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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 3 月 3 日下午，由 60
余名中国游客组成的旅行团从广州
飞抵新西兰最大城市奥克兰。这是
中国试点恢复出境团队旅游后首批
赴新西兰的团队游客。

新方在奥克兰机场举行了隆
重、热烈的欢迎仪式，当地民众用
热情奔放的毛利民族舞蹈拉开了欢
迎仪式的序幕。

欢迎仪式上，新西兰旅游部长
佩尼·埃纳雷发来贺词，新西兰国
会议员陈耐锶、新西兰旅游局国际
事务总经理安杰拉·布莱尔、新西
兰外交贸易部奥克兰办公室主任
梅瑞琦等政要出席，中国驻新西兰
大使馆参赞董志学参加欢迎仪式
并致辞。

董志学对于中国旅行团时隔 3
年再次到访新西兰表示热烈欢迎，
称本次旅行团的旅游线路极具新西
兰特色，既能领略新西兰自然风
光，又能感受当地风土人情和多元
文化。

董志学表示，跨境旅游是人文
交流的重要途径，每一位中国游客
都是中新友好的“民间大使”，希

望旅行团成员尊重当地法律法规和
风俗习惯，文明出行，中国驻新西
兰使领馆也将为旅行团在新安全旅
游提供必要协助。

安杰拉·布莱尔感谢中国将新
西兰列为首批试点恢复中国公民出
境团队游的国家。她表示，中国旅
行团如期到来，对新西兰的旅游业
发展非常重要，为推动新西兰经济
复苏带来利好。

自 2 月 6 日新西兰被列为首批
试点恢复中国公民出境团队游目
的地国以来，新西兰各界高度期
待。中国驻新西兰大使馆与新西
兰政府相关部门和旅游业界持续
保持密切沟通，就迎接中国游客来
新、推动中新旅游合作高质量发展
等进行谋划。

据奥克兰机场客服总监斯科
特·塔斯克介绍，除中国南方航空
公司的奥克兰-广州航线外，新西
兰航空公司和中国东方航空公司都
将在今年 3 月下旬至 5 月初，逐步
恢复每天一班的奥克兰-上海航
线，为恢复和加强双边人员交往提
供便利。

出境团队游恢复

新西兰迎来首个中国旅行团
陆欣讌

两棵树，一棵皂荚，一棵银杏。皂荚居
城南，银杏居城北，相距不到一千米，深情
守望了一年又一年，成为四川省成都市双流
区一道靓丽的风景。

一

城南的皂荚，在南昌路已经有一百多年
了。百年以前，是哪位前人栽下了它，皂荚
已经记不清楚了。皂荚只记得那时它长在一
个小院里，皂荚长高了，小孩抱住树干爬上
爬下，顽皮淘气；麻雀在枝桠间跳来跳去打
情骂俏；蜘蛛则用飞丝把屋檐和皂荚死死地
绑在一起……皂荚枝繁叶茂，将大半个院子
藏进自己的浓荫里。人们有空就聚在皂荚树
下，东家长西家短地闲侃，皂荚有时也来凑
热闹，枝叶沙沙作响，跟大伙说说心里话。
皂荚的枝叶间装满了小院里一代又一代的陈
年旧事。

也许是岁月深处的一阵风，将一颗饱满
丰润的银杏果吹进了城北的泥土，泥土收留
了银杏果流浪的脚步。春回大地，细雨淅淅
沥沥，唤醒了银杏果。银杏果开始生根发
芽，抽枝长叶，变成了一棵银杏苗。锄草的
农夫认出了银杏苗，他拔除野草，给银杏培
土打围。一圈竹篱笆，给银杏圈出一方属于
自己的小天地。银杏长高了，结果了，人们
捡来银杏果煮水喝，一些小病小恙就好了。
人们更加呵护银杏，每年农历六月十五，方
圆几十里的村民都会来到银杏树下焚香祈

福，演绎出许多美丽动人的故事。三百多年
间，在银杏的情感世界里，那个锄草的农夫
始终不曾远去。尽管寒暑易季，世事沧桑，
银杏始终初心不改，岁岁年年，在瑰丽霞光
的映照下，着一身金黄，成为城北一道让人
心动的风景。

银杏犹如伟丈夫，高大挺拔。一天，银
杏踮踮脚，望见了城南的皂荚。皂荚温婉婆
娑，像养在深闺的女子，面对银杏金灿灿热
辣辣的目光，皂荚有些腼腆地轻扭腰肢，几
片秋叶随风起舞，算是暗送秋波。

二

时光流转，历史翻开了改革开放的新篇
章，双流赶上了发展的好时机。

上世纪80年代初，双流第一份“全奖全
赔”经营合同诞生了，创业者破天荒地拿到
3 万元奖金；政府官员、村社干部组成 70 多
人的政府考察团，第一次奔赴沿海地区考
察。“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的新
思路，推动乡镇企业大发展，轧钢厂、焊管
厂、拉丝厂应运而生……短短几年时间，双
流乡镇企业总产值就突破20亿元，一举成为

“蜀都之冠”。
之后，街上的人渐渐多了起来，小轿车

多了起来，机场的飞机多了起来，“大哥大”
“BB 机”唤醒了沉睡的黎明，呼叫着财富与
希望，南来北往的人们纷纷怀着“到双流创
业去”的梦想。

南昌路太窄了，挤不下南来北往纷至沓
来的脚步。

上世纪90年代初，政府扩建南昌路，皂荚
树下，熟悉的面孔没了，饭菜的香味散了，桌椅
板凳搬走了，往昔的热闹消失了……低矮破旧
的房屋拆除后，皂荚树一下子站到了南昌路
的中央，无遮无掩。挪还是不挪？引发激烈
争论。

皂荚明白，经历一百多年的风风雨雨，
自己有些老态龙钟了，经不起折腾了。一
挪，定然伤筋动骨，挪到别的旮旯，有可能
再也看不到那棵银杏金灿灿热辣辣的目光
了。皂荚惦记着城北的银杏。

挪与不挪的问题，争论到了当时的双流
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为了一棵树，为了百
年皂荚，办公室专门召集各界人士开会讨
论，综合各方意见后决定不挪。人们给皂荚
培土、施肥、除虫，安装了杉木支架，修建
了石头雕花围栏。百年皂荚就这样留在了南
昌路的车道上。

皂荚很感恩，默默地把双流人的深情厚
爱铭记在心，长进枝叶的血脉里，保存着人
世间的温度。

三

南昌路扩建后，城北中街也要改造。高
大魁梧的银杏，既是古树，又是名木，还是
城北一道靓丽的风景，不能砍伐，不好挪
动，人们不争不吵，直接比照皂荚的“待

遇”，用石制雕花围栏给银杏建了一个小花
园。银杏就这样伫立在了城北中街的车道上。

南昌路开阔了，城北中街建好了，人们
给皂荚和银杏挂上“胸牌”，建立档案，皂荚
和银杏得到了重点保护。“胸牌”记录着皂荚
和银杏的生命轨迹，人们拿手机扫一扫二维
码，就读懂了他们的前世今生。皂荚和银杏
喜滋滋地延续着枝繁叶茂的梦，守望着双流
的历史变迁。

那一年，双楠大道连通了成都二环路、
三环路和绕城高速，牧马山融入了浣花溪；
那一年，白衣上街、城北中街、星空路牵手
光华大道，双流城北与温江融为一体；那一
年，牧华路建成通车，黄甲、公兴、华阳等
镇街迎来了快速发展的新机遇……大交通带
来了双流城北大发展，蛟龙海滨城、川投国
际网球中心、城南优品道、时代奥特莱斯等
大型商业企业，托起了双流空港商务经济圈
的“第五大道”。

银杏为城北五光十色的变化兴奋不已。
皂荚犹如一个活泼的小姑娘，每天都给

银杏讲着城南的新奇故事。皂荚说，南昌路
那头，建起了人民广场，大人小孩有了一处
敞亮的地方散步。皂荚说，机场高速通车
了，机场变大了，新的航站楼拔地而起，新
的飞机跑道迎来了四海宾朋。皂荚说，四川
大学、西南民族大学、成都信息工程大学
等高校来航空港安家了，为双流产学研注入
了新的活力。皂荚说，西南航空港经济开发
区筑巢引凤，电子信息、生物医药、新能
源等产业淘汰了轧钢厂、焊管厂、拉丝厂
等乡镇企业的落后产能，以航空维修制造
为代表的高端装备制造形成了产业集群。皂
荚说，世界 500 强企业、上市公司云集双
流，国际航空枢纽和综合保税区、空港保
税物流园区已经成为双流新的城市标签，
高新技术产业刷新着双流的每一个黎明。

皂荚说，近二十年来，双流连年跻身全国县
域经济百强县区前列。城南日新月异的发
展，城北的银杏何尝不知道？银杏喜欢皂荚
的唠叨。

在皂荚和银杏眉目传情时，棠湖公园建
成了，湖光山色里，海棠花开花谢，柔美了
城市的大街小巷；地铁通车了，绿色出行成
为人们的新时尚……曾经巴掌大的双流长大
了，皂荚和银杏做梦也不曾想到，自己就这
样长进了成都市的中心城区。

又一年的春天悄然到来，春雨为皂荚和
银杏披上一身新绿。雨在皂荚和银杏的叶片
上汇聚，皂荚和银杏种下一个心愿，要像山
西晋祠的周柏、唐槐那样，好好守望双流这
方温暖的土地，把人们的深情厚爱刻入一圈
一圈年轮。

叶，不能相触在云里；根，一定要紧握
在地下。皂荚和银杏约定，以后的日子里，
根一定要拽得紧紧的，再也不能走散在茫茫
人海。越过淳化街，越过顺城街，越过西北
街，皂荚和银杏的根在温暖的土地里努力地
生长……

上图：成都市双流区永安镇的永安湖城
市森林公园中，志愿者正在清洁湖面。

李向雨摄 （人民图片）
左图：成都市双流空港中央公园风光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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皂皂 荚 与 银 杏 的 深 情 守荚 与 银 杏 的 深 情 守 望望
蒲光树

春来伞寨，万物复苏。湖南省新晃
侗族自治县扶罗镇伞寨村高耸的鼓楼
下，“天下和村”四个大字十分醒目。伞
寨是一个见证了氏族迁移与融合的地
方，它的历史至少可以从明朝初期姚、
吴、杨三姓迁徙说起。

据清乾隆四十八年（1783 年）修
撰的《姚氏族谱》记载，明洪武年间，新
晃侗族姚、吴、杨三姓先祖为避战乱，
辗转来到晃州的人银甲寨。三人涉水
走过平溪河，到了腊树坡脚，口渴难
耐，杨姓先祖杨天应折下一根竹枝，随
手插地，顿时涌出甘泉，解了三人之
渴。他们看此处依山傍水，土地肥沃，
便决定在此定居。他们又向平溪河上
游寻找适宜生存之处，雨伞遗落在人
银甲寨边，几天后回来发现雨伞还在
原地，更加认为此地民风淳朴，适宜
居住。正因“伞在”，后人便把人银
甲寨改称“伞寨”。

定居后，三人结为异姓兄弟，并以
杨姓的“再正通光昌胜秀”七字字派，
作为伞寨姚、吴、杨三姓后代取名的共
同字派。明永乐三年春，他们在谷雨时
节播植禾黍麦豆，到农历六月初六恰
逢辛卯日，所植作物均已孕苞，从此将
每年农历六月十五之前的卯日定为

“尝新节”。
在紧邻湖南新晃的贵州天柱、三

穗、玉屏等县的侗苗村寨，黄、徐、龙、
谢、石、陈、蒋等姓氏中也有使用伞寨
的“再正通光”等字派的，有的姓氏在
此基础上延展字派，如徐姓的“再正通
胜秀，朝祖元明昌”、陈姓的“万年再通
光守礼”，形成了十姓共用同一字派的

历史文化奇观。共用字派增强了不同
姓氏之间的兄弟意识和家族观念，促
进了氏族融合，有利于湘黔交界地区
民族和睦与社会稳定，推动经济社会
文化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伞寨村恢复举办
“尝新节”传统民俗活动，起初村民们
只是邀请亲朋好友来家里饱餐一顿，
后来由村里出面组织，逐渐增加了祭
土地、敬神农等文体民俗活动。村里对
产业发展户、环境优美户、邻里和睦户
等勤劳和睦的先进家庭进行表彰，激
发了村民发展生产、热爱家园、团结互
助的热情。

“尝新节”与时俱进，内容与形式
都在创新，但核心始终没变，就是农人
敬畏土地、耕耘土地、依恋土地的情
怀。在伞寨等村传承的“侗藏红米种植
系统”被纳入第二批中国重要农业文

化遗产，“侗藏红米”种植合作社在伞
寨、东风、坪地等村发动村民种植红米
稻 3000 余亩，合作社统一供种、统一
管理、统一收购，价格高于常规杂交
稻。从远古保存下来的红米稻原始基
因得以传承，营养多元的红米丰盈着
百姓的餐桌。

伞寨村还修建了侗族特色建筑风
雨桥、鼓楼和凉亭，在村部广场修建了
侗族文化展示馆、稻作（红米）文化展
示馆和“伞在天空”小街。走进伞寨，既
可以了解稻种的耕耘过程，又可以参
加“尝新节”“扫阳春”等民俗文化活
动，还可以品尝红米甜酒、红米粑、红
米油茶等特色饮食。如今，伞寨已成为
文旅融合的乡村旅游目的地，不少游
客前来研学与休闲。

下图：伞寨村组织的“扫阳春”活
动仪式。 严继橙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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