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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云南省凤庆县城出发，跨过澜沧江，穿越茂密
的五道河自然保护区，经过茶马古道上的重镇鲁史古
镇，沿着弹石铺就的乡村小道弯曲而上，即可抵达古
墨村。古墨村因为集古老的古磨坊群、古茶树群、古
香樟树群、古核桃树群、古民居房群而远近闻名。

走进古墨村，便可见从山间流下的三条清澈见底
的河流，还有在村口嬉戏打闹的孩子，给宁静的古村

增添了许多灵性。跨过石阶进入用石头垒起的古石楼，
村党支书记杨大迎上前来，沏上一杯茶，给我们介绍起
村子的情况。过去，人们每天的生活必需品都得靠水磨、
碾子、榨油坊等来解决，居住在古墨、青华、牌坊等村的
群众白天做活，晚上就会挑背起自家的玉米、稻谷、菜籽
等来这里加工，男女青年一边加工米面，一边对唱情歌，
于是，古磨坊群还成为了青年男女谈情说爱的好去处。

古墨村最早的古磨坊建于清嘉庆年间，现有磨坊 ##间，
其中磨坊遗址 &(间，碾子坊遗址 +间，榨油坊 + 间，造
纸坊遗址 &间。如今，古老的生活方式已被现代高科技
所改变，但古磨坊群、古茶树群、古香樟树群、古核桃树
群、古民居房群依旧保存完好。

为了更好地保护和开发古磨坊群，凤庆县采取保
护特色、修旧如旧的做法，修缮了一批古磨坊、石板

房、石板路、石板桥，挖掘整理古墨村的历史文化和
人文故事，改造特色民居房 %'户，新建了一批具备会
议室、接待室、茶室、餐厅等多功能的新型农家乐。

不久前，古墨村因“气候消暑性、环境绿色性、
景观美学性、生活宜居性、旅游惬意性”，而成功入选
“+'&#中国避暑小镇”。目前，这个村子作为七彩云南
的一个缩影，正在积极打造生态旅游产品。

我不敢说衢州的山水是浙江最美

的山水，尽管烂柯山的那盘棋局如此

神秘感人、江郎山的那群峰峦这般鬼

斧神工、钱江源的那道清流这等晶莹

沁人；但浙西这块翡翠般的土地上，

这些年大量涌现“最美衢州人”，却

是不争的事实。

我曾因出版社之邀，编辑过反映

杭州“最美司机吴斌”的一部诗集，

所以我首先关注了衢州的那位“最美

司机”。这位 ((岁的衢州司机毛志浩

在挡风玻璃被前方车祸撞倒的路灯杆

击穿，自己惨遭脾脏破碎的情况下，

不仅在巨大的痛苦中坚持停稳公交

车，保住了车上 +! 位乘客，还坚持

下车参与救援对向车道车祸中的伤

者，这等勇举的背后，是何等巨大的

精神力量在给予支撑！

小学六年级的孩子翁进城哭泣着

向 #位“最美教师”连磕 #个头的一

幕也让我鼻子发酸：“如果没有陈

霞、姜文、江忠红 # 位老师的帮助，

我和妈妈、弟弟就去了另一个世界，

我的爸爸也将因此坠入痛苦的深渊，

我一定要努力学习，做一个对社会有

用的人……”这 # 位教师的感人事

迹，是千方百计把翁家母子从煤气中

毒的昏迷中解救出来，她们自认为平

常，连连说这是教师的天职，我却怎

么也觉得不平常。

至于在水中力救与自己素不相识

的少年而牺牲的“最美爷爷占祖亿”、

在高速公路中果敢扑向泄漏事故现场

的被公安部批准为烈士的“最美战士

吴奇龙”、及时救助危难路人而不事

张扬的“最美护士林小娟”、# 次冲

入火海救出两名百姓而相继负伤的

“最美警察高剑平、姜方林”，这些与

衢州的壮丽山川并肩耸立的壮丽风

景，在仙人对弈的“烂柯棋局”中，

有没有占据着永恒的意义？

每一回读到“最美衢州人”的事

迹，都让我久久地踱步感慨。

莫非，真是如画的山水撑起了这

批如画的筋骨？

在这两者之间，我想，肯定还横

跨着一座精神意义上的桥梁。如果这

座桥梁是存在的，那么，耸立在衢州

大地上的那些精神的桥墩子，又是哪

几个呢？

拜谒了“南孔”的衢州家庙之

后，我对这个在 &''' 年前卷到衢州

大地的儒教的风暴眼，忽地有了一种

新的感悟。

我以为，儒家思想对中国人的精

神浸润之深，是怎么说也不过分的。

在孔氏家庙居于北方曲阜的年代里，

南方的衢州也已是儒风习习，耕读蔚

为风气，更不消说孔子第四十八代嫡

长孙、衍圣公孔端友在建炎二年举奉

孔子夫妇楷木像，率宗室成员一路南

渡，成群结队地赶来衢州了。那年，

神色仓皇的宋高宗赵构选定临安建都

之后，一道圣旨“赐家衢州”，从此，

以“仁爱”为核心思想的孔子学说就

在这块苍翠的土地上扎下了大本营，

“东南阙里”光耀四方。

这支正宗的孔门后裔扎根衢州所

产生的思想影响，无疑是相当大的。这

块土地于是更加崇学，不仅“衢州州

学”自此与孔氏家庙合一，烂柯山的

“梅岩精舍”也广纳四方学士，办得红

红火火，赫然入列南宋十大书院榜单。

炽烈的崇学之风甚至带动了造纸行业

与印刷行业，衢江两岸成了书籍出产

的“物流集散地”，南宋刻书业的中心

就在衢州。我们也可以数一数由这块

土地送出去的进士，自宋至清，进士的

人数竟然达到了&'&#人，令人咋舌。

而孔儒之学在浸润了士大夫群体

之后，也不可避免地向社会的方方面

面渗透，衢州的民风历朝历代受此感

染，烙印极深。据文献记载，衢州开化

县的民风有“好学习礼，士风日盛”之

说，衢州江山县的民风则是“民务本

业，士知向学”；而衢州常山县的民风

有“士有贤声，民无终讼”的美誉。看

来，儒家的“六德”智、信、圣、仁、义、

忠，与儒家的“六行”孝、友、睦、姻、任、

恤，对世世代代的衢州百姓而言，已可

说是“入耳入心入脑”了；孔门种种教

诲，早已与衢州的青山绿水紧紧缠绕

长流不息了。

我这次来衢州，次日一早，便掸

尽旅尘，再访南孔家庙。孔子的七十

五代孙孔祥楷先生知道老友再访，专

程赶来，热心地为我们这一行冲泡价

格实惠的碎叶“龙顶茶”，馈食价廉

物美的自制“虫草酥”，还赠送每人

一册线装本 《论语》。我一打开，就

闻到了柚子之香，以及清茶之香、翠

竹之香。于是我顿然明白，中华民族

传统文化中的那些“最美”部分，在

衢州的山水间结出一代又一代的“最

美”精神之果，应该是合乎常情的。

辞别衢州那天，随着车轮的铿锵

之声，耸立着青翠的烂柯山与江郎山

的三衢大地在我身后渐渐退去，我心

里便想，但愿我的前方，我所到之处的

任何地方，都能有美丽来含笑迎接。

当然，你也知道，我说的这个美

丽，并非光指山川。

衢州为什么这样美
!黄亚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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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暖成为主题词 产业融合大提速

旅游业今年凸显四大趋势
本报记者 尹 婕

对于中国旅游业而言，!"#$ 年无疑是颇具历史意义的

一年。%&'(禽流感、四川芦山地震、雾霾天气等多重不利

因素给旅游业发展带来了负面影响；另一方面，《国民旅游

休闲纲要》 正式发布、 《旅游法》 实施、放假方案作出调

整，每一条新政都与人们的生活密不可分，也将对中国旅游

业未来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有业界分析人士指出，相较于 !")$ 年旅游业的“求

变”，“回暖”将成为 !")*年中国旅游业的主题词，产业融

合的趋势也将更加明显。展望 !+)*年，中国旅游业将会出

现四大发展趋势。

+'&#年 &&月 !日，国家旅游局网站发布通知，宣布
将“美丽中国之旅—智慧旅游”作为 +'&( 年中国旅游宣
传主题，并强调将在智慧服务、智慧管理和智慧营销三方
面着力，以促进旅游资源和产品的开发和整合，以信息化
带动旅游业向现代服务业转变。中国旅游市场将全面进入
智能化、科技化的新时代。

新年伊始，江苏、天津、广东、广西等地陆续启动了“智
慧旅游年”相关活动。各地一年的发展计划，为我们描绘
了一幅智慧旅游的图景：消费者将可以通过更多新媒体、
新技术接收旅游产品信息；经由网络、手机预订酒店机票
门票；定制具有个性的私人旅游线路等；智慧景区将提供
更加多元化、个性化的服务，虚拟系统将能够帮助游客获
得更全面的旅游体验；游客与景区间进行频繁的信息交
流，不仅可以促进景区服务内容和形式不断创新，也能给
游客带来不同的感受。不难发现，这一切无不是围绕“游
客体验”进行的。

据资料，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某
度假区引入了一种腕带系统，游客佩
戴这种腕带后，不需携带钥匙就可以
打开自己的房间门，不需携带现金或
银行卡即可进行购物。类似这样的精
彩体验，未来在中国很多旅游目的地
都将成为现实。

《中国老龄事业发展报告 （+'&#）》 指出，
截至 +'&+ 年底，我国老年人口数量已达到
&*$( 亿，比上年增加 %$& 万，占总人口的
&(*##。随着空巢老人家庭的增多、养老观念
的转变，以及老年人消费能力的不断提升，越
来越多的老年人选择外出旅游。根据全国老年
旅游产业发展促进研讨会发布的数据，+'&'

年，我国老年人口消费规模达 &万亿元，+'+'

年将达到 #*#万亿元，+'#'年将达到 %*!万亿
元。老年旅游成为正待深入开发的“蓝海”。

相形之下，目前我国的养老旅游产业发展
还不成熟，市场上的养老旅游产品缺乏特色和
吸引力，多数还停留在炒作概念阶段，不能满
足老人的个性需求。+'&# 年岁末，凯撒旅游
推出了海南度假卡，即以中老年游客为主要目
标消费群，凸显海南的度假、疗养优势。业内

人士称，这一探索是对养老旅游产品的大胆创
新，更加契合老年人的需求。
“对青年人来说，旅行是教育的一部分；

对老年人来说，旅行是阅历的一部分。”越来
越多的“银发族”正在践行培根的这一观点，
老年旅游日益成为一种生活习惯和态度。+'&(

年，养老旅游的巨大潜力将推动相关旅游产品
的密集推出和创新。

+'&# 年底，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和中央农村
工作会议为乡村旅游未来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把城市放在大自然中，把绿水青山保留给城市居
民。要传承文化，发展有历史记忆、地域特色、
民族特点的美丽城镇。要体现尊重自然，顺应自
然，天人合一的理念，依托现有的山水脉络等独
特风光，让城市融入大自然，让居民望得见山、
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中国要强，农村必须
强；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中国要富，农村必
须富。”

国际休闲产业协会副主席朱至珍撰文指出，大
会提出的“记得住乡愁”将成为未来乡村旅游差异
化发展的魅力之处，也将成为休闲旅游时代的文化
体验。“纵观我国乡村旅游的发展现状，不少地区
明显存在着低、散、小等问题。”朱至珍说，要改
变这一现状，应以一个地区的文化特色、“美丽乡
愁”作为资源整合的主线。“‘乡愁’是乡村旅游
最重要的文化体验，没有文化的旅游是没有灵魂
的。乡村旅游品牌的塑造，来源于特色‘乡愁’的
挖掘，只有这样才能从低、散、小，走向新、聚、
大，才可能从产品创新走向业态多元，进而实现产
业融合。”伴随着城镇化进程，以“美丽乡愁”为
标签的新型乡村旅游将日益走俏。

智慧旅游带来精彩体验
!

养老游成市场亮点
"

新型乡村旅游走俏
#

+'&#年，一系列中国游客在境外旅游
时的不文明行为刺激了国人的眼球，文明
出境游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年/月，
为落实提升中国公民出境游文明素质电视
电话会议的工作部署，国家旅游局制订了
《中国公民出境旅游文明行为指南》，发出
文明旅游倡议书，利用各种渠道和方式组
织开展“文明旅游、理性消费”主题宣传。同
时，向全社会征集文明旅游提醒语，发起
“文明旅游提个醒儿”活动，发动全社会力
量，共同纠正旅游活动中的陋习。

根据中国旅游研究院不久前发布的
《中国旅游经济蓝皮书》，+'&# 年我国旅
游经济平稳运行，预计国内旅游人数达
## 亿人次。国家旅游局局长邵琪伟在

+'&( 年全国旅游工作会议上透露，刚刚
过去的 +'&# 年，中国出境旅游人数约
$/#'万人次，预计 +'&(年出境游人数将
有望突破 &亿人次。

如此庞大的出境游人群不仅对国际旅
游消费做出巨大贡献，也是对中国形象的
集中展示。中国社会科学院旅游研究中心
副主任戴学锋指出，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古
国，应当重拾“温良恭俭让”等良好的传统。

+'&# 年年底，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
《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意见》，明确指出要加强对公民文明旅游
的宣传教育、规范约束和社会监督，增强
公民旅游的文明意识。+'&( 年，文明出
游将继续得到重视和提倡，公民的文明素
质也将由此得到进一步的提高。

文明出游进一步得到提倡
$

旅游漫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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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古磨房
李廷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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梭步垭石林景区位于湖北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太阳河乡境内，地处云贵
高原和巫山余脉的边缘，总面积约 +" 平方公里，是国家 (0 级旅游风景区，
是世界上形成最早、最古老的石林之一，也是中国第二大石林，开发规模仅次
于云南昆明石林。
“梭步”，是土家族语言，意为“三个”。梭步垭，也就是三个垭的意思。

梭步垭养在深闺，不像昆明石林那样广为人知，也正因为如此，这里保留了许
多原汁原味的风物景观，也更令人神往。梭步垭石林最早由国家地质专家在进
行地质考察时发现，其地层属海相系石灰岩地层，大面积的碳酸盐经千万年风
雨磨砺及地下水浸蚀溶解，使地下形成暗河、溶洞，洞中遍布石笋、石幔；而
地表则形成千姿百态的石林、石屏、石壁。梭步垭石林景区集石林、溶洞和森
林于一体，石林中有奇花异草 &+'' 余种。石林地区平均海拔高度 $'' 多米，
属中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冬无严寒，夏无酷暑，树木常青，四季有花有果，
景色自然迷人，令人叹为观止。景区所在地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太阳河是有
名的少数民族乡，这里世代聚居着土家族山民，有着独特而神秘的民风民俗，
当地政府已连续几届在这里举行了规模空前的土家族“女儿会”，吸引了众多
中外游客慕名前来观光。

+''%年，著名作家莫言专程来这里旅游观光，梭步垭层层叠叠如同千万
卷经书一般的石林令他叹为观止，他当即挥笔题写“石书万卷”四个大字。流
传在梭步垭一带的原生态山歌《六口茶》也同样让莫言沉醉，他还特地将当地
山民原汁原味的清唱作为写作素材录音珍藏。

因为地理位置较为偏僻，交通不甚便捷，得以见识梭步垭庐山真
面目的游客还不是很多，就像这大山里盛产的绿茶，虽没有浓烈的香
味，但却珍奇而含蓄，她的俊秀和神秘需要游客细细地用心去品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