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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冬时节，内蒙古自治区赤峰
市翁牛特旗乌兰敖都嘎查一望无垠
的银白色沙海中，马达轰鸣，风沙旋
起，一队沙漠越野爱好者驾驶的十
几辆越野车正在疾驰，他们沿着蜿
蜒的沙漠车道上下起伏，左右回旋，
加速冲顶，一路的欢呼尖叫声回荡
在朔漠苍穹……这种惊险刺激的运
动，无论是对车手还是观众来说，都
是一次点燃激情的文旅盛宴。

翁牛特旗是红山文化、辽文化
和蒙元文化的发祥地之一，是国宝
级文物“中华第一龙”碧玉龙和

“中华第一凤”陶凤杯的出土地，
享有“龙凤之乡”的美誉。近年
来，翁牛特旗把旅游业作为战略性
支柱产业和富民产业，以龙凤文化
和大漠风光极限运动为引领，全面
实施全域四季旅游发展战略，全方
位打响“龙凤故里心灵之旅”文化
旅游品牌。

翁牛特旗乌兰敖都嘎查毗邻科
尔沁沙地西缘，辖区内有丰富的沙
漠资源，当地打造“大漠风光极限运
动游”，发展特色乡村旅游，目前已
建成宝门银沙海沙漠生态旅游景
区。景区开始运营当年便接待游客
5万余人次，吸引 17户 33名脱贫户
在此就业，曾经饱受风沙摧残的当

地村民得以“点沙成金”，实现了以
高质量文旅赋能乡村振兴。

翁牛特旗还引导当地国家级
4A 景区——玉龙沙湖，以翁牛特
传统非遗民歌为蓝本，创作编排

《诺恩吉雅实景剧》，于每年夏天上
演。今年，翁牛特旗扶持玉龙沙湖
景区探索“运动+研学”文旅体创
新融合模式，推出全国“沙漠小英
雄·玉龙五项赛”项目，吸引10万
人参与。

目前，翁牛特旗已成功打造玉
龙沙湖、蒙古王城、红山湖玉龙湾等

“拳头”文旅产品，以及“乳品小镇”、
“鱼米之乡”、“荷花小镇”等亮点特
色小镇。今年以来，翁牛特旗举办了
文冠花杜鹃花旅游节、红山湖水生
态旅游美食节暨赤诚峰味美食节红
山湖站等一系列展现龙凤之乡魅力
的主题文旅体育活动，八方游客纷
至沓来，旅游市场持续升温。

翁牛特旗文化旅游体育局局长
王文亚说：“我们将实施产城融
合、文旅融合、农旅融合发展战
略，以自然风光辉映人文景观，倾
力打造集自驾观光、生态度假、文
化创意、运动体验、乡村旅游、休
闲康养、研学商旅等功能于一体的
文旅产业带。”

“龙凤故里”开启

极限之旅
邓 华

石头，那么多的石头，有序地堆
在一起，堆起一个石头列阵，堆起一
座没有一块砖瓦的博物馆，让你想到
这里的地名：石仓。但你绝对想不
到，里面精心保存的，是来自村民家
中的一份份发黄的契约。这是深藏于
乡间的惊艳与惊叹，就像一座雕塑，
固执地守着自己的诺言。

繁华古村落

浙江省松阳县石仓古村横卧在风
的长笛里，水稻和茶田在笛声中起
舞。石仓溪映照着葱茏的大山，白色
的山茶花顺着溪水飘扬。小路上，担
着畚箕的老人还在忙着。空气清净，
天蓝得透亮。一座座老宅，如发黄的
线装书，堆叠在夕阳中。

这里住的，大部分是从外地迁来
的客家人，每一次迁徙都是乱世。石
仓地处栖霞深山，有可耕的平地，还
有流溪，符合所有栖身的条件。逃难
者留下来，开荒种地，繁衍生息。他
们在山坡上发现了铁砂矿，于是采掘
淘洗，置炉冶炼。

石仓人一点点积累，一点点做
大，而后修建祠堂，尊祖奉教。他们
把供奉祖宗的祠堂叫作香火堂，只要
香火在，人气就旺。围着香火堂建起
了大屋，近 30 幢厅井式宅院，显示
出村中过往的辉煌。

在石仓人开基创业、买田置地的
过程中，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契约,比
如阙天开家传下来的 230 份契约文
书，涵盖了乾隆、嘉庆、道光、光绪
各个时期，种类繁多，有土地、店
屋、林木、鱼塘、水堆、炼铁砂扎
等，涉及金额1000万文。

富了不忘祖训，有事大家做，有
难大家帮。凡造桥修路、建祠扩庙及
其他事情，石仓人无不仿效先贤，捐
资出力，由此构成一个互助互爱的和
谐家园。

石头博物馆

石仓古村的契约，最早时间是明
代隆庆六年的，其他多数集中于清代
至民国时期，漫长的岁月接续了 200
多年。卖契、当契、租契、借契、抵
契，涉及范围之广超乎想象，包括婚
丧嫁娶、过继续弦、土地交易、房屋
买卖、商业凭据……除此，还有分家
书、账簿、票证和法律文书。

走进博物馆深长的展室，就像进
入一条跳动的血脉。这里离从前很
近，离祖母很近。虽然契约都老旧
了，却仍带着岁月的体温，让人想到
辛勤耕耘，想到经营致富，想到安居
乐业。可以说，这里是有人情味、有
烟火气的地方，既藏着温情绵绵的细
雨，也藏有热望暖暖的火焰。

近万份的契约，曾被它们的主人
精心地保存在层层布包里、箱子底、
老屋深处。说实话，老旧的契约早已

失去了它的表面价值，但是，它的内
在价值却散发着无尽的力量。

我在博物馆见到了一个人，他总
是守在这里，凡是有参观者进入，就

热情地迎上来，给你讲解，回答你的
提问，这个人就是阙龙兴。我慢慢地
知道，正是这位村里的小学老师，积
极搜集和整理了这些契约。而他的兴

趣，竟然是上海交大的曹树基教授引
出的。

老阙听说曹教授打听“祖先留下
的写字的东西”，就知道这些东西一
定有着不一般的价值。几天以后，老
阙就在他家的一座老屋里，翻找到一
些契约文书，他立刻打电话给曹教
授。从曹教授喜出望外的语气里，老
阙越发感到这些陈旧地契的珍贵，于
是用心地搜寻起来，先从自家和亲戚
中找到了百余件，又凭借与村人的良
好关系，从家族和石仓的六七个村庄
做起，渐渐积累到上千份。时间还在
继续，契约不断增加。看到有人如宝
贝般地珍藏，老阙就拍照复印，原件
留给人家。这样，在曹教授的指导
下，老阙不仅积累了五六千份契约，
而且还知道如何分类、整理、修复。

影响大了，也便有了建造一座契
约博物馆的动议。各方关照下，一座
知名专家设计建造的庞大石头建筑，
终于矗立在石仓溪旁，成为中国古典
村落里的独特风景。这样，作为农村
社会形态的活标本和重要的非物质文
化遗产，石仓契约受到学界的深切关
注。老阙也成了这方面的专家，他与
曹树基等人编纂了五辑四十册的《石
仓契约》，实证了松阳石仓一段厚重
的历史。

契约如镜子

尘埃落在时光里，有的契约字迹
已经模糊，但无论你站在哪个契约前，
似乎都能感知到其中的信息：女子 36
岁时丈夫去世，她带着三个未成年的
孩子改嫁，男方也有三个孩子，孩子母
亲一年前病故，两家合成一家，立下契
约字据，视他子如己出。之后的日子
里，两家果如一家人亲密，孩子们相处
也很好，长大后各自成家，依然孝敬两
位老人。那份契约也始终伴随着他们，
作为传家至宝。

老人将心爱的女儿嫁与女婿，看
女婿家底薄，怕女儿嫁过去吃苦，便
将三处好地出让，耕作、出租、典
卖，任由女儿女婿支配。在场作证的
是老人的三个本家兄弟。三处地块虽
然不大，却是老人一点点经营出来，
种什么都有好收成，现在让给女儿女
婿，难得一片父母心。

一份份契约就像一面镜子，方方
正正地映照在我们的面前。每一个契
约周围，都聚集着无数的人。这一帧
帧会说话的老物件，不管你来没来，
它都在那里喋喋不休地诉说着过往的
故事。

不要觉得这些契约与我们无关，
岁月中走过来的都懂得，契约曾经带
给人们的精神和力量。契约，既是一
种个人行为，也是一种社会行为。有
了这些契约，才有了纯真淳厚的民族
传承和文化传统，才有了石仓及松阳
70多个古村的锦绣繁华。

夕阳西下，七彩的晖光覆盖了整
个石仓，黄墙黛瓦之上的契约博物
馆，显得愈加深厚凝重。随着夜幕的
拉开，那些石头包裹着的契约，将再
一次沉入坚实与坚硬之中。

松阳的契约
王剑冰

日前，云南昆明老街——南强街
巷入选文化和旅游部的“第二批国家
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在这
个游客和市民大量聚集之地，昆明市
建立了文化和旅游公共服务中心，中
心里设有游客驿站，在驿站中，游客
通过 VR、AR 等科技手段，可以实现

“全景看云南，扫码识民族”。
文化和旅游公共服务中心除拥有

游客驿站外，还有文创空间、悦读小
屋、文化茶吧、“云端”图书馆等不同
主题的聚合空间。文创空间接受民间
文创高手、创造达人的手工艺活动或
布展，其间举办的云南滇派硬翅风筝
展、摄影展等深受市民与游客喜爱；
悦读小屋集文化历史、地理地貌、户
外运动、人文风情、旅游资源于一
体，配备了 5000余册书籍，还有自助

借阅机，免费向读者开放；在文化茶
吧，每周固定的茶艺体验、传统花
灯、滇剧表演等轮番呈现，成为本地
传统民间技艺爱好群体的固定活动场
所；“云端”图书馆是昆明市文化和旅
游局联合云南祥鹏航空有限责任公司
共同打造的昆明市图书馆祥鹏“云
端”分馆，在飞机上直接为乘客提供
丰富图书阅读服务，它既是新型移动
阅读空间，同时也是“航空+旅游+文
化”产业深度融合的探索与尝试。

近年来，昆明市将构筑新型公共
文化空间作为新时期公共文化建设的
重点任务之一，文化和旅游公共服务
中心是公共文化新型空间的一种形
式。目前，昆明已将新型公共文化空
间纳入图书馆、文化馆总分馆体系，
加强业务培训和指导，实现统一规范
管理、有序监督考核，提升服务效
能，打造百姓身边的“文化会客厅”。

昆明市文化和旅游局公共服务处
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昆明市把建
设新型公共文化空间纳入“当好排头
兵”大竞赛活动“增进民生福祉竞
赛”指标，规定各县 （市） 区建设新
型公共文化空间不少于 2 个，全市兴
起积极争当排头兵的良好氛围。截至
今年9月底，昆明市共建成107个新型
公共文化空间。

兰田“小西湖”的浪漫游船、旧县河
的唯美日落、诗意盎然的田园风光……在
福建省龙岩市上杭县旧县镇兰田村游玩的3
个小时，成了我难忘的记忆。

背山面水的兰田村位于上杭县城北
部，旧县河东岸，享有“国家森林乡村”

“省级森林村庄”“省级乡村振兴试点村”
的美誉。

走进兰田村，只见远处群山苍翠，起
伏绵延，像一条青色的屏障守护着清幽的
旧县河；近处绿树浓荫，芳草萋萋，落英
缤纷，仿佛走进现代版的桃花源。沿着休
闲步道，我们往榕树坝公园走去。一路
上，除了郁郁葱葱的榕树群，还有篮球
场、澈心塔、文化长廊、景观凉亭……阳
光洒落在树上，斑驳的树影重叠着我们行
走的背影，仿佛是画家的巧手，描绘着乡
村的灵动和静美。

继续往前走，便是有兰田“小西湖”
美誉的牛番湖了。如果说杭州的西湖是

“淡妆浓抹总相宜”的人间天堂，那么兰田
的牛番湖就是“风光不与四时同”的本土
特色。闲暇的时候，邀上三五好友一起到
牛番湖游船，一边欣赏这里独有的风景，
一边感受人在画中游的欢乐时光。

黄昏时分，我们沿着兰田大桥漫步，
看云层慢慢拉开夜的序幕，夕阳缓缓登上
天空的舞台，夕光顺着远山映照在旧县河

上，进行着金黄、橘橙、深红、蓝紫的渐
变魔术表演。我被眼前的景象深深地吸引
了，迫不及待地拿起手机，想要拍下它的
美，可落日像个淘气的精灵，不等我按下
快门，便倏忽躲进厚厚的云层，藏起身
来。它周围的几朵白云渐渐散开，变成缤
纷的晚霞，收集着兰田的浪漫和温柔。

去榕树坝公园的路上，随行的村书记
告诉我们：“榕树坝公园能成为游客称道的
好风景，离不开我们全村 200 余户人家对
美好生活作出的努力。我们在短短五天时
间，无偿出让自留地2.6万多平方米，从前
靠山吃山田地荒，如今绿水青山就是我们
的金山银山。”在兰田休闲山庄，负责人笑
着说：“外地的游客都喜欢来我们这里玩，
因为我们这里处处是风景！”返程路上，我
们看见几位老人坐在长廊上聊天，一群孩
童在篮球场玩耍，一对父子在凉亭里下象
棋，他们脸上洋溢的笑容，不也是一道美
丽的风景吗！

“古树高低屋，斜阳远近山，林梢烟似
带，村外水如环”我站在兰田大桥上回
望，青山、碧水、粉墙、黛瓦、人家，如
同一幅诗意的乡村画卷，徐徐展开。我膺
服于兰田村的绝美风景，更深深地感受到
兰田人在乡村振兴大路上，种下了幸福和
希望。

冬色连波兰田暖，此刻正诗意。

昆明：“游客驿站”亮相老街
郭丽华

昆明：“游客驿站”亮相老街
郭丽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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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的红山湖。 韩 迪摄

右图：走进福建省龙
岩市上杭县旧县镇兰田
村，其美丽的田园风光仿
佛现代版的桃花源。

人们在“游客驿站”用特色VR方式漫游昆明。昆明市文化和旅游局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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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村秀色。 朱旭萍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