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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夏季，烈日炎炎，阵雨频繁，看起来并
不是一个出游的好时机。然而，在浙江杭州的西
湖边，无论阴晴昼夜，随时随处可以遇到不同肤
色、讲世界各地语言的游客。他们有的观赏亭亭
玉立的荷花，有的体验悠悠晃晃的手划船，还有
的抓拍雨雾缭绕的重湖叠山，沉醉于“诗画江南
之美”。

几年前，像杭州西湖景区这样“风雨无阻受
客追捧”现象尚算孤例，而伴随全域旅游的深入
发展，各类旅游新产品、新线路和新业态在浙江
相继崛起，浙江省域景区化特征愈加明显，旅游
淡旺季界限逐渐模糊，吸聚了大量游客的青睐。
仅 2016 年，全省旅游接待游客就达 5.8 亿人次。
今年上半年，浙江省旅游产业增加值 1650 亿元，
增幅为15.5%，大大高于全省同期GDP的增幅。

移步换景好江南

先看吴越钱王墓、中共闽浙赣省委旧址，再游
江南布达拉宫台回山梯田、中山堂茶园、西山古村
落，后去霞坞集贤祠堂和万山来朝的真子坑小龙脉
……走进面积达138平方公里的衢州市开化县长虹
乡，人们不难发现，这里村村是景点，处处可游
览，恰似一幅红色、古色、绿色等绚丽色彩交织的
画卷。

一个乡镇全域能真正做到“美如画卷”并不容
易。这归功于前两年，长虹乡坚持以全域规划引领
乡村旅游发展，对照国家旅游景区创建要求，整合
全域生态旅游资源，通过完善标识标牌、客服中心
和旅游商品店等旅游基础设施建设，优化服务质
量，成功将全乡“打包”创建成了国家4A级旅游景
区，成为浙江乡镇一级推进全域景区化的一面旗帜。

在嘉兴市嘉善县歌斐颂巧克力工厂，一组占
地 10 余亩的欧式外观的连体建筑格外引人注目，
厂房四周布满鲜花和大片的绿茵。现在，每天都
有成百上千位家长带着孩子到这里参观巧克力生
产流程、了解巧克力的发展历程，同时在专业师
傅的带领下学习制作各种形态的巧克力，离开时
还顺带采购一些心仪的巧克力。工厂创始人莫国
平之前一直从事香烟滤嘴生产，他逢人就乐呵呵
地说：“把工厂办成了景区，既能让别人高兴，也
能让自己快乐，真是百年难求的好事哩。”

“南洞艺谷”是位于舟山本岛南部山坳的一个
新建社区村落，这里没有艺术院校，却随处能看
见大批剪纸、绘画的创作者，各家院墙上都有风
情各异的渔家画。近年来，该社区依托海洋旅游

资源优势，建设起集创作、研发、展示、培训等
于一体的渔民画原生态基地，吸引了各路艺人进
村，带动培训出 100 多位渔民画家，成为“文艺
青年”聚会圣地，勾勒出一个“旅游+海洋+乡
村+文化”多元融合的样本。

产品供给更新、游客选择更多、产业空间更
大。截至2016年底，浙江省共创建了像开化长虹
乡、嘉善巧克力工厂、舟山南洞艺谷这样的旅游
产业融合示范基地或景区达 300 余个。全省旅游
可以说从“月明星稀”变成了“日月同辉满天
星”。浙江万达旅游集团负责人刘蒙松在浙江“卖
旅游”30 余年，用他的话说，如今到浙江旅游，
不再是看一回风景、拍一张照片、吃一顿饭，而
是从山间到湖边、从城市到农村、从“观光游”
到“休闲度假游”、从“住一夜”到“玩一周”递
进式的深度体验。

“旅游不仅是淋漓尽致展现浙江独特韵味的窗
口，而是成为了联动一二三产业的纽带。”浙江省旅
游局局长谢济建表示，旅游业与乡村、工业、文化、
体育、林业等多行业从“简单相加”到“相融相盛”，
不仅催生了一大批区别于传统旅游景区的新旅游
区点，推动全省走向“处处是风景、行行加旅游、时
时可旅游”的全域旅游愿景，更重要的是，能够增加
整个经济发展的活力，体现出产业独有的开放性、
包容性和关联性价值。

生态理念促发展

“浙江旅游虽然一直在前进，但这几年的发展
氛围和速度却史无前例，而且形成了品质化、品
牌化。”如果邀请一些见证了浙江旅游发展的年长
者评价浙江旅游近况，不约而同得到这样的答
案。“十二五”期间，浙江旅游年均增长15%，总
产值达到7495亿元。全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比值
2.07，为全国最小，26 个欠发达县摘掉贫困帽
子，旅游在相关产业中贡献度名列前茅。

作为浙江发展的“领头雁”，浙江省委、省政
府坚持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生态发展理
念为指引，确立“建设美丽浙江、创造美好生
活”的总目标，用改革的思路和创新的办法全面
发力，“把全省作为一个大景区”来谋划建设，推
动旅游打造支撑浙江未来发展的万亿产业。

浙江着力优化“为旅游保驾护航”的顶层设
计。明确通过加强资金、土地等要素支持重点培育
100个国家3A级景区以上的特色小镇，旅游产业类
特色小镇要建成5A级景区，重点培育100个旅游风

情小镇。今年6月召开的浙江省第十四次党代会明
确提出大力发展全域旅游，推进万村景区化，提升
发展乡村旅游、民宿经济，加快发展海洋旅游、交
通旅游，全面建成“诗画浙江”中国最佳旅游目的
地。

浙江省委书记车俊认为：“旅游业是浙江在十
三五期间乃至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最有基础、最
具潜力、最有空间的支柱产业。”目前，浙江省超
过80%的市县将旅游列为战略支柱产业。50%以上
市县提出了全域旅游发展战略，召开了旅游发展
大会，出台了相应的扶持政策。

全民共建大花园

漫步宁波市宁海县前童古镇，屋舍、流水依
稀如旧，1300 多间各式民居保存完整。两年前，
当地通过“政府少量补贴+民间众筹”方式，将
其中一栋 100 多平方米的废旧老房子改造成今天
的“前童驿事”民宿。没想到，这不仅降低群众
参与旅游的风险，同时迅速激起了古镇全民参与
民宿创业的热情，一时间，花桥游居、好义堂、
前童镜舍等众多独具古镇魅力的民宿相继诞生，
将前童古镇原有的乡村旅游推向了“升级版”。

旅游越红火，群众越参与。群众越参与，旅游
越红火。这样的良性循环，在湖州市长兴县水口乡
体现得更为明显。乡里截污纳管一次性投资 6000
多万元，每年投入不少于500万元用于生态保护和
修复，投入不少于300万元用于美丽乡村创建提升
和长效管理，斥资数千万提升交通、游览、通信等公
共服务工程，成功创建为中国首批全乡域开放国家
4A级景区，村民纷纷将自家房屋改造利用，全乡基
本实现“一家一户一民宿”，年接待游客量超过290
万人次，户均营业收入超过70万元。

全域旅游并非万能钥匙，但确实能给群众生
活和经济发展带来看得见、摸得着的变化。在浙
江旅游发展版图上，因为社会各界群众的参与，

“开发一个景、富了一个村”“猪棚变金棚、叶子
变票子”“山下一张床，赛过城里一套房”的这样

“共建共享”的典型案例，俯拾皆是。2016年，浙
江省旅游从业人员已经接近300万人。

浙江省旅游局感到，只有依托共建共享的模
式，通过旅游发展把“大家园”建成“大花园”，将“绿
水青山”的生态优势转化成“金山银山”的发展优
势，才能真正把旅游培育成人民群众更加满意的战
略支柱产业，率先建成全域旅游的先行区和示范
区，让浙江在新一轮的生态绿色发展中勇立潮头。

旅行更需心灵驿站
周 硕

旅行更需心灵驿站
周 硕

旅游漫笔

去福建寿宁县远足，最忆是斜
滩。到这个闽东侨乡古镇，去看看
乡野古民居更是一大快事。

清代以来，斜滩古民居建筑比
比皆是，它集名人故居、官宦豪
宅、神宫庙宇、传统商铺、特色民
居于一体，迄今保存相对完整、相
对集中，数量之多实属罕见。斜滩
镇主村保存尚好的明、清古宅有160
多座。其中以卢何周郭四大家族的
名人世居为最。

在保存完好的古宅中，坐落于
坂头上路巷的一幢建于清咸丰年
间、主体三层木质结构的民居尤其
引人注目。此宅为近代名人，原国
民党立法委员、福建学院院长郭公
木的出生地。郭氏古宅为五溜二进
式，带两侧厢房，外围建有防火
墙，总占地面积约1200平方米。

步入大门，正厅中央壁上悬挂
题有“家学渊源”镶金雕刻横匾。
斜滩郭氏为书香世家，后厅墙上的
雕塑繁体“寿”字大而饱满，两边
题刻联句“豹隐南山雾，鹏搏北海
风”气势恢宏。它们与前门墙头屋
檐下的一排“郭子仪五女拜寿”精
美彩绘图构成一屋流芳、满堂喜庆
的氛围，在古镇众多古民居中别具
一格。

在古宅视野可及之处，翘角飞
檐，木刻、石雕、泥塑、彩绘，均设计精
到。整个建筑工艺精湛、装修精致，
房内木柱又立于磉石之上，古宅不失
古朴、优雅、美观之处，足见先人构建
之考究。

闻名遐迩的何家巷位于坂尾坑
头里。巷外环绕小溪涧，巷内“之”字
形排开 8座楼宇。厝与厝相连，门与

门相通，高墙小巷，曲径通幽。
据 《何氏家乘》 记载，何家巷

形成于清道光年间，巷里的古民宅
迄今至少有170年历史。实际上，小
巷两侧是一个集居住、聚会、休
闲、防御功能于一体的城堡式建筑
群。据说，当年何家巷人丁兴旺时
居住着500多口人，平均每幢住六七
十人，不少是四五代同堂。

何家巷现有的7座古宅，保护得
基本完好。何宜武故居大门上方有
一块横匾，上书“大夫第”三个大
字。这座楼房两进两厢，三层木质
结构，三合土地面，外围高筑防火
骑马墙，恰似闽南的小土楼，冬暖
夏凉，四季干燥。屋顶翘角飞檐，
厅堂上方雕梁画栋，门窗格扇花鸟
浮雕栩栩如生，门楣及正厅装饰古
朴典雅。其他楼房风格相似，只是

大小不同而已。
斜滩不大，但这里有古老的溪

河、榕树、街市和宫庙，还有许多古
巷、古井、古道、古桥以及著名的“龙
滩八景”。这里航道便利，水运得天
独厚，船只直达福安赛岐，早年就已
成为闽北政和、松溪与浙江泰顺、景
宁、庆元诸县的物资集散地和贸易中
心，是闽东四大古镇和重要商埠，素
有“闽东小上海”称誉。古人曾用“门
迎云路三千客，地踞龙江第一乡”“斗
垤鳏鱼楼下酒，山澄栗子雨前茶”的
诗句来描绘当地名胜物产和商埠盛
况。

当下，当地政府和民间多方筹
措、多管齐下，精心打造古镇文
化，积极引领旅游产业发展，把
斜滩镇建成闽东生态旅游观光的
好去处。

处处皆风景处处皆风景 行行加旅游行行加旅游 时时可游玩时时可游玩

全域旅游美了浙江全域旅游美了浙江
杨勇权杨勇权

侨乡斜滩古镇看民居
韦希成

俯瞰乌镇俯瞰乌镇

贵州从江 新米节上荡秋千
贵州省从江县谷坪乡银潭村侗族同胞日前迎来了一年一度的“新米

节”。按照当地习俗人们将秋千绳系在红豆杉树下供孩子和男女青年们玩
耍，在炎炎夏日当地侗族同胞与游客来到红豆杉树下的秋千坪玩荡秋千，
尽享夏日清凉。图为从江县谷坪乡银潭村，姑娘们在玩荡秋千。

吴德军摄 （人民视觉）

旅行给游客带来的不仅仅是美
景与美食，视听觉与味觉交织的盛
宴，更重要的是文化素养上的熏陶
和心灵的慰藉。在繁忙疲惫的旅途
中，偶遇一家书店，一杯咖啡，一
次交流分享会，都将成为洗涤心灵
的良药。

书店作为一个城市文化的载
体，是一种生活方式的传递与共
融。这种生活方式是将从业者和游
客紧密联系形成的体验模式，让游
客在体验另一种生活方式的同时感
受到精神上的满足。1989年吴清友
先生创办的诚品书店，就是一种有
影响力的生活方式，它可以说是爱
书人心中非常特别的存在。书店零

售模式、24 小时不打烊、“过期的
旧书，不过期的求知欲”等多种创
意文案……在实体书店凋零的时
代，是诚品一次次给了我们惊喜，
给了来到陌生城市的游客力量和温
暖。

旅行讲求的是一种互动效应，人
和人之间、人和空间之间、人和书本
之间、人和讲座、表演等之间的互
动。而书店扮演了与游客进行良好
沟通互动的角色。钟书阁坐落于富
有江南氤氲气息的杭州，它裹挟着风
景与文字这对绝佳组合，让游客置身
其中，仿佛与千年前的文人墨客来了
一场穿越时空的对话。钟书阁被誉
为“中国最美书店”，寓意“钟情于
书”，它用最真诚的态度和信念，赋予
读书一种诗意的仪式感，唤醒了来到
这座城市的游客对读书的记忆。不
喧哗，自有声。读书之灯点亮了游客
内心对一个城市的希冀。作为推广
阅读的媒介，书店会从人、空间、活动
的角度来考虑问题。在书店举办的
活动、讲座绝大部分是免费的，因为
比起盈利模式，它更符合游客心理，
符合人文思维方式。这种人文思维
关乎人和自我、人和他人、人和社
会。在一段不长的旅途中，游客需要
的不是被灌输某种价值观念，而是一
种洗去疲惫式的心灵之间的对话。
钟书阁恰好满足了游客这种心灵共
享模式。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看，游
客和书店所追求的价值观念是不谋
而合的。

“不只是一家书店，更是一个阅
读的博物馆。”吴清友的评价很好地

诠释了书店带给游客的潜在价值。
阅读具有治疗的功能，是抚慰人心
的必要存在。在舟车劳顿的旅途
中，或许游客用无数个镜头匆匆定
格了身边的美景，但并未来得及参
与到心灵的内部活动中去，因而无
法引起很多思维和想象的激荡。旅
行中最美好的体验莫过于看到世界
的同时也看到自己，回归内心的平
静，找寻本我的意义。书店为游客
提供了人文关怀，提供了美好生活
的体验和分享，提供了阅读的养分。

游客把书店作为心灵驿站不仅
汲取了阅读的养分还能产生归属
感。北京单向街书店对于一个旅行
者来说，就是一种归属感的象征。

“每一个独立而丰富的灵魂都有处可
栖。”单向街书店致力于提供智力、
思想和文化生活的公共空间。它充
满了衔接时空的特性，让游客在一
个自由开放、绿树环抱的场所感受
到温暖舒适与陪伴。书店老板许知
远这样描述单向街：“直到天花板的
书架有 30 米长，大约需要 20 分钟，
你才能从这头走到那头。如果你赶
上阳光明媚的日子，在此过程中，
大约十束阳光会暖洋洋、懒洋洋地
打到你身上。冬日里晒晒太阳，夏
天露天坐在院子里，听莫扎特，喝
啤酒，看迷惘一代作家的作品，身
边偶尔经过像春天一样的姑娘。”这
是与走马观花式游览名胜古迹迥然
不同的另一种惬意的旅行方式，它
是千万思维相契合的旅行者智慧体
验的凝聚，更是一种精神和心灵上
的结缘。

也许你只是城市茫茫人海中一
个匆匆的过客，眼前的美景千篇你却
无心驻足观赏，书店会成为你在此刻
生命境遇中的心灵知音，让你享受到
旅途中内心的喜悦，与灵魂来一场不
期而遇的碰撞。希望你在游览一个
城市的途中也能静下心来找寻属于
自己的心灵驿站，释放心灵，让内心
也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