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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有可以实现“春天梦想”的
“蓬莱胜地”九鲤湖，有适合避暑疗
养的“夏日凉都”仙水洋，有“与秋共
舞”的“运动天堂”刺刀峡谷；也有体现
南国冬韵的“心动乐园”石谷解、十八
股头、菜溪岩……春夏秋冬皆有好风
景的福建省莆田市仙游县，正着力打
造“有一种旅游叫仙游”文旅新名片。

近年来，仙游大力发展文旅产
业，围绕区域内的重点景区，形成以
乡村旅游、工业旅游为主要内容的文
旅产业发展格局，获得“省级森林县
城”“省级生态县”“福建省十大空中
最美家园”等称号。当前，仙游正以

“四提升四打造”为抓手，着力打造
仙境、仙水、仙谷、仙山的“四仙”
圣境。

游洋镇是兴化军诞生地、古兴化
县城所在地、仙游县革命的摇篮和古
兴泰里政治文化中心，素有“千年古
邑”之称，是一块具有革命传统的红
色圣地、一片历史底蕴深厚的古邑福
地，如今也是一个生态环境优美的绿
色乡镇。该镇天马村坐拥“山、水、
厝”等特色景观，被评为“中国传统
村落”。

山清、水秀、景美，游洋镇周边
有仙游游洋出口、菜溪出口、庄边出
口、永泰梧桐出口等 4 个高速路出
口，莆炎和福诏2条高速路、联二线
和纵三线2条国省干线穿境而过，逐

步成为仙游北部山区交通枢纽。作为
仙游与永泰、涵江、城厢等交界地，
游洋镇受到福州都市圈的辐射和带
动，赢得了发展文旅产业的先机。

位于北部山区的钟山镇、西苑
乡、石苍乡等乡镇生态优良。山区民
宿、露营地火出圈，前溪村获评“中
国十大露营地”，济川村、兴山村上
榜“中国传统村落”，天马村、柳园
村发展起一批新兴旅游业态。

位于社硎乡的塘西村依山傍水，
竹林密布，生态优美，宛如绿野仙
境，是久负盛名的“天然氧吧”。村
中有峡谷、梯田，西国寺、九云寨，
自然风光秀丽，人文底蕴深厚。社硎
乡通过与闽江学院开展校镇共建，以

“乡愁+古风”为主题，充分发挥高
校人才和专家智库优势，为乡村把
脉，规划产业发展，创新打造高校产
学研和学生社会实践基地，受到众多
游客、驴友青睐。

书峰乡自宋代以来便形成了独特
的青黛种植—印染产业体系，出产质
量上乘的植物靛蓝——建青黛。今年
初，这里举办“龙腾盛世·醉美匠
心”书峰乡青黛印染非遗体验活动，
邀请厦门大学嘉庚学院、闽江学院服
装学院师生前来体验青黛印染技艺，

“唤醒”和“活化”优秀传统文化。
秀美的山水景观、灿烂的民俗文

化和繁荣的特色产业是仙游最具辨识
度的名片。仙游县充分利用祈梦习
俗、青靛提炼技艺、莆仙戏、枫亭元
宵习俗、古典家具制作技艺等非遗项
目，丰富游客的文旅体验。

“以仙山仙水仙谷，营仙境仙韵
仙景，融仙作仙艺仙货。”推动文旅
融合发展、做大做强文旅经济，仙游
因地制宜推动农业现代化和乡村全面
振兴。当地以“一园 （台创园）、一
院 （乡村振兴研究院）、两业 （特色
现代农业、现代旅游业）、三板块

（北部山区文旅板块、钟山镇有机农
旅板块、凤山艺旅板块） ”为重点，
打造成为海西夏都、山海旅游中转
站、周边城市群的“后花园”，促进
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创建全域旅游
示范区。

如何让当地文旅产业从蹿红到长
红？仙游致力于做好5篇文章：

——聚焦城市定位，打造现代化
生态旅游城市，加快融入莆田城乡一
体化发展蓝图、《福州都市圈发展规
划》，坚持城乡统筹、新城建设与旧
城更新并重，实现功能完善、各具特
色、优势互补、城乡融合的区域发
展，建设宜居宜游之城。

——拓展全域旅游，创建国家全
域旅游示范区，把九鲤湖、仙水洋、
刺刀峡谷、石谷解、木兰溪源头等

“四仙圣境”打造成仙游标志性的春
夏秋冬龙头景区，统筹开展一体化招
商、建设、运营工作，构建全域“多
日游”线路体系、旅游民宿产品体系
和品牌体系，加强与周边地市的联动
发展，提高“四仙”品牌市场知名度
和竞争力。

——规范旅游民宿，充分挖掘自
然生态、乡村民俗、古民居风貌等

“仙韵”特色资源，引进国内“百
强”民宿企业，打造“仙居”民宿品

牌。提升从业人员服务质量和水平，
培育一批精品民宿、研学教育基地、
非遗工坊、历史文化街区、乡村亲子
农场等，打造“有故事、有活力、有
颜值、有力量”的体验场景，拉长文
旅产业链。

——推动农旅融合，着力打造北
部 山 区 乡 镇 “ 生 态 旅 游 综 合 示 范
区”，推动文旅康养产业融合发展。
把山区乡镇整体建设成为鸟语花香、

“仙果”累累、“仙味”浓浓、“仙
乐”袅袅的美丽乡村，打造优质生态
旅游目的地。

——增强文化赋能，支持发展
“仙作”文化创意产业，打造一批独
具特色的文旅伴手礼，塑造“仙游质
造、品质仙货”文创产品形象，培育
2—3 家专业从事仙游伴手礼设计、
生产和销售的文创企业，着力打造

“仙货”品牌。
此外，仙游还大力实施产业特色

镇、专业村培育三年行动计划，助力实
现乡村的新繁荣、新进步、新精彩。各
乡镇（街道）按照“五个一点”投资模式

（上级资金整合一点、政府投一点、企
业让一点、成本降一点、群众筹一点），
突出“一镇一业”“一村一品”，梯次培
育打造一批特色产业超亿元村、超十
亿元镇；加快8个小微产业园建设，用
好“五回一新”（人才回归、资金回流、
项目回迁、信息回乡、技术回村，新市
民理念）政策，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

题图：福建仙游旅游资源丰富，木
兰溪穿城而过，沿河既可见优美的自
然风光，也可感受城市的现代化气息。

本文图片均由张力摄

江西省遂川县汤湖镇境内，有一
片神奇的大山，名为狗牯脑山。这里
茶树满山，茶香四溢。小镇的神茶谷
犹如一片绿色的海洋，吸引着无数游
客驻足。

春日里，我与朋友结伴走进这个
美丽的茶乡小镇，探寻狗牯脑茶的传
说，领略神茶谷的独特风情。

汤湖小镇坐落在群山环抱之中，
一条蜿蜒的河流穿镇而过。狗牯脑茶
产自高山茶园，得益于优越的地理环
境，这里土壤肥沃，气候宜人，为茶叶
的生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小镇
距离县城 60 余公里，交通便捷，是游
客探访茶乡、品味茶香的好去处。

狗牯脑茶的种植历史可追溯到明
清 时 期 。 据 载 ，清 嘉 庆 元 年（1796
年），汤湖木商梁为镒水运一批木材到
南京，在滔滔长江中遭遇狂风恶浪，
木排冲失。他被迫流落南京街头，后
被江苏太湖籍杨氏收留，并结为夫
妇。杨氏精于种茶、制茶。几年后，
夫妇俩决定返回桑梓开始新生活，他
们把带回的茶籽种在狗牯脑山上，于
是有了第一代狗牯脑茶。山川灵气的
孕育加之种茶人的辛勤培育，使狗牯
脑茶得以代代相传。1915 年，汤湖

（原称三益乡）乡绅、茶商李玉山，将所
购的数斤狗牯脑茶送往万国食品博览
会参加评比，获得国际金奖。此后，狗
牯脑茶多次荣获海内外博览会金奖，
成为闻名遐迩的茶中珍品。

神茶谷位于汤湖小镇东南部，是
一个美丽的山谷。这里山峦叠嶂，云

雾缭绕，鸟语花香。漫步在山谷中，
抬头可见座座翠绿的茶园依山而建。
在阳光的照耀下，片片茶叶熠熠生
辉，散发着诱人的清香。神茶谷内还
建有许多古朴的民居和亭台楼阁，为

游客休闲游憩提供便利。在这里，你
可以静下心来，闲坐片刻或住上几
天，品味狗牯脑茶的甘甜，也可以参
加采茶、制茶等民俗活动，感受茶文
化魅力。

我在一家茶馆坐定，请店主泡一
杯狗牯脑茶。端起白瓷杯细细观看，
只见嫩芽翩然有韵，宛若姝女初醒，
又如芙蓉颔首，继而细芽轻绽，柔蕾
徐放。随着热气升腾，茶叶片片争相
跳跃，须臾一旗一枪，竖立杯底，或
如缨枪林立，或若春笋破土，赏心悦
目。轻抿一口，真可谓：望而见莹润生
辉，闻而觉清香扑鼻，饮而感甘甜沁
腑、雅香醉人。难怪老舍先生说：“品
罢功夫茶几盅，只羡人间不羡仙。”

这里的茶农悉心传承精湛的制茶
技艺，将这片神奇的叶子发扬光大。

汤湖小镇的茶乡风情独具魅力。
这里的居民热情好客，以茶为生，也
将茶叶视为生活的必需品。每户茶农
有几十亩或上百亩茶园，人均年收入
已由过去的五六千元提升到如今的
1.2万余元。

如今，人们对生活品质的要求越
来越高，茶产业有着广阔的发展前
景。汤湖小镇的狗牯脑茶以其独特的
品质和口感备受消费者青睐，已成为
当地的特色产业。未来，当地政府将
继续加大对茶产业的扶持力度，引进
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管理模式，提高茶
叶品质和市场竞争力。同时，通过茶
旅融合，吸引更多游客走进来，品尝
狗牯脑茶的好滋味，欣赏这片青山绿
水的好风光，也更好地带动当地经济
发展、百姓增收。

悠悠神茶谷，一个充满绿意和诗
意的地方。来到这里，你定能真切地
感受到大自然无私的馈赠。

浙江嵊州之西，崇仁古镇，长
善溪穿镇而过。“这口方井旁边的
石碑刻有‘赤乌二年 （239 年） ’
字 样 ， 可 见 崇 仁 古 镇 的 历 史 悠
久。”崇仁镇中心小学三年级学生
张晨露讲解道。在崇仁，每一座台
门、每一口古井的故事，一代代传
承至今。

走在崇仁古镇，江南水乡的生
活气息萦绕身旁，在明清时期的老
台门里下象棋，木花窗旁晒太阳，
在戏台子上唱越剧……这是崇仁的
特色，也是属于浙江的韵味。

沿着浙江的老街古镇行走，有
台门老街，有小桥流水，有历史积
淀，也有市井味道。既充满韵味，
又增添时代新彩。

厚重底蕴传下去

碧绿的菜畦、高大的皂荚树、
光滑的石井栏……绍兴鲁迅故里，
鲁迅笔下的百草园正是满园春色。

绍兴鲁迅纪念馆副馆长尉加介
绍，近年来，鲁迅故里推出研学活
动，学生可以到百草园，寻找文中
提到的泥墙根、何首乌，也能在风
情园体验“水乡社戏”。

世界读书日前后，许多青年学
子来到百草园、三味书屋，实地感
受鲁迅先生笔下的生活，了解鲁迅
先生儿时的读书环境。

提起读书，鲁迅在 《病后杂
谈》 中说：“对于这种刻书家，我
是很感激的。因为他传授给我许多
知识……”这位刻书家名叫刘承
干，是嘉业藏书楼的主人。

回廊式砖木结构、中西合璧的
两进院子，中间有300多平方米的
大天井，是个晒书的好地方。这里
便是湖州南浔古镇里著名的藏书楼
嘉业堂。藏书楼建于上世纪 20 年
代，坐落在南浔鹧鸪溪畔，掩藏在
清幽的园林之中。嘉业藏书楼管理
人郑宗男介绍，这里藏书最多时达
50万卷。

刘承干一生爱书，新中国成立
后，年逾古稀的他致函浙江图书
馆：“愿将书楼与四周空地并藏
书、书版，连同各项设备等悉以捐
献……”从此，这一江南名楼成为
浙江图书馆古籍库的一部分，为我
国的出版印刷史留下了宝贵资料。

2022 年 9 月，“浙江省历史文
献数字资源总库”在嘉业藏书楼正
式发布，读者轻动指尖就能获取电
子古籍。

近日，2024 年浙江省全民阅
读活动在嘉业藏书楼启动。许多人
慕名前来，在卷帙浩繁的中华典籍
中，领略博雅精深的历史底蕴。

民俗风情看得到

夜幕降临，嘉兴嘉善西塘古镇
的灯火逐渐亮起，悠扬的歌声飘向
远方，清亮优美。

嘉善田歌源于农耕劳作实践，
表达了农民对丰收的美好向往，唱
出了江南水乡的独特韵味。

不同地域的生活方式，孕育出
多样的民俗文化，记录着一代代人
的生活轨迹，也承载着当地居民的
宝贵记忆。

还未走进绍兴安昌古镇，一股
浓郁的酱香味就扑鼻而来。循着味
道望去，只见石墙上印着“仁昌酱
园”4个大字。

走进仁昌酱园露天晒场，到处
可见装有酱料的大酱缸。100多年
来，传统的手工技艺代代相传，形
成独特的酿造法，已成为浙江省非
物质文化遗产。

绍兴酱油酿造技艺传承人滕军
康和酱油打了 40 多年交道。他介
绍，传统的制酱工艺里，“春准备、
夏制曲、秋翻晒、冬成酱”，一年四季
不得闲。制酱师傅们要定时开耙翻
缸，才能保证缸内发酵均匀。“调出
地道的酱油味道，靠的是老师傅们
的勤劳和匠心。”滕军康说。

因为有一座好酱园，酱油浸渍
而成的腊味顺理成章成了安昌常见

的风物。家家户户门口，腊肠、酱
鸭、酱鱼，晾晒在廊檐长短不一的
竹竿上。

“小时候，每到快过年时，父
母就让我们去打两桶酱油，要做腊
肠了。”在安昌古镇生活了50多年
的居民王国钧说。

古镇生活气息浓厚，沿岸居民
在自家门口靠着手艺开起各式店
铺，展示箍桶、竹编、拓印等传统
手工技艺，游客可观看、可体验，
感受绍兴民俗风情。

安昌古镇还结合本地特色，依
托传统节会，举办主题鲜明、内容丰
富的活动。“通过展示和推广本地节
庆文化，吸引更多游客到古镇感受
传统文化与习俗。”古镇安昌保护开
发建设有限公司董事长魏丽说。

运河文化活起来

杭州桥西直街，拱宸桥两岸，
白墙黛瓦、霓虹璀璨，江南水乡与
现代都市风貌并存。

在杭州亚运会开幕式上，全景
立体影像构筑的拱宸桥跃然大运河
之上，展现了钱塘繁华、江南风韵。

拱宸桥位于京杭大运河南端，
是古时杭城通往外界的起点，迄今
已有近400年历史。最初为这座桥
停留的，是两岸居民和逐运河而来
的船民商贾，他们沿运河开起了茶
楼、戏馆、米行、鱼行等。桥西至
今保存着街巷里弄格局。

坐落在桥西直街 17 号的吴理
人民俗艺术馆，是一家以打造杭州
运河主题文化为特色的艺术馆。创
办者吴理人创作的《运河杭州风情
图》收录在对岸的中国京杭大运河
博物馆，老建筑、小商贩、手艺人
悉数入画，既古意盎然，又鲜活可
感。“我从小听老人讲运河的故事
长大，运河是我取之不尽的灵感来
源。”吴理人说。

吴理人的女儿吴娴则用富含科
技元素的文创设计，诠释她眼中的
大运河。与虚拟现实技术结合的明
信片、小幅丝绸数字版画等运河主
题文创作品深受游客喜爱。“我希
望从文化遗产中挖掘美、呈现美、
传播美，让更多人读懂运河文化，
让运河文化走向世界。”吴娴说。

运河流淌千年，润泽沿岸，每
个阶段、每个时代都有独特的精
彩。去年，拱宸桥街道上线了“大
运河数字文化星谱”。“我们深度挖
掘相关文史资料，将与拱宸桥、桥
西历史文化街区相关的作品、非
遗、器物等元素，以知识图谱的形
式呈现。”文化星谱拱宸桥段项目
负责人叶健介绍，游客可以通过在
触控大屏上探索“拱宸桥 3D 知识
图谱”，了解历史、感受变迁。

除此之外，大运河数字文献
馆、大运河数字影像馆、浙江省大
运河紫檀博物馆近年来相继投用，
通过数字化技术、新媒体装置，让
运河文化动起来、活起来，为古老
的大运河增添新风采。

浙
江
老
街
古
镇

焕
发
时
代
新
彩

本
报
记
者

李
卓
尔

浙
江
老
街
古
镇

焕
发
时
代
新
彩

本
报
记
者

李
卓
尔

游客在浙江省义乌市佛堂古镇游玩。 龚献明摄 （人民图片）

悠悠神茶谷
梁路峰

汤湖小镇神茶谷的一块茶园内满目绿意，狗牯脑茶已成为助当地百姓增
收的“金叶子”。 周建强摄

福建仙游：

春夏秋冬皆有好体验
郑志忠

仙水洋是避暑佳处，图为游客在此戏水、游憩。

九鲤湖尤以山川飞瀑为最，有“九鲤飞瀑天下奇”之美誉。

读 城读 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