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告联系电话 65363547 65367287 办公室 65369330 发行部 65369319 传真：（8610） 65003109 零售1.5元/份 国内定价全年280.80元 国内统一刊号：CN11-0066

1212 旅游天地 责编：赵 珊 邮箱：hwbtravel@126.com

2018年12月28日 星期五

走进广西兴安猫儿山下的高寨村，
道路平整宽阔，依山傍水的瑶家民居点
缀绿水青山间，吸引了游客慕名而来。

高寨村位于越城岭主峰猫儿山南
麓，村前200米处，乌龟江和龙潭江在此
汇合，成为漓江的源头。高寨村被称之
为“漓江源头第一村”。2015 年高寨村
入选全国特色景观旅游名镇名村名录。

曾经，村民靠对山林近乎掠夺式的
索取，很快让高寨村陷入了“林衰山败水
渐枯”的发展困境。自2012年起，高寨村
的老百姓把保护植被，重塑青山绿水当
作第一要事。如今，生态环境得到恢复，
引来了游客。

“我们一定要保护好我们的山山水
水，改变发展方式，要不只有死路一条。”
在转型的道路上，潘奇权在村里开起了
第一家农家乐，走出了旅游致富路。

“一定要请专家对高寨村的乡村生
态休闲旅游发展进行统一规划和指导，
建筑风格要突出地方文化内涵和特色，
特别是管理上要做到规范有序，让游客
乘兴而来满意而归，更要依托生态旅游

发展好衍生的绿色产品，把高寨村做成全县生态旅游扶
贫的示范点。”兴安县委书记黄洪斌说。

高寨村通过盘活农村旧房、闲置瑶寨木屋等房产，
培育发展民宿旅游新业态，形成产业链，实现了村民共
同致富。目前，全村共有旅游公司2家，农家乐43家，农
业观光园2个，竹林示范基地2个，自治区级野生中药材
抚育基地1个。高寨村每年接待游客达60万人次。145
名贫困人口通过参与开办农家乐、土地入股、销售旅游
商品、种植生态农产品等方式实现脱贫致富。如今，村
民家家都建起了楼房，有了自己的产业，人均年收入达
2万多元，几乎每家都有一辆车。

本报电（记者高 炳） 秦腔非遗项目“余派”艺术保护
传承研讨会日前在陕西渭南临渭区举行。与会专家学者围
绕“余派”秦腔传承和保护所面临的问题展开多角度研
讨，表示今后要积极开展传习传艺、教学交流活动，全力
保护发展“余派”秦腔。随后，“余派”秦腔演出在渭南市
秦腔剧团拉开序幕。

据了解，余巧云是著名秦腔表演艺术家和秦腔非遗项目
“余派”创始人。近年来，渭南临渭区积极传承和保护“余派”
秦腔，将在新文化馆建立“余派”艺术展厅，搜集大量相关演
出剧照、演出剧本、报刊杂志、影像、出版书籍等资料，让“余
派”艺术薪火相传。

“余派”秦腔艺术薪火相传

漓
江
源
头
游
客
来

张
克
庆

阿里巴巴首家未来酒店“菲住
布渴”日前开业迎客。作为全球第
一家支持全场景身份识别、大面积
使用 AI智能的酒店，酒店通过智能
化体验和设施，让住客体验酷炫又
舒适的服务。

酒店大堂没有前台，住客可以
用自助机或在手机APP上花几秒就
轻松办理入住。住客乘电梯，无需

刷房卡，刷脸就可以按楼层；开房
门，无需房卡，刷脸就行；去餐厅，无
需报房号，刷脸吃饭；去健身中心，

“脸”同样是通行证……酒店支持全
场景刷脸身份识别响应。

在房间内，住客可以通过客房
小管家——像笔筒大小的天猫精
灵，语音控制房间的温度、灯光、窗
帘、电视等。房间没有电话，有任何

需要和酒店沟通的事情，都通过语
音给天猫精灵发指令。如果住客需
要护肤品、矿泉水、拖鞋或叫个餐
等，响应服务的或许是机器人。在
餐厅，给客人上菜的也有机器人服
务员。去大堂演艺吧，机器人调酒
师能制作多种不同的酒类和咖啡。

怎么样，听起来很炫酷吧。酒店
带来的惊喜不只是这些。住客通过
APP预订时，可在线根据自己的喜好
选择房间楼层、位置和朝向。大堂有
服务大使，可以随时响应住客的需
要。退房同样简单，住客只需打开
APP，点击预计退房的时间，到点就
可以自动退房。

据介绍，住客从大堂到电梯再
到房间，乃至餐厅、健身房等等，都
涵盖人脸识别、语音控制、智能机器
人等黑科技服务。通过AI智能服务
中枢、数字化运营平台及管理系统，
酒店采用了系统数字化解决方案。

阿里未来酒店 CEO 王群介绍，
菲住布渴希望通过科技创新，把确
定的工作实现智能化和自动化，使
酒店能够聚焦于更有温度的、更满
足个性化需求的消费者体验。

一个香包产业在一个村竟卖出了千万元。近日，在江
苏省徐州市鼓楼区文旅局副局长、九里街道副书记饶耿的
引领下，我来到徐州市贾汪区马庄村参观。

一进村，就听见一位导游小姑娘自豪地对前来参观的
人群说：“我们村今年光香包收入就过千万了，比过去翻了
一番。”我听了之后，真是大吃一惊。在参观过程中，我才
知道这里的香包为什么广受游客欢迎。

香包在中国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过去是文人雅士的
奢侈用品。现在，老百姓也用上了既有保健价值又时尚美
观的香包。马庄村的香包质量好，是用多种上好中草药材
精心炮制而成，而且价廉物美，花色品种繁多。

村里有一位80多岁的制作中药香包能手王秀英，她从
小就酷爱制作香包。2009年，她的香包作品被确定为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徐州香包代表作品，2011年被评为
徐州名特优旅游商品，她本人于2013年被评为市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传承人，她的香包作品现已远销海外几十个国
家。王秀英的香包以及全村的香包生意红红火火，慕名而
来的游客络绎不绝，有力地促进了全村旅游业的发展。

马庄香包香天下
李德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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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住布渴酒店餐厅的机器人送餐。 阿里飞猪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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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遵义市播州区平正仡佬乡团
结村草王坝曾经因缺水而挨饿、受穷，每
个村民都有着喝上一口干净水，吃上香喷
喷白米饭，拔掉代代贫穷根的梦想。面对
大山绝壁的重重束缚，面对修渠引水的层
层困难，他们在共产党员黄大发带领下，
战天斗地凿绝壁，历经艰难引清水。这是
电影《天渠》所讲述的真实故事，电影里有
个镜头：当50多岁的黄大发挂在400米的
悬崖绝壁上凿炮眼时，他也和村民们一样
心惊胆颤过，但不认命的执著，身后村民
们的期望都是黄大发义无反顾的支撑和
力量。因为他比谁都清楚，草王坝和村民
们最渴望什么，最想要得到什么，最需要
什么。他们终于在崇山峻岭中凿出一条
天渠，如今这条“渠”不仅让草王坝村人喝
上了清水，吃上了大米饭，过上了好日子，
还成为人们见证创业精神的著名景点。

银屏上的《天渠》再次震撼了观众的心
灵。电影放映时，每一位观众都饱含热泪，
是因为这真实的声音与故事，拥有着最柔
软而坚强的穿透力，激起了每个人心中的
共鸣。这除了能带给我们久久不能平静的
感动外，更引发我们对于这个时代，对于国
家人民，对于生存生活的深层思考。“要吃
大米饭，大家一起干。”黄大发朴实的语言
和真实的梦想，让他带领村民们36年艰苦
奋斗，36年战天斗地，一心只为修成渠。这
些朴素而坚韧的精神更远超电影120分钟
的镜头语言缓缓叙事的本身。

“天渠”之变是时间之变，也是时代之

变，更是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山乡巨变的真实写照和生动缩
影。黄大发一生只为一条渠，用生命坚守初心。只因他心里总
是装着群众，用执著凿开绝壁。心中有光芒，脚下有力量。信
仰、信念、信心，任何时候都至关重要，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

在奔流不息的时间长河中，在拼搏奋进的改革进程中，
黄大发与草王坝只是中国广袤大地上的一个点，却也是最具
典型性、代表性和现实性的一个点。因为黄大发始终与人民
站在一起，努力让自己活成了一束光，有信仰、有信念、有信
心、有行动，听见了时代的呼声，听懂了群众的呼声。群众的
需要在哪里，黄大发们就出现在哪里，他们所走的每一步都
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而是扎根实践的沃土，从群众中来，又到
群众中去，始终把人民性与党性高度统一在一起，这是红色
基因薪火相传的浸润，也是忠诚、干净、担当的为民情怀。

“天渠”之水是最干净、最甘甜、最纯粹的水。因为每一
滴水的涌流，每一寸凿开的水渠，都浸润了人民的泪水、汗
水，都是群众齐心协力，克难攻坚而来。一个人、一辈子、一
条渠，其实是中国人同呼吸、齐奋斗、共命运的生动缩影。

走出影院，没有人知道黄大发这一生流过多少次眼
泪，但记忆中的几次流泪却都令人刻骨铭心。他上一次流
泪，是在双手战天斗地、挖山凿渠，亲人不幸离世时；又
一次流泪，是历经千辛万苦，终看到涓涓清水越过悬崖、
绕过绝壁，流进村里时；再一次流泪，是来到首都，第一
次看到天安门广场上高高
飘扬的五星红旗时。

《天渠》作为庆祝改革
开放 40 周年优秀国产新片
正在各大影院展映，春风化
雨润物无声，从《天渠》中，
我们看到中国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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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近日参加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
60 周年旅游发展成就采访，第一次来到
广西的东大门——梧州。

这里与广西其他地方截然不同，耳
畔传来的是粤语，舌尖品尝的是粤菜，
淳朴悠闲又带着烟火味儿的岭南风情扑
面而来。梧州有着和广东一样的岭南风
情，有着和香港一样的粤语粤剧，有着
和澳门一样的老城文化。同时，梧州又
有着自己独特的气质，它不是我们所熟
知的热闹的旅游城市，梧州悠闲宁静地
默默守护着历史的记忆……

建筑大观

进入梧州，给我最大的视觉冲击是一
条条骑楼式街道遍布老城区。说起骑楼
街，我去过不少，像是广州上下九、海口骑
楼老街、厦门中山路、湛江三民路、北海老
街等都各具特色，但称得上是骑楼城，唯
有梧州。骑楼城是梧州旅游的一大特
色。梧州现存骑楼街道 22 条，总长 7 公
里，最长街道达2530米，骑楼建筑560幢，
规模之大、数量之多，国内罕见，被誉为

“中国骑楼博物城”。
华灯初上，骑楼原本灰白暗淡的本色，

被灯光渲染出璀璨迷离的色彩，斑驳沧桑
的墙体像美颜了一般，对比白天的历史感
多了几分妩媚与梦幻。我们漫步在骑楼城
的核心街区，骑楼城牌坊到五坊路，高耸的
牌坊亮出五个大字：“中国骑楼城”。

建筑，是凝固的文化和艺术。法国作
家雨果曾说过：“人类没有任何一种重要
的思想不被建筑艺术写在石头上。”我喜
欢欣赏建筑，想探寻一砖一瓦里面的文化
和故事。这次有幸，在梧州历史文化研究
会副会长、梧州人文地理学者彭志创带领
下，我参观骑楼，深入了解梧州。

骑楼雏形最早出现在印度、新加坡等
地，后来通过华侨返乡与商贸往来等渠道
传入中国。大批粤商吸收建造，形成独特
的骑楼街区。传统骑楼多为三四层，一楼
用柱廊支撑挑空，如同“骑”在公共的人行
道上，故名骑楼。梧州传统商业骑楼街一
般前铺后宅、下铺上宅或下店上仓，商住
两用，功能多元。中式传统的满洲窗、灰
雕画、清水墙和西式风格的罗马柱、浮雕壁
画、南欧风情阳台、地中海式凉亭等完美组
合，形成中西合璧的梧州骑楼街区。华灯
初上，流连流光溢彩的骑楼街，恍惚间如同
走进电影《花样年华》中的老香港街道，又

似置身新加坡牛车水闹市，别有一番韵味。
我们来到一座骑楼下，彭志创指着

楼柱上的铁环说：“看看这铁环，它可是
梧州骑楼与众不同之处，其他地方的骑
楼可没有。”我不解地问道：“为什么骑
楼会有铁环呢？”

彭志创解释说，骑楼二层预设有水门，
当洪水来临时，方便人们顺竹梯上下船。
昔日洪水来袭，梧州人一点儿都不慌张，照
样做生意，打麻将，串门走访。铁环的作用
是系船，水浅时缆绳栓在底下的铁环，水深
再换成上方的铁环。想不到除了淡定之
外，梧州人还有这般心思与智慧。

岭南古都

轻拨柱廊铁环，循迹古老街巷。我在
寻觅着梧州与江水的渊源，梧州因水而
生、因水而兴、因水而盛，城依水建，水绕
山城。北来清澈的桂江与东去浑浊的浔
江，汇合为清浊交融的西江，终通江达
海。西江汇集了广西85%的河流水量，偶
尔会调皮地漫入城中，但更多的景象是百
舸争流，浩荡东去，造就了梧州千年商埠
的繁荣。1897 年，梧州开埠通商，逐渐发
展成为两广门户、百年商埠。昔日的骑楼
城商家云集，最风光时有大小商号 1500
多家。现在的梧州骑楼城，基本上保留了
原来的规模与布局。

除了骑楼，梧州与水有缘的见证就
是西江河神龙母，彭志创介绍说：龙母
被誉为岭南三大女神之首。传说中的龙
母降生在战国晚期，一生以利泽天下、
造福百姓为己任，成为西江流域共同尊
崇敬仰的氏族女首领。梧州是龙母的故
乡，蕴含着丰富多元、交融兼蓄的龙母
文化，桂江边保留有始建北宋初年的龙
母庙，每年农历五月初八是隆重的龙母
诞节庆，来自粤港澳及海外的信众慕名
而来，贺诞祈福。龙母文化成为梧州旅
游最具地方特色的城市名片。

了解龙母文化后，我对梧州的历史文
化产生了更大兴趣，于是请彭志创多讲一
些。说起梧州本土的历史及传奇，他如数
家珍，娓娓道来。梧州有 4000 多年文明
史，2200 多年建城史，汉代 300 多年统辖
岭南，明代近百年总督两广。一边说着，
我们来到骑楼城牌坊不远处的一处雕像
前，彭志创说，这位就是苍梧王赵光，
他是汉代南越王赵佗的族弟。赵光于公
元前 183年修筑苍梧王城，就是梧州城建
城伊始。公元前 106 年，梧州为岭南首
府，成为古代岭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
中心。苍梧有个地方叫广信，宋朝时，广
信以东称为广东，以西称为广西，两广因
此得名。

听罢介绍，我不禁赞叹，原来脚下这片
沉寂安静的梧州城，曾经拥有这般的辉
煌。梧州是两广的交界、岭南文化的发源
地之一。随着广东经济的崛起，岭南文化
的中心也东移至广东。正因如此，与粤港
澳时尚快节奏的岭南风情相比，梧州的岭
南文化显得更淳朴，是怀旧版的岭南味道。

悠闲生活

此时，耳畔传来婉转悠扬的粤剧，打断
了我伫立雕像前的沉思。骑楼街的粤剧舞
台灯光闪耀，粤剧票友装扮精致、粉墨登
场。台下有几十把座椅，当地人或游客，只
要你愿意，可随时坐下来欣赏一段。不一
会儿，观众已经坐满，周围还站着不少人。
对于一个北方人来说，我虽然听不懂内容，
却很喜欢感受一下这种氛围。

我漫步在梧州的一条条骑楼街，感觉

自己不是游客在逛商铺，而是在看当地人
的生活。骑楼城好似一幅活化的岭南清
明上河图。这里的生活节奏很慢，有一种
经历过繁华后的淡然。梧州地方不大，如
果是游客，最好的方式是用双脚走骑楼
街，放慢脚步，享受一下梧州人幸福的慢
生活。无论是喝早茶、品六堡茶、吃甜品、
听粤剧，骑楼里一天的时光仿佛有 72 小
时。清晨，骑楼城里，梧州人的一天从早
茶开始。大大小小的饭馆茶楼是梧州人
惬意生活的标志。午后闲暇，在骑楼里三
五好友打打牌，日子就这么度过。

除了喜爱早茶，梧州人还喜欢喝凉
茶。赵光雕像不远处，有一家“福康草药
店”，门前聚集了很多人，是在卖药吗？原
来人们在排队喝清热祛湿茶，大大的一碗
才两元。彭志创请我品尝了一碗，哎呀，
太苦了，像中药汤一般。他告诉说，这可
是梧州很出名的一家凉茶店，是一家老字
号，纯中药熬制成，多少年味道从未变过。

梧州人在吃的方面特别讲究。如果
说岭南有“食在广州”的说法，在广
西，“食在梧州”也是相当盛行。彭志创
举个例子：岭南款待宾客有无鸡不成宴
的说法。梧州单以吃鸡而论，就有驰名
中外的梧州纸包鸡、岑溪水晶鸡、六堡
茶鸡煲、白切鸡、葱油鸡、吊烧鸡等吃
法。说起早餐，梧州河粉更是五花八
门，品种多样，仅今年梧州河粉节参评
的创新品种就有 20多款，而有名的老字
号粉店达几十家。如果每家吃一遍，连
续坚持一个多月，还是没吃完。

我们在粤西楼品尝完纸包鸡后继续
漫步骑楼，游兴正浓时，天公突然下起
了雨，骑楼遮风挡雨的妙处正好发挥了
作用，任外间风雨如何，我们依旧悠闲
地感受着梧州的岭南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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