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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普沟神秘纯净，海螺沟莽林泛涛，贡嘎山冰川交
汇，木格措湖水天一色，塔公草原草青地阔……得益于
上苍的馈赠和厚重的历史文化背景，四川省甘孜藏族自
治州闪耀着绚丽夺目的光彩。稻城亚丁、燕子沟、伍须
海、红石公园、磨西古镇、炉霍山歌、霍尔文化、巴塘
弦子……一大批高原瑰宝，沉睡上千年，如今大放异
彩。欢歌伴锅庄，美景迎笑脸，康巴大地尽情演绎着

“全域旅游”助脱贫的故事。

“最美景观大道”引客来

317、318 两条经四川进藏的国道如同两条丝带串起
高原无限的美景，高原、草原、森林、雪山、湖泊、温
泉这些高原特有的旅游元素在这两条国道上次第呈现，

“中国最美景观大道”吸引着全国各地和国外的游客纷至
沓来。

每年5月至11月，是甘孜最美的季节，气候宜人，花团
锦簇，溪水潺潺，牧歌悠扬，美不胜收。自驾游、组团游、骑
游，游人如织。在这 15.3 万平方公里的甘孜大地上，随处
可见操着不同口音的游客，大美甘孜醉了天下人。

随着高原旅游热的兴起，到高原旅游的人越来越多。
甘孜州顺势而为，提出全域旅游发展战略，围绕打造

世界旅游目的地的奋斗目标，从构建旅游目的地、旅游产
品、旅游品牌、旅游应急救援、旅游扶贫“五大”体系着
手，从全域资源、全面规划、全境打造、全民参与四个方
面做好全域旅游顶层设计，将全域旅游进一步精准定位为

“全域山地旅游”，致力打造“甘孜山地旅游、东方户外天
堂”，推动形成东部贡嘎山环线、南部亚丁环线和北部格萨
尔文化旅游带“两环一带”旅游发展大格局。

围绕四条景观大道、六条精品旅游线路，甘孜州规
划布局旅游综合服务体 78 个，重点创建 5A 级景区 1 家、
4A 景区 5 家，培育旅行社 21 家、自驾车营地 8 个、工商
注册的涉旅企业达 3 万家，旅游宾馆酒店 5130 家，其中
星级酒店11家、星级乡村酒店82家。在全域旅游战略的
推动下，目前，甘孜州拥有客房 14.6万间，床位数 23万
张，旅游接待能力明显增强。

让农牧民过上好日子

旅游扶贫，是甘孜人为自己找到的新路。稻城的香格里

拉镇，怀抱著名的亚丁风景区，用美丽战胜贫困，是近几年
的事。

稻城香格里拉镇依山而建，彩色卵石铺就步行道，水景
观与绿树相映成趣，藏式风情建筑鳞次栉比。桑吉林街商贾
云集，中外游客络绎不绝。仅两三年工夫，这个“偏僻的角
落”变为名副其实的“国际旅游小镇”。

近两年， 四季莲花客栈的客房很走俏，来自北京、上
海、深圳的游客住得都不想离开，不少老外慕名而来。村民
阿里呷向店主李雪出租了十多间房，过去都用来堆柴火，拴
牦牛，屋角结满蜘蛛网，臭气刺鼻，如今这些房间脱胎换
骨，成了助他脱贫的漂亮客栈。他说，得感谢亚丁的美景。

丁杰东是亚丁村的建卡贫困户，2014年他家那幢闲置
破旧的三层石头白房子摇身一变，成了风情浓郁的藏家小
楼，由村里帮助协调，出租给景区旅游公司，年终一结算，
25万元的收入摆到他面前，惊得他目瞪口呆。亚丁村其他
34户村民的闲置房，也都在当地旅游产业的辐射中齐刷刷变
成了“脱贫树”。

位于海拔3600米高处的拉木格村，16个建卡贫困户去
年人均收入过万元。

巴塘县沿国道318线，一座座藏族特色浓郁、华丽气派
的乡村酒楼映入眼帘。随意走进一家叫卓嘎林的乡村酒店，
老板说，去年他家仅民居接待收入就有12万元。张金国搞
民居接待有15年了。过去居住在公路旁边的山坡上，雅江
旅游发展起来后，他就有了搞民居接待的想法。10年前，他
把房子建到了国道318线旁边，前后投资200多万元，建成
面积达1000多平方米的乡村酒店，可一次性接待70多人。
酒店的价格从80元到300元不等。他已经带动了13户村民
发展乡村旅游。

理塘县奔戈乡卡灰村，当地群众建起了“公司+合作
社+贫困户”的产品开发型旅游扶贫基地，联合企业在村里

建设鲜奶加工基地，贫困户人均可增收2500元。拉波乡正
呷村的蜜蜂养殖产业、德古村的俄色茶种植业、呷洼乡日西
村的黑木耳基地、绒坝乡卓亚村的藏香猪合作社都随着旅游
业而兴盛起来。旅游新村，千帆竞发。

贫困村变身旅游景区

在全力推动全域旅游战略进程中，甘孜州“依托资
源”鼓足“钱袋子”，探索推进“企业+资源”“新建+保
护”“股份+资产”“就业+保险”的景区开发模式，走出
了一条“资源变资产、牧区变景区、穷人变股民、牧民
变居民”的旅游脱贫之路。

康定市俄达门巴村通过全域旅游从贫困村变为旅游
景区，牧民也成为了股东。70 岁的村民日泽高兴地说：

“3年前的村子，萧条落后，我家算是全村37户贫困户中
最穷的一户。1年之后，村子被打造成了景区，我家的牧
民定居房也被改造成游客接待住宿房。而今手捧旅游
饭，一夜之间就脱贫了。”

2016 年，甘孜州接待游客 1325.33 万人次，是 2010
年的 3.7 倍；实现旅游收入 133.74 亿元，是 2010 年的
5.68 倍。今年前 9 个月，全州共接待游客 1273.62 万人
次，实现旅游收入 127.1 亿元，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
33.2 %和 32.74 %。今年国庆期间，全州共接待游客
184.33 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 18.4 亿元，旅游接待
各项指标均创历史新高。在旅游业的带动下，甘孜已经
大变样。或许再过一段时间，你又会看到一个不一样的
甘孜！

甘孜趟出旅游脱贫路
韩国梁

什么时候是冬天的“节日”？也许有人会说是岀太阳的日子，可我说，成
都人冬天的“节日”是下雪的日子。

早些年下雪，娃儿们高兴的是可以垒雪人、打雪仗，农人则说下了雪来
年虫少了，土松了，庄稼会多收几成。稍有点文化的人，则把“瑞雪兆丰
年”的话说了又说。我曾经问学生为什么说“瑞雪兆丰年”？学生也多数回答
雪能冻死虫子，有利种庄稼。柳宗元的“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
笠翁，独钓寒江雪。”（《江雪》） 既写出了恢弘的雪景，又写出了诗人高洁
的品格和孤独的心境，此诗历来为文人称道，更给画家们提供了绝美的创作
意境。

这几年成都每到冬季都下雪，真是令人高兴。因为之前有好些年没下雪

了，说是地球变暖了，人们有一种担心，怕地球这样一直暖下去怎么得了，冬季
不下雪怎么正常！当看见纷纷扬扬的雪片在空中飞舞时，我们感到高兴！

成都人不仅好美食，而且善玩耍，即便是冰冷的雪天也不能阻挡成都人
玩耍！

下雪的日子，成都人会从市内开车，载着一家大小，到附近的龙泉山去
赏雪景。儿童欢呼雀跃，用冻得红红的手将一把又一把的雪花撒向天空，像
银花朵朵绽放；恶作剧地把雪团抛在玩伴儿的颈脖，立刻引起一片欢快的尖
叫；或单照，或合影，在玉树琼枝下摆出各种姿势。尤以那围红围巾的姑娘
最惹人眼，红装素裹，犹如朵朵红梅怒放；有的人会用双手捧起干净的积
雪，用塑料袋装上，拿回家化成水泡鸭蛋，据说味道格外好，或是用雪水煮
醪糟。大人和孩子还会齐心协力，收集积雪，垒成或大或小的雪人，置于汽
车前盖上。

回城时，从龙泉山到市区的路上，尽是满载着兴尽而归一家人的车子，
车上姿态各异、妙趣横生的“雪姑娘”“雪大爷”，让这股车流显得颇有趣味。

成都的雪
傅全章傅全章

天下小镇无数，我独偏爱李庄。
李庄很像一个有文化品味和端庄美丽的

女子，底蕴厚足、涵养丰富、容貌姣好，只
需看上第一眼，就会留在心底。李庄生长在
四川省宜宾市东郊长江南岸，已有 1460多年
历史。小镇上布满了明清时期的建筑，如庙
宇、殿堂、古戏楼、古街道、古民居；色彩
搭配鲜亮夺目，且有很多惊艳和让人意想不
到之处。像慧光寺、玉佛寺、东岳庙等“九
宫十八庙”，在阳光下镇定超然。被建筑大师
梁思先生称为“梁柱结构之优、颇足傲于当世
之作”的旋螺殿，与“奎星阁”“白鹤窗”“九龙石
碑”又构成古镇四绝。

穿过古民居的屋檐，走在琴键似的石板
路上，好像听到川剧的高腔，自由如风般地
扫过，带着回响的共鸣；又好像传来了小
鼓、堂鼓、大锣、大钹、小锣有节奏的“咣
咣”响声。是哪一个相公站立船头，伴着双
桨的划动、潺潺的流水、飒飒的风声迎面驶
来？哦！原是戏中的情景浮现眼前。李庄自
古是好戏好文化之地，戏台遍布，雕饰有
致。1942 年，正值抗战期间，周朴园和繁漪
走上了李庄古戏台，陈白露和李石清也走上
了李庄古戏台，小镇人终于第一次领略了话
剧《雷雨》和《日出》，原来戏台上不用打锣
鼓，不用唱，光说说话，也能感动人，也能
让人揪心揪肺想个三天两夜。

李庄目睹过那样一个非凡的岁月。面积
仅 1 平方公里、人口只有 3000 余人的小镇，
一下涌来 1 万多人，中央研究院、中央博物
馆、中国营造学社、金陵大学、同济大学等
十多家国家级高等学府和研究机构纷纷迁驻
李庄，一夜间李庄热闹非凡。从故宫博物院
转来的数千箱珍贵文物也存放在张家祠内。
故宫是干什么的？小镇人未必明晓。但那些
箱子装着宝贝不能让日本人抢去，李庄人是
拼着命也要守护的。老人们至今记得，那时
在张家祠举办“北京人”头盖骨化石文物展
览，真是开眼界！

李庄人认识的名人、大师也比外面的人
多得多。在李庄的戏台、石巷、菜地、江
边、码头、庙堂，随便遇到的、或走路不小
心撞到的，都是学者、大师呢。这些穿着长
衫、素衣，挂着眼镜的文绉绉的男女，都是

中国知识分子的脊梁。他们在李庄的一举一
动，都有飒爽的姿态，一下子改变了李庄人的
生活。入夜的李庄，家家户户早早把油灯吹
了，睡了，但透过窗棂看到这些人居住的屋里
还亮着灯，亮到天明也是常有的事。读书人就
这么能熬夜？过了些日子，中国建筑科学之父
梁思成的扛鼎之作《中国建筑史》、考古大师董
作宾的巨著《殷历谱》、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的学
术论文集《六同别录》、非汉语语言学之父李方
桂的《美国土语的结构》、考古学之父李济先生
的《中国民族的形成》、罗尔纲的《太平天国史》
等诸多学术巨著相继问世，这些都是在李庄完
成的。童第周教授做出的胚胎学实验、同济医
学院完成的痹病诊治的科研成果，也烙上了中
国李庄的印记。许多外国友人在这里进进出
出，以致李庄在国外也有了名气。新中国成立
后，许多李庄人看着这些大师的照片坦然说：
早就认识了。

朋友在李庄相遇。一抬眼都笑着说，原
来你也在这里。喝着这里的豆花，品着这里
的小酒，就着这里又薄又亮的蒜泥白肉，聊
着民族精神滋养的小镇和小镇上有理想、有
抱负的人，真是别有意味……

抗日战争胜利后，在离别李庄前夕，历
史语言研究所的傅斯年等专家怀着深深的眷
恋，署名镌刻了 《告别栗峰碑铭》，碑文写
道：“尔来五年……幸而有托，不废研求。虽
曰国家厚恩，然而使客至如归，从容乐居，
以从事于游心广意，斯仁里主人暨军政当
道、地方明达，其为藉助，有不可忘者。”

我独爱李庄，除了这古色古香、人文气
息，更是因为在那个特殊的时代，李庄承载
了家国大爱，这是属于李庄永不老去的灵
魂。

题图为李庄风光。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来自网络）

独 爱独 爱 李 庄李 庄
毛毛 健健

11月底，在澳大利亚已经生活了
10年的安徽姑娘马小小（化名）再次见
识了中国游客的消费力。因为一直从
事代购业务，马小小和澳大利亚许多
品牌店联系频繁。“今年一年，许多澳
大利亚产的商品经常缺货。”马小小一
问才知，这一年来，来澳大利亚的中
国游客增长了许多，原产地是澳大利
亚的各式商品都颇受中国游客欢迎，
游客们几乎人人都是大包小包地带回
国。“我的一些网购客户到了墨尔本
还会让我推荐商品。”

马小小的感受也得到了澳大利亚
媒体的印证。据澳大利亚SBS新闻网
近日报道，过去一年来，有超过130万
中国游客访问澳大利亚，这一数字仅
次于新西兰访澳游客数目。与此同
时，中国游客在澳大利亚的消费增
长迅速。澳大利亚工商会人士詹姆
斯·皮尔森表示，中国游客在澳大利亚
消费，支撑了本地企业的发展，将对澳
大利亚各个行业产生巨大的积极影
响。“鉴于去海外的中国人越来越多，
我们希望看到尽可能多的中国人来到
澳大利亚。”詹姆斯·皮尔森说。

1999年，澳大利亚成为首批获中
国政府批准的中国公民出境旅游目的
地国家之一。在近20年里，澳大利亚
一直积极向中国游客推广自身旅游资
源。2017年无疑是迄今为止成果最丰
的一年。澳大利亚旅游局局长暨行政
总裁欧肃文表示，2017年，澳大利亚
和中国共组织了 100 多场活动，包括贸易代表团互
访、旅游交流会、澳式足球联赛 AFL 首次登陆中国
等，还通过邀请中国综艺节目赴澳拍摄来推介澳大利
亚旅游资源，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12月15日，“2017中澳旅游年”在广州闭幕，澳大利
亚贸易、旅游和投资部长史蒂文·乔博议员介绍：“在中澳
旅游年的带动下，我们看到中国游客访澳人数显著增长，
在澳消费支出更是再创新高。根据澳大利亚旅游局最
近公布的数据，截至2017年9月30日，过去12个月内，中
国游客的旅游消费达到103亿澳元，同比增长13%。中
澳旅游年不仅提供了一个可以让我们与中国——这个
澳大利亚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进一步加强外交联系
的平台，同时也是我们在中国全面推广澳大利亚的重要
组成部分。”

近年来，中国出境游增长迅速，中国游客的海外
出游经历越来越丰富，对出境旅游的品质、特色要求
越来越高。对此，欧肃文表示，通过与中国的优秀旅
行社合作，定制高品质度假产品，满足中国游客不断
变化的需求，给中国游客提供独特的体验，也是成功
吸引中国游客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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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玩雪的孩子正在玩雪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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