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笼罩在北京上空的雾霾渐渐散去，蓝天白云重新
出现，为城市带来了一丝清新气息。多日蛰伏室内的人
们终于可以出门放松一下心情了。目前正在工体上演的首
届极地冰雪嘉年华以其晶莹剔透的氛围、妙趣横生的游戏
项目吸引了许多游客前往畅玩，市民无须舟车劳顿就能在市
区内自由嬉雪，感受梦幻般的冰雪世界。

走进嘉年华现场，许多新奇好玩的娱乐项目供游客自由选
择，非常适合全家总动员。据笔者观察，雪圈冲浪是最受游客喜爱
的项目，雪场上设有可同时容纳 "---名游客的冲浪区，游客可以坐进
大雪圈，从有坡度的雪圈滑道上飞驰而下，引得游
客惊喜万分，尖叫连连。活动组委会还在该区域安
排了专业的引导人员，他们耐心热情且经验丰富，
悉心帮助游客矫正姿势、打点装备，以确保每一
位游玩者的安全。

自由嬉雪区域活动空间广阔，一片皑皑
白雪吸引了许多孩子堆雪人、打雪仗、滚雪
球。在“雪地寻宝”项目区，游客需在特定的
区域通过智慧和合作寻找布娃娃、小玩具等
“宝物”，一家人合作找寻惊喜和快乐。雪地
摩托车吸引了许多喜爱新鲜刺激的游人，摩
托赛道呈椭圆形，极速的飞车和目眩神迷的
飞舞雪花给游玩者带来“飞一般”的体验。玩
耍雪地悠波球需要一定的平衡技巧，通常是
孩子们钻进球里，大人负责推球滚动，巨大的
彩色悠波球引得许多小朋友跃跃欲试，也让他们在翻滚的过程
中体验着失重与失衡带来的乐趣。活动现场还有其他有趣的雪上项目，如雪上
飞碟、旋转雪圈、狗拉爬犁等，为游客带来多种冰雪游乐体验。

整个嘉年华现场，简直就成了孩子们的游乐天堂，他们在雪地里尽情撒欢
儿，家长们也仿佛找到了儿时的快乐。有家长表示，长期生活在大城市中，已经
很久没有这样开心地玩过雪，好像回到了童年时期。

嘉年华现场还设置了极地科普展，为游人普及南极概况，讲述极昼极夜现
象，介绍帝企鹅、信天翁、蓝鲸等南极生物。科普展图文并茂，吸引了许多大人
和孩子驻足观看，有家长不时指着图片向孩子解释。主办方还在活动现场按照
)!)的比例搭建了中国南极科考站昆仑站，展示中国南极考察区域和中国历次

科考情况1讲述科考队员们如何进行深冰芯钻探、冰下山脉地质钻探。家住团
结湖的张女士说：“不用出远门就能感受到冰雪带来的快乐，孩子在玩的同时
还增长了见识，玩中学，学中玩，我觉得特别有意义”！

一旁的企鹅观赏区吸引了很多游客驻足。憨态可掬的巴布亚企鹅与帽带
企鹅引得游人纷纷合影留念，这些来自南极的小客人们
也深得孩子们的喜爱。一位父亲牵着小女儿的手无奈地
笑言：“这孩子在企鹅馆外已经呆了快半个小时还不肯
走，要不是工作人员阻止，她还想把企鹅抱在怀里照相
呢！”现场有很多游客担心小企鹅们会因为环境的变化而
“水土不服”，工作人员解释说1只要温度适宜，加上精心
照顾，这些小家伙们的生活就不会受到影响。工作人员还
提醒广大游客不要随意投食，以免损害小企鹅的健康。

本届冰雪嘉年华将一直持续到 ,月下旬，游客有充
足的时间体验冰雪带来的欢乐。嘉年华地处北京工人体

育场，交通便利。在嘉年华雪场内部设
有就餐区域，各种特色小吃、饮料零

食一应俱全，供游客在
嬉雪之余随时就餐，享受吃喝玩乐一

并带来的欢乐。
此次冰雪嘉年华门票单

人价格为 #-元，低廉亲民，
除了个别项目之外，现场的
许多游乐设施都供游客免费
玩耍。广大游客既可
以在入口处直接购票
进场，也可以事先通
过糯米网、大众
点评网、窝窝
团、美团等团购

网站预购到更加优
惠的套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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柘皋古镇位于安徽巢湖市北郊，
繁华了 #---年，一度成为江淮名镇。

据记载，柘皋，汉代设县。南宋
初年宋军抗金战争中的重要战役之一
“柘皋之战”，就曾发生在这里。到了
清末，成为安徽三大重镇之一。

柘皋既为古代区域性文化 （即
楚、吴、越文化）与中原文化分野的
一尊界碑，又是长江文化和黄河文化
交流、冲撞与融汇的一座通埠。柘皋
古镇历经千年历史的文明沉淀，形成
了皖中徽派文化特色，其内涵底蕴丰
富而迷人。

柘皋镇有条北闸老街，全长 ,--

米，街面两边是清一色的明末清初建
筑，距今近 %--年。信步老街，蜿蜒的
青石板路延伸到古镇尽头，在雨天尤
如一条青丝带飘落在老街上。路的两
侧均为粉墙黛瓦，飞檐翘壁的两层徽
派木宅，上有精雕细刻的花卉和吉祥
图腾。整条街的建筑色彩淡雅古朴，结
构错落参差，石板街路面、小青瓦，再
加上青砖马头墙，构成了街道的层次
感。在老街民居的马头墙上，“胡德成
号”、“一大字号”等各种各样的老字号
还依稀可辨。当年，李鸿章家族在老街
正中开的一间当铺，一共有七进的房
子，现虽败落，但仍然可以看出当年建
筑的宏伟。左图为雨中古镇街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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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是人类的摇篮。曾经走出

森林的人类，如今又燃起了回归大

自然的渴望。以森林旅游为主的回

归大自然的行动，已成为现代都市

人挡不住的诱惑。

森林旅游是现代生态旅游的重

要组成部分。早在古代，我国就有

许多名人贤士热衷于森林旅游：李

白弄扁舟游山川，陆游骑毛驴观美

景，徐霞客拄手杖寻险境，谢灵运

着木屐赏佳景……到了今天，越来

越多的寻常百姓也投入到这项活动

中来。

森林具有制造氧气、吸收空气

中的有害气体、净化空气等作用,是

天然“氧吧”。树木被称为空气“净

化器”,地球上70%的二氧化碳被森

林所吸收，空气中 60%的氧气来自

森林植被。森林植被不仅可以吸收、

过滤放射性物质，而且还能消除生活中的噪音。生理

学揭示，人在森林中静养，可以神清气爽，精神放松，

心率减缓，血压、体温均相应降低，其综合效应可使

人的寿命延长。

森林中众多的绿色植物能散发沁人的芬芳气味，

其主要化学成分是萜烯醇类，使森林环境中的空气十

分洁净，能作用于人们的大脑和神经末梢，起到安神

镇静、调节反射运动的良好作用。一部分树木能分泌

出一种抗毒杀菌素，如松柏、杨柳、苓术、霍香等树

木散发出的气体，对结核病、病毒性感冒、咽喉炎、

肺炎等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精神抑郁者更有显著的疗

效，还能提高人体的免疫功能。

森林旅游不仅对人类健康有保健作用，而且能给

人们带来奇妙的精神享受，尤其是生活在现代都市里

的人，“切换” 一个画面，走进大森林，回归大自

然，便能调节精神，解除疲劳，开阔视野，陶冶情操。

森林旅游还可以激发人们的聪明才智,西方有一句格

言，叫做“散步出智慧”。这是人们实践经验的总结，是

有其科学道理的。对于那些整天在室内坐着工作的脑力

劳动者来说，到空气新鲜的森林中去旅游是一种极好的

休息，使原来十分紧张的神经细胞得到放松。

随着人们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大量森林公

园的开辟和利用，各种服

务设施的不断完善，森林

旅游必将成为时尚。

让我们走进森林，获

取身心的幸福吧！

森林旅游，挡不住的诱惑
聂永清

旅游漫笔

艳阳天里，北京房山韩村河村建造的圣霄楼 （见
右图）格外好看：喷泉的水浪映照出七彩霓虹，石雕
的蛟龙跃海、鲤鱼跳跃、孔雀开屏、鸳鸯戏水、仙鹤
起舞等活灵活现。好多游客在此留影，把圣霄楼带走
永留。

圣霄楼为楼阁式建筑，高 ($+$$ 米，是村里老书
记田雄的创意，由韩建集团设计、建造。其设计既吸
收了我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又与现代建筑艺术相结合，
形成古韵和新潮于一体的新造型，因此显得新颖别致。

圣霄楼四周采用珍贵的大石窝汉
白玉做围栏，留有东南西北四个入口。
围栏里面是环形喷水池，喷水池的四

周外壁选用产于福建的墨绿色
大理石，上面雕刻着龙、鱼、
花、鸟、楼阁、人物、山水等
丰富多彩的图画，栩栩如生、
活灵活现。采用“影雕”技法

雕刻的“蛟龙跃海”、“鲤
鱼跃龙门”，象征着韩村河

在改革开放的春风里，由农民、农村、农业向工业化、
城市化、农业现代化转变的历史跨越；“桃园结义”、
“三顾茅庐”、“唐僧师徒西天取经”等图案，象征着
韩村河人团结一心、诚信待人、重视人才、永不退缩
的精神风貌；“鸳鸯戏水”、“林中孔雀”显示了村民
和美丰润的幸福生话；“寿星老人”、“仙鹤青松”则
象征着村里老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乐的幸福晚年。

南宁市有个扬美村 1刚
入选“首批中国传统村落”名
录。这是怎样的一个村子？记

者决定驱车前往探个究竟。
车行途中，没想到还要过轮

渡。按车前人后顺序上船，船边站
满了人，大家一边吹着江风1一边看

风景。这样的场景儿时常见，如今真是久
违了。

大概 ,小时后，到了江西码头。下船

步行，道旁翠竹青青，绿树依依，连片的
香蕉园颇为壮观，仿佛走进一幅水墨丹
青。远处叠嶂错落，蜿蜒的河水如锦带
一般从青墙黛瓦边轻轻地飘过。扬美村
眼看到了！
“自南宁来，过右江口，岸上始露石；

至扬美江，石始奇……”这是徐霞客笔下
的扬美村。

我们眼前的扬美村，古朴而恬静，就
像一位阅尽沧桑的老奶奶。

沿着河堤漫步到了一个题为“龙潭
夕影”的亭子旁。扬美村村支书梁渊给
我们当起了“导游”：“这是我们村里
的著名景点，要站在这个角度往江面上
看。”顺着梁支书所指的方向望去，只
见碧绿如玉的左江在此转了个身，形成
一个碧波荡漾的大湾。每当夕阳西下，
水面金光闪烁。

左江两岸，怪石嶙峋，参天古树从被
岁月裂开的石缝中生长出来。梁支书指
着岸边石山上一棵身影孤傲孑立的榕树
说，村民们把这里叫作“蓬莱仙境”，因为
那棵榕树不长、不老、不死，村里的百岁
老人说，他们小时候就看到那棵树，直到
现在还是那么大。摘一片树叶当书签，书

里很久都会弥漫淡淡的芳香。
扬美村因水运之便而兴起，也因水

运式微而沉寂。
梁支书说，宋代扬美便已建镇，明代

得以发展，到了清代更是一片繁华，成为
重要的商埠。兴盛时，扬美有 '座码头，
“大船尾接小船头，南腔北调语不休。入
夜帆灯千万点，满江钰闪似星浮”。

如今，码头上零星停靠着三五艘小
船，船家蹲在船舱里抽烟。树荫下有十来
个农妇用簸箕席地摆卖村里产的香蕉、
梅菜、豆豉。码头上已寻不到当年货船排
满江岸的景象。或许，只有岸边参天古
树，可以见证扬美往昔的繁华。

我们踏着被岁月和风沙侵蚀的码头
石阶拾级而上，历史仿佛穿越时空展现
在面前。这里有宋代先民匆匆的脚步，有
洪武中兴连绵的船队，有康乾盛世酒肆
嘹亮的叫卖，有辛亥岁末革命志士矫健
的身影……

码头右侧，树荫里立着一道闸门，如
同威武的将军，镇守着古镇的大门。闸门
上书“临江街”三字，里面便是“清代一条
街”了。

沿着道光十年铺成的凹凸不平的石
板路踱步前行，光洁如洗的青石板上一
道道裂纹仿佛在诉说着一个个古老的故
事。两旁 #--多米尽是青砖黑瓦、砖木结
构的清代店铺。砖与砖之间的白色勾缝，
似乎还在散发着道光年间黄糖和糯米的
芬芳。

路过一堵老墙，发现上面还刷着几
条毛主席语录，朱红色的笔迹已有些斑
驳，让人看了别有感触。由于年深月久，
有些老屋坍塌了，宅基上的几株石榴，几
盆花草，倒也颇有野趣。老人、孩子和狗
从我们身边走过，带着悠闲恬静的神情。

从临江街的尽头左拐，走不远便出
现一处空旷的丁字路口，村民梁勇源告

诉我们，这里便是曾经繁盛一时的“圩”，
也就是商贸集市。
“那里是圩头，这里是正圩，远处是

圩尾，当时是左江流域有名的物资集散
地，有些东西还是从越南运来的。”梁勇
源遗憾地说：“不过现在只能通过角落里
的那块石碑，告诉大家我们扬美村以前
有多牛。”

梁勇源所指的石碑立于嘉庆十九
年，碑体漆黑冰冷，散发着历史的凝重。
碑上的文字仍依稀可辨，名为《通乡士庶
设立禁约永远碑记》，是有关商品质量，
合同签订，付款方式，违约处罚，税收治
安等一系列规定，俨然一套规范的工商

管理规定。
特别有意思的是，第一条便是“圩市

所有一切屠宰无论皮肉下水，不得灌水、
搭骨、喂盐。”梁勇源笑着说：“你看看，我
们村里的祖先都知道要保证大家吃上
‘放心肉’了。拿到现代社会来看，很有借
鉴意义啊！”

扬美的民居主要是明清建筑，现在
大约留存有 #--多间。座座古宅如同泊
在岸边的船只，依偎在古镇的怀里。方
正并立的门礅，做工考究的门扇，雕有
花纹的门楣，一点一滴都颇有古风。穿
行在古宅老巷之中，仿佛是漫步在岁月
的长廊，步移景异，时光流转，一幕幕
在眼前展开。这就是扬美村民祖祖辈辈
恋恋不舍的家园，也是人们涤去心头疲
惫的好去处。
“今年我们村能入选首批国家传统

村落名录，主要原因就是传统建筑风貌
保存完整。老祖宗几百年来打造的这些
金字招牌我们绝不能丢。”梁渊接着说：
“村里也绝不让工业企业进来，以免污
染和破坏我们这里的优美环境和传统特
色。”

题图为古村临江街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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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人员给企鹅喂食

古韵新姿圣霄楼
张永顺文/图

雪上嬉戏

游客从雪圈滑道上飞驰而下

孩子们体验旋转雪圈的快乐

本报记者 谢建伟文/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