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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林好空气游”、“润肺舒心之旅”、
“海风清新游”……近一段时间，这些字眼
成为海南当地一些旅行社宣传册上的主题
词，也是备受游客关注的“亮点”。这些主
题游套餐被旅游业界统称为“好空气游”，
自今年 !月起，被多地用作推介旅游的广告
语。去冬今春"当全国许多城市陷入雾霾笼
罩时，这类概念性旅游产品着实“火”了一
把。

据了解，“好空气游”最开始源于海南
网友在网上的自发推介和互动。!月 !#日，
环保部网站发布消息：三亚 $%&（空气污染
指数） 为 '(，在全国 !') 个被监测城市中
空气质量最优。与此同时，全国
多个城市的居民正深受雾霾天气
之苦。“来三亚吧，这里人人都
有好空气。”三亚的网友发出这
样的邀请。随后，海南当地的一
些旅行社开展了以此为卖点的旅
游营销。! 月 *) 日，国家旅游
局对出行游客和旅游接待单位发
出提示，提醒游客注意防范雾霾等恶劣天气
对旅游交通和户外活动的不利影响。此后，
一些 %+',- 监测值较低的城市迅速成为热
门旅游搜索词。

记者在网上粗略搜索了一下，海南、福
建、山东、浙江、江西等拥有良好海洋、森
林等资源的目的地都推出了“优质空气”旅
游目的地，以蓝天白云、纯净空气吸引游客
“躲雾霾、清心肺”。国内最大的在线旅游服

务商携程还推出了以“暂别雾
霾”为主题的线路专辑。

与此同时，该类概念性旅游
产品能否给旅游企业、旅游目的
地带来长期收益，也成为各方关
注的焦点。业界人士表示，在生
态旅游成为旅游消费热点的背景
之下，“好空气”旅游概念的流
行，实则对一地的生态环境、自然资源、保
护措施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尽管“好空气游”博得了不少关注，但
是业界对此也有颇为清醒的认识。“‘好空
气游’短时间内会吸引眼球，但我们应该把

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做成长期
的旅游卖点和亮点。”海南康泰
国旅董事长李繁华说。海南省旅
游委巡视员陈
耀认为，为游
客提供像空气
一样一流的服
务环境、社会

环境，并通过服务的优
势、文化的优势，将生态
优势转化成为实实在在的
产品优势，才是最重要
的。“如果仅有一流的空
气，却是二流的服务、三
流的品质，就太可怕了！”
“好空气游作为一个

营销话题，吸引大家关注

该目的地，本身是一件很好的
事。”对于这样的概念性旅游产
品，中青旅遨游网副总经理、首
席运营官廖伟勇如此评价。概念
性旅游产品本身“卖”的就是创
意，但是，在创意背后更加需要
扎实的旅游资源、旅游服务做支
撑。对此，印尼巴厘岛的经验或

可为我们所借鉴。在对外推介巴厘岛时，当
地旅游部门的官员首先浓墨重彩介绍的是巴
厘岛的文化旅游、乡村旅游，而对其自然资
源仅在最后轻描淡写提及。印尼的旅游部门
官员这样认为：“自然资源是必备条件，但
并不一定能吸引和打动游客。让游客感受一
种截然不同的文化和别样的生活，才是旅游
最大的吸引物。”

最近我生平第一次赴孟加拉国旅行"从
北京出发时已了解"中国与那个古老的邻国
已有逾千年的交往史。近年，中国积极参
与建设孟加拉国的化肥厂、发电厂，开采
煤矿及沿海石油，开发港口、铁路、电信
业和水利灌溉。据说，孟加拉国 .)/的进
口商品来自中国。当我走进当地市场，想
为朋友买点礼物，摆到我面前的香皂、糖
果之类商品，全是产自中国。我表示不买，
店主便解释说：“这些中国货质量很好的
哦！”可我怎能带上这些东西送给中国朋友
呢？

在我访问孟加拉国的日子里"我是周围
能见到的唯一西方游客"人们每天上百次地
问我0“您来自哪个国家？”虽然我是加拿
大人，但我 ''年前就离开了。因此，我回
答说：“我是加拿大人，但生活在中国。”
提问者的反应往往是：“中国？中国好
呀！”有时候，他们还会评论道：“中国是

个伟大的国家，一个发展中国家！”
孟加拉人还常常问我：“你是个基督

徒吗？”看来宗教对于他们十分重要，穆斯
林、天主教徒、新教徒和佛教徒在这个国
家和平共处。

在孙德尔本斯国家公园的西南部，生
长着茂密的红树林和大量野生动物，其中
包括老虎、鳄鱼、猴子、蜜蜂、螃蟹及
'11余种鸟类。我在此遇见的一位年轻人，
会说一些中文。我问他是不是在中国留过
学，或进孔子学院学习过。他回答说，他
在一家设在孟加拉的中国公司工作了 *年，
向中国同事学的中文。在首都达卡至广州
的返程航班上，我的身旁坐着一位苏州的
妇女，她刚刚前往达卡与在那儿工作的丈
夫共度春节。

孟加拉人很讲礼貌"不仅对外来游人如
此"他们之间也是这样。例如两个当地人站
在街上聊天，第三人绝不会从他们中间穿
过，而是会绕行；聊天者或是挪挪身子，
让路人直行。

与中国人不同的是，孟加拉人在街上、
餐馆、公共汽车或电话亭从不大声说话。

中国人紧挨着为何说话声音那么大呢？我
发现，中国的孩子上课时就是大嗓门，老
师也是大嗓门，外来游客于是总感觉中国
人喜欢与人争论。

在孟加拉，我不由得忆起上世纪 (1年
代以前中国人对于外国人的友好态度。当
时中国人在公共汽车或地铁上，总是主动
给“远来的外国客人”让座。当今，几乎
所有中国人都见惯了外国人，不会为此而
吃惊。但孟加拉人并非如此。

一次，我与导游聊天时，一个男孩过
来用手机给我拍照，随后又有男孩女孩接
二连三过来照相。原来他们是大学生，他
们的英语教师对我说，我是他们见到的第
一个西方人。

孟加拉国并非缺乏旅游资源，相反这
个国家文化、民族、自然等旅游资源十分
丰富，只是旅游设施还较落后。我认为，
这样一个“原生态”的国家，比起那些面

貌大变的国家，更让游人喜欢。
在孟加拉，没有麦当劳，没有星巴克，

也没有肯德基，其民族餐饮源自于印度风
味，但我还是发现了几处中餐馆。出于好
奇，我看了看中餐馆的菜单，上面有多种
“炒面”。但端上来的面条并非中式的，地
地道道属当地厨师的手艺。

孟加拉国出产椰子、芒果、菠萝、火
龙果、香蕉等水果，市场上却能见到从澳
大利亚和中国进口的苹果、葡萄和柑橘。
我问当地人为何不种这些水果，他们回答
说：“土地不够用，我们首先需要生产稻
谷以解决人们吃饭问题。”这个面积仅为
!#2# 万平方公里的国家，却拥有逾 !2- 亿
人口，占世界人口的 '2!3/，在世界各国
排名第八。达卡每平方公里人口达 !(##.

人，而北京只有 .#.1人。
孟加拉人中很难见到胖子，当他们吃

完饭时，盘子里总是空空的。不浪费，不
铺张，也不见倒掉剩饭剩菜。在此方面，
中国人应当向孟加拉人学习，并且继承自
己节俭的传统美德。

（作者为加拿大籍旅华作家）

去过景山好几回，却从未夜里造
访过。拗不过朋友的再三邀约，夜登
景山便成行了。

刚进景山公园西门，他便叮嘱我：
“路上一定不要回头，也不要往山下
看，一定。”我应和着，心里却想：这夜
景能有多美，还要抖个包袱？

园里静悄悄的，偶尔碰见锻炼身
体的人们快步走过。山路在晕黄的路
灯下蜿蜒向上，黑漆漆的望不到头。
远处的路灯好似悬浮在空中的盏盏灯
笼，沉默地散发着光明。拾阶而上，
除了此起彼伏“嗒嗒”的跫音，再无
别的声音传入耳中。在道旁能看到未
化去的残雪，白皑皑的很有些意境。

景山不高，没一会儿工夫就能登
顶。可是在这黑暗之中，我却因友人
劝告不朝四周张望，只顾低头前行。
随着山势增高，风越来越大，呼呼吹
得人一脸冰凉。林木也在黑暗中摇曳
起身姿，“哗哗”声不绝于耳。

慢慢的，脚下台阶由石头变成了
木阶，我知道，山顶要到了。只听友
人说：“抬头吧！”
“轰！”巨大的万春亭仿佛礼花爆

炸般瞬间“绽放”在我眼前：红门，
黑檐，绿拱，金顶，赫然在目！投射
灯的照耀下，亭子倍显神秘和壮观。
美，但美得静默无声！我不由自主扭
头看来路，山道已被黑暗吞噬了。只

有揖芳亭、富览亭还有北海白塔立在
远处山头，三座建筑仿佛镶嵌于山间
的三颗耀眼钻石，中央电视塔在天边
闪烁着红色的霓虹。往南看，紫禁城
黑压压地在眼前盘踞着，这黑暗中的
森然不禁让我想起自缢于此的崇祯皇
帝，不知彼时他手持白练望着自己曾
指点江山的宫殿，热泪中是怎样一种
辛酸与不甘……

极目环视，整个北京城尽收眼底，
如同巨大的银河，璀璨，绚烂。东面
的 456 尤其灯火辉煌，远不是“万
家灯火”一词可以描绘得了的。山下
往来穿梭的车辆，好似带着流苏缓慢
挪动7它们匆匆而来7然后又飘向远方。

南起永定门，穿过景山，北至鼓
楼长约 .28 公里的中轴线7早在元代定
都北京后就正式形成，而北京城的中
心点，也正在万春亭旁边。站在圆形
纪念铜牌上的城市中心点环眺北京，
宫城、皇城、外城如同投入平静水面
一颗石子后产生的涟漪，环环相套，
对称平衡。友人说：“听说只有气场
大的人才能镇住它呀。”听此说法，我
赶紧跳到一边哈哈大笑起来。

不消一会儿，山间响起了巡山人
的呼喊“闭园喽———下山喽———”。友
人笑着问我：“此行可好？”我用力点
点头。今夜，除了享受这山与城的美，
我与天地也有了一番别样的对话。

躲雾霾清心肺

“好空气游”成新亮点
本报记者 尹 婕

贵州省榕江县栽麻乡大利侗寨是著名的“侗

族大歌之乡”，古寨中不仅有建于清代的石板古

道、石质古墓雕和侗族四合院等古建筑，寨后还

有罕见的特大楠木群。其中，有500多年以上树

龄、3人才能合抱的古楠木树 46株，中、幼楠

木 400多株，环绕在寨子的四周。这些高大挺

拔、树桠密集交错、细叶苍翠欲滴的古楠木群，

不仅见证着侗族人与大自然的和谐相处，还成为

当地又一景致，吸引着游人前来观赏。

王炳真摄

从中国到孟加拉

见证延绵千年的友情
卡尔杜齐·李莎（加拿大）/文 孔晓宁/编译

古楠木“拥抱”的侗寨

本报北京电（记者赵珊） 近日，国家旅
游局与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联合发布了
《国内旅游“一日游”合同（示范文本）》 7乱
象不断的“一日游”市场将由此得到整治与
规范。
“一日游”以其经济实惠、方便快捷、

灵活自由的特点，受到众多旅游者的青睐，
逐渐发展成为散客旅游的主要方式。作为
城市旅游，特别是大城市旅游的重要内容，
“一日游”市场需求巨大，且呈现出不断增
长的态势。但低价招徕、行程中加点、强

迫购物、收取回扣等问题在“一日游”活
动中普遍存在，严重损害旅游者利益。此
次推出的示范文本针对旅游纠纷易发多发
环节，明确划分了经营者与消费者合同双
方责任，为旅游者的消费维权提供了更好
的条件。

结合“一日游”时间短、行程安排紧凑
的特点，示范文本没有关于自由活动的规
定，也不允许旅行社安排另行付费项目或指
定购物场所购物，如果景点本身含购物，旅
行社需向旅游者明示。

“黑社”、“黑车”、“黑导”和“黑驾”
的违法违规行为，是严重扰乱“一日游”市
场秩序，侵害旅游者合法权益的突出问题。
示范文本要求明确旅行社的名称和许可证编
号、导游员的姓名和导游证号、运输车辆的
车牌号码、驾驶员的姓名，并就使用无合法
有效资质旅游车辆、驾驶员及导游员的情
形，做出了严格的违约责任规定。
“一日游”行程较为简单，发生不可抗

力等不可归责于任何一方的事由，容易导致
合同目的无法实现。为避免旅行社以调整行
程、变更合同的形式损害旅游者的合法权
益，示范文本规定此种情形导致合同无法履
行或继续履行的，合同双方均可以解除合
同，并以公平为原则分摊相应的费用。此
外， 《国内旅游“一日游”合同 （示范文
本）》 将基本信息以表格的形式体现，权利
义务一目了然，简单实用，易为旅行社和旅
游者所接受。

新合同文本发布

“一日游”乱象可治

伫立于荆楚名岳木兰山之巅，放眼俯
瞰国家级历史文化名村———武汉黄陂的明
代村落大余湾，一幅瑰丽神奇的画卷就会
映入你的眼帘：右边“青龙”（仙河）游，
左边“白虎” （山名） 守，前面“双龟”
（俩山丘形似龟） 朝北斗，后面“金线”
（木兰山脊岭）钓“葫芦” （山名），中间
流水（排水管网）太极图。

大余湾犹如武汉后花园的一朵奇葩，
一排排黑瓦线石墙的明代民居飞檐翘角；
一幅幅屋檐壁画交相辉映；一条条青石板
路纵横其间……!((3年 3月，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专家团慕名前来考察，将这里誉为
“明代村落的大观园”。

这里的建筑群整体布局及建筑风格，
体现了儒家厚德载物精神及安居乐业构想。
村前以溪壑为堑壕，村后以山寨为屏障，
外御盗匪，内连各户。村里五口池塘、三
座花园、一湾流水，呈现出一派“流水穿
村过，过溪搭桥梁，出门到田间，观鱼清
水塘”的景象。

全村保存较为完好的 #'栋古民居坐北
朝南，背靠木兰山，面朝村口大池塘。整
个民居大体分为四大房群，每个房群合一
大院，由 '1余条小巷子纵横分隔。村里有
一条横贯东西的主街，呈线性将村落的四
个房群串接起来。当时的大余湾还有完备
的排水系统，村子里纵横交错着排水管道，
明沟与池塘相连排洪，阴沟与天井相通排
污，整个管网犹如一幅天人合一的太极图
案。

大余湾民居采用三合院型，即由三间
正房、两厢和天井组成。正房为中间一间，
前为堂屋，后为灶房。左右两间为卧室，
有的隔为四间，按左大右小，前大后小分
长幼而居。堂屋正中设神龛，是供奉祖宗
和“天地君亲师”牌位的地方。厢房一至
二间，加上五间正房共七间，当地叫“联

五转七”。堂屋门口正对天井，“天井凼”
（池）用石头铺砌，可调节室内空气、阳光
及排水排污。房屋四面外墙一般不设窗户，
而是通过天井和屋面明瓦 （俗称“阳瓦”）
来采光。这些民居的外墙，均采用长方体
石块砌筑。更奇特的是这里的建筑方法，
工艺讲究，大都采用糯米与石灰灌浆之法，
粘合石块，既缝隙严密，又可防治虫害。
也有采用木兰山地区的“木庐干砌”之法，
不用泥浆，直接将石块垒压而成。

门前檐廊上，彩绘的人物故事与花鸟
国画图案形象逼真，韵味无穷，并且以诗
题款，熔诗、书、画“三绝”于一炉。专
家们称，因彩绘颜料为自然植物，故其历
久弥新。虽历经百年风蚀，诗、书、画的
红、黄、黑三色依然分明。有一题诗“高
山流水最关情，稳坐闲弹调已成。倘使钟
期不再听，谁堪一笑话生平”，充分体现了
主人的高雅情调。

走进室内，又可观赏“雍正朱批谕旨”
木盒、钦赐“四豆同荣”寿匾，清代雕花
木床、石碾、石磨、织布机、纺线车、太
师椅，以及明清《余氏宗谱》、余氏名人著
作等文物珍品。翻阅明清年间的 《余氏宗
谱》 发现，原来黄陂余氏始祖余秀三，于
明洪武二年（!*3(年）从江西婺源始迁
湖北武昌，复移居此地。从此，余氏以
“勤俭能创千秋业，耕读尚开富贵花”为
家训，开启了大余湾绵延六百载的发展
史。南宋理学家朱熹在宋淳熙六年
（!!.( 年） 为 《余氏宗谱》 所作序言
中称：“御笔亲封一门三太守，廉
保勋名之振，五代四尚书，能为帝
王分忧。守俸禄如井泉，抚百姓如
妻子。”到了当代，又从这里走出了
余家菊、余传韬、余传瑾等著名
人士，这也许就是人们常说的地
灵人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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