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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天 下行 天 下

香泉镇坐落于安徽和县的覆釜山
下，以温泉闻名。一眼泉水自山林淙
淙而来，又姗姗远去。泉水有温度、
有气质、有秉性、有孝爱，引得山外
来客在此结庐。

一

南朝梁宗室昭明太子曾来香泉。
他姓萧名统，字德施，谥号昭明。相
传萧统曾身患疥疮，遍访各地名医却
难以治愈。他常来香泉沐浴，感觉神
清气爽，疥疮渐消，欣喜至极。于
是，萧统为香泉题写了“天下第一
汤”五个大字，香泉所在的香泉镇自
此名扬天下。

在香泉镇的昭明广场，有一座萧
统的汉白玉雕像：一袭白衣，身形挺
拔。雕像不远处的老街上有一堵粉
墙，墙上的《二十四孝图》彩绘栩栩
如生，其中“孝感动天”“鹿乳奉
亲”“啮指痛心”“芦衣顺母”“亲尝
汤药”等故事，仍在民间广为流传。

孝善是至纯之情，恰似春日里一
朵朵洁白的梨花，风过处，梨花飞
舞，落入香泉。

行走在香泉梨园中，恰逢梨花节
开幕。梨花一朵又一朵紧紧挨着，你
不让我，我不让你，争领风骚。人在
梨园中游览，眸子里满是如雪的梨
花，青白色的梨枝不能承受梨花之
重，颤巍巍地上下摇晃，左右轻动，
随春风荡漾。

细观梨花洁白的花瓣中，藏着一
根根鹅黄色的花蕊，风过花摇，恰如
一双双眼睛俏皮地眨动。片片梨花在
阳光与泉水的滋养下，开遍村野阡
陌，庭前院后。

二

梨园主人杨荣健从梨花海中走
来，脸上漾着笑意，带起一阵梨花的
芬芳。十几年前，他从朋友处得知翠
冠梨多汁、味甜、品质好，于是在香
泉镇引种了 200 多亩翠冠梨，3 年后
挂果，收获了几万斤。“我种的梨不
打农药，质量好，属于绿色产品，很
受市场欢迎。不少人说吃出了小时候
的那种味道。”杨荣健说。

为打理好梨园，杨荣健雇请当地
村民常年在梨园薅草、施肥等，每到
采摘期，一天最多有 80 多人帮忙摘
梨。这些村民在家门口打工，既能照
顾家庭，又能获得收入，是一件两全
其美的事。“由于翠冠梨品质好，加
上管理得当，这些年来梨产量越来越
高，收入相当可观。”杨荣健介绍，
最近几年他还流转了300多亩地，培
育紫薇、樱花、红叶石兰、红榉、意
杨、桂花等树苗，种植了草莓、西
瓜、桃子、葡萄等瓜果，让游客体验
采摘乐趣。

“咿呀——”随着一声千回百转
的长叹，管乐顿发，丝弦齐鸣，梨园
前临时搭建的舞台上，一位青衣女子
扬长袖，舞婀娜，曲成调，声如水。
只见梨园前的半方水塘亮晃晃的，映
着天光云影和岸边翠绿的柳条。国家
级非遗项目“东路庐剧”的演员正在

表演折子戏，古戏、古腔、古韵、古
词与戏外的新村、新花、新柳、新
景，令游人眼前一亮、心波摇荡。

三

山水清音，听来令人神清气爽。
遥想萧统当年，或许也常常在香泉镇
闻泉水泠泠之声，遍阅山中春色。唐
宋时期，不少文人墨客慕名而来，游
览之余又挥毫泼墨，留下不少碑刻。
后人在覆釜山修建昭明塔、昭明亭、
昭明书院等。

一路有花随行，一路有泉相伴。
来到香泉镇泉水村，方知这里有一座
名为“杨友道”的自然村。在村口的
牌子上，记述着“三杨孝母”的感人
故事：相传清朝时期，杨友道、杨友
才、杨友仁三兄弟迁居于此，待一无
儿无女的村妇如亲母，无微不至照料
十几年，为其养老送终。为纪念“三
杨”的孝行，当地分别以他们的名字
为三个自然村命名。

通过深挖这一文化典故，杨友道
自然村在景观提升的基础上，依托原
有乡村道路，规划设计了“德爱”
路、“孝贤”路、“和美”路、“泉
水”路四条体验路线，建设了孝心胡
同、孝心长廊、怀旧影院、孝贤榜等
打卡点。

走过孝心长廊，随处可见一副副
叙写仁德孝爱的楹联；长廊下，一泓
碧水清澈见底。村子里还在打造黄
鳝、黑鱼、螃蟹、龙虾、田螺、牛
蛙、甲鱼、泥鳅等养殖育种基地，并
利用鱼塘的广阔面积，在水面上方架
设光伏板，上可发电，下可养殖，使
水域空间得到充分利用。

曾经，香泉人将“剃个头、泡把澡、
羊肉面、锅贴饺”视为幸事，称其为香

泉“四宝”。如今，这方被千年泉水滋养
的土地，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我愿在此结庐数楹，临水而居，
远眺香泉湖，近览梨花雪，闲来提壶
灌园，种梨鬻蔬，沐香泉，尽享田园生
活的纯朴与悠然……

图①：香泉镇的油菜花与民居、乡
村公路相互映衬，构成一幅美丽田园
画卷。 罗继胜摄（人民图片）

图②：香泉镇泉水村杨友道自然
村风光旖旎。

张明伟摄（人民图片）

行看香泉
常兴胜

本报电（记者朱金宜） 近日，
由莫斯科中国文化中心、中外文化
交流中心、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共
同主办的“你好！中国”——2024
大运河主题旅游海外推广季俄罗斯
专场活动在莫斯科中国文化中心成
功举办。

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公使衔参
赞、莫斯科中国文化中心主任封立
涛，中外文化交流中心副主任万铤，
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马龙，
俄罗斯外交部多边人文合作司副司
长斯捷潘·库兹缅科夫等嘉宾，以及
中俄双方文旅领域专家学者和企业
代表等150余人出席活动。

封立涛在致辞中表示，文化和
旅游是中俄双方开展人文交流和务
实合作的重要领域，两国互为重要
旅游客源国和目的地，旅游领域合
作前景广阔。大运河作为世界文化
遗产，不仅承载着丰富的历史和文
化底蕴，更是独具魅力的旅游资
源。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和莫斯科
中国文化中心将一如既往积极支持
包括江苏在内的大运河沿线省市与
俄方深化文化和旅游合作，为双方
旅游产业的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万铤表示，作为人类智慧的结
晶和文明发展的成果，运河是超越
国界的共同议题。莫斯科这座世界
名城正是因为运河的兴建得以通达
八方，获得“五海之港”的美誉。
作为本次推广季和“中俄文化年”
的亮点项目，此次俄罗斯专场活动
除了向俄罗斯朋友们展示中国大运
河的独特魅力外，更希望以“运
河”为桥梁，深化中俄文化交流、
文明互鉴，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
亲、民心相通相融。

马龙表示，作为大运河起源
地，江苏地处经济发达的长江三角
洲地区，文化底蕴深厚，旅游资源
丰富。旅游是加强人文交流和文明
互鉴的重要载体。江苏正在着力优
化入境旅游服务，完善软硬件设
施，提升支付便利化、信息发布精
准化水平，让境外游客在江苏游得
放心、安心、顺心、舒心。

斯捷潘·库兹缅科夫在致辞中提
到，中国大运河是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世界遗产名录中一项独具魅力的
文化遗产。俄中两国正致力于携手
促进文化和旅游领域的交流与合
作。我们乐见以此次俄罗斯专场活
动为代表的各类俄中文旅合作成果。

在活动现场，嘉宾们观看了
“千年运河焕新颜”主题图片展、
大运河主题看片会、运河之韵——
江苏省美术馆版画精品展，参与了
文创非遗互动体验展。此次活动
上，北京、江苏、浙江、安徽以及

河南等地进行了大运河主题文旅资
源联合推介，向俄罗斯民众展示大
运河沿线历史底蕴、自然景观、人
文风光和优质旅游资源，给当地民
众留下深刻的印象。

活动现场，无锡民族乐团为嘉
宾们演奏了 《金蛇狂舞》《太湖
美》《江南花开》 等民乐经典曲
目，引来经久不息的掌声与喝彩。

据介绍，“你好！中国”——
2024 大运河主题旅游海外推广季
于今年4月在江苏省无锡市正式启
动，活动由中外文化交流中心联合
大运河沿线八省市文化和旅游厅

（局），联动海外中国文化中心和中
国驻外旅游办事处共同举办，旨在
通过丰富多彩的形式邀请世界各国
人民共赏千年运河之美，推动中外
运河文化交流互鉴、美美与共，助
力中国入境旅游市场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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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电（记者赵珊） 近日，由
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天津市文化
和旅游局、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共
同主办的 2024 京津冀文旅协同发
展十周年主题交流宣传活动在北京
举办。

活动以“携手聚力 创新赋能”
为主题，围绕京津冀文旅协同发展
十周年成果进行回顾与展示，立足
京津冀文旅产业发展实际进行研讨
与展望，通过主旨演讲、战略签约、
成果发布、消费市集等多种形式，共
商三地文旅发展新模式，共建三地
文旅资源新平台，共探文旅协同创
新路。

十年来，三地文旅部门紧密联
系，完善协同发展机制，成立9个文
旅领域联盟，接续签订16个合作协
议，成立京津冀文旅协同专题工作
组；深入实施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
建设，稳步推进长城、大运河国家文
化公园建设；京津冀旅游标准化、京
津冀文旅行业信用体系、公共文化
服务示范走廊建设不断完善，文化
节庆、群众活动异彩纷呈，三地游客

“互相串门”已是常态，跨区域城市

群联动不断深化，“和而不同”的区
域旅游圈正在形成，京津冀文旅协
同发展进入全面对接、高效互利的
发展阶段。

活动现场，三地文旅部门联合
发布了京津冀文旅 logo 和涵盖美
食、非遗、古迹、红色等四条线路
的京津冀文旅地图；京津冀旅游行
业协会、业态联盟代表共同发表了
行业 《倡议书》，倡导三地文旅经
营单位整合资源、协作联动、规范
经营、示范引领，倡导游客文明出
游；三地还发布了包括房车巡游、
第二届京张骑游大会、第四届京张
体育文化旅游带发展大会、2024
京津冀非遗联展、书画交流展、百
姓好声音大赛等贯穿全年的京津冀
文旅系列活动。

作为 2024 京津冀文旅协同发
展十周年配套活动，以“文旅京津
冀，携手促消费”为主题的京津冀文
旅消费季首场活动启动。在活动现
场，京津冀“非遗好物”“文创集锦”

“美食品鉴”“爱上阅览”“户外潮玩”
等主题的市集活动，吸引不少市民
游客前来体验。

京津冀深化文旅合作

在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乌兰木伦湖景区，游客和龙舟运动爱好
者泛舟湖上。 王 正摄 （人民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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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位于澳门路氹城的澳门银
河综艺馆人声鼎沸，这座澳门最大的
室内综艺馆迎来2024年世界女排联赛
澳门站。海内外游客享受体育盛宴，也
感受到澳门火热的迎客气氛。

中国旅游研究院近日发布的调查
显示，随着赴港澳“个人游”城市扩
容、签注和通关便利化及“澳车北
上”等政策的落实，今年第一季度澳
门旅游满意得分跃升，首次成为内地
出境旅游者最满意的目的地。

澳门为何受到海内外游客青睐？
体验“老”与“新”——历史纵深和

高速发展的碰撞。“澳门历史城区”在
第29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获准列入《世
界遗产名录》，古老城区串联起妈阁
庙、港务局大楼、郑家大屋、岗顶剧院、
民政总署大楼、卢家大屋、玫瑰堂、大
三巴牌坊和大炮台等超过20处建筑，
映射出岁月的厚重沉淀。

高速发展让澳门焕发出前所未有
的活力。夜幕低垂，路氹城金光大道华
灯初上，熠熠生辉。一幢幢地标性酒店
建筑犹如璀璨珠链，串联起澳门都市
繁华画卷。包含酒店在内的商业综合
体，让游客尽享水上乐园、teamLab 光
影秀、哈利·波特展览以及美食之旅等

“一站式”体验。
澳门特区政府旅游局表示，据国

际评分机构推出的 《福布斯旅游指
南》 显示，2023 年澳门有 22 家酒店

业场所获得福布斯五星酒店称号，成
为全球福布斯五星酒店最多的旅游目
的地。

澳门旅游业巧妙打造了“旧城新
游”的融合之旅。从氹仔的酒店启程
搭乘轻轨穿梭至对岸，抵达澳门最古
老的庙宇妈阁庙，再乘船至静谧的路
环漫步，仿佛穿梭于历史的长河。

感受“中”与“西”——中西合璧、
古今荟萃的多元文化包容共济。妈阁
庙、观音堂、莲峰庙等古色古香的中
式庙宇，承载着中华文明的深厚底
蕴；龙环葡韵、市政厅广场等色彩斑
斓的西式建筑，洋溢着异国情调的特
色风貌。它们共同折射出澳门文化的
多姿多彩。

品味“慢”与“快”——动静相宜、
张弛有度是小城的旋律。有人说，澳门
是一座“不在乎时间的城市”，适合用
脚步来丈量。

路环是澳门西南部一片悠闲休憩
地。位于路环的荔枝碗船厂片区，是
澳门仅存的保存较为完整的造船工业
遗址。澳门特区政府和企业共同推进
活化计划，焕活荔枝碗船厂片区文旅
产业，向游客讲述千帆竞渡、渔歌唱
晚的历史。

会展业是澳门特区政府着力发展
的重点行业之一。在金光会展中心，
各类博览会层出不穷，商务客人齐聚

“小城大会”。“参加展会的同时可以

兼顾购物、美食、娱乐等多项体验，
高效便捷。”前不久参加过BEYOND
国际科技创新博览会的汪女士说。

球网间的紧张对峙、运动员的凌
空扣杀、激情四射的赛场氛围、扣人心
弦的比赛瞬间，共同写就2024年世界
女排联赛澳门站的精彩篇章，展现了
速度与激情的完美融合。澳门格兰披
治大赛车、澳门国际马拉松、澳门国际
乒联世界杯、澳门国际龙舟赛……一
系列特色体育赛事已成为澳门的闪亮
名片。

银河综艺馆的工作人员介绍，每
一场大规模的赛事和演出，都会为周
边的酒店和餐饮业带来络绎不绝的客
流。赛事主办方提供接驳车服务和现
场引导，让每一位观众都能享受满意
的观赛体验。

澳门城市大学国际旅游与管理学
院执行副院长李玺表示，丰富的旅游
资源、高水平的服务、安全有序的旅
游环境、居民友善谦和、多彩的节庆
活动……共同构成了澳门吸引游客的

“奥秘”。
澳门特区政府旅游局表示，未来

将共同推动综合旅游休闲业高质量及
可持续发展，擦亮澳门国际大都市

“金名片”，巩固澳门世界旅游休闲中
心的地位。

（据新华社澳门电 记者李寒芳、
郭雨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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