福建省东山县依靠优质的
渔业资源和良好的生态，大力发展乡
村旅游。 王愚宁摄 （人民图片）

赏乡土特色 忆乡情乡愁 享农事乐趣

乡村旅游打造“升级版”
本报记者 尹 婕

农业农村部日前通过线上直播方
式举办 2022中国美丽乡村休闲旅游
行推介活动，发布浙江省湖州市南浔
区“江南水乡鱼桑文化体验之旅”、西
藏自治区林芝市朗县“高原秋季乡村
生态休闲游”等54条精品线路以及红
花共享农庄、刘斌堡青山园等191个
精品景点，为城乡居民提供体验农耕
文明、感受乡味乡韵的休闲攻略。

近年来，以田园风光、乡土文化、
民俗风情等资源为特色的乡村旅游，
日益成为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建
设美丽乡村的重要途径。党的二十大
报告提出“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我国乡村旅游发展也将进入转型升级
新阶段。

走进贵州省黄平县新州镇学坝
村，一幢幢规划整齐、布局合理的
农家房掩映在青山绿水间，白墙黛
瓦，分外显眼。随机走进一户村民
家，院内物品归拢得整整齐齐，一
簇簇绿植将小院装点得更加温馨。
这是黄平县擦亮“面子”、夯实

“里子”，打造“美丽庭院”，助力
乡村振兴的一个缩影。

“镇里和村里的党员干部下大
功夫改善农村环境，整治村容村
貌，作为老党员，我们也不能拖后
腿。现在村里垃圾少了，环境好
了，大家心情也舒畅了，越来越多
的年轻人乐意回来创业。”学坝村
老党员潘老伯谈到房前屋后的变化
时，欣喜之情溢于言表。

2021 年，学坝村被贵州省黔
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列为特色田园
乡村集成示范点之一。黄平县坚持

“党建引领、规划先行、多规合
一”的原则，聘请贵州省第三勘察
院的专家对学坝村示范试点建设进

行规划，出台建立黄平县特色田园
乡村·乡村振兴集成示范试点建设
工作机制，申请到东西部协作帮扶
资金252万元，用于庭院美化、分
散式污水管道及配套设施建设、串
户及串组路改造、民房规划改善
等，村民的居住环境焕然一新。

乡村美，产业兴。近年来，黄平
县大力发展现代山地农业，修建、完
善农村基础设施，并重点发展太子
参、白及、蓝莓、线辣椒、黑木耳、土
鸡、黑毛猪、肉牛等特色优势产业，
激活乡村振兴新动能。同时，黄平
县坚持党建引领、因地制宜、科学规
划、精准施策，围绕“生态宜居村庄
美、兴业富民生活美、文明和谐乡风
美”的目标，深入开展乡风文明宣传
教育，丰富村民精神文化生活，推动
乡村由“景美”向“德美”延伸、换“新
妆”与换“新风”共融，用文明乡风助
力乡村振兴。

题图：远眺绿色学坝村。
梁 文摄

贵州黄平推进乡村振兴

擦亮“面子”夯实“里子”
潘江平 龙才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