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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300 多米、宽 10 米的解放
街，是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中心
城区岭南骑楼特色历史建筑保存最
为完整的一条老街，迄今已有近
300年的历史。

初冬时节，解放街上的气氛依
旧“火热”——道路两侧的五星红
旗迎风招展，骑楼上的各类招牌古
色古香，骑廊下不少人打卡拍照。
人气最旺的当属“藏”在骑楼之间
的古建筑——粤东会馆。历史上，
这里曾是粤商赴百色经商的落脚
点。后来，它见证过一场艰苦卓绝
的红色革命——百色起义。

“粤东会馆是中国工农红军第
七军军部旧址，红军进驻后，尊重会
馆原有风俗习惯，没有在馆内做任
何改动。在这里行走，大家可以近距
离感受老一辈革命家的衣食住行与
革命风范。”讲解员认真介绍，参观
者侧耳倾听。

据介绍，百色目前共有红色遗
址、革命文物和纪念设施 160 个

（处），一处处革命旧址遗迹，传递
着革命精神，展现中国共产党人的
梦想与追求、情怀与担当、牺牲与
奉献。

如今的粤东会馆已成为全国爱
国主义教育基地，由粤东会馆、百
色起义纪念碑、百色起义纪念馆、
右江民族博物馆、红军桥等组成的
百色起义纪念园，成为百色首个
5A 级旅游景区，全国各地的游客
纷纷来到这里，听故事、赞英雄，
触摸红色历史，汲取精神力量。

后龙山上草木葱茏，依山势而
上，百色起义革命烈士纪念碑高高
矗立。碑座正面镌刻着“百色起义的
革命先烈永垂不朽”13 个大字，碑
侧的汉白玉浮雕生动再现了各族人
民起义的英勇无畏。

百色起义纪念馆里，活跃着一
个个红领巾讲解员，他们向游客细
致讲述革命先辈领导发动百色起义
的历史。“每讲一遍，对历史的感
受就越深刻。我们现在的美好生活
来之不易，要对先辈们抛头颅、洒
热血的革命经历心怀感恩。”一位

红领巾讲解员说。目前，百色市已
累计培养 800 多名红领巾讲解员，
赓续红色基因，传递精神力量。

“展厅里陈列着许多革命先辈
用过的物品，处处透着艰苦朴素的
作风，我也从中体会到先辈们在战
火硝烟中经历的生死考验和献身革
命事业的大无畏精神。”来自浙江
的大学生徐彦参观百色起义纪念馆
后说，自己的精神得到洗礼，收获
了满满的正能量。

近年来，百色深挖红色旅游资
源，打造一批精品红色研学基地和
旅游景点；设计开发、生产一批红
色旅游文创产品；深入挖掘百色起
义革命先辈、本土英雄人物故事
等，创作了 《战场上的“母亲”》
等红色故事，赋予百色起义革命传
统新的时代内涵，以英雄故事育时
代新人。

厚重的革命文化赋能红色旅游
的同时，也为乡村全面振兴提供助
力。“红军纪律十分严明，凡我同志
需记清……”在百色市田东县百谷
村，村民合唱团齐声高歌。“这支合
唱团由红军老人和红军后代组成，
能用汉语、壮语完整地唱出 30 多首
红军歌曲。”百谷村党支书李海波介
绍，百谷村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当
地人习惯叫它“红军村”。

为发展红色乡村旅游，村民们
自筹资金建起广西第一个村级革命
历史陈列室。村头巷尾，红色大门、
红军村部、红军路、红军学校、红军
纪念碑……随处可见的“红色印记”
令人印象深刻。“我们村紧紧围绕红
色文化，让红色旅游成为乡村全面
振兴的新动能，村民的日子越过越
红火。”李海波说。

“红色是百色的底色，在推进
乡村全面振兴过程中，我们用好用
活红色资源，让红色种子在老区生
根发芽、开花结果，让老百姓吃上

‘旅游饭’，获得实在的收益。”百
色市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相关负
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百色市接
待 游 客 3044 万 余 人 次 ， 旅 游 总
收入 319.46亿元。

广西百色：

深挖红色旅游资源
本报记者  郑海鸥

迎着东升的朝阳，我们爬上云
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洱源县的右所
坝子高坡，极目瞭望。

只见黛色群山分布在四周，在
晨雾中若隐若现，高低起伏，山脊
围成一个宽阔悠长的大平坝，大平
坝的公路上有车辆来往，青瓦白墙
的村落散落在大平坝的各个角落，
村落里偶尔有几缕炊烟飘向云端。
山谷里，金黄的稻田在阳光下泛起
层层稻浪。恬淡的村落、繁忙的公
路、流水的沟渠、高飞的白鹭，犹
如镶嵌在这片金黄“巨毯”上的宝
石，我们仿佛置身于油画般的乡村
美景中。

一条墨绿色的“巨龙”自北向
南，从大平坝中间蜿蜒穿过，隐入天
际，把“巨毯”分隔开来。随行的朋友
告诉我们，坝上的绿色“巨龙”就是
此行要寻访的弥苴河古树群。

弥苴河属澜沧江流域洱海水
系，是洱海重要的补水来源。弥苴
河河堤始建于唐代，已有 1300 多
年的历史，河堤上种植了黄连木、
滇合欢等古树名木 1380 多亩，树
龄百年以上的古树有 3177 棵，树
龄 500 年以上的古树有 1680 棵，平
均树龄为 245 年。据史料记载，明
万历年间，这里广植榆柳，禁止砍
伐，自唐初筑河堤以来历代官民谨
防不殆，对树木保护有加。正因如
此，这河堤上的古树群才成为洱源

县最大的人工种植的植物群落，入
选全国最美古树和古树群“双百”
名单。

我们穿过金黄的稻田，跨过一
座古石桥，就到了弥苴河的堤岸
上。只见一股清澈的水流自北向南
沿着河道哗哗流淌，湿滑的河畔长
着翠绿的青苔或枯黄的水草，显示
出弥苴河的古韵与新生。弥苴河两
岸密密匝匝地挤满了滇合欢、黄连
木等古树，这些树木高达十余米，
有的树木胸径需要两人才能合抱。
一个个冲天的树冠像一把把绿色的
巨伞为整个河堤遮阴，两岸古树发
达的根系紧紧抓住河堤的石块泥
沙，顽强地抵抗着雨季的洪流，守
护弥苴河岁岁年年的安澜。

在阵阵清风中，弥苴河古树群
的枝叶由翠绿渐变成墨绿、淡黄和
深红了，落叶如蝴蝶般纷飞起舞，
从树上飘落到树根，层层叠叠，挤
挤挨挨，好像下定决心化作滋养古
树的春泥。古树上的枝条旁逸斜
出，顽强地坚守在枝头，舍不得这
片生机勃勃的绿色世界。

望着眼前的景致，朋友激动地
说：“如果说栖息在树梢、守望着
金黄色田野的那一群群白鹭是弥苴
河的精灵，那么河道两边默默无语
的树群便是弥苴河的忠诚保卫者，
是它们让弥苴河源源不断地向着洱
海奔腾而去。”

弥苴河畔古树新
杨世明

一条古道穿过重庆市铜梁区，见
证着一座千年古镇的繁华与热闹。琼
江、涪江两江之水在这里静谧流淌，
乌木溪穿城而过，山山水水哺育着人
们在此乐业安居。驿路驰尘，千年商
贾，龙乡人在此苦心经营，造就了有
着悠久历史的安居古城。

安居古城依山而建、傍水而生，古
城墙耸立，老街蜿蜒，负龙门，控铁马，
仰接遂普，俯瞰巴渝。到达安居古城时
已是深夜，人声渐息，但涪江的水未
眠，在江心为我们留着几盏灯火。漫步
在古城老街上，足音里都回荡着时光
的余响。

江边清早，两岸轮渡的汽笛声不
疾不徐地唤醒古城，也唤醒睡梦中的
人。推门而出，天已大亮，在山腰石
梯前驻足，放眼天地皆宽：涪江烟波
浩渺，客船与货轮在江面上漾起波
纹；泉溪大桥横跨琼江，一辆辆汽车
从桥面飞驰而过；古城房屋鳞次栉
比，街道回环纵横……

趁着好天气，我们向古城中心地
带进发。石板路两旁是风格独特的店
家商铺，青砖、木门、轩窗、檐角在

门头大红灯笼的映衬下，显得古色古
香。路旁民居呈二层骑楼式样，由木
梁嫁接并排铺展而去。转角可见的马
头墙、穿堂、脊吻、格窗让人不禁放
慢脚步，凝神细看，似乎与徽派建筑
风格有些相似。

听向导介绍，琼江又名大安溪，安
居古城因大安溪而得名，取安居乐业
之意。古城中城墙院落、宗祠行会、宫
庙建筑林立，有各类文物古迹 197 处，
其中“九宫十八庙”“安居八景”享誉川
渝，置身其中，能够触摸到千年古城的
历史记忆。

穿过成群商铺，爬上层层石级，
城隍庙立于眼前，由回廊右转，登上
玉皇楼。玉皇楼居于江畔，立于山
巅，楼如其名，高耸入云，有君临天
下的恢宏。登楼而望，尽览四方风
光。站在玉皇楼环视古城，只听到楼

下传来阵阵诵经声。
安居古城内庙宇宫祠众多，除了

城隍庙，还有元天宫、东岳庙、火神庙、
药王庙等。这些宫阁庙门有不少楹联，
其中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药王庙的门
联：不望大名垂千古，愿留药典济众
生。药王孙思邈的医者仁心让人肃然
起敬。

安居古城南边矗立着一座建筑，
青砖黛瓦，飞檐翘角，雕饰考究。建筑
左侧与天后宫共壁，右侧与齐安公所
相接，这便是湖广会馆。会馆依山而
建，由低到高多重进深，正门上方挂有

“湖广会馆”和“万世永赖”2 块牌匾。
会馆内有一座戏台，从戏楼下步入宽
大的院坝，墙上隐约可见草龙图案。
铜梁区以龙文化闻名，桥栏雕龙，廊
柱盘龙，公园塑龙，想来戏台有龙也
不稀奇。古戏台前柱有精美的雕刻，

神仙人物栩栩如生。会馆的天井院落
造型独特，房间布局错落有致。戏楼
对面的二楼有一间茶楼，人们常聚于
此，点一盘干果小吃和一杯绿茶，就
能坐上半天。戏楼不时开演的川剧变
脸、小品、相声等戏曲曲艺，为人们
休闲时光增添文化气息。

虽不是旅游旺季，但来古城写生
的学生随处可见。他们三五成群，手
中提着桶和笔，身上背着颜料和画
板，记录古城中的风景。我在古城中
忽然见到一座院落门上写着“陆军军
官学校”几个大字，正是历史上赫赫
有名的黄埔军校。黄埔军校校址怎会
在这遥远的西南小镇呢？原来，这里
曾是黄埔军校的驻训地，冯玉祥等将
领都曾来到安居视察军校工作、宣传
抗日。我看到了这座千年古城在人文
山水之外铁骨铮铮的一面。

身边不时走过背着背篓的大姐和
散步的中年人，他们走累了就在城门
下倚靠休憩；逛饿了就点一份当地小
吃。我想，尝一碗豆花饭，喝几口老
鹰茶，眼前生活和古城历史就能在唇
齿之间缓缓流淌。

行看安居古城
谈惜言

丹顶鹤群往往有十几只，又都成
双成对地行动，但只要看上几眼丹顶
鹤的周身，就会发现一种孑然于世的
桀骜。

离丹顶鹤群只有几公里的小屋四
周十分沉静，一个人待上一会儿，情
绪中就冒出几丝孤鹤的味道。午后时
分，我一只脚刚迈进院子，天空就倾
下一盆大雨。转身找出一把难得一用
的雨伞，重新站到门口，撑开伞走下
台阶，走到相邻的另一处院门前，雨
就变得星星点点，随后完全停下来。
一时间，被阵雨从地底下撵出来的青
草芬芳，笼罩着人身上所有的感官。

来江苏盐城两天了，随随便便就
能发现古黄河入海的痕迹。相反，哪
怕经过万般努力，仍旧找不到一点蛛

丝马迹能够确认，这一带也曾是古长
江的入海口。历史和自然在万年时光
里用一颗颗或圆或方的沙粒、一滴滴
或淡或咸的水珠、一副副麋鹿的犄
角、一片片丹顶鹤的羽毛，用繁花、
用荒草、用螺蚌硬壳、用鱼虾骸骨，
将曾经的莽莽江涛掩盖得干干净净。

陆地边缘，既是黄海的岸线，又
是平原的水线，水在抵御泥沙的侵
犯，水又在不遗余力地扬起浪涛，将
沙土夯实在浪涛的碎片之下。数百明
湖，上千清流，十万水泊，亿兆波
纹，别出心裁地描画出巨大的潮间
带。与陆地相比，这样的地带免不了
露出水的柔软；在大海面前，这样的
区域不禁显出岩土的坚强。有史为
证，范公堤修建至今的千年间，苏北
平原在泥沙沉积中不断生长，条子泥
湿地正以每年 150 米左右的速度向东
延伸。

这里虽看不见东海，却与东海相
隔不远。晴空中的一抹蓝高悬在地平
线上，将本应出现在同一地平线上的
东海挡在身后。受海洋的影响，略带
忧郁的薄云只在眨眼的工夫就将大好
的晴天遮蔽为阴沉的模样。

看得见的是丹顶鹤。鹤在那里伫
立，鹤在那里闲走，鹤在那里亮翅，
鹤在那里试飞。近在咫尺的鹤影却像
水中观月、雾里看花，许多疑惑堆积
在面前，令人不敢相信尘世间竟还有
此等超然妙品。

丹顶鹤为人世间的高洁德行做了
最优雅的示范。几年前的 7 月，我在
可可西里腹地与几只黑颈鹤不期而
遇，就已被鹤影惊艳过一回：在冰
雪、花丛、流水、冷泉间，有奔走在
可可西里的一切猛兽，有翱翔在可可
西里的一切飞禽，它们都抵不过黑颈
鹤的桀骜。

到了盐城海边的古长江口，曾被
一万年前可可西里冰雪之水滋润的野
地，以丹顶鹤为标志象征，以丹顶鹤
为湿地灵魂。

曾为丰腴的杨贵妃写出 《长恨
歌》 的白居易，却最爱瘦削的鹤。他
一生所写的诗词不少是写鹤的，这当

中有趣且意味深长的，是以鹤的口吻
与别的禽鸟唱和的“池鹤八绝句”。
在 《鹅赠鹤》 中，鹅抱怨鹤被顺风送
入青云，自己长得与鹤的模样差不
多，却被逐向鸭群。而在 《鹤答鹅》
中，鹤回答道：右军殁后欲何依，只
合随鸡逐鸭飞。未必牺牲及吾辈，大
都我瘦胜君肥——爱鹅的王羲之死
了，鹅只能与鸡鸭混迹在一起。鹤不
会像鹅一样被宰杀，大概是因为鹤瘦
鹅肥。对于迥然不同的乌鸦，白居易
在 《鹤答乌》 中说，鹤喜爱栖身于云
上，乌鸦却只爱攫取田里的腐肉，就
像羽、角的不同声调，有天壤之别。
对于鸢自认与鹤齐名，饥肠膔膔时都
会啄食腥膻的自以为是，白居易在

《鹤答鸢》 中说，清浊高低各自有
归，在鸾鹤同飞的彩云中是看不到鸢
的。轮到鸡来抱怨自己每日警露之
德、司晨之功不被重视时，白居易在

《鹤答鸡》 中回应道，鸡为求偶不惜
在泥中打斗，鹤却能栖身松树之上整
理羽毛。白居易让“介然不群”的鹤
与尘俗之中的乌、鸢、鸡、鹅互相辩
驳 ，实在太好太妙。

丹顶鹤身着黑白红三色，在海滨
滩涂中低头觅食，却不见半点谄媚，
昂立鸡群时亦不曾有半点轻浮。谦谦
君子之风透着高贵，款款低调之形尽
显优雅。没有刻意修饰打扮，素装淡
颜，天然纯朴。

陆烟海雾，隐隐忽忽，苍苍茫茫。

远近相接的烟墩，用于点火报
警；星星点点的潮墩，便于涨潮时赶
海人逃难避险。朝霞中偶然有柳眼凝
望桃腮，碧水中冷不防现出带笑春
风。四面八方的芦苇圈起那些由鸬鹚
噙来的密密柳林，见缝插针的荻花让
那 些 有 瓣 有 蕊 的 野 牡 丹 变 得 更 加
羞红。

空蒙里，鱼群可以抬头问天。疏
林中，双鹿不用提防天敌。

潮水涨落，土地得失，恍惚之
间，长起了狗尾草，长起了狼尾草。
在时空的间隙中，会不会长出像狗尾
草和狼尾草一样茂密的“豹尾草”？游
荡不止的黄海水线与苏北平原的岸线
之间，这生生不息的旷野，这人迹罕至
的旷野，这万物互恋的旷野，无论怎样
无边无际、无休无止，终是为了让命运
如同丹顶鹤群一样，优雅地喝一口水，
优雅地衔一口泥，优雅地生，优雅地
死，优雅于泥沼，优雅于九天。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小说委员
会副主任，作品曾获茅盾文学奖、鲁
迅文学奖、老舍散文奖、全国五个一
工程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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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来，在造雪机的轰鸣声中，
吉林省长春市的天定山、庙香山、莲
花山、净月潭四大滑雪场开启造雪
模式，2024—2025 雪季即将开启。
据悉，新雪季长春将以“北国春城、
娱雪天地”为主题，推出 300 余项

“冰雪+”主题活动喜迎各地游客。
156 万平方米的长春冰雪新天

地是东北冬季旅游热门打卡地。走
进项目建设现场，工作人员正在平
整场地，进行前期准备工作。“上个
雪季我们提前储存了 8 万立方米的
建设用冰，天气适宜时便可取出存
冰开工建设，预计于 12 月中旬正式

对外开放。”长春冰雪新天地总经理
任鹏说。

今年长春冰雪新天地用冰量、
用雪量再创新高。景区将打造 200
余座冰雪雕景观和 67 万平方米的
冰雪娱乐空间，在特色娱乐项目
中，激情冰滑梯将延长至 520 米，
空中千米雪漂流将延长至 1314 米。

“优化旅游产品的同时，我们还将

继续提升服务，针对不同人群推出
优惠政策。”任鹏说。

除了长春冰雪新天地，长春还
将立足“冰雪+文化”，开发两处创
新型冰雪产品。据介绍，长春世界雕
塑园将通过冰雪、光电、娱乐等元素
与园区地貌及雕塑作品相结合，打
造“冰雪幻彩嘻都汇”；“中国历史文
化名街”新民大街将以中心绿道及

两侧的历史建筑为依托，通过冰雕
雪雕及灯光，打造冰雪景观矩阵，让
游客感受冰雪魅力。

雪场也在提质扩容。为提升雪
友滑雪体验，庙香山滑雪场对雪道
和停车场进行了升级，并增加夜场
照明设施；莲花山滑雪场不断优化
配套服务，组建 60 人的教练团队，
并引入品牌餐饮。记者了解到，目
前长春市各雪场正在根据天气条
件 加 紧 造 雪 ，11 月 中 旬 将 陆 续

“开板”。
据新华社长春电 （记者王帆、

赵丹丹）

“北国春城”打造“娱雪天地”

近年来，福建省泉州市德化县依托优越的自然生态和独特的山水风
光，精准落实各项支持文旅产业发展政策，助推文旅经济发展。图为游
客在德化县石牛山景区玻璃观景台游玩。

                                      王旺旺摄 （人民图片）

江苏省盐城市丹顶鹤湿地生态旅游区内的鹤群。                                                资料图片

曾是古长江、古黄河入海口的野鹿荡湿地风光旖旎。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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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醒龙。      郭红松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