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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石山下，白石水库沿岸，这片
方圆200多平方公里的丘陵地带，几
乎村村屯屯、家家户户都种荔枝树，
常年郁郁葱葱，春天开花，盛夏收
果。夏至过后，一棵接着一棵、一岭
连着一岭的荔枝将陆续成熟，红彤
彤、沉甸甸的果子坠弯了枝头。

这里是广西壮族自治区桂平市麻
垌镇。它地处北回归线亚热带季风气
候区，日照、温度、降水以及该地的微
酸性红壤、赤红壤土种都适合荔枝树
的种植与生长，荔枝生产潜力巨大。

据了解，目前麻垌镇种植的荔枝
主要是禾荔和桂味两个品种，也有一
些近年引进的新品种，如丁香荔、冰
荔、仙进奉、草莓荔、糯米糍、鸡嘴荔
等。禾荔，果子中等大小，圆球形，果
肩平，果顶浑圆，果皮通红，龟裂片平
整，肉质软滑多汁，味道甜美。桂味，
果形与禾荔相近，果皮颜色略显浅黄，
有光泽，龟裂片锥尖状，触摸有刺手
感，果肉乳白，肉质爽脆细嫩，甘甜多
汁，含淡淡的桂花清香。

麻垌镇荔枝种植历史悠久。据
说，何村的何裕贵房屋门前一棵高大
古老的荔枝树，距今已有400多年历
史，树干粗壮，枝繁叶茂，年年结
果。邻近的白石村共有 5 棵 300 年左
右的荔枝老树。新中国成立后，麻垌
镇广泛种植荔枝。近年来，当地大力
发展荔枝产业，改良品种，矮化果
树，积极打造“麻垌荔枝”的优质品
牌，不断擦亮“中国荔枝之乡”“全国地
理标志农产品”的名片。

荔枝，这个甜美佳果，在一代代
麻垌人勤劳双手的呵护下，成为“致
富果”。麻垌镇副镇长黄啟侠介绍：

“目前全镇荔枝种植面积11.7万亩，约
占桂平市荔枝种植面积的 51%，荔枝
种植户约 1.8万户。全镇荔枝常年产

量达 4万吨，高产年份超 6万吨，年产
值超3亿元。荔枝产业已成为麻垌镇
覆盖群众最广的支柱产业。”

我们一行从桂平城区出发，去麻
垌镇看乡村美景。沿着平坦的玉桂公
路，车行约 40 分钟，便进入荔枝满
眼、风光旖旎的麻垌镇。

如今，种果、养蜂、养鸡，已成
为麻垌农民响应国家乡村振兴战略、
因地制宜积极实施的“三部曲”：一是
在山坡阔地种植荔枝果树；二是利用
荔枝花养蜂酿蜜；三是在荔枝果园发
展林下养鸡。这种生态种养模式省
时、省工、省料，投入少、污染小、
能增收，一举多得。

“蜂飞蝶舞鸡鸣唱，山清水秀果飘
香……”午饭后，大上村上鸪屯的果农
黄太连在自家果园里“巡逻”——放
蜂、看鸡、守望荔枝果树，高兴的时候
还会哼唱自编的岭南粤曲小调，悠然
自得。

40多岁的黄太连老实本分，平日
里除了悉心打理30亩果园外，一有空
就叫上邻居黄荣，到村中的农家书屋
学习钻研农技知识特别是荔枝栽培技
术，还积极参加镇里举办的“新型职业
农民培训班”。虽然只有初中文化水
平，但他们边学边实践，学以致用，很
快就熟练掌握了荔枝果树的矮化嫁接
技能。他们先在自家果园实验，对过
去种植的一些相对较高、品种普通的
荔枝树，进行高位矮化嫁接，改造成

易于采摘、品质优良的新品种果树。
近年来，他们为本村和附近村屯的果
农 矮 化 嫁 接 、 改 良 荔 枝 果 树 共 计
6000多株，赢得果农交口称赞。

经过品种改良，荔枝果价格由原
来的每公斤2元左右上升到每公斤10
元以上，增收效果非常明显，带动形
成了全镇和周边乡镇荔枝矮化嫁接

（高接换种）、品种改良、高品质种植
的热潮。

“经济效益提高了，农民更有奔头
了！”麻垌镇农业农村中心主任、广西
荔枝龙眼创新团队贵港综合试验站站
长李平说。

靠着发展荔枝产业，麻垌镇里的
小楼越来越多、越建越美，人们的日
子越来越甜。麻垌，成了一个被荔枝
酿甜的地方。

下图：白石山下的荔枝林。
李小坤摄

乌梁素海是镶嵌在黄河“几
字弯”顶部的一颗璀璨明珠，蒙
古语意为“红柳湖”。它是全国八
大淡水湖之一，也是黄河流域最
大的湖泊湿地，承担着黄河水量
调节、水质净化、防凌防汛等重
要功能，是中国北方多个生态功
能交汇区，也是控制京津风沙源
的天然生态屏障。

世界环境日刚过，我约上几
个环保志愿者前往内蒙古自治区
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旗，品读乌
梁素海的初夏之美。

离湖岸还有一段距离，我们
已感受到凉爽的风从摇曳的芦苇
尖上漫过来，轻盈地荡起一波又
一波纯净的绿意。

我曾游览过许多山河湖泊，
唯有乌梁素海让我感到亲切与震
撼。不仅因为它与乌兰布和沙
漠、黄河、乌拉山国家森林公
园、阴山山脉、乌拉特草原、河
套平原等一起，组成了一个山水
林田湖草沙共融共生的生命共同
体，更因为我生长在这里，对它
有着天然的亲切感，还亲眼见证
了它一点点变好的艰辛历程。

过去，乌梁素海曾多次出现
大面积黄藻，其中规模最大的一
次持续了近5个月。水质也越来
越差，最严重时周边村民常在湖
面上看到死鸟、死鱼，村民们关
着门窗都能闻到湖水散发的阵阵
臭味。2019 年，巴彦淖尔市启
动乌梁素海湖区生态天眼智慧监
管项目，对相关区域进行高空大
场景视频监控，并建立水质自动
监测站，实时监控乌梁素海流域
水体水质情况。

乌梁素海的生态一天天好起
来。据巴彦淖尔市水利局相关负
责人介绍，乌梁素海湖区整体水
质 已 由 2010 年 的 地 表 水 劣 Ⅴ
类，达到现在地表水Ⅴ类，局部
水域已达Ⅳ类。建立了灌区节
水、黄河汛期补水、应急生态补
水相统筹的多元化生态补水机
制，加强乌梁素海水资源优化调
度，分时分量向乌梁素海生态补
水，保障乌梁素海生态需水量。

站在水边远眺，此刻的乌梁
素海波光粼粼，朝霞与百鸟齐
飞，这一湖阔水清的景象带给我
的不仅是美的享受，更多的是振
奋。在湖边漫步，我似乎能听到
它生态脉搏跳动的有力节奏。

早晨的乌梁素海宁静柔美，
阳光下，青山、绿草、碧波、水鸟浑
然一体，宛如一幅清丽的水彩
画。听着同行的环保志愿者讲述
当地治理山水林湖草沙的动人故
事，我心中升腾起深深的敬意。

这时，成片的芦苇荡渐渐苏
醒。阳光在芦苇荡的缝隙间跳
跃，轻柔荡漾的水波唤起湖区一
天的活力。白琵鹭、疣鼻天鹅、
灰雁、白眼潜鸭、大白鹭、草鹭、
苍鹭、夜鹭、赤麻鸭、翘鼻麻鸭、
鸬鹚……鸟儿们开始了新的一
天，它们在碧波、芦苇间起落、
歌唱，舞姿优美、啼鸣婉转，绘
就了一幅动人的晨景图。

乌梁素海一片生机与活力。
我们在湖区一路走，一路看。

湖岸现代农业示范园区里绿
意盎然。近年来，湖区通过土地
改良改造和综合利用，发展现代
农业，推动科学灌溉，改善农田
小气候，提高土壤肥力，取得显
著效果。大佘太酒厂负责人吴海
计划在湿地周边种植万亩红高
粱，促进现代农业、酿酒业与旅
游业融合发展。

吕少宫是湖区一名退休教
师，在他的记忆中，昔日的湖水曾
散发着难闻的气味，不得已举家
搬迁。如今，水清了，鸟儿飞回来

了。几年前，他重返故地，利用湿
地温润的气候种植绿色蔬菜、培
育菌类，发展绿色食品产业，将来
还打算发展文旅、康养产业。

罗跃忠是一名摄影师，十几
年来，他一直关注着乌梁素海生
态环境的变迁，拍摄了近 10 万
张各类鸟的照片。他和湿地的所
有护鸟人一样，将湿地260多种
鸟类视为珍宝，悉心呵护。

一次例行巡逻，罗跃忠通过
高倍望远镜意外发现，滩涂上，
一只疣鼻天鹅耷拉着翅膀。他马
上意识到，这是只受伤的天鹅。
罗跃忠立刻联系保护区管理局的
工作人员前来救治。在他们的精
心呵护下，这只疣鼻天鹅很快康
复。罗跃忠心中欢喜，并将这只
疣鼻天鹅取名为“跃跃”。每年，

“跃跃”和同伴一起从乌梁素海起
飞，经山西、河北、天津等地，
到山东东营黄河口湿地栖息越
冬，然后再回到乌梁素海生育、
换羽。在“跃跃”离开乌梁素海疣
鼻天鹅繁育基地的日子里，罗跃
忠始终牵挂着它。

在 过 去 的 3000 多 个 日 子
里，罗跃忠目睹了天鹅种群从
10 年前的 60 多巢发展到现在的
近500巢，每巢雏鸟的成活率也
由 2只提升到 6只，有时可达 10
只左右。每当看到这群神态各
异、叫声婉转清丽的湖中精灵，
罗跃忠都觉得自己护鸟、观鸟、
拍鸟的日子充满了甜蜜与幸福。

游览途中，我们遇见一名
“渔二代”。他正静静地注视着阔
大的乌梁素海水面，忆起这里曾
是沙丘、荒滩、盐碱滩，眼前，
水面上百鸟翔集、芦苇苍翠，水
中群鱼畅游。他笑呵呵地介绍：

“这些年，我家经营起渔家乐，来
观光度假的游客越来越多。我们
在这里喝的是生态水，吃的是生
态粮，挣的是生态钱。我真正懂
得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
句话的含义。”说完，他轻轻哼唱
起乌拉特民歌《鸿雁》。

在他悠扬的歌声中，我们与
乌梁素海道别。阳光灿烂，洒向
湖面，成群的鸟儿自顾自地漫
步、觅食、嬉戏。我们彼此约
定，待到盛夏时节，再来乌梁素
海看不一样的生态画卷。

上图：夏日里，位于内蒙古
自治区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旗的
乌梁素海波光粼粼，风景如画。

新华社记者 贝 赫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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荔枝“甜”了麻垌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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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夏季以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各地赏花游、民俗游、沙漠游、研学游、露营游等陆续“上新”，图为游客
在位于新源县的那拉提旅游风景区观光。 新华社记者 王 菲摄

进入夏季以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各地赏花游、民俗游、沙漠游、研学游、露营游等陆续“上新”，图为游客
在位于新源县的那拉提旅游风景区观光。 新华社记者 王 菲摄

近日，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夏季旅游市场持续升温。图为游客在北海
市合浦县廉州湾的海上丝绸之路首港景区休闲游玩。 林启波摄 （人民图片）

天气渐热，旅游市场将开启“暑期
档”。作为传统旅游旺季，暑期一直备
受旅游业界重视。2023全国高考结束
后第一周，毕业游掀起第一波出游热
潮。6 月 9 日—12 日，去哪儿平台上
17—19 岁人群机票预订量环比上一
周增长3倍。多家在线旅游平台、旅行
社的数据显示，暑期游产品的咨询量、
搜索量、预订量均不断增加。为了更好
地迎接火热的“暑期档”，各旅游目的
地、旅游企业进行年中大促、推出丰富
而新颖的暑期游产品，暑期旅游市场
亮点纷呈。

年中大促人气旺

近年来，在每年的年中和年末促
销季“囤”旅游产品，成为越来越多消
费者的习惯。

5月18日，在线旅游平台飞猪面
向暑期市场的“6·18”大促正式开启。
开售首日，酒店活动商品成交额同比
增长超 98%。此次大促期间，飞猪联
合航空公司、租车公司、酒店、乐园等
商家推出众多“先囤后约”、假期可用
的旅游套餐商品，包含的权益更丰富、
性价比更高。据介绍，今年参与飞猪
大促活动的旅行商品有上万款，许多
国内外航空公司、高端酒店等的价格
比“五一”假期更具竞争力。融合目的
地城市美食、民俗等人文景观的深度
游以及包含大型演出周边住宿的套
餐、影视及综艺同款的线路游等也批
量“上新”。

截至6月12日，飞猪“6·18”活动商
品累计已销售超100万件。其中，多家
航空公司机票单次卡、往返次卡、公务
舱卡等出行类商品累计销量超过20万
件；国内酒店套餐商品累计销量超过
70 万件；包括大西北、大西南等热

门目的地的线路游活动商品累计销量
超过 20 万件。“今年暑期消费者的旅
游预订高峰较去年显著提前，‘6·18’
成为大家提前‘囤’假期旅游商品的重
要节点。暑期旅游消费需求彰显了巨
大的潜力和拉动力。”飞猪“6·18”项目
负责人程沉说。

“‘6·18’机票次卡等产品热销，说
明了大家的‘补偿性’出行和出游需求
还在持续释放，今年暑运，国内航空客
运量将有望超过 2019 年同期水平。”
中国民航高质量发展研究中心专家綦
琦说。

特色产品受欢迎

随着气温不断升高，被誉为“中

国最美公路”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独
库公路将迎来全线通车。许多旅游企
业已推出与独库公路相关的定制旅游
产品，天津游客安小平预订了新疆一
家旅游机构推出的独库公路全线游产
品。“我期待沿着500多公里的独库公
路，在高山峡谷与草原雪山间穿行，
沉浸式感受新疆的美景与文化。”安小
平说。有“小独库”之称的伊昭公路也
将于近日全线通车，沿途要翻越乌孙
山上的安格列特达坂，仿佛穿行在白
云之上，备受公路游爱好者青睐。

暑期是亲子游、研学游的高峰
期。近日，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厅在新
闻通气会上发布“四川有新景”“暑期
游天府”及“夏季漫游乡村”3 个主题
的旅游线路和特色点位，为广大游客
提供更多夏日旅游新体验。据介绍，
四川省内多家研学旅行基地（营地）、
研学旅行承办机构已推出夏令营、亲
子研学等暑期研学旅游产品，包括

“拾野趣味，亲近自然”“循迹访古，
触摸文明”“传承传统文化，赓续红色
血脉”等特色线路。

湖南张家界武陵源积极探索“教
育+文旅”融合发展，推动研学旅行和
劳动教育综合实践提升，开发了“研
学+亲子”“研学+夏令营”等模式，着
力打造精彩科普研学课程、特色研学
旅行基地、多样研学精品线路、安全
研学旅行机制，加快构建集地质科
普、自然奥秘、红色文化、民俗风
情、美术写生、乡村体验于一体的区
域研学链。今年 3 月，武陵源启动
2023 年研学旅行季活动，向全球发
布“张家界地貌”研学旅行产品线路和
以张家界山水为元素的美术写生产品

线路。这些产品成为暑期研学旅行的
热门选择。

各地巧打“清凉牌”

避暑游是暑期旅游市场上的“重
头戏”，也是各地发展“夏日经济”的重
要内容。

日前，2023中国（长春）旅行者大
会开幕，此次大会是中国旅行者大会
和长春消夏艺术节首次“牵手”。作为
全国首个以清凉气候资源为载体的旅
游节庆活动，长春消夏艺术节已成功
举办16届，通过精品演出、旅游体验、
户外休闲及文旅消费等各类活动，激
发文旅市场活力。此次大会的举办将
进一步打响长春消夏避暑新都市文旅
品牌。

贵州平均海拔1100米，夏季平均
气温 23℃，是同纬度最凉爽的区域之
一，全省约 3/4 的区域气候条件都适
合发展避暑旅游。如今，“中国避暑之
都·贵阳”“中国凉都·六盘水”已成为
贵州避暑旅游的“金字招牌”，毕节、安
顺、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等中国
避暑名城也久负盛名。

日前，贵州省人民政府发布 2023
多彩贵州夏季避暑旅游优惠政策，吸
引游客到贵州消夏。6月16日至8月31
日，全国在校中小学生、在校大学生，
全国6周岁（含）以下儿童、60周岁（含）
以上人士，凭有效身份证件享受贵州
省内国有A级旅游景区门票免费优惠

（不包括温泉景区门票和景区内特许
经营性项目）；其余游客在此期间赴黔
旅游也可享受景区门票五折、全省高
速公路通行费五折等优惠。

“暑期档”将启，助推旅游市场再升温
本报记者 尹 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