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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牧业向旅游业转型

合孜勒哈英全村只有217户，662
人，是一个以农为主农牧结合的村。
过去由于人均耕地面积较少，草场
少，生产资料少等原因，导致大多数
村民家庭不富裕，一些村民也曾尝试
发展旅游业，但因管理不科学、接待

不规范、旅游设施不完善等原因，游
客始终不多。

针对这一问题，村党支部会同驻
村工作队，多次召开由驻村工作队、
村“两委”班子、党员和村民代表参
加的座谈会，集中分析原因，查找问
题，商议发展思路，最终形成共识
——发展旅游业是增收致富的唯一出
路。

“这个村地处阿勒泰千里画廊、
千里花海和喀纳斯旅游主干线，自然
风光秀美，民俗特色浓郁，旅游资源
丰富，我们镇党委政府按照支部+企
业+协会=富民的发展思路，将发展旅
游业作为促进村民增收的重要渠道。
按照打造具有地方特色旅游村寨的定
位，在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全
力打造冬季观雾淞，夏季搞漂流，四
季搞摄影的旅游项目。”冲乎尔镇党

委副书记、镇长阿斯哈尔·马开汉说。
发展方向明确、村民思想统一

后，村党支部和工作队有针对性地制
定了旅游发展规划，对全村有意向发
展旅游的村民进行旅游接待、安全常
识等内容的强化培训，对全村的农家
乐进行规范和提质。现在，村容村貌
焕然一新，村党支部正引领村民由传
统的农牧业向发展旅游业转型。

推进旅游富民有实招

“我们村有天然白桦林、红叶林、
奇石林，自然资源非常丰富，还有独具
特色的哈萨克族民俗风情、绿色有机美
食等，这些都是留住游客的最好载体。”
村党支部书记叶尔勒克·孜亚班满怀信
心地说。

根据这些特点和优势，在驻村工作
队的帮助下，村党支部组织成立了“红
叶林家访旅游协会”“红叶林骆驼旅游
探险协会”“马拉爬犁协会”“少数民族
刺绣合作社”等组织，每个组织由一名
党员负责。目前，红叶林家访旅游协会
已备案正式会员 16 户，户均年收益达
2.5万元；红叶林少数民族刺绣合作社解
决了本村和邻村20个妇女的就业问题，
人均年增收达到1万元以上；骆驼旅游

探险协会不仅解决了20户村民平时骆
驼没人饲养的难题，每年还可以为村民
带来3500元的纯收入。红叶林少数民
族刺绣合作社负责人加依娜·毛吾列提
汗说：“在党支部的带领下，我们成立的
合作社，不仅解决了妇女们的就业创收
难题，还让当地手工艺绣品走出了布尔
津，走向了新疆、全国。”

为提高接待质量，真正让游客有
“家”的感觉，工作队专门从阿勒泰请来
烹调、宾馆服务、礼仪等方面的老师，开
展特色美食、普通话和礼仪等专项技能
培训。截至目前，已举办各类培训班9
个，培训1000余人次。村民沙达提·阿
巴依汗说：“我以前主要养牲畜，一年辛
苦下来，也只能勉强填饱肚子，现在发
展旅游，自去年5月以来，我已经净挣了
3万多元，与过去相比，收入增加了一倍
还多。”

为了进一步促进旅游富民，党支部
与工作队还采取“网上+线下”相结合的
方式推广乡村旅游项目，网上接收游客
预订，线下提供优质服务。

现在，合孜勒哈英村的旅游业做得
红红火火，越来越多的游客慕名来到这
里，休闲旅游、体验乡村生活。

特色旅游受游客青睐

目前，合孜勒哈英村的旅游业发展
已列入布尔津县旅游富民重点扶持工

程，合孜勒哈英村成为阿勒泰地区千里
画廊旅游观光点之一。前不久，“中国·
新疆·布尔津第二届雾凇节”在这里成
功举办，吸引了八方游客前来赏冰雪奇
景、品民俗风情、忆童年欢趣。其中，乘
坐直升机看雾凇成为一大亮点，吸引了
不少游客参与。

倪克是来自乌鲁木齐的游客，与他
同行的旅游团队有200多人，他们兴奋
地说起此行的收获：“乘着马拉雪橇深
入白桦林观赏如礼花般绽放的晶莹雾
凇、拍雪景；参观雪橇装饰评比和哈萨
克族手工艺品展；感受雪域民俗运动会
上的比赛项目；和参加冬令营的小朋友
们一起玩爬犁、滑冰、骑冰上自行车；玩
累了可以走进当地牧民家，喝香喷喷的
奶茶，品尝包尔萨克（油炸面食）、霍尔
达克（马肉炖土豆丁）、风干牛肉……这
样感受冬天，简直太享受了，今后我们
还会再来的！”

合孜勒哈英村的旅游不仅受到了
游客的好评，也给当地群众带来了实实
在在的实惠。据阿斯哈尔介绍，仅雾淞
节当天，游客就超过3000人，为当地群
众带来40余万元收入。

据布尔津县旅游局副局长朱宝艳
介绍，从2017年11月到现在，布尔津已
经接待游客近4万人，与去年同期相比
大幅提升。

几百只鸟有的在空中飞
行，展现优美身姿，有的落
在柏树尖上嬉戏打闹、晒太
阳，有的还躲在树干上眯着
眼打瞌睡。这是笔者日前在
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巍山
彝族回族自治县政府大院看
到的美丽景象。

近日，几百只候鸟云集
在县政府大院的数十株百年
古柏上，安家落户。巍山县
林业专家杨剑波介绍，这种
鸟学名为夜鹭，是国家二级
保护动物，在中国长江中下
游、长江以南和西南各省较
为常见，主要以小鱼、蛙及
水生昆虫为食，对维持自然
生态平衡起着一定的作用。

巍山是国家级历史文化
名城，该县政府的办公区属
古院落，自然环境清幽古
朴，内有数十株种植于明清
时期的百年古柏，生态环境
十分良好。每年冬天，数百
只夜鹭从寒冷的北方迁徙而

至，在此越冬，直到春末才
陆续离开。

“大院里树尖上住着的
夜鹭已经在这里安家多年
了，数量也在不断增加。每
天在紧张繁杂的工作之余，
听着它们嘎嘎的叫声，心情
也变得轻松多了。”已在这
个大院工作了 10 多年的巍
山县妇联干部陈秀峰十分喜
欢这些大自然的精灵，把它
们称作“树尖上的舞者”。

当然，这些“不速之
客”的到来，有时也会给院
里的工作人员带来些“小麻
烦”。“停在柏树下的车，经
常 遭 到 夜 鹭 粪 便 的 ‘ 袭
击’。”一位工作人员笑着
说，他的黑色轿车常被夜鹭
粪便涂成“斑点车”。尽管
如此，大家依旧十分爱护这
些鸟儿，从没出现过打鸟或
驱鸟的事情。

题 图 为“ 树 尖 上 的 舞
者”——夜鹭。

我的故乡云南省武定县高桥
镇山南村坐落在乌蒙高原的群山
怀抱中，深冬时节，这里却没有
一点萧条、荒凉的迹象，一切都
在冬日明媚而温暖的阳光下，静
静地期待着春天的到来。

冬天的北方，水瘦山寒，哪
有鲜花的踪影。可是，我的故乡
却温暖如春，鲜花遍地，满目生
机。高远的天空蓝湛湛的，白云
在山间飘来飘去。一些草木枯黄
落叶了，但还有许多草木在萌
生，保持着葱茏的绿色。

清晨，当你推开窗户，一枝
在夜里悄然拔节的花，此时已探
头探脑伸了出来，这正是故乡人
最喜爱的叶子花。叶子花，花形
如叶，叶子像花，让人花叶难
分。只要有充足的阳光，叶子花
就一年四季开放着，开在路边、
墙头，有着旺盛的生命力。叶子
花常被故乡的人们搭成拱门，搭
成花架，用以迎接四方宾客。它
的花瓣像粉红的叶子，像紫红的
蝴蝶，轻轻落在宾客的肩上。人
们都喜欢聚集在叶子花架下，老
头儿们看花，一面看，一面自言
自语；老妈妈看花，轻轻摘下一
朵，簪在小孙女的发髻上。叶子
花还喜欢爬墙头，花枝从东家伸
到西家，伸到绿色的行道树上，
享受着明媚的阳光。

全世界的山茶属植物有 80
余种，乌蒙高原上就有 35 种。
乌蒙高原的山茶为常绿乔木，枝
干劲健，树型优美，花型大，花
色多，花期漫长。隆冬时节，农
家庭院会闪出一朵朵、一树树猩
红 的 山 茶 花 来 。 上 世 纪 60 年
代，郭沫若漫游云南，写诗赞美
道：“艳说茶花是省花，今来始
见满城霞。人人都道牡丹好，我
道牡丹不及茶。”

更使人感到意外的是，深冬
腊月，鲜花丛中不时飞起蝴蝶、
蜜蜂，搅乱了丝丝缕缕的阳光。
原来，冬日暖融融的太阳，点燃
了故乡的炮仗花。一串串、一树
树的炮仗花，红红火火，朝天开
放，很有喜庆气氛，正好给辞旧
迎新献礼。炮仗花开时，漫山遍
野，如火一般燃烧着，引来蜜蜂
的翅膀驮着金色的阳光，整天嗡
嗡地闹个不停。每天，成千上万
朵火红的炮仗花，开在家家户户
的房前院墙上，连成一串串花的

“鞭炮”，垂挂枝头。炮仗花的花
期很长，每年由春开至冬，谢了
又开，周而复始，花枝不断四时
春。

这就是冬天依旧开满鲜花的
我的故乡。倘若你冬季来这里赏
花，千万别忘记带上一份好心
情。

福建漳州是一座充满诗意的滨海
城市，境内山川秀美，人文荟萃，民
俗风情千姿百态。作为漳州市“三
宝”之一的水仙花，是这座魅力城市
的一张靓丽名片。岁末时节，漫步漳
州街头，只见满城春意盎然，水仙盛
开，洋溢着芬芳、温馨的气息，沁人
心脾。

水仙花别名天葱、雅蒜、凌波仙
子，属石蒜科多年生球茎植物，暮冬
及春初开花，亭亭玉立，高雅脱俗，人
们视其为吉祥、纯洁、美好的象征，为
我国传统十大名花之一。漳州为中国
水仙花之乡，出产全国最优质水仙，
它以鳞茎硕大，箭多花繁，色美香郁，
开花期长，蕴含着“品、香、色、姿、韵”
五绝之雅而驰名海内外，享有“天下
水仙数漳州”之美誉。

漳州的水仙花种植在市郊圆山东
南麓九湖镇蔡阪一带，主要有两个品
种，一是单瓣的“金盏银台”，六片
白色的花瓣向四边舒开，中间长有一
个酒杯状的金黄色副花冠，花味浓
郁，花期约半个月；另一种是复瓣的

“百叶水仙”或称“玉玲珑”，花瓣
十余片卷成一簇，上端素白，下端淡
黄，香气稍淡，花期约 20 天。这两
种水仙神采各异，各有独到之处，被

许多文人墨客喻为“国香”之花。宋
代大理学家朱熹出知漳州时，曾作

《水仙花赋》 咏道：“纷敷翠羽帔，
温艳白玉相。黄冠表独立，淡然水仙
装。”

我们来到圆山脚下，近观那一片
水仙花田。只见花田连绵，一畦畦长
势良好的水仙花秀姿绽露，叶片郁郁
葱葱，花梗亭亭玉立，洁白的花朵，
淡黄的花蕊，时时散发出醉人的芳
香。徜徉于花海中，犹如置身无边无

际的盎然春色，一呼一吸间让人心旷
神怡。一位在花田里劳作的花农告诉
我们，漳州水仙花名冠天下主要是得
益于得天独厚的地理及气候条件。这
里上午有充足的阳光照射，下午有高
山遮荫，再加上山泉长流，土壤疏
松，并且地下还有温泉经过，即使天
寒地冻的季节，也能保持适宜水仙花
生长的温度。这里的花农在长期的生
产实践中，摸索出一套独特的栽培方
法，使水仙主球肥硕，两侧并列长出

相连的几个侧花球的特殊形态，不仅
花多且能够雕刻造型，只凭一勺清
水、几粒卵石，便出落得楚楚动人，
朵朵喷香，成为世界罕见的草本艺术
珍品。

漳州栽培水仙花历史悠久，据蔡
坂村张氏族人的传说：明景泰年间，
他们在河南为官的祖上张光惠告老回
乡时，船过洞庭湖，从水面拾得两颗
水仙花头带回家乡种植。此后水仙花
日益繁衍，扩至邻村，到清代末叶，
面积已达800余亩，并开始销往吴越等
地。据 《漳州府志》 记载，郑和出使
南洋时，漳州水仙花已被当作名花远
运外洋。如今，漳州水仙花栽培面积
居全国之首，每年除大量投放内地市
场外，还销往中国港台地区及日本、
新加坡、美、英等国家，在世界水仙
花市场独占鳌头。难怪外国友人都称
漳州为天下独有的“水仙之城”呢。

为了进一步传承和发扬水仙文
化，以水仙为题材的艺术表现形式日
趋丰富，除了以花入画，还有水仙盆
景雕刻、花样剪纸、诗集、邮票、玉
石瓷器、歌舞戏剧等多种形式。

“世界名花惟此有，人间异香别
地无。”来到漳州，你一定要约会这
位悄然飘落凡尘的“凌波仙子”，相
信她馥郁芬芳的清香，定能让你赏心
悦目。

图为游客在品赏水仙花。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来自网络

夜鹭飞进巍山古城
陆向荣文/图

去乌蒙高原看花
杨继渊

小村搞起大旅游旅游
刘是何文/图

“旅游+通用航空”“旅游+养生”“旅游+文

化”……这个冬天，在新疆阿勒泰地区布尔津县冲

乎尔镇合孜勒哈英村，八方宾客汇聚于此，欣赏

拍摄雾凇美景，品尝民族特色美食，感受马拉爬

犁的惬意，体验骏马狂奔的激情，尽享直升机翱

翔天空的刺激。

水仙飘香漳州城
钟 芳

乘直升机观光成为这里的又一道风景乘直升机观光成为这里的又一道风景

摄影师拍摄牵着高头大马的牧民摄影师拍摄牵着高头大马的牧民

独具特色的工艺品受到游客的青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