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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途皆是风景

自江苏南京出发，我们沿长深高
速、宁高高速、沪渝高速、宣铜高速
向南，高速路两旁的浓浓绿意将我们
一路引领至安徽宁国市。车下高速，
驶入山区，眼前的植被也为之一变，
高大挺拔的毛竹成片地扑入眼帘。山
间公路上不时驶过满载着毛竹的货
车，路边一户人家正在建新房，粗壮
的毛竹也是重要材料之一。

到了宁国市青龙乡境内，路边耸
立的指示牌提醒我们已进入“皖南川
藏线”。东起青龙乡，西至泾县蔡村
镇，这条线路因为既有皖南山水的

精华，又有 318 川藏线的艰险，被
称为“江南天路，皖南 318”，全程
约 120 公里，沿途经过皖东南最大
水库——港口湾水库和皖东南最大
的原始森林——板桥自然保护区，
青山竹海连绵，风景秀丽。

车在大山中蜿蜒穿行，时而艳阳
高照，转到山的背面，却又是小雨淅
沥。一路皆是风景，我们的眼睛不知
该看向何处。崇山峻岭，山路曲折，总
会在不经意间来一个大拐弯，对面驶
来的车子似乎紧贴着我们呼啸而过，
虽惊而无险。同行的伙伴握紧扶手，
将无数声“哇”咽进肚里，彼此相视一
笑。司机赵师傅是宁国当地人，车技
娴熟，他一早看透我们的心思，“别着

急，路上设有专门停车休息、拍照的地
方，那里的景色绝不叫你们失望！”

进入泾县境内，车子驶上桃岭公
路，九曲十八拐愈发密集。桃岭公路
是泾县境内海拔最高的盘山公路，车
子盘旋数次后，公路在一面几近 60
度的陡坡上曲折盘旋而下，被自驾车
爱好者称为“颇有318国道怒江七十
二道拐的风采”，也是“皖南川藏
线”最精华之处。在一处观景台，赵
师傅招呼我们下车，那里已经聚集了
许多自驾车友和骑行爱好者。小雨不
时飘落，游客高先生一边操控着无人
机拍摄，一边遗憾地说：“今天天气
一般，估计拍摄效果不是很理想，看
来我还得再来一次！”

一条线带动一个县

“皖南川藏线”的“走红”是近
几年的事。当地村民不曾想到，自
己日日走过的寻常山路，有朝一日
竟会吸引无数山外人纷至沓来。而
这些游客的不断造访，也悄然改变
着当地人的生活状态。越来越多的
村民开始干起与旅游相关的行当，
沿途常能看到村民摆摊售卖笋干、
葛根粉等土特产或是竹制工艺品，
一 些 村 民 成 为 沿 线 景 区 的 工 作 人
员 ， 另 一 些 人 则 成 为 “ 皖 南 川 藏
线”带动起来的旅游创业者。

宁国当地人夏建勇原本从事汽
车零部件销售，偶然听朋友推荐了这
条线路之后，亲自驾车走了几趟，敏
锐地嗅到了其中蕴含的商机。2016

年 4 月，夏建勇投资 2000 多万元兴建
的罗陵湾自驾乐园开业，因为处在

“皖南川藏线”的东端，又临近青龙湾
生态旅游区，开业伊始，便不断有自
驾游客入住。“到了当年 9 月，已经很
火爆了。”夏建勇回忆，小长假时，30
间客房全部住满，能够同时容纳 300
人就餐的餐厅也常座无虚席。

站在罗陵湾自驾乐园门前，远
处是水气氤氲下的大山，空气中飘
着植物特有的清香。夏建勇指着临
近的几幢农家小楼告诉记者：“我们
这里开业的时候，周边还没有针对
自驾游客的民宿或农家乐，我们这
里火了之后，周边一些本已搬到县
城的村民，返回村里，将旧屋翻新
或是重建，做起了农家乐的生意。”
夏建勇介绍，据保守估计，目前，

“皖南川藏线”沿途已有各式农家
乐、民宿 300 多家。来自江苏、上
海、安徽其他地市的游客是这些地
方的主要客源，每逢周末或是小长
假，悬挂这三地牌照的汽车，密集
地往来穿梭于这条线上。

“比起皖南川藏线自驾游发展带
来的经济效益，通过发展民宿等方式
吸引村民回流到乡村，这样的社会效
应更让人惊喜。”夏建勇说。

从自发到有规划

“皖南川藏线”的持续升温，不
仅吸引更多的游客走进来，给当地带
来更多的经济效益，同时也对当地的
旅游配套设施提出了更高要求。以住

宿为例，记者发现，目前“皖南川藏
线”沿线的住宿多为农家乐，仅能满
足游客最基本的住宿要求，存在卫
生、安全等隐患。来自江苏南京的游
客孙长礼带着一家六口，住在青龙湾
附近的一家农家乐，他对记者表示：

“我们带着孩子入住，房间里没有电
热水壶，给孩子冲奶粉十分不便，另
外，洗澡也不是很方便。”

这样的情况存在于沿线很多农家
乐。有网友这样评价：“简陋的住宿
与绝美的风光不匹配，不过，每一个
刚刚发展起来的地方似乎都会有这样
的问题。”

当地政府正给予“皖南川藏线”
更多的关注和支持。今年4月，由安
徽省宣城市旅发委牵头组织编制的

《宣城市“皖南川藏线”旅游度假区
概念性总体规划》基本编制完成。未
来，“皖南川藏线”沿线的旅游配套
服务设施将不断完善，规划区域内新

增旅游公厕 37 座、停车场 33 个、加
油站6座、观景平台19个、公路交通
标识标牌 331 块、驴友驿站 7 个，新
增一批自驾游营地和最佳摄影点。

夏建勇告诉记者，像他这样的创
业者也在不断谋求升级。目前，他的
一个自驾游营地已接好水电，能够接
纳 20 辆房车在此露营，二期、三期
酒店也已在筹划当中。

题图：“皖南川藏线”
来源：人民网安徽频道

在中国的旅游版图中，皖南（安徽省长
江以南地区） 一直有着独特的地位。这里
旅游资源丰富，除了海洋、冰雪等少数类
型外，基本涵盖了各类旅游资源；它所代
表的徽州文化，与藏文化、敦煌文化并称
为中国三大地域文化；地域上，皖南位于
以上海为龙头的长三角城市群边，东靠江
苏，南接浙江、江西，西连湖北，客源市
场潜力巨大。

看青山绿水、白墙黑瓦，曾一直是皖
南旅游的典型特征。

近年来，随着自驾游的发展，一条被
誉为“皖南川藏线”的自驾线路声名鹊
起，为游客提供了另一种走进皖南、亲近
皖南、了解皖南的方式。

本报电 （党宇婷） 日前，第三届丝
绸之路国际博览会主旨论坛中的文化专
题会议——2018丝路国际文化产业创新
与发展峰会在陕西西安举办。该峰会旨
在搭建国际性文化交流平台，推动“文化
中国”品牌走向世界，促进中国文化产业
发展，增进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在文化事业
和文化产业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文化产业创新的国际视野”成为
此次峰会的讨论热点。会上，世屹集
团赞助的非遗文创产品“三秦祥云马
勺”和“一带一路紫砂杯”，引起了外

国参会者的关注与称赞。世屹集团董
事长徐志鹏表示：“我们通过重塑文创
产品来创新传承宝贵的非遗文化，旨在
让更多优质的文创艺术品真正走向民
间，服务于民，借着‘一带一路’的发展
契机走出国门，让优秀的中华文化普惠
世界，推动世界文明的交流融合。”

峰会邀请了西班牙亚洲之家基金
会、完美世界、保利文化集团、世屹集
团等知名企业参加，吸引了中外在文化
创意产业方面具有广泛影响力的业内精
英、专家学者等近700人参与探讨。

国际友人点赞西安非遗文创

本报电 （郭欣） 为了推动丝绸之
路沿线国家的人文交流与合作，推广

“一带一路”沿线名优产品，首届丝路天
使总决赛将于 6 月 20 日在嘉峪关白鹿
仓峪泉古街举办。俄罗斯、意大利、希
腊、斯里兰卡等20个国家和地区的选手
报名参加首届丝路天使选拔赛。“第二
届丝路美食嘉年华”由丝绸之路城市联
盟、嘉峪关市政府、北京丝绸之路合作
与发展促进会共同举办。

作为长城文化与丝路文化交汇的
城市，嘉峪关市旅游资源得天独厚。今

年以来，嘉峪关市围绕转产业、造产品、
调结构、配功能、兴民生的旅游发展格
局，积极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构
建以 5A 级旅游景区为龙头、4A 级旅游
景区为主体、3A 级以下旅游景区为补
充，集文物古迹游、现代工业游、生态观
光游、体育运动休闲游于一体的旅游格
局，培育丝路长城历史文化游、戈壁徒
步游、冰川探险游等全区域、全要素、全
产业的精品旅游线路，丰富夏秋季旅游
产品，开发冬春季旅游产品和以文化演
艺、特色美食为主的夜间旅游产品。

丝路天使总决赛嘉峪关开赛

本报电 （冯麟茜） 激发创意，汇
聚创新，鼓励创造，为创意插上翅膀，为
创新培育土壤，为创业打造平台。日
前，“天下大同”2018中国大同文化旅游
商品创意设计大赛启动仪式在山西大
同大学举行。本次大赛以“天下大同”
为主题，以“创意、创新、创业”为核心，
通过搭建文化旅游创意的共享式生态
平台，打造集创意分享、资本对接、IP聚

集、人才汇聚、项目路演为一体的文化
旅游产业年度盛会，旨在挖掘优秀文创
设计人才，征集高价值的创新创意产
品，激励大同文化旅游产业开拓新领
域，培育新市场。

据了解，本次大赛征集方向分为“生
活创意类”“文旅衍生品类”“传统工艺
类”三大类。大赛报名征集日期从5月20
日至7月30日。

大同旅游商品设计大赛启动

自驾游带火“皖南川藏线”
本报记者 尹 婕

自驾游带火自驾游带火““皖南川藏线皖南川藏线””
本报记者 尹 婕

“皖南川藏线”沿途设有休息站 本报记者 尹 婕摄

大山脚下的民宿 本报记者 尹 婕摄

“易水河，滔滔奔腾千百年，
孕育了东方瑰宝易水砚；鬼斧神
工，镌刻出燕赵风骨……”全国人
大代表、易水砚有限公司总经理张
淑芬借用这首歌曲来概括易水古砚
的历史，表达出今天易水砚人的心
愿。由河北易水砚有限公司投资兴
建的“易砚博物馆”，位于河北易
县通往清西陵的112国道旁，距县
城西约一公里；建筑面积 4000 多
平方米，布展面积 3600 平方米，
规模之大、展品种类之多，在全国
同类展馆中名列前茅。

进入博物馆参观，我们被造型
各异、丰富多彩的展品所吸引。

“易水砚”展区全面展现了易水砚
的历史渊源、文化地位、发展转机
及辉煌业绩等。目前，易水砚产品
已由过去单一的龙凤花草砚，发展
到山水风光、名胜古迹、英雄人
物、鸟兽鱼虫、花草树木等数十个
系列、上百个品种。易水砚选材考
究，石材质地细密柔腻、硬度适
中，抚若凝脂，色彩典雅，其特点
是发墨快、不伤毫、墨汁流润且不
易蒸发，达到了“用之如意、赏之
高雅、藏之升值”的艺术品标准。
不仅如此，“易水砚”家族还延伸
出茶海、石板画、鱼缸、石质加湿

器等新产品。
“易水砚”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稳居中国十大名砚之首、
获各类奖项上百个。其中，1994年荣
获“中国名砚博览会金奖”；2001年被
选为第六届华商大会特别礼品。如
今，“易水砚”产品销往北京、天津、石
家庄、沈阳、广州等30多个城市，部分

产品远销日本和东南亚国家。
在易县，提及张淑芬、邹洪利

夫妇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上世纪
80 年代初，夫妇二人创办易水古
砚厂，使“易水砚”这一民族文化
瑰宝得以传承和发扬。为了传承易
砚文化，打造“易水砚”品牌，他
们夫妇南下安徽、广东考察，北上

京城拜师求艺，高薪聘请端砚专家
来易县传经送宝；从最基础“因石
构图”做起，将易砚制作的传统工
艺与现代艺术相结合，打破传统的
单一制作工艺，融南北方技艺于一
体，使濒临失传的易水砚雕刻技艺
得以恢复并焕发生机。邹洪利、张
淑芬夫妇还投资兴办“易水蓝翔职
业学校”，先后培养出省级工艺美
术大师、一级工艺美术家、省级工
艺家 80 名，成为传承“易水砚”
的一支生力军。

“易水砚”公司董事长、中国首
届文房四宝制砚大师、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邹洪利带领研发
小组，开发出具有文化创意的一批
批新产品，雕刻艺术在全国同行业
名列前茅。其中，“易水砚”之宝《中
华巨龙腾飞砚》，长 15.8 米，宽 3.3
米，高1.8米，重约百吨，由邹洪利设
计并带领50名雕刻名师历时6年精
雕而成。此砚设计独具匠心，蕴意
深邃：图案以祥云为背景，长城为纽
带，56 条巨龙盘绕飞腾，象征中华
大地 56 个民族紧密团结；9 条巨龙
与一金凤凰互呈吉祥，中间精雕日
月、中国版图，象征中华民族日月同
辉，九龙翻腾，九龟祝寿，寓意九九
归一，长治久安。

易水赏砚
赵兴林文/图

闽南漳浦县盘陀镇大尖仔山脚
下，有一片保护完好，被当地人誉之
为“红军林”的原始树林。怀着一份
崇敬与仰慕，笔者前去瞻仰。“这片

‘红军林’，铭记着产山村一段‘红色
历史’。”村党支部书记陈绿森驻足在
一块石碑前，自豪地介绍。

1934年，闽南红军游击队第三任
团长张长水，为壮大红军游击队，秘
密来到产山村荆林自然村，居住在荆
林祖屋。这座祖屋建于明朝天启年

间，占地20亩，呈“同”字结构，是当年
红军游击队主要的活动场所。当时，
仅有700多人的荆林自然村，就有40
多名青壮男子参军。这支闽南游击
队，力量逐渐壮大，扩编为闽南红军
独立第3团（史称“红三团”）。据村里
几位80多岁老人回忆，当年每遇日本
飞机轰炸或是遭到白匪清剿，红军游
击队首先掩护当地村民躲进这密林
深处，寻找时机展开游击战争。

产山村烈士陈松的儿子陈长元，

解放后当上产山村的第二任党支部
书记。他知道村后这片原始树林所
发挥的历史作用，以乡规民约的形
式，倡议村民保护好这片林子。

年近八旬的村民陈基山满怀深
情地说，这片树林是村民们心中的

“圣地”，大家发自内心守护。盘陀
镇政府对“红军林”进行了妥善的
维护与开发，形成了“红色文化公
园”“红军出征处”“红军亭”等多
处生态型人文景观。“红色旅游＋”

的模式，使藏在深山的“红军林”
声名鹊起，吸引了周边县区以及潮
汕、厦漳泉等临近地区的游客前来
参观游览。

樟树、朴树、青冈栎、枫树、
刺桐、芒果、橄榄等几十个树种，
在阳光下，显得更加茂盛。不知名
的山鸟，时而在树梢鸣叫，时而在
林间飞腾。就连林下的花草也是一
派生机盎然的景象。听着当年红军
浴血奋战的事迹，抚摸着原始树林
的一草一木，游客走在当年红军走
过的林间小道上，心潮澎湃。当地
村干部介绍，现在，来此接受革命
精神洗礼、体验生态科普、旅游观
光的游客，一边品尝着本地的“红
军姜”、“红军芋”、“红军薯”，一边
体味当年的军民鱼水情深。

生生不息“红军林”
黄喜祖 陈永镇

生生不息“红军林”
黄喜祖 陈永镇

京津冀女企业家们在千平方米大厅内参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