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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天 下行 天 下

绿叶濯目

河北平泉的辽河源国家森林公园
是草木的世界。绿叶婆娑，一树树，
一片片，一岭岭，汇聚成绿海。

沿一条古朴的石头路向上走，白
桦林的叶子宛如翩翩而飞的燕子，耳
畔飘荡着无数绿色的音符。桦树林间
的蔓草，好像刚刚沐浴过一样。草
畔，白练似的溪流潺潺作响。

同行者有的来自南方地区平原地
带，见此景象，流连忘返。他们站在
蔓草旁，拥抱白桦树，铺天盖地的绿
色也拥抱着他们。

白桦林渐渐退后，高大挺拔的落
叶松林到了。别看一枚枚松针纤细绵
长，聚在一起，便如排山倒海般涌起
声浪。站在林间，我感到自己如此渺
小。松针源源不断释放出无数负氧离
子，它们像看不见的精灵，在整个林
间自由飞翔。我顿觉呼吸畅爽，走了
几步，便不由自主地奔跑起来。

在石头路的尽头我停下，踩上土

地，松松软软——那是一层层厚厚的
腐殖质。抬眼望，“绿叶洗山雨，松
针色自苍”，我竟有了“四山木叶绿
交加，数架茅茨是我家”的念头。只
是我这样的想法无疑是自私的，绿叶
永远属于辽河源，那是它们土生土长
的故乡。我们只是来此的过客。

往事云烟，绿叶常新。站在山
巅，云海漫漫遮掩了高山峻岭，脚下
铺展开的草甸宛如仙境，浪漫的气息
四处充盈。贴伏于地的蒲公英、圆球
花、石竹花、诸葛菜、小野菊等植物
宛如小小仙子，手牵着手，给这片广
袤的草场带来安宁祥和又灵动俏皮的
生机。

“蘑菇上树”

行走林间，总有意想不到的发
现，譬如“蘑菇上树”。

从凹凸不平的石头路向东越过溪
水，穿越桦树林间架设的一条木栈
道。我正低头沿着脚下蔓草与灌木丛
生的缝隙慢慢行走，不经意地一瞥，
却忍不住小声喊出“蘑菇”——

一棵大海碗粗的桦树树干上，窜
出一枚蘑菇，我想这就是昔日友人说
起过的“树耳”。这枚“树耳”似乎
喜欢这诙谐的称呼，正挺着身子，侧
耳倾听身边草木、风声的絮语。生长
蘑菇的白桦树根部，冒出绿油油的苔
藓和繁茂的蔓草，它们或许能够用自
己的语言相互交流，共同发出大自然
的声音。

但我却难以同它们“对答如流”。
望着似曾相识的土褐色蘑菇，我不知
道它的名字。此前，我在城北一带的旱
柳上见过柳蘑，它形似烤熟的面包，又
宛如堆叠的石塔。今日所见的蘑菇，姑
且称之“白桦蘑”吧！

这棵树上的树蘑不止一枚，树根
部向上约莫半尺高，还有另外一枚撑
伞的蘑菇。它们为何攀上了树？是否
喜欢高处？我想象着一粒粒种子在林
间随风飞扬，脚下的泥土大多敞开心
扉，为其提供庇护与润泽。一些与众
不同的蘑菇孢子却落在了白桦树粗糙
的树皮褶皱中，等待一场雨打湿这片
浓荫，再渐渐由小长大。

离开白桦树，另一棵黑黢黢的树
下还有一大一小挨在一起的树蘑。伞
盖单薄，弱不禁风。我并没有像童年

时那样，看见林间蔓草丛里的蘑菇便
伸手薅下来，只是欣赏、遐思与会心
一笑。拍了几张照片，便悄悄走了。

遥想仓颉造字时，草木生命渐渐
有了名称，人们赋予蘑菇最初的名字
只有一个字——“芝”。篆书的“芝”字，
上部如两枚并行飞翔的伞盖，下部如
向上托举的伞柄。我想到树蘑，它们

“飞”到了柳树、柏树、椴树上，从古老
的时代一直飞到了现在。

这也难怪，《说文》 称“芝”为
“神草也”。东汉的王充认为，芝生于
土，土气和，故芝草生。今夏以来，
雨绵延不断，辽河源的山山岭岭都被
润湿，“蘑菇上树”越来越多见。

苔藓润心

行走在辽河源，总喜欢一路追寻
溪水。溪水欢畅处，便可见那一簇簇
绿得醉人的苔藓。

水畔的石头上，几乎都爬满一大
片绿苔，密密地疯长，有的似乎快长
成纤细绵长的水草了。凝神细看，岸
畔大片的苔藓宛若铺在林间的草席，
席地而卧的少不了林中仙翁。倘若穿
越时空，仙风道骨之客怎会不喜欢来
这里蛰居？即便没有神仙，林中小
鸟、空中大雁、矫健野兔，也乐于在
这绿油油的苔藓上安卧休憩，这也是
它们心中的风景。

每次到林中来，走着走着，心思

便被苔藓所吸引。站在溪水边，看水
畔土岸涌起的鲜绿，就不得不感叹于
这些绿苔不服输的样子。它们仿佛长
了无数双小脚丫，沿着树根一直向上
攀爬。你说它们娇气，它们确实娇
气，一旦溪水干涸，它们便逐渐失
色，鲜绿也会慢慢消退。然而，它们
不会轻易死掉，那附着在石头上的苔
绿哪怕冻得惨淡失色，也不会完全消
散。眼前这些绿苔泛着欣然的光彩，
或许它们娇小的身躯里蕴藏着让生命
重新开始的坚毅等待与无限渴望，跨
越四季，穿过时空。

沿着溪水上溯，我追看那一枚枚
绿苔石。有的如大熊戏水，脊背上覆
了一层绿玉镶嵌的新衣；有的如独行
的刺猬，在绿叶丛里见到溪水便停下
脚步，低头啜饮，憨态可掬。

辽河源里的苔藓总有一番闲适自
得的姿态，令人心生美好与安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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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电（记者朱金宜） 6月，被
誉为“中国最美公路”之一的新疆独
库公路恢复全线通车。新疆气象部
门在独库公路沿线增设10个全要素
气象观测站，保障游客出行安全。

独库公路全长 561 公里，穿越
深山峡谷，沿线自然风光秀丽，驾驶
途中有“一日观四季，十里不同天”
的奇妙体验。这条纵观天山脊梁的
景观大道，途经独山子大峡谷、唐布
拉草原、巴音布鲁克草原等地，是新
疆精品旅游线路，每年吸引众多游
客前来自驾打卡。

受天山山区冬季降雪、结冰等

自然因素影响，独库公路每年11月
初到次年 6 月左右实行交通管制，
封闭期长达 8 个月，是一条季节性
公路。同时，独库公路沿线地形复
杂、气候多变，是新疆春夏季降水最
丰沛的区域之一，也是极易发生暴
雨山洪的区域。为保障游客安全，独
库公路每年通车时间需参考气象服
务信息。

本次增设气象站，实现了旅游
人群集中区域、自然灾害频发区域
观测站网全覆盖，有利于气象部门
提供全方位气象服务，保障游客出
行安全，助力新疆全域旅游发展。

新疆增设10个气象站

保障独库公路旅游安全

本报电（记者徐嘉伟） 2023年
5月19日，作为上海机场与苏州工
业园区的重要合作项目——上海机
场苏州城市航站楼正式启用。一年
来，上海机场苏州城市航站楼功能
不断迭代升级，已有 10 家航司入
驻，累计服务旅客近5万人次，行
李托运近1万件，改善旅客排队时
间长、红眼航班返苏难等问题，为
旅客每次航空出行平均节省 30—
45分钟。

“启航”一周年，上海机场苏州
城市航站楼焕新升级，迎来专属“三
字代码”——SZO，让苏州正式成为
国际航线“始发地”和“目的地”。

据悉，三字代码由国际航空运
输协会（IATA）制定，在航空运输中

以三个大写的英文字母作为机场等
地点名字的简称。今后旅客订机票
时，在出发／目的地栏输入“苏州”，
即可搜索到相关联程航班信息。

目前，东航已率先推出 SZO
相关航线产品，覆盖东航／上航实
际承运的国际航班。例如，以苏州
为始发地，旅客须前往 SZO 始发
航班唯一“登机口”——上海机场
苏州城市航站楼，搭乘虚拟航班前
往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并中转后续
航班。旅客可以在享受联程中转优
惠票价的同时，提高出行便捷度。

未来，苏州工业园区将更好发
挥上海机场苏州城市航站楼对航空
资源的连接作用，整合周边商旅文
体展资源，助力苏州接轨全球。

上海机场苏州城市航站楼升级

“路通业兴，村子面貌焕然一
新！”湖南省花垣县十八洞村村干部
龙科说，过去村子交通闭塞、村民生
活贫困，村里公路打通后，实现了

“路在山腰绕、车在林中穿”，美丽乡
村路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打卡。
2023年，十八洞村累计接待游客84
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近 2000 万
元，村民人均纯收入超2.5万元。

在江西省井冈山市茅坪镇神山
村，昔日上山下坳的黄泥小道如今
已拓宽硬化，大巴车直达村中，观
光人数翻了几番；在重庆市巫山县
竹贤乡下庄村，悬崖绝壁上凿出

“天路”，带领游客走进村里的展览
馆、观景台和登山步道，全村年人
均收入翻了几倍；在贵州省遵义市
播州区枫香镇花茂村，提升改造后
的道路平顺宽敞，将沿线景点串珠
成链，游客人数成倍增长……

“近年来，以‘建好、管好、护
好、运营好’为要求的‘四好农村路’
建设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农村公
路成为农村地区实现小康、走向富
裕的重要载体。”交通运输部相关
负责人说。10 年来，中国累计投
入农村公路建设资金达 4.2 万亿
元，全国新改建农村公路约250万
公里，新增1000余个乡镇和5万余
个 建 制 村 通 客 车 。 截 至 2023 年

底，农村公路总里程从 2014 年底
的 388.16 万公里增长到如今的 460
万公里，增长18.5%。

优质的公路与配套设施，正在
助力广大农村地区逐步释放旅游业
发展潜能。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发布
的报告显示，今年端午假期，大批游
客选择在本地休闲或近程旅游，城
郊亲水、采摘、农事体验、露营等项
目受到青睐。游客越来越偏爱慢节
奏旅行，在深入体验、放松休闲中享
受生活。

不少县城、乡村迎来大量游客，
众多小景区成为新“网红”。途牛数
据显示，安吉、德清、桐庐、婺源、平
潭、溧阳、霞浦、淳安、宜兴、阿勒泰
等县域目的地相关旅游产品预订十
分火爆。

从品味地道农家美食到体验当
地传统民俗，从亲近山水田园到自
在乡间漫步，县域游、乡村游的迅
猛发展，离不开中国农村道路建设
取得的成就。“随着道路等基础设
施不断完善，乡村旅游既能满足度
假休闲需求，又能结合当地文化提
供更加独特的体验，受到游客青
睐。”途家民宿首席商务官刘杨说。

题图：重庆市巫山县竹贤乡下
庄村的峭壁公路。

卢先庆摄 （人民图片）

“四好农村路”提升乡村游
赵一泽

川西高原是云的故乡。一朵朵白
云，宛如高原上巍峨耸立的雪峰，身
姿曼妙，又显得深厚广袤。跟随飘浮
的云朵，沿着湍急的岷江，进入川西
北地区的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我来
到梦寐以求的九寨沟。

此前，九寨沟于我，只是一个遥
远的梦，总想能够身临其境一睹风
姿。去九寨沟前夜，我把酒店里的九
寨沟画册翻了一遍又一遍。第二天，
当梦中的九寨沟真实地呈现在我面前
时，一向只在心中的仙境变得具象：
这里有连绵秀丽的山峰、古木参天的
森林和清澈见底的水流，浅夏更胜春
光，令人感到安宁静谧。

丰润的水、翠绿的山、出岫的
云，构成我对九寨沟的初印象。听朋
友说，此时可能不是游览九寨沟的最
好季节，既看不到层林尽染、水中倒
映着五彩缤纷的旖旎，又没有玉树琼
枝、流冰堆砌千堆雪的壮丽。不过，
来时恰逢雨天，九寨沟刚经过一场细
雨的洗礼，只见缕缕云影将山峦擦洗
得青翠欲滴，鸟儿蹁跹，在水面上舞
出华丽的波纹。九寨沟的清浅景象，
蕴藏着难以言说的美妙。

在这山谷秘境，随处可见溪流、山
泉、清潭与瀑布，仿若江南诗情画意的
水乡。水清澈纯净，从高处奔流而下，
演绎出不同的形态：有的似仙女舞动
的纱巾，缥缈而梦幻；有的似滚动的珍
珠，晶莹剔透；有的似绽开的花朵，奉
上一片灿烂……水融合在一起，汇成

九寨沟的灵气。整个沟内，奇湖错落，
周遭环绕着古树奇花，美不胜收。

听着流水的絮语沿山谷向上，风
儿将我的思绪拽到长海高处。长海海
拔 3150 米，是九寨沟中海拔最高、
面积最大的湖。长海也是五彩池、五
花海等下游景点的水源，堪称九寨沟
的“调节水库”。来九寨沟的人，都
要到长海看看，感受它的博大胸怀与
丝丝凉意。

水从绿荫中涓涓流过，引出一道
道奇景：珍珠滩上青苔幽幽，湍流在
凹凸不平的滩面上流过，溅起无数水
珠，如同粒粒珍珠从巨大的“扇贝”
中迸出，晶莹透亮；诺日朗瀑布水势
浩大，宽达百米的水帘从两峰间飞
出，直泻而下；五彩池宛如天上霓虹
落入水中，赤橙绿黄，五彩斑斓，艳
丽无比……

沟谷中天气多变，一阵夏雨倏忽

而过，烟散云敛。远远看去，树影婆
娑掩映着盈盈碧水，山岚间云雾缭
绕。转一个弯，一片清澈的水域就出
现在眼前，四周绿荫如盖，水面上一
抹薄雾托起一座绿色岛屿，让人恍惚
迷离。水面如镜，倒映着天光云影与
林木森森，纤毫毕现，毫不失真。这
就是镜海，果然名副其实。

一只野鸭悠游上岸，踱步爬上树
干，心无旁骛地梳理起羽毛。想必它
也沉醉于这片水的世界，享受着水的
多彩与柔情。

我喜欢漫步水上的感觉。木板搭
起的水上栈道，蜿蜒穿梭在九寨沟的
水面上，延伸至绿荫中。步行在栈道
上，伸手即可触摸枝叶与花朵，俯身
便能与水流亲密接触，有种难得的惬
意。水影交融、水草丰茂的美丽湿地
逐渐出现在眼前。一团团绿毯上开满
白色野花，一只水鸟掠过，如一把银
梭飞越，想将那绿色提起纺线。

来九寨沟看水的游人很多，熙熙
攘攘，人头攒动。我从人群中走出，
来到一个海子边小憩。湖水很蓝，有
人在湖边拍照留念，采撷那一抹浪
漫，记录着在九寨沟的愉悦时光，将
美好记忆带回故乡。我和一个来自东
北的游客交谈起来，他满面笑容，也
深深钟情于这片山水。

九寨沟风姿万千的山水胜迹，无
不令我陶醉其中、缱绻难忘。那潋滟
水色缓缓流出，漫过我的心头，让我
魂牵梦萦，又念之如旧相识。

九寨看水
范建生

浙江省永康市东城街道依托乡村自然生态、田园风光等发展农事采
摘、民宿餐饮、农耕研学等旅游项目，推动建设农旅融合、电商直播等
共富工坊。在东城街道兰街村，农旅融合的共富工坊解决农民就业30余
人，为村集体经济创造收入达27万元。图为东城街道兰街村的农旅融合
项目“金兰之路”，游客可在此体验耕作之乐。 胡华超摄

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九寨沟景区风光。 谢尚国摄 （人民图片）

游客在辽河源国家森林公园的高山草甸中游玩。 资料图片

白桦林中的树蘑与花草。 资料图片

图片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