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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天 下行 天 下

三清山又名少华山。主峰玉京峰
海拔不过1800多米，谦逊地挤在赣闽
浙皖四省交界处的江西上饶市东北
角，静静地仰望着周边的一众兄长。
玉京、玉虚、玉华三峰恰似它的中
指、食指、无名指，静静地举了亿万
年，又宛如道教玉清、上清、太清三
位最高尊神环列坐于山巅，故而得此
尊名。

三清山山体南北长约 12.2 公里，
东西宽 6.3 公里，平面呈荷叶形，由
东南向西北倾斜。由于处在造山运动
频繁而剧烈的地带，因此三清山断层
密布，山体不断抬升，又经长期风化
侵蚀和重力的崩解作用，形成奇峰矗
立、幽谷千仞的山岳绝景奇观，丰富
多样的地貌和奇特瑰丽的景观令人叹
为观止，有“三清天下秀”之美誉。

一

三清山这个刚过 14 亿岁的“弱冠
少年”，是名副其实的“山中王子”、“山
中少侠”。复杂的地质演变，漫长剧烈
的造山运动，加之多次地质构造运动，
才成就了一个青春靓丽的三清山。

三清山的东、南、西三面陡峻，
北面平缓，地势落差很大。组成三清
山主体的岩石为燕山晚期花岗岩，地
貌以花岗岩微地貌为主，花岗岩峰
峦、峰墙、峰丛、石林、峰柱、石锥
等 9 种珍稀地貌形态类型齐全，其地
貌形成、演化过程中，各主要阶段特
征明显，是全世界研究花岗岩微地貌
形成演化的关键地区。

因其独特的地理地质，2008 年，
三清山被评为世界自然遗产地，国际
专家称之为“世界花岗岩微地貌的天
然博物馆”“西太平洋边缘最美丽的花
岗岩峰林”。

三清山东险西奇，北秀南绝，中
峰巍峨，年轻而厚重。它集衡山之烟
云、匡庐之飞瀑、泰山之雄伟、华山
之峻峭、黄山之奇松于一身，既集结
了名山大川的精华，又展现了别具一
格的风采，被誉为“世界上最美的山
之一”，“三清天下秀”实至名归。

奇峰怪石、古树名花、流泉飞
瀑、云海雾涛被称为三清山景观“四
绝”。山上奇峰怪石不可胜数，云雾
宝光令人叹为观止，灵泉飞瀑与丹井
玉液媲美，珍树仙葩世所罕见。

三清山远近高低各不同。登高远
望，四周峰峦林立，怪石峥嵘。这里
奇松造型独特，有的破岩而出，有的
盘石而坐，有的挺立于峰顶，有的垂
挂于陡壁。这里千峰竞秀，万壑奔
流，古树茂盛，珍禽栖息，云缠雾
绕，仙风神韵。这些山峰或屹立如
松，或虎踞如兽；或旱地如笏，或伸
展如旗。那些任性的云雾，时而舒
展，时而凝重；时而飘升，时而下
坠，更添加了许多迷离的情调。满眼

的山岩、奇松相拥而生，奇松造型独
特，刚柔相济，任性率真；奇峰“东
方女神”展现出静雅、端庄的独特东
方神韵，“出山巨蟒”充满着生命的张
力，“玉笋亭立”状如破土而出的竹笋
兀然挺立，老子峰则酷似俯首弓背看
经悟道的道家始祖。

二

如果您认为三清山只是年轻靓
丽，那就太偏颇了。

三清山是道教名山。史书记载，
东晋升平年间，著名炼丹家、医学家
葛洪在此结庐，从此方士云集，香客
不绝，迄今1600余年。

作为文化名山，三清山美在古朴
自然，奇在形神兼备：这里仙灵众
相，惟妙惟肖，身处其间，仿佛遨游
于清虚之境，出没于云雾之中，为道
家福地洞天。历代宫观建筑与雄险奇
秀的自然景观融为一体，钟灵毓秀，
异彩纷呈。三清山共有道教宫、观、
殿、府、坊、泉、池、桥、墓、台、塔等古建
筑及石雕 260 多处。这些古建筑及石
刻依据“先天八卦图式”和“后天八卦
图式”精巧布局，交相融合，是研究
中国道教建筑设计布局的范本。

三清山还是研究东亚、北美古地
质、古地理和古生物演化的“天然实
验室”，是第四纪冰期时东亚最重要的

“生物避难所”。在第四纪冰期时期，

由于全球气温普遍下降，很多植物遭
到毁灭性破坏，但是因为温暖湿润的
气候条件，加上复杂的地形环境，三
清山成为许多古老植物的避难所，现
在三清山已查明的高等植物种类达
2373 种，包括红豆杉、白豆杉、银
杏、天女花等珍稀物种。

作为世界自然遗产地，三清山有
着丰富的植物物种，其中珍稀濒危植
物 33 种。这里还是国家动物保护基
地，已经查明的野生动物有 1827 种，

其中有 54 种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包括黑麂、云豹、豹、白颈长尾雉、
黄腹角雉、中华秋沙鸭、金斑喙凤蝶
等7种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目前，三清山管委会已在岭头山
征地 1000 亩，用于建立濒危植物园，
引种北美同属植物、珍稀濒危植物和
观赏性植物等，这些珍稀物种，成为
吸引海内外游客的重要因素。

三

您眼中的三清山是什么？
“揽胜遍五岳，绝景在三清”，这是

北宋大文豪苏东坡对三清山的赞誉。
“江南何处是仙家？孤柱擎空见

少华”，这是明代诗人胡靖对三清山发
出的感叹。

如果说，在画家眼中，三清山是
中国山水画的天然范本；在地质学家
眼中，三清山是“西太平洋边缘最美

丽的花岗岩峰林”；在生物学家眼
中，三清山是第四纪冰期生物的避难
所，是物种演变的摇篮；在道家眼
中，三清山是“江南第一仙峰，世上无
双福地”——那么，可不可以说，在
诗人眼中，三清山是跳动的音符和优
美的旋律；在哲学家眼中，三清山是
道法自然、感悟人生的最佳课堂……

三清山，还有多少胜景期待您去
探寻？还有多少人生奥妙等着您去求
索？走，到三清山看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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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处长江北岸的湖北省黄梅
县是黄梅戏发源地，首批入选了
国务院公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
录，被誉为黄梅戏之乡。这里风
景如画，文化底蕴深厚，是远近
闻名的旅游打卡地。

特别是 5 月，旅游观光的人
越来越多。据统计，今年“五一”
小长假，黄梅县共接待游客 4.1
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 3.54 亿
元，比上年同比增长159.54%。

在黄梅县北部山区柳林老铺
村，有一处山谷，修修竹林与巍
巍岩壁多年沉寂。多年前，村党
支部领头人引进投资者，在谷里

种植了一大片玫瑰，并依岩壁和
溪流建成一处漂流景区，从此山
谷里再不沉寂，游人纷至沓来，
其中包括许多漂流爱好者。

这里还有千年古刹五祖寺，
宋代被皇家赐为“天下祖庭”。融
入黄梅戏和禅宗文化及稻田文化
的五祖东山问梅村，将一处山谷
与丘陵地带开发为 4A 级景区。景
区里白天游客如潮，晚间上演大
型光影秀，黄梅戏、黄梅挑花、岳
家拳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名片在
光影变幻中展现出独特魅力。

5月的一天，我们来到停前镇
蓝莓基地，10年前，当地能人请来

专家指导，在流转的 6000 亩丘陵
野坡上遍种蓝莓，而今，这里已成
为农林业龙头企业，也成为游客
采摘地。登上簇拥于蓝莓丛中的
望景亭，只见蓝莓覆盖的丘陵像
蓝色的绸缎蜿蜒起伏。在新建的
优品馆里，游客们选购新鲜蓝莓、
三莓果浆等农产品。

我们行至独山镇凉岭村，发
现一处波光粼粼的水域。水域后
面是一片智慧农业种植大棚。原
来，这里曾是一处废弃矿坑，村
民们引进福建农科院的智慧农业
技术，将矿坑改造成智慧农业种
植园，无土栽培优质蔬菜，智能
化投喂养鱼。智慧之手，医治了
废弃矿坑带来的生态伤疤。

地处九江长江大桥北桥头的
黄梅县小池镇，是较早启动文旅
创新、乡村振兴战略的省、市级
开发区。现在，小池环境可人，
建有 3 个美丽的公园。每天清晨
或夜幕降临，公园里或歌声朗
朗，或舞影婆娑，人们享受着发
展带来的红利。

千年古县黄梅县，唱响农文
旅联姻的“天仙配”，成就了诸如
杉木邢绣娘生态园、柳林玫瑰谷、
苦竹养马岭、五祖东山、袁夫稻
田、五里墩新村等一批网红打卡
地，释放了乡村振兴新动能，迎来
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好机遇。

观云海日出、听慈孝典故、
尝生态果蔬、享亲水之乐……如
今，重庆市渝北区古路镇成为
周边不少市民周末近郊游玩的
好去处。

古路镇地处重庆渝北中部，
因“古有驿道”而得名。以前，古
路镇主要靠传统种植业为主，方
式结构单一，生产规模较小，且
受自然天气影响，村民收入相对
较少，生活质量不高。近几年，古
路镇实施人居环境整治，让古路
变成了“推窗见绿、抬步闻香”的
美丽乡村，目前已成功创建“市
级生态村”3个、“市级文明村镇”
1 个、“区级美丽宜居乡村”3 个，
为优化农村产业结构、发展乡村
旅游打下了基础。

古路镇周家山大桥有“重庆
版牛背山”之称。每逢雨后，大桥
被浓雾环绕，桥身犹如飞架在云
雾之中，恍如仙境。“云海和日出
治愈一切的不安，仿佛时间停
止。”一位来古路镇周家山大桥
的游客说。

近年来，古路镇利用周家
山大桥、多宝湖等自然资源，
陆 续 开 发 出 赏 花 、 采 摘 、 康
养、休闲、研学等多条乡村旅
游线路，打造“农旅+文旅”多元
融合乡村新业态。

古路镇将“慈孝文化”融入
旅游景点，推出“走慈孝古路”

“讲慈孝故事”“评慈孝之星”等
系列特色活动。同时，还把豆
干制作技艺等非物质文化遗产
融入文旅品牌建设当中，厚植
文化基底。

目前，古路镇正全力实施

多宝湖生态修复、林相改造、
人 居 环 境 整 治 等 多 个 农 旅 项
目，改造升级周家山大桥摄影
基地、“朗山·慢时光”亲子基
地、盛世田园综合体、云里飞
鸟休闲民宿等文旅点位，围绕
吃、住、行、游，打造“环境
美、蔬果香、产业旺”的宜居美丽
乡村。

在农文旅深度融合发展助
推下，古路的乡村环境好了，
游客多了，村民的日子也日渐
富足了。

“目前，果蔬产业已经成为
古路主要特色农业产业和乡村
振兴的支柱产业。通过整合资
源、延长产业链，已建成仙桃

李、奶油草莓、鲜香菇、羊肚
菌等果蔬种植基地 3000 亩，果
蔬产业年产值超过 500 万元。”
古路镇相关负责人表示。

旅游业的发展为当地村民
拓宽了致富渠道。目前，乡村旅
游为周边村民提供就业岗位 130
个，年人均增收1万元以上；最具
代表性的特色畅销水果仙桃李，
年产值达 200 万元；不少村民通
过开农家乐、生态农庄，实现单
户旅游增收8万余元。

“我现在不用去外头打工，
在村子的果园里就能把钱挣到
手，收入稳定了，家里也照顾
到了。”古路镇乌牛村一位村民
开心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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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江苏省淮安市淮安区的千年河下古镇景区，最近开始延长灯
光景观时间，开设非遗小镇店铺，增加传统小吃售卖点等，让游客在
初夏夜晚能够漫步古镇，感受古镇文化，满足游客旅游需求。图为千
年河下古镇亮丽夜景。 赵启瑞摄 （人民视觉）

入夏以来，山东省青州古城景区立足资源优势，精心打好特色
牌，推出夜间演艺项目，进一步丰富消费业态，增加旅游产品供给。
图为游客在青州古城景区赏景游玩。 王继林摄 （人民视觉）

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禹越镇近年来实施“千万工程”，通过田园变公
园、村庄变景区、农房变客房、资源变资产，发展乡村旅游和经济。图为
从空中俯瞰德清县禹越镇的乡村田园，金黄的小麦与农房、道路、水
系相映成景，构成一幅村美人和的画卷。

谢尚国摄 （人民图片）

山东：

演艺开夜市 消费更丰富

浙江：

村庄变景区 乡村旅游热

江苏：

夏夜景点多 古镇人气旺

重庆市渝北区古路镇的乡村民宿。 邹 正摄

游客在江西省上饶市三清山风景区游览。 新华社记者 邬惠我摄

在黄梅戏乡黄梅县，游客在看戏。
湖北省黄梅县委宣传部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