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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赣古邑，客家摇篮。丰崇
如廪，比屋弦歌。累累兮，于寰
宇可谓橙乡；殷殷兮，因人物而
称信丰。

时值新纪，岁维戊戌。为政
者遵政在养民之道，崇阁楼教化
之功，辟谷山公园，建信丰高
阁。阁既成，属予为记。

壮哉斯阁！东承武夷，金盆
瑶瑶；南接五岭，虎山岩岩；西倚
罗霄，油山巍巍；北向赣鄱，天华
赫赫。宝塔居大圣之尊，与阁辉
映；古桥展玉带之美，德馨流长；
围屋藏永吉之祥，栋梁充隆；水
阁涵文渊之薮，仁义弘光。凤翔
洲镇，凝江山之俊秀；龙兴宝地，
纳天人之胜境。谷山栽太空，云
蒸霞蔚，宛若仙界；峻阁起崇阿，
精构细筑，势肖龙腾。思玉接紫
亭，武将文臣，永垂圭范；人信载
物丰，毓秀钟灵，恒辉宝鼎。形
胜如此，能无慨乎？

美哉斯阁！旭日冉冉兮栖
亭台，云水茫茫兮聚紫瑞。万千碧翠，排青天而直上；无
垠云岚，奉高阁而低徊。天既与之高壮，复赐之以丰
盈。桃水逶迤，润沃土以日夜；龙湖浩渺，滋生民如乳
糜。堆金垒灿，不尽百里之橙；罗甘列饴，香漫五洲之
果。抽枝拔节，是城廓之生机勃发；风驰电掣，乃交通之
一日万里。清夜天放繁星万戽，嫦娥舒袖山水翩翩。华
宝如此，能无悦乎？

嗟夫！吾乡之境，有山河之壮，拥物产之丰，具人文
之信，溢章采之美。群山嵯峨兮，承天道之大；沃野绵延
兮，赋仓廪之实；大才盘盘兮，佐社稷之固；衙署公仆兮，
谋黎庶之福；稼穑商贾兮，振家国之兴；千机竞发兮，追
百善之臻。杰灵如此，能无誉乎？

宏图伟矣！古韵客家，生生不息。橙黄橘绿，奕奕
永彰。俊美故园，基业日新！

赞曰：阁廊亭台势能强，山河人物造化深。万丈光
芒降福祉，一气周流旺信丰。

上图：信丰阁 来自百度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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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光明媚，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乡村春花绽
放，孩子们在五彩斑斓的花田里尽情玩耍，感受

大自然带来的无限童趣。图为小朋友在黄花镇上
洋村生态农业观光园的花田里嬉戏。 张国荣摄

本报电 （琬文）日前，《探险领队基本能力
要求》 和 《探险旅游企业安全管理体系要求》
由中国探险协会正式发布。这是中国探险协会
和中国旅游协会探险旅游分会共同推进行业标
准建设的重要举措，也是中国探险领域的首批
团体标准。

近年来，各类探险活动在我国发展迅速，却
一直缺乏相关的管理标准，无法对众多从事探险
活动的企业、个人的服务内容与服务标准及其风
险进行细化、量化的管控，使探险领域相关产品

的研发、运营、评估、监管等方面缺少被普遍认
可的依据。为此，中国旅游协会探险旅游分会、
文晟旅游产业有限公司历时 1年半，共同起草了
上述两个团体标准，并依据国家相关规定，经由
探险活动与探险旅游产品的研发和运营机构、探
险装备制造企业、保险机构以及高校相关专家等
组成的专家组评审通过。这两项标准的制定，填
补了我国探险领域相关标准空白，首次对探险活
动及探险企业的风险保障管理作了相关要求，探
索为探险活动建立安全保障体系。

湛蓝的安溪，从浙江省庆元县安南乡
百花岩村与福建省政和县岭腰乡锦屏村
毗邻的香炉尖发源，流经庆元境内的安
溪、蒲潭、淤上后，在菊水村头与松源溪汇
合，经高近百米的马蹄岙水库大坝，直泄
福建松溪县境。若是站在安溪中游的山
岗上鸟瞰，便可见两岸郁郁葱葱，楼房鳞
次栉比。

安溪碧水浸润着庆元西南的广袤土
地，当溪水顺流而下至西北30公里处的
白岭头山脚下时，因水电站的兴建，被
大坝拦截的溪水便形成了一个巨大的人
工水库。水库四面环山，波光粼粼，并
有一个诗意的名字——马蹄凹水库。传
说该库区周边的山势形状神似马蹄踩踏
后生成的“凹”，故而得名。

马蹄凹水库也被称为濛洲湖，它与濛
洲八景之“槎水春澜”相像：它们皆因水而
成——濛洲湖的形成源于松源溪；湖畔上
有很多水草和树木。生长在这里的鱼虾
肥壮、水草青翠……湖畔香樟葱茏、水柳
摇曳，还有典雅古朴的木拱廊桥及亭台
楼阁宝塔等建筑。登至角门岭的九级塔
顶，放眼望去，蓝天白云的苍穹仿佛被
溪水洗过，远处的群山和近处的垄上披
满了浓得化不开的绿，那一汪湖水如同
明镜般清澈，风吹过，塔尖的铜铃摇曳
着发出叮叮当当的回音。不过，最美的
还是斜阳夕照时分。日头把脸藏到了远
山后，天尽头浮现的晚霞，将眼前的
山、水、天染上一片金黄，在熔金般的
余晖里，天地人安闲自得。

倘若初到安溪之源的安溪村探访，
热情的乡亲会告诉你，这是一片肥沃的
盆地，并蕴藏着丰富的资源。近千种植
物和上百种野生动物在香炉尖峰峦上繁
衍生息，其中不乏珍稀动物，安溪还是
庆元县及浙南地区最主要的毛竹、笋
干、香菇主产地。

安溪既滋养着两岸一代又一代子
孙，又塑造了两岸村落的文化品格，把
蒲潭等古村落滋养得那么质朴和庄重。

曾经沧海桑田的安溪，留给历史的影像
是：我们今日所见的美丽村庄，吟唱的
是只属于安溪的号子。千百年来，安溪
的号子声还是那么深沉而悠长。

我一直以为，依山傍水的村落是灵
动的，有溪流从门前缓缓流过的故园更
是幸福的。安溪在打造两岸村落自然面
貌的同时，也在建构一方百姓的精神家
园。是夜十点光景，蒲潭村依然灯火通
明。从村前流过的安溪日夜奔流，村落
及其左岸堤坝上的灯火倒映在溪面上，
摇曳如花。我坐在左岸的戏台遗址上喝
茶，风轻轻吹过我的鬓角。我闻到了空

气中花的香气，如碧绿蒲潭般深情，如
安溪号子般绵长……

于我而言，在每一次深入秀丽山川
探访的过程中，旖旎的风光不仅是某处
名胜，更在于满怀期待一路前行时遇见
的云雾花草木。

春来溪水绿如蓝的安溪与两岸的村
落，存留在我的相机里，在那一川湛蓝
和一片青黛的村落之间，有生机勃勃的
草木。在按下快门的一刻，我感觉有溪
风吹过脸颊，并轻轻摇动柳枝，这个瞬
间将永久存留于我的记忆。

题图为安溪风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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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 游

留住乡村记忆

渔具、地笼、提篮、轱辘、斗笠……这
一个个老物件整齐地陈列在山东青岛西
海岸新区泊里镇董家口社区的民俗展览
馆里，再现泊里镇尧头村的生产、生活场
景和过去的渔耕生活。“如今住进新社区，
过去尧头村的旧貌没有了，后代们还能在
这里知晓有关尧头村的历史，真是件好事
儿。”村民赵宗启感慨道。

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厅长王磊表
示，2019 年山东将继续深入推进“乡村
记忆”工程建设。2014年2月，山东省委
宣传部、山东省文物局等9部门联合开展
的“乡村记忆”工程正式启动，通过建
设民俗生态博物馆、乡村社区博物馆等
途径，加强对古建筑、古民居以及乡土
传统文化遗产的保护。“乡村记忆”工程
是山东省为缩短人们守望乡村记忆的距
离，让人们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
住乡愁所作出的重要部署。

山东省东营市建设了一批各具特色
的历史文化展示馆。东营市陈庄镇陈中
村村民陈振谦是村历史文化展馆中村史
撰写的参与者之一，他说：“现在很多年
轻人对过去的乡村生活没有概念，通过
展馆展示村情、村史，不仅可以让老人
们回忆年轻时候的生活，更是让后代有
所寄托。”

如今，乡村博物馆、乡村记忆馆、乡村
展览馆等主要以展示乡村老物件、留存乡
土生活记忆为主题的各类主题馆，在全国
各地纷纷出现。祖辈、父辈用过的旧农
具、编制的竹篓、孩童时期玩过的陀螺等，
都成为收集的对象。这些老物件的留存，
不仅是乡村记忆的见证，更是为了不让人
们“住上楼房，开上轿车，却不认得院子里
摆放的一部老纺车”。

认识新乡村

清明小长假，微信用户大果带着7岁
的女儿从北京回到了浙江宁波乡下老
家。“这三天孩子玩得很痛快！每天只睡
七八个小时，天刚亮，便跟着哥哥姐姐上

山下河，追鸡赶鸭。在地头挖蚯蚓，在院
里捡鸡蛋。在烧柴的土灶头前一待就是
一中午，村里小广场上不知谁家废弃的小
石磨也能引得她走不动道儿。”大果在微
信朋友圈写下女儿的“回乡日记”。

“我是从乡村走出来的，我的孩子也
不应该‘忘本’。孩子有时会追着我问什
么是乡村，乡村有什么，可是离开乡村
太久，现在的乡村什么样，我也说不
清。”大果说，这么多年过去，家乡已发
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需要“重新认
识”。如今，大果的乡下老家建起了三层
小楼，家中现代化电器、家具一应俱
全，与城市无异。只有在家里保留的土
灶、农具、水缸、簸箕、木桶等老物件
上，才能看到乡村的印记。“这些也是对
孩子最有吸引力的。”大果说，“对女儿
来说，这些东西称得上是‘稀罕物’，在

城市里几乎已经看不到了。”每一个老物
件，大果都会仔细地给女儿讲解它的名
称、作用以及与之相关的生活记忆。

“比起单纯语言上的讲解，这些农村
老物件能够给孩子留下更直观、深刻的
印象，这些印象将慢慢组合成这一代孩
子心中的乡村形象。”大果说。这些老物
件承载着乡村生活里的柴米油盐，农耕
劳动的艰辛不易。这是今日中国新乡村

可以不断走向富足的历史源泉。

乡村旅游有生机

随着人们旅游消费需求的升级，我
国乡村旅游也经历了从农家乐到民宿的
发展进化。追求品质、个性的民宿也逐
渐将目光投向乡村老物件。

在牛食槽、水缸里种上花草，将风

箱、独轮车摆进庭院，已经磨得发亮的
针线匾里放上几本书……这些被时光雕
琢过的老物件“摇身一变”，成为高端民
宿里的“座上宾”，成为民宿打造乡土味
的“利器”之一。不仅如此，乡村老房
里用过的老式瓦片、房梁、窗框等都被
现代化民宿吸纳，“它们散发出的淡淡乡
愁，引得城里人纷至沓来。”正因此，

“猪圈民宿”“牛栏咖啡吧”等即便标价
颇高，依然一房难求。

乡村老物件的受欢迎，也让村民重
新审视这些曾被认为“过时”“落伍”的
东西，一些传统技艺重获重视，乡村里
的传统手工艺人重操旧业。一次偶然机
会，一位上海游客从自己家中买走一个
老式柳编小筐，这让江苏宿迁泗阳人马
新中发现了自己手艺的价值。如今，他
在淘宝网上开设的柳编工艺品店销量可
观，成为家庭奔小康的主要依靠。

在一些乡村旅游点，乡村传统手艺
也成为当地乡村旅游的体验项目之一，
诸如，剪纸、纺线、织布、酿酒、柳
编，甚至是补渔网、打铁等。因其有着
较高的互动性、参与性和娱乐性，深受
游客喜爱。这些乡村手艺的“复苏”，真
正让乡村生活成为“活态”展示，也让
乡村旅游更具生命力。

老物件焕彩新乡村
本报记者 尹 婕

“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休闲农

业和乡村旅游已经成为城市居民休闲、旅

游和旅居的重要目的地，在促进农业强、

农村美、农民富、市民乐方面发挥的作用

越来越大。数据显示，2018年，中国休闲

农业和乡村旅游接待人次已达30亿。

日益高涨的市场需求对乡村旅游的发

展提出了更高要求。人们来到乡村，在看乡

村景、吃农家饭、购农家物的同时，更多地希

望能领略到有历史记忆、文化特色的乡村情

怀，而这也是乡村旅游能保持长久生命力的

关键。正因此，一批批有着鲜明时代烙印、

承载着乡村历史变迁、农耕文化和人们乡村

记忆的老物件，被重新发掘、展示、使用，它

们成为人们读懂乡村故事的媒介，也成为乡

村展现新魅力的窗口。

山东省利津县陈庄镇堐西村历史文化展示馆展出的生活生产用具

展现渔民生活的老物件吸引人们驻足观看。 本文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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