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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太原市地理位置优越，距
离北京、天津、郑州、石家庄等城市
都在3小时高铁路程内。近年来，太
原市不断加强文博场馆建设、完善吃
住行娱等文旅要素，激活演唱会经
济，提升游客旅游体验，正在日益成
为华北地区重要文化旅游目的地。

博物馆之城显底蕴

文博场所正成为太原旅游的最大
增长点。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太原
文物景区、文博场馆接待游客数量增
长迅猛，纯阳宫、文庙、晋商博物
院、太原北齐壁画博物馆、山西博物
院等多个文博场所成为一票难求的网
红打卡点。

太原是拥有 2500 余年建城史的
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太原市委市政府
深入挖掘历史文化资源，传承保护城
市文化遗产，全力建设“博物馆之
城”。目前太原已有各级各类博物馆
101 座，平均每 5.4 万人拥有一座博
物馆。

太 原 现 存 各 类 不 可 移 动 文 物
2237 处、各级文物保护单位 541 处，
从早期的晋阳城，到隋唐的龙城、并
州，都留下了丰富的历史文化遗存。
一座座博物馆，连接着一座城市的过
去、现在、未来。在晋阳古城考古博
物馆，游客踏上展厅透明玻璃栈道，
就能看到高大的夯土城墙和千年前人
们打夯土建城的场景——这是模拟的
晋阳古城遗址考古现场。

“这段城墙原址在晋阳古城西北
城角内侧，有东周、魏晋、唐代等多个
时期的遗存，见证了太原城市的建城
脉络。”太原市文物保护研究院研究员
常一民介绍。“一个博物馆就是一所大
学校。今年1月，晋阳古城考古博物馆
建成开放，通过一系列科技手段呈现
晋阳古城多年考古成果，让市民能更
好了解‘锦绣太原城’的来龙去脉。”太
原市文物局局长刘玉伟说。

太原将博物馆建设纳入城市经济
社会发展总体规划。近年来，太原投
入大量财政资金用于博物馆建设，还
以多种方式筹集资金，分门别类打造
三晋文化、晋商文化、红色文化、重
工业文化等不同类型博物馆。

喜欢在博物馆做志愿者的市民吕
志杰说：“从外地回到太原工作后，
被家乡深厚的历史底蕴深深吸引。城
市里博物馆随处可见，成为我和朋友
了解历史文化、周末休闲的优先选
择。生活在太原，我感到很幸福。”

全域旅游打造品牌

三山怀抱、汾河中分，山湖河林
密布，气候宜人，太原有着优秀的自
然资源。历史上的太原繁花似锦，李
白的 《太原早秋》 中有“霜威出塞
早，云色渡河秋”描绘太原秋日美
景，宋元时民间有“花花真定府，锦
绣太原城”的谚语，北宋词人沈唐有

“山光凝翠，川容如画，名都自古并
州”的赞誉……诸多名篇名句彰显着
古都太原的气象万千。

近年来，太原坚持治山、治水、
治气、治城相结合，逐渐再现“锦绣
太原”盛景。

远山如黛，草木葳蕤，碧波荡
漾。初夏季节，太原城区段汾河景色
如画，空气润泽。傍晚时分，滨河而
建、全长 40 余公里的自行车道上，
不时有跑者闪过；在网红打卡地“彩
虹公路”，周末满是骑行者，不远处
就是天龙山、太山等景点，太原美景
尽收眼底。初夏的太原宛如一座大公
园，“水上西山如挂屏，郁郁苍苍三
十里”美景再现。如今太原绿化覆盖
率超过44%，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近13
平方米，城市公园数量居全国前列。

近年来，太原市持续推进全域旅
游建设，优化完善一环 （环太原东西
山旅游公路）、一带 （汾河景观游憩
带），加快晋阳古城、太原府城、西
山、汾河四大旅游板块建设，全力打
造龙头景区。

太原通过“吃住行游购娱”全要
素发力、全链条推动，充分释放省域
文旅综合集散功能，提升市民游客旅
游便利度。以标准化建设和品牌创建

为抓手，支持各景区、历史文化街区
等引进各类文旅产业；一大批非遗工
美、老字号、特色书店、博物馆、美
术馆、地方特色美食等入驻旅游景
区、商业综合体和历史文化街区；完
善业态布局，文旅业态和产品供给持
续丰富，大力发展文旅康养集聚区、
文旅康养示范区、文化产业园区、文
旅特色小镇，形成集聚发展态势，让

“锦绣太原”的知名度和吸引力显著
提升。

演唱会经济引客来

日近黄昏，钟楼在薄暮中更显巍
峨，明清风格建筑与民国建筑相间，
整条街道散发出浓郁的历史气息。大
宁堂、乾和祥、老鼠窟、亨得利、开
明照相馆……一座座老字号在无声讲
述着一段段辉煌历史。

太原钟楼街上汇集了8家中华老
字号、3家三晋老字号，占太原老字
号半数以上，曾是历史上太原府城内
最重要的商业聚集区。近年来改造重
修后，这里不仅重新成为太原商业街
区的龙头，还成为太原文旅的一块新
招牌。迎泽区委主要负责人介绍，钟
楼步行街激活提升了全区商业、文
旅，入选了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
费集聚区、国家级旅游休闲街区。
2023 年 ， 钟 楼 步 行 街 总 客 流 量 达
1317 万余人次。2024 年春节假期累
计接待游客104万人次，位居山西省
9条省级步行街第一。

太原实施了文旅“三百”行动，
即开发 100 种文创产品、推出 100 项
非遗工美、叫响100个名优特产，让
太原文旅不仅“看得见”“记得住”，
还能“带得走”。同时，太原也在推
动文旅场所扩容提质，加快推进钟楼
街三期、太原古县城二期、晋阳里二
期、森栖小镇二期等项目建设，打造
千年府城会客厅。

此外，“演唱会+旅游”更是为
太原文旅增光添彩。今年以来，太原
积极发展演唱会经济，邀请更多艺人
来太原举办演唱会，吸引各地歌迷前
来观光旅游。一场场演唱会在太原拉
开帷幕，一首首经典歌曲为观众展现
跨越时空的音乐魅力，也为这座城市
带来更多活力。

看演唱会的游客下飞机就有礼
物；在演唱会当日增派公交车辆免费
接驳并提供延时服务；歌迷持有演唱
会门票，可以在演唱会举办前后免费
游览多个景区、博物馆；成立演唱会
经济服务保障工作专班，解决演唱会
举办堵点难点问题；为歌迷提供免费
饮水……太原推出多项贴心举措，优
化歌迷游览体验，也带动了更多文旅
消费。在太原经营相关演出场所的华
舰集团负责人表示，预计公司今年全
年承办演唱会将达到 20 场以上，累
计将吸引 70 万名歌迷观演，带动综
合消费达数十亿元。

春夏之交，我来到四川省成都
市大邑县安仁镇的南岸美村。

一

天气预报很准，说有雨，雨就
下了起来。从酒店出来，大巴车在
雨中行驶，车内的暖湿空气蒙在窗
玻璃上，模糊了车外的景物。放眼
望去，田野没有了束缚，大巴车仿
佛行走在朦胧诗行里，给人开阔的
想象空间。

一路上，我就在这样的空间里
想象着南岸美村的美，琢磨这个有
些特别的地名。在我的认知世界
里，地名往往与那个地方的家族姓
氏或者山川河流有关，又或者来源
于标志性的建筑以及历史典故等，
带着浓郁的地域特色。南岸美村这
个地名肯定不是它的老地名。向陪
同的小妹讨教，果然如我所想。南
岸美村的老地名叫清源村，因这里
位于斜江河的南面，新农村建设合
并村社时，为了发展乡村观光旅游
产业，推动产业融合，人们取了一
个好听的名字，叫南岸美村。

走下车，清新的空气扑鼻而
来，无数负氧离子让我神清气爽，
一切景物也都跟着清晰起来。黄金
菊、月见草、鸢尾花簇拥在田园绿
道两旁，灵动得可爱。而最讨人喜
爱的当属鸢尾花，蓝色、紫色、白
色、黄色，十分打眼，把乡村装扮
得俏丽多姿。一把把雨伞撑开来，
蓝色、紫色、黄色，散落在田野
间，与绿道两旁的鸢尾花呼应着。

这是花的季节，也是雨的季
节。花和雨为南岸美村编织了一幅
水灵灵的背景。

二

走进南岸美村，村口是清风荷
塘景点。荷塘不大，雨中的荷叶亭
亭玉立，嫩生生的，少女一般，萌
动着青春的活力。雨点洒下来，在
荷叶上蹦蹦跳跳地玩着，有些调
皮。微风一摇，荷叶轻轻摆动，那
些想在荷叶上撒娇的雨点，便一骨
碌栽进了荷塘，纵有万般不舍也无
可奈何。站在荷塘边，我看到了出
水芙蓉的美貌，也看到了古老乡村
的鲜活，想象着鱼在莲叶间嬉戏的
快感。按现在流行的说法，这算是
今天“最美的遇见”。我于是对南岸
美村充满了好感，毫无保留地喜欢
上了这里。

清风荷塘不远处是乡村生态博
物馆。这里展示着川西坝子的农耕

农事，陈列着一幅幅乡村老照片，
乡村生态博物馆是一本厚重的乡愁
记事本，深情地讲述着村民生动温
情的乡村记忆。这里也是村民聚
会、阅读、交流的场地，村民经常
来这里碰碰面，聊聊天，或者翻阅
一些与生产生活有关的书报，为闲
暇的日子增添一份文化色彩和一丝
生活情趣。

我在乡村生态博物馆的阅览室
里随手翻阅着杂志报纸，陪同的小
妹热情地跟我聊起了南岸美村建设
的故事。新农村建设依托乡村原有
的水系沟渠路网，整田、修路、护
林、理水、改院，保留了川西林盘
的自然生态，那一簇簇竹林、三两
枝桃花杏花、房前屋后的杂草都坚
守在原地，续写着成都平原历史久
远的地理风貌。老百姓没有离开原
来耕种的土地，还是这片土地的主
人。他们收着土地的租金，又在这
片土地上务工，还能外出找活干，
生活自由而惬意。他们走在自家的
田间小道上，或者走到田里去耙地
插秧，就能触摸到祖先的足迹，就
能牵扯出一串串古老的故事，就能
打捞起乡愁的记忆。那些保留下来
的林盘生态环境和劳作场景，还是
祖祖辈辈薪火相传的味道。

绿道串联起来的农家院落得到
了修缮，环境得到了美化，面源污
染得到了有效治理，光纤宽带、天
然气、自来水进家入户。绿道纵横
交织，把一座座林盘院落串联起
来，构成了川西坝子典型的田园风
光。新农村模糊了与城市的边界，
南岸美村俨然就是城市街区的自然

延伸。我在农家院落长久停留，感
慨万千。我来自乡村，在农家院落
长大，我们这一代人过去想都不敢
想的美好的农家生活图景，如今正
在悄然变成现实。

田野深处有一座老酒厂，静悄
悄度过了好长一段孤独的日子，酒
香却似乎没有散去。人们从这里路
过，还能想起改革开放之初村民轰
轰烈烈创业的故事。如今，人们借
力新农村建设，稍加改造和装饰，
把老酒厂改造成了乡村客厅，为文
创孵化、会议休闲、商务洽谈提供
了时尚的田园空间。设计者匠心独
运，乡村客厅保留了老酒厂的锅
炉、冷却器、水塔和酒窖等设施，
既丰富了旅游资源，又成为展示酒
文化的窗口。我从这里走过，就在
不经意间读懂了五谷杂粮孕育成酒
的过程。

三

来这里休闲旅游的人们，从乡
村客厅出来，就可以带着孩子走进
广袤的农田，做一回“带月荷锄
归”的农夫，翻地、施肥、采摘、
收割，去期待撒下的一粒粒麦种变
成香喷喷的面包，去看一看自己每
天吃的菜油长在哪一粒油菜籽里，
去读懂“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
苦”的真正含义。

农田，常常能升腾起人们对美
好未来的向往。走入农田，心就踏
实了。

此时的我正站在农田里。田
里，金黄的油菜花已经谢幕，浓郁

的花香已经归隐，整个田野灰蒙蒙
一片，过去日子里直挺挺的油菜，
这时全都沉甸甸地低下了头，向着
土地“作揖”。雨一滴一滴浸入泥
土，再顺着油菜的经脉往上涌动，
油菜籽一粒一粒鼓了起来。古人说

“春雨贵如油”，油菜籽灌浆的这段
时节，正需要雨水的浸润，这一滴
滴春雨不就是一滴滴菜油？

走在南岸美村的绿道上，透过
雨雾，望着斜江河北岸的安仁古
镇，我想起了陆游。“何时有余俸，
小筑占云根。”当年陆游想修房造屋
长久居住的地方，可能是北岸的安
仁古镇，也说不定就是现在的南岸
美村。

田里的油菜花谢了，绿道旁的
鸢尾花开了，南岸美村在四季轮回
中不断生成新的风景。

南岸美村，一个好听的名字，
一个做梦都想留下来的新农村。

南岸美村没留住我行走的脚
步。我收好雨伞，走上大巴车，从
南岸美村出发，走向另一个村庄。
我想，那里的风景应该和南岸美村
一样的美好。

（本文配图由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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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喜欢看地图，喜欢骑行、自
驾游。在地图上观察，道路四通八
达，像巨大的蛛网；在公路上行
进，如同沿着蛛丝滑行，像风一般
畅快。

这样说来，织网的蜘蛛自然就
是各级公路管理部门和众多筑路工
人、道路养护人员。此前，安徽省
作协和省公路局联合举办考察活
动，组织作家参观“四好农村路”，
让我有机会进一步欣赏乡村美景，
并了解和体会筑路工人的辛苦劳作
和奉献精神。

花月大道的名字经常使我想起

唐诗《春江花月夜》，它沿途的风景
美轮美奂，令人沉醉。

花月大道的起点在安徽省和县
西埠镇大老陈村，与省道 S212 相
交，途经善厚镇半月湖、王店村、
东西曹村，终点在和县石杨镇花园
村，与县道 X034 相接。其全长 13
余公里，路基宽 12 米，路面宽 6
米，为沥青浇筑。我每次骑行时，
车轮都会发出嚓嚓嚓的摩擦声，像
优美动听的乐曲。

花月大道是连接鸡笼山—半月
湖、香泉旅游区两个4A级景区的主
要通道，沿线山峦起伏，花团锦
簇。行道线以红、黄、蓝三色喷
涂。极目远眺，红、黄、蓝三条线
如彩虹将沿线乡村美景串珠成链。
行走于这条“彩虹路”，仿佛置身于
山水画卷之中。它还是“2019年全
国最美乡村路”和 2023 年全国公
路+旅游融合发展“十佳案例”。

我曾多次来这里参观游玩。
沿途的新庄村背靠小山，前临

竹海，水田比较少，呈梯状分布，
曾一度凋敝。花月大道开通以后，
相关部门争取到乡村振兴资金，开
辟道路、打通村庄环形通道、改造
建设民宿和青年旅舍，如今整个村
庄变身生态花园，游客络绎不绝。

距离新庄 3 公里的陈百户村也
是如此。花月大道建成后，经过对
村庄的整治、改造、美化，如今这
里已成为远近闻名的打卡地、画家
村和写生基地。我多次陪同朋友来
此参观，在村中宽敞的凉亭里举行
笔会，留下许多美好的回忆。

再往前走是古村落花园戴村，
还可到达桃花源、香泉湖、香泉
街、泉水村……车在山中行，人
在 画 中 游 。 沿 途 村 庄 墙 壁 刷 白 ，
房屋粉墙黛瓦，还有的利用农家
物件，如农具、酒坛、米筛、旧
自行车、废旧农业机具等，建成
乡 村 景 观 小 品 ， 形 成 具 有 农 家 、
公路特色的亮丽景致，彰显出本
村特色和文化底蕴。

丰乐古道位于西埠镇。西埠古
名西铺，清代改名丰乐，民国初年
改为西埠，并沿用至今。10 多年
前，我骑行过这条路，那时它是砂
石路，狭窄曲折。一起骑行的朋友
告诉我，很多年前，人们从和县县
城到滁州全椒县城贩卖小猪小鹅，
就走这条路，单程要走一天。

2016 年，和县开始修建丰乐古
道，翌年建成。其路面宽6米，长约17
公里，沿途峰回路转，一步一景。

丰乐古道建成后，我成了它的

常客。它路面宽阔平坦，人文景观
众多，有山有水，风景奇美。得益
于丰乐古道，沿途的村庄实现了华
丽转身。

在合洼村，“马鞍山好人”朱滨华
创建了“半在园乡村读书基地”，我常
去那里给村里孩子开办读写讲座；
在熊官塘村，我常常带朋友品尝这
里的老鹅汤等特色菜肴，夏天还可
以喝点啤酒，用鹅毛扇摇出些凉
风，快活如同神仙；在山里塘村，
通畅的道路带来了更多机会，越来
越多游客光顾这里，享受田园风光
生态游的休闲时光，带动了村里民
宿、采摘、种植等产业的发展……

在这里，我遇到老实憨厚的道
路专管员何忠道。每个清晨，他都
会骑车在丰乐古道开始一天的巡
查，每天至少要跑一个来回，并完
成日常路检、隐患排查、灾毁信息
上报任务，制止并报告侵害路产路
权行为，协助职能部门现场执法和
涉路纠纷调解处理，至今已经干了
6 年。其间吃过多少苦，流过多少
汗，只有山知道，路知道，他自己
知道。

毕业于安徽建筑大学的李有忠
曾在长三角地区从事建筑业。2015
年初，他选择回村发展回报家乡热
土。如今他创建经营家庭农场，从
事水稻、小麦、油菜种植及特色水
产养殖，获得不菲收入。面对未
来，李有忠信心满满。在他看来，
丰乐古道不仅是旅游大道，也是一
条助力乡村全面振兴的致富大道。

和县有一张公路网。作为和县
人，我热爱和县，熟悉和县。沿着
和县的乡村公路，我前往一个个村
庄，在每个村镇留下足迹。

在泉水村杨有道自然村有一面
笑脸墙，上面贴着村民的笑脸。在
和县乡间参观游览时，我所见到的
也都是一张张笑脸。行走在乡村
公路上，我自己的脸上，应当也是
时刻带着笑的。

南岸美村一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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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县丰乐古道。 何 凤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