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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直比过年时还热闹！”
四川马边彝族自治县第二届

小凉山采茶节，引得游人和市民
争相参与，福来村千亩高山茶园
采茶比赛现场更是人山人海，比
赛当晚，广场的篝火晚会点燃了
人们的激情，音乐会把整个活动
推向了高潮。

马边的老百姓感慨不已：
“山区小城变为了‘不夜城’。”

节会“组合拳”

感慨背后，数据更加直观。
据马边彝族自治县旅游局统计，
此次小凉山采茶节活动吸引上万
游客，比去年增长近3倍，实现
旅游综合收入213万元。

“这些成倍增长的数字来之
不易啊。”马边彝族自治县文体
广新局局长梁小平介绍，马边依
托特有的生态自然优势和小凉山
文化打出差异牌，创新推出小凉
山采茶节、马边彝族风情狂欢节
暨小凉山火把节等节会品牌，通
过节会实现文旅融合，带动增收
致富。

马边小凉山采茶节和火把节
连续举办了两届，相比成名已久
的大凉山火把节和其他地方的采
茶节，小凉山的节会活动还显

“年轻”。梁小平介绍，如何打出
差异牌、充分展示小凉山的风
采，对马边来说，是机遇，也是
挑战。

为打好差异牌，马边推出了
节会“组合拳”，拉长时间线，
分层次推进。在每一次采茶节和
火把节期间，加入了广场篝火晚
会、彝族民俗展演、非遗展演等
系列活动。

节目精彩纷呈，让市民游客
直呼“过瘾”。“最过瘾的还是家
乡更美了，游客更多了。”马边
烟峰村村民吉极拉野笑得合不拢
嘴。去年的小凉山火把节，马边
采用双会场制度，烟峰彝家新寨
作为分会场吸引了众多游客观光
游览。

去年 12 月，马边彝族自治
县承办了第三季 《中国彝歌会》

小凉山分赛区。如今，马边形成
了“春有采茶节、夏有火把节、
秋有彝历年、冬有彝歌会”的节
庆文化常态，对发挥产业优势和
民族特色，实现错位发展文旅产
业具有重要意义。

节会的举办，也让老百姓的
腰包享受到了实在。2017年8月
14 日至 8 月 16 日成功举办“中
国马边彝族风情狂欢节暨第二届
小凉山火把节”文旅活动，共接
待县内外游客近 10 万人次，实
现旅游综合收入 1400 多万元。
以 火 把 节 为 契 机 ， 成 功 举 办

“知名企业马边行”招商活动，
签订项目协议 11 个，协议总投
资为48.2亿元。

“新寨+旅游”一体发展

春天 4 月，天渐渐亮得早
了，马边烟峰村村民郑布拉机早
早打开自己的农家乐店门，把购
进的食材放入储藏间，打扫卫
生，准备迎接游客。

郑布拉机两年前开起了农家
乐，向游客提供彝族风味特色
菜。“依靠开办的农家乐，一家
人过上了幸福好日子。”

和郑布拉机一样，在马边的
各处彝家新寨和易地移民搬迁集
中点，有越来越多的贫困户在旅
游扶贫试点项目的带动下，享受

到了增收实惠。
近年来，马边利用丰富的旅

游资源，积极探索旅游扶贫模
式，找到了一条山区农民致富的
新路径——“新寨+旅游”一体
发展。

马边在脱贫攻坚住房保障建
设过程中，创新融入文旅元素。
在烟峰新寨建有错落有致的特色
民居群、彝族传说人物壁画长
廊、能容纳数千人的民俗广场、
色彩鲜艳夺目的七彩文化长廊、
民俗文化博物馆、图腾雄鹰及支
格阿龙射日雕像、能登高望远的
观景碉楼等景点；在荍坝乡会步
新村建设农耕博物馆、广场小
亭、户外民宿；在雪口山乡黎明
村打造水上漂流、水上游乐；在
民建镇和建设乡建“永乐光辉”
风情小镇，将明王寺遗址、民俗
博物馆、文化长廊、锅庄广场、
综合服务中心以及与旅游产业相
关的配套设施陆续完善，继续打
造独具特色的民族风情小镇以及
新农村综合体，推动乡村旅游提
档升级，带动更多贫困群众脱贫
致富奔小康。

随着仁沐新高速马边连接线
和乐西高速公路的相继建成，马
边将成为成都通往西昌、攀枝花
和昆明的重要交通枢纽，同时也
将进入成都2小时经济圈和乐山
1小时经济圈。马边将成为离成

都最近的彝族聚居区，并成为成
都及周边群众进入彝区旅游的首
选之地。

“文农旅”新融合

旅游兴业，万象更新。
旅游带动脱贫已成为马边群

众增收致富的一条新路，未来，
马边将继续在“文旅一体、农旅
融合”上进行探索和尝试。

民族文化特色是一个地区旅
游的核心吸引力之一。马边积极
融入“乐峨马沐旅游环线”和

“成自泸宜内—赤水—遵义旅游
经济带”发展规划，借势“三国
古战场遗址”“南方丝绸之路”
等文化遗产和自然景观，打造古

道文化探寻区、彝族文化旅游
区、林竹康养旅游区、高山探险
旅游区、茶文化体验区，规划一
批特色小镇、村落、街区等项
目，辐射带动乡村旅游、民俗风
情游等休闲度假业态发展，打造

“世外梅林”“云上苗岭”等主题
乡村旅游。在深入挖掘当地民族
特色文化的基础上，加大文物古
迹的保护和重塑力度，推动民族
工艺品和文化体验项目设计与开
发。

有了优质的旅游资源，要让
游客能进得来、留得住，也要有
相应的旅游配套设施。马边正在
加快高速公路建设，打造大小凉
山和乌蒙山结合带区域交通枢
纽。结合易地扶贫搬迁和彝家新
寨等项目建设，推进基础设施和
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增加“看
点”、疏通“堵点”、丰富“玩
点”，扩容提质，增强吸引力。

如何让当地的旅游品牌叫
响，马边一直在探索。马边已经
与阿里巴巴集团签订农村淘宝项
目战略合作协议，加大旅游宣传
推介力度，提升马边旅游知名
度；通过举办“小凉山采茶节”

“小凉山火把节”等旅游节庆活
动，规划建设中国彝族脱贫奔小
康历史文化博览园，力争通过不
懈努力，把马边建成大小凉山旅
游“首选地”。

上图：马边风光
下图：采茶
本文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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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东北看雪是中国人
冬季旅游的首选，热门时
节，当地一房难求，可进
入春夏季则门可罗雀。季
节性是旅游最显著的特征
之一，由于气候、节假日
设置等原因，淡旺季差异
成为旅游市场的一个显著
特征。

对 于 旅 游 景 区 来 说 ，
在高峰期大量客流涌入，
若超过当地可承载力，会
给景区的安全管理等方面
带来隐患。更重要的是，
短时间内密集的人流量会
对旅游地的生态环境造成
破坏。备受游客青睐的菲
律宾度假圣地长滩岛，由
于旅游业太过火爆，当地
的生态环境受到了严重污
染，于近日宣布闭岛，进
行为期半年的环境整治，
以恢复当地的海洋生态和
旅游环境。

在旅游旺季，旅游产
品 供 不 应 求 ， 导 致 了 门
票、酒店、饮食等费用的
上涨；而人流拥挤有可能
拉低服务水平，使出游品
质大打折扣。这种并不美好的旅游体验，也不利于
景区培育良好的旅游形象和品牌。

旅游的季节性特征虽不可完全消失，但可以采
取措施平衡旅游的波峰与波谷。

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苏明明教授指出：“在旺
季，旅游地可采取限流、提高门票价格等方式分散
人流。”建立“旅游数据大平台”，利用现代科技手
段对客流进行实时监控，及时开展限流、疏导分流
工作，是海南省应对春节期间游客暴增的新举措。

在主景区周边设置替代性强的分景区也是缓解
旺季客流暴增的方法之一。据了解，近年来，雪乡
附近的二郎河、雪谷等景区悄然发展起来，并开发
了从雪谷到雪乡的徒步穿越之旅、从二郎河到雪乡
的车接车送服务等项目，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雪乡
旺季时的承载压力。

总之，季节性旅游突出地区要发挥营销的主动
性，做好全年旅游的规划与筹划。苏明明认为，淡
季时，旅游景区可以通过以下两种方式来吸引游
客，带动旅游：“一是举办一些活动来提升游客游览
的兴趣，例如展会、音乐节、庙会、修学等。二是
根据当地的生态资源特征，开发一些反季的旅游项
目，加大宣传力度，比如一些滑雪景区，大多数人
都在冬季来滑雪，但在夏季它也拥有很好的山坡和
草坪，可以进行滑草、骑马等活动。”

反季旅游着实是平衡季节性旅游的有效方法。
有些景区的旅游资源种类丰富，具备推动反季旅
游、拓展多种旅游产品的有利条件。近年来，海南
不仅做强“避寒胜地”的品牌，还下大气力做起夏
季文章。其实，海南中部山区森林覆盖率高，热带
雨林分布广泛，夏季气候阴凉，所以说，海南不仅
是冬天的避寒胜地，也可以在夏天前往避暑。

如 果 能 够 统 筹
规划当地的旅游资
源，敏锐地捕捉市
场的变化。季节性
旅游的难题，并非
不可破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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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浓暮春，雷声逶迤、轰轰隆
隆，春雷挟着春雨，把内蒙古呼伦贝
尔扎兰屯的山岭染得五彩斑斓，一场
大自然的色彩盛会也即将拉开序幕：
杜鹃花就要密簇簇地绽放了。

来到翠屏山杜鹃坡，才明白为什
么杜鹃花的学名叫做“映山红”，哪
怕在这最偏僻、最贫瘠的山头，都宛
如不小心跌入梵高的画里，满眼的浓
艳：粉红、嫣红、深红、紫红，股股
殷红涌流，铺天盖地。仿佛一位即将
出嫁的新娘，将这世界上最美的红色

花朵缝制在自己的嫁衣上，只等着游
人一个轻轻的脚步，便如听到最清亮
的笛音一般，哗的一声全部打开，演
出世间最惊艳的春天圆舞曲。

顺着山坡，目光所及之处，红红
火火的杜鹃花千枝万朵，绽放成燃烧
的火炬和红霞，爆发出团团的烈焰红
云。因为枝与枝不同，花与花不同，
或弯曲直立盘旋，或浅红朱红嫣红，
有的花瓣肥厚，有的花瓣纤细，真是
花形不同神态异，妖娆姿态风韵浓。

爱美之心，古今如一，古代很多

文人雅客也对杜鹃花喜爱备至。白居
易曾云：“回看桃李都无色，映得芙
蓉不是花”，于是就将杜鹃花移栽到
家里，结果未能存活。只好写下“争
奈结根深石底，无因移得到人家”用
以自我解嘲。人们观赏杜鹃，不仅仅
是享受山岭之上的红花炫目，更多的
是陶醉在那份恬静淡然、踏实扎根、
努力向前的意境里。

杜鹃花之美，在其丛生群开，单
株不林；在其着重今生，花期四海；
更在其花如壮士，死亦不辞。

别样杜鹃别样红，一花一枝总关
情。这山野间最平凡最卑微的植物，
正用自己积蓄的能量，展示着筋骨和
血液中的力量，向天地昭示团结起来
的浩大和美丽。

扎兰屯赏杜鹃
郭海燕

旅游漫笔

“漓水清，渚山奇，兰香满棠
棣。美舍依花田，绿荫入春池，悠
悠乡音飘来欢声笑语……”这是浙
江绍兴柯桥区漓渚镇棠棣村的村歌

《棠棣花开等君来》，旋律明快优
美。从越王勾践开始，这个群山环
抱的村庄就以养兰花为主业。如今

的棠棣村，以“绍兴花木第一村”
闻名遐迩。“百花齐放春满园，棠
棣无处不逢花”。近年来，这个

“浙江最美村庄”、 国家级美丽宜
居示范村，成为乡村旅游的理想目
的地。去年 7 月，棠棣村作为“花
香漓渚”的核心区块之一成功入选
国家级田园综合体建设试点单位，
千亩花田即将在这里美丽绽放。

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绍兴
在全市推出内涵丰富的“五星达
标、3A 争创”，棠棣村便是这其中
的美丽篇章之一。柯桥区首批打造
了“会稽诗路、山阴兰桂、鉴湖渔
歌、钱杨印象”4 条示范带，建成
10个3A级景区村和136个五星达标
村。日前，柯桥区委副书记、区长
赵如浪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希望把
柯桥的乡村，建成“看得见青山，
望得见绿水，留得住乡愁”的美丽
新农村样板。

城乡处处有景、步步是景，移
步换景，柯桥农村已经从原先的一
个个“盆景”连片成为了一个美丽

“大花园”。同时，坚持规划引领村
庄建设，摈弃同质化复制，深挖自
然人文特色美，从而实现了从“百
村一面”到“一村一品”。

“苍黄的天底，远近横着几个
萧索的荒村”，这是鲁迅笔下的

“未庄”。而如今，由原柯岩村、柯
山村、西泽村、州九村四村合并的

“新未庄”，却是粉墙黛瓦、小桥流
水、亭台水榭，471 幢仿明清江南
民居宅邸，布局精巧，体现出江南
水乡韵味，展示了古越文化、水文
化、桥文化和民居文化。新未庄围
绕鲁迅作品打造鲁迅文化园，主要
道路沿线布置了鲁迅景墙、鲁迅作

品人物雕像、百草墙等鲁迅文化小
品，既使人沉浸在鲁迅文学的意境
中，又忆古思今，发现“未庄”之

“新”已今非昔比。近年来，全国
各地来新未庄参观的游客越来越
多，这里成为“跟着课本游绍兴”
的3A级景区村居。

香林村地处会稽山余脉的宝林
山下、鉴湖之畔，依托千年桂花林打
造文创休闲特色村，围绕“和、衷、
共、济”四字培育“富桂香林”党建
文化品牌，以桂花旅游经济为核心，
接引香林古村落、大香林古桂群、龙
华寺兜率天景区资源，形成“景中

村，村中景”的村景相融特色。该村
先后获得省级农家乐特色村、省级
森林村等荣誉称号。

西扆村因西扆山而名，相传是
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之地，也
是夏朝帝王启的诞生地。该村以

“大写西扆”为主线，以“禹迹”

提升村庄吸引力，增添布局“大
禹”元素，突出西扆村特有的文化
底蕴，已建有大禹广场、戏台、村
史馆、陈列馆等建筑。村里编写村
志、村规民约，还运用墙头文化传
递正能量，展示文明乡风、良好家
风、淳朴民风。

美丽庭院，让每家每户都成为
风景线。美丽田园，将绿色环保延
伸到了田间地头。柯桥区通过多种
形式发展美丽经济，切实将“绿水
青山”转化成“金山银山”。

上图：棠棣村风景如画
诸良峰摄

到柯桥赏“一村一品”
吴采莲

本报电 （记者王汉超） 又到了
万亩樱桃成熟季。5 月 3 日，樱桃节
在河南郑州樱桃沟开幕，这已经是第
十二届樱桃的盛会。各色品种樱桃次
第成熟，新鲜樱桃的采摘期将绵延一
个月。

初夏 5月，果园飘香。景区内大
小果园里红彤彤的樱桃挂满枝头，晶
莹剔透，娇艳欲滴。果香沁人心脾，
鲜嫩果色令人垂涎；绿色满眼，风景
如画，让人心旷神怡。经过十多年的
开发，这里已是名副其实的樱桃之

乡，世外桃源。
郑州市樱桃沟景区位于市区西南

部，虽然樱桃种植已有千年历史，但
十几年前这里还是丘陵起伏，沟壑纵
横的贫瘠之地。经过引导、营建，如
今的樱桃沟已是延绵 15 公里，多条
大小沟群组成果园林带。目前，樱桃
种植面积已达 1 万多亩，品种多样，
年产樱桃 300多万斤，产出的樱桃粒
大肉厚、色泽红润、甘甜可口，赢得

“郑州十大历史名产”的美誉。目
前，这里正全力创建国家AAAA级景
区。周边多个村借樱桃走上脱贫之
路，形成集生态旅游、田园观光、品
果采摘、餐饮住宿、休闲娱乐为一体
的乡村旅游格局。

近年来，郑州市旅游局主导的旅
游扶贫更是“以景带销”“以节带
销”，让绿水青山真正成为金山银
山。目前，郑州樱桃节已成为有区域
性影响力的节庆活动，汇聚起品牌效
应。樱桃沟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2
年前的4396元增长至2017年的20829
元，满树樱桃，满树希望。

图为喜摘樱桃

郑州 万亩樱桃林开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