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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勒泰地区
地处北纬 45 度至 47 度世界滑雪黄金
纬度带，雪期长、雪质优、雪量大，山
势天成，有“人类滑雪起源地”之称。
过去，积雪给阿勒泰带来的是封山闭
塞、农牧民窝冬和各类自然灾害。如
今，阿勒泰地区依托自然资源优势，
打造“中国雪都”国家气候标志品牌，
发展冰雪旅游，将冰天雪地转化为金
山银山。

10 月初，阿勒泰地区可可托海
国际滑雪场提前开板，开启长达 6
个月的雪季，吸引全国各地的滑雪
爱好者到这里畅享雪趣。

“滑雪、泡温泉……我们进一步
丰富冬季旅游产品供给，满足人们不
断增长的冬季旅游需求。目前滑雪场
的各项准备工作已接近尾声，我们将
为雪友提供更加优质的滑雪+汤泉体
验。”吉克普林国际滑雪度假区副总
经理张嘉瑞说。

曾经，阿勒泰旅游发展淡旺季
不平衡，每年 90%左右的游客接待
量集中在 7—9 月，冬季旅游鲜有人
问 津 。 其 实 ， 阿 勒 泰 冰 雪 资 源 丰
富，全年降雪期长达179天，积雪期
长达130多天，是不可多得的冰雪旅
游胜地。在中国气象局和阿勒泰地
委共同推动下，阿勒泰荣获“中国
雪都”国家气候标志，吸引国内外
企 业 前 来 投 资 建 设 一 批 高 标 准 雪
场，启动建设滑雪训练基地及赛事
中心，为发展冰雪旅游注入活力。

曾经跑遍大半个地球、去过众
多国外知名滑雪场的导游李霞，对
滑雪运动尤为喜爱，阿勒泰地区的
优良雪质给她留下深刻印象。2019
年，她在阿勒泰市将军山国际滑雪
度假区成为一名滑雪教练，据她介
绍，近年来阿勒泰滑雪的游客数量
激 增 ， 她 做 教 练 的 月 收 入 翻 了 一
番。冰雪游还带动当地酒店住宿、
汽车租赁、餐饮等行业发展，让更
多人吃上“旅游饭”。

为了充分利用“中国雪都”的
金字招牌，将冰雪“冷资源”持续
转化为“热经济”，冰雪旅游气象服
务不可或缺。作为水源涵养型山地
草原生态功能区，阿勒泰地区对全
球气候变化十分敏感。阿勒泰地区
气象局局长李艳红介绍，阿勒泰山
脉近年来降雪量呈减少趋势，针对
去年雪季降雪偏少，气象部门及时
开展人工增雪作业，并为各大滑雪
场提供最佳滑雪时段预报，提升滑
雪爱好者游玩体验。

“去年，阿勒泰地区出现 130 多
处雪崩隐患。针对这类自然灾害，必
须超前谋划防范和应对措施，让游客
玩得安心。”据阿勒泰地区创建中国

（长白山脉—阿尔泰山脉） 冰雪经济
高质量发展试验区负责人张清湖介
绍，未来计划投资100多亿元在阿勒
泰地区打造 11 个精品滑雪场及相关
配套设施，这需要气象服务提供支撑
保障，筑牢冰雪旅游安全网，更好实
现冰雪资源生态价值转化。

富蕴县副县长闫志刚认为，目
前阿勒泰冰雪产业发展格局初步形
成，冰雪旅游基础设施日趋完善，
冰雪经济发展势头喜人，应加强对
精细化气象服务、冰雪产业全链条
等规划布局，围绕当地实际，加快
推 进 冰 雪 旅 游 品 质 化 和 智 慧 化 发
展，让“中国雪都”国家气候标志
品牌进一步推动阿勒泰地区冰雪经
济高质量发展。

可 可 托 海 镇 近 年 来 知 名 度 提
升，游客如织。不少企业看重当地

独 特 的 气 候 条 件 和 优 质 的 旅 游 资
源 ， 在 可 可 托 海 发 展 冰 雪 旅 游 项
目，投资上亿元建设酒店和娱乐等
配套设施的企业有20多家。

据悉，为持续扩大阿勒泰冰雪
旅游品牌影响力，阿勒泰地区不断
培育重点龙头企业，逐步完善将军
山、可可托海、吉克普林国际滑雪
度假区基础配套设施，建设了 2000
多家酒店、特色民宿，不断织密加
油站、充电桩、停车场等服务型站
点网络建设，进一步提升冬季旅游
接待能力，为游客提供更全面的旅
游服务。今年雪季，在“2023—2024 欢
乐冰雪旅游季”活动期间，阿勒泰
地区推出“泰旅通滑卡”，游客可通
滑将军山、可可托海、吉克普林、
青格里狼山等雪场，联动区域间雪
场资源。

阿勒泰市文旅局局长程云竞介
绍，2023—2024 雪季，阿勒泰市将
有 6 家星级酒店建成营业，在继续
做好已有公交车、出租车、旅游客
车运营保障工作的同时，将推进网
约车等社会车辆投入运营，让游客
顺畅出行。

阿勒泰地区行政公署副专员汤
杰表示，将充分利用“中国雪都”
这块金字招牌，全力打造集冰雪运
动、冬季休闲度假和特色产业服务
于一体的冰雪产业链。

下图：在阿勒泰市将军山国际
滑雪度假区，滑雪爱好者远眺城市
景色，畅享冰雪乐趣。

阿尔达克·拜斯汗摄（人民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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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武汉电 （记者吴君） 近
日，湖北省首个长征国家文化公园
园区在黄冈市英山县陶家河乡建成
开园，红军将士亲属代表、军史党
史专家学者等千余名嘉宾和游客到
园区参观。

英山县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
重要组成部分。2021 年 12 月，总
投资 2.58 亿元的长征国家文化公
园项目落地英山，2022年 5月正式
动工，主要包含红二十五军长征
集结地历史步道、牛背脊战斗重
点展示园、陶家河革命传统教育
基地、红二十五军在英山革命陈
列展览、陶家河红色文化小镇风

貌提升等5个子项目。
英山园区整体按照“一心、两

带、三片、多点”设计建设：“一心”即
长征文化核心展示区，“两带”包括
战场展示带、军民鱼水情展示带，

“三片”即战斗遗迹体验片区、军民
团结纪念片区、长征文化展示片区，
三个区域通过长征历史步道相连
接，力争多维度、多视角、全方位展
示长征精神。

目前，红二十五军军部旧址、红
二十五军七十五师驻地旧址、鄂豫皖
省委扩大会旧址等已修葺一新，17.3
公里的红二十五军长征集结地历史
步道初步建成。英山县将结合“红色

美丽村庄”“水美乡村”等规划，让园
区体现湖北气质与英山特色。

据了解，长征国家文化公园是
五大国家文化公园之一，整合长征
沿线 15 个省区市文物和文化资源，
建设成为呈现长征文化、弘扬长征
精神、赓续红色血脉的精神家园。

《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规
划》将湖北省英山县和郧西县两地
列为湖北段重点建设项目。

“我们将持续把长征国家文化
公园英山园区打造成全省乃至全国
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国防教育基
地、红色历史教育、红色旅游研学基
地，成为华中地区红色旅游新地

标。”英山县委书记郑光文表示，将
深入挖掘革命老区红色文化资源，
推出一系列红色乡村旅游体验项
目，发展乡村旅游、民宿体验、生态
休闲等新业态，让红色旅游助力乡
村振兴。

英山县委宣传部部长童壁表
示，英山县将全力以赴做好长征国
家文化公园英山园区发展的“后半
篇”文章，继续完善配套设施，丰富
文旅产品供给，开发系列红色文创
产品，打造红色精品旅游线路，加大
招商引资力度，多元开发旅游新业
态，挖掘厚重的红色文化，推动“红
色+文化+旅游+产业”深度融合。

长征国家文化公园英山园区开园

“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
观”位于云南省普洱市澜沧拉祜族
自治县。公元 10 世纪以来，布朗
族、傣族先民先后迁徙至景迈山定
居，并在这里发现和认识野生茶
树，利用森林生态系统，探索出

“林下茶”种植技术，逐步形成万
亩古茶林。千百年来，人们围绕古
茶林，对山区土地集约利用并合理
布局，创造出林茶共生、人地和谐
的独特文化景观。

今年 9 月，在沙特阿拉伯利雅
得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四
十五届世界遗产大会通过决议，
将中国“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文化
景观”列入 《世界遗产名录》，中
国世界遗产数量增至 57 项。作为
全球首个茶主题世界文化遗产项
目，景迈山吸引众多游客前来参
观，领略这座“世界茶文化历史
自然博物馆”之美。

远看是森林，近看是茶林

景迈山的古茶林并不像一般台
地茶田那样规整分明。远远望去，只
见群山翠绿，不见茶田垄畦，只有置
身于古茶园中，才能一窥其中奥秘。

走进景迈山上的大平掌古茶
林，高大的榕树、樟树下，古茶树渐
次生长，再往下还有丰富的石斛、松
萝等附生寄生植物。郁郁葱葱的古
茶林里，孕育着众多珍稀动植物。

云南大叶茶树耐荫、喜温、喜
湿，景迈山的先民在驯化野生茶树
的过程中，逐渐认识其生长习性，

利用当地的森林生态环境，用林间
开垦和林下种植方式栽种茶树、养
护茶林。从此在茫茫林海中，大叶
茶树悄然生长，逐渐形成独特的林
茶共生景观，延续千年并保存至
今。

立体的草本群落结构，不仅能
在不同高度层巧妙分配光照和养
分，更使各种植物的芬芳相互交
融，沁入茶叶。优质的景迈古茶有
浓郁的山野之气，其独特的兰花蜜
香受到不少茶客的喜爱。细腻、顺
滑、回甘持久的茶汤，是大自然的
馈赠。

“这里的森林结构十分完整。”
西南林业大学古茶树专家蓝增全介
绍，利用森林生态系统提供养分并
防止病虫害，不施肥、不用农药，有
利于造就高品质的有机茶叶。“当绝

大多数茶园采取台地化、规模化、农
场化的‘种植园模式’时，这种传统
茶园种植模式显得更加珍贵。”蓝增
全说。

茶与生活密不可分

在景迈山上，有个不成文的古
茶采摘规定：只追春秋，不问冬夏。

景迈山一般有春、夏、秋三个采

摘期，每年农历 2月—4月是春茶采
摘期，农历 8月—9月则是秋茶的丰
收季。“为了保证茶树充分积累养
分，夏茶通常都不再采摘。”茶农仙
贡说。

刚刚过去的秋茶采摘季，村民
们收获颇丰。据仙贡介绍，这里的
村民世代采茶，有些古茶树高达数
米，需要搭梯爬树进行采摘。每逢
采茶季，在古茶林中都能看到身着
民族服饰的布朗族、傣族村民忙碌
的身影。他们身形灵活，在林中穿
梭，小心采摘叶片，避免古茶树受
到伤害。

茶林深处是古老村寨。“叶怎
么落寨子就怎么起，树根怎么长路
便怎么走。”今年已经 80 岁的苏国
文住在景迈山上的芒景村中，村子
四周绿意盈盈，生态优美。为了有

效处理人与森林、茶林的关系，合
理利用珍贵的土地资源，景迈山世
居民族探索建成了独特的村寨格
局：水源地在山顶，古茶林和村落
在山地中部，外围防护林防止病虫
害传播，耕地则在水源充足、海拔
较低的河谷地带，避免耕种过程中
对古茶林的干扰。

“茶与我们的生活密不可分。”
苏国文说，现在只要身体条件允许，

他每年都要和家人一起采茶制茶。
用竹筒装盛制作的茶叶、用木头做
挎包、村落屋顶上用古茶树的“一芽
两叶”作装饰图案……取法自然、人
茶共生的传统文化早已融入村民生
活的方方面面。

茶旅融合助增收

景迈山上流传着这样一道祖
训：“留下金银财宝终有用完之
时，留下牛马牲畜也终有死亡之
时，唯有留下这茶园和茶树给你
们，方可让子孙后代有吃有穿。”
多年来，合理利用森林、保护茶
林、延续村寨文化，是当地政府和
村民的共识。

“不得使用化肥农药”“严禁毁
灭性采摘”……村民们自发的保护

行动被写进村规民约，当地政府也
不断完善法规，先后修订出台《普
洱市古茶树资源保护条例》《云南
省澜沧拉祜族自治县景迈山保护条
例实施办法》等20多部针对古茶林
保护的规章制度，将古茶树保护工
作落到实处。

为了保护景迈山“山共林、林
生茶、茶绕村”的景观结构，保持人
与自然良性互动，景迈山各个村落
的电力等基础设施建设曾“让道”
于古茶林，后来政府逐步加大投入
力度，在保留原有风貌的基础上对
民居进行修葺，将公路修成弹石路
面，村民的居住环境大幅提升。如
今行走在景迈山，古茶树枝繁叶
茂，传统民居风貌依旧，电力、通信
等基础设施一应俱全。

为了让景迈山古茶林焕发新
的活力，近年来，当地政府帮助
茶农成立或加入茶叶农民专业合
作社，并通过电商平台进行茶叶
销售，不少村民还将自家采茶制
茶的照片发布在社交媒体上，吸
引人们前来买茶和观光。仙贡介
绍，她在景迈山上开了一家农家
乐，接待茶商和游客，广受欢迎。

如今，随着景迈山申遗成功，
这座曾经“养在深闺人未识”的宝
藏越来越被世人所关注与喜爱。

“在山上保护好古茶林文化景观，
山下发展文旅产业，才能让保护和
发展两不误。”普洱市景迈山古茶
林保护管理局局长、澜沧县委副书
记张丕生介绍，澜沧县按照“山上
做减法、山下做加法”的部署要
求，打造“茶林恬静有序、城市热
闹沸腾”两个场景，推动澜沧全域
旅游发展。据初步统计，今年中秋
国 庆 假 期 ， 澜 沧 县 共 接 待 游 客
23.40 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 2.10
亿元。

“游客真是太多了，我家的民
宿根本不够住。”芒景村翁基村民
小组的村民岩保说，他利用自家住
房开起了可供 30余人住宿、100余
人就餐的农家乐，一到节假日，农
家乐几乎天天爆满。岩保还带着游
客到村寨附近的森林里感受自然风
光，景迈山的美景受到不少游客的
好评。

来自武汉的游客余琴说：“这
里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旅游胜地，
不仅风景美、空气好，当地人也非
常热情，住宿、吃饭、购物等价格
实惠，以后我还会再到景迈山来。”

景迈山行 茶香万里
本报记者 李茂颖 张 驰

游客在景迈山翁基古寨参观游玩。 新华社记者 胡 超摄

景迈山芒景村风光。 新华社记者 李 贺摄景迈山芒景村风光。 新华社记者 李 贺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