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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伏天，去陕西留坝，仿佛进入一个
别样的清凉世界。极目四望，青山滴翠，
碧水奔流，鲜花朵朵，白云淡淡……大有

“天朗气清，惠风和畅”的感觉。
“我们这里，夏天是很舒适的，正

常气温一般在二十二三摄氏度，现在晚
上睡觉还要盖棉被呢；冬天也无严寒，
最冷也就零下五六摄氏度吧。一年四季
都是旅游旺季。”留坝县县委书记许秋
雯高兴地说。

立足生态调思路

留坝地处秦岭南麓、汉江上游，境内
除了高山还是高山，平均海拔1547米，最
高处达 2610 米；耕地稀少，全县 4.7 万人
口，人均不到一亩，而且七成以上是贫瘠
的旱地，留坝属于国家级贫困县。

如何发展县域经济，并带领群众脱
贫致富奔小康呢？上世纪80年代，留坝
县本着“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惯
性思维，“砍木头、卖石头 （开矿） ”。
虽然，短期内也曾有过人均存款“全省
第一”的荣耀，但很快，山坡就被砍秃
了、挖烂了，河水被搅混了、污染了！

严酷的现实使他们认识到，对自然
资源掠夺式的开发，只会造成水土严重
流失，生态持续恶化；只有青山绿水才是
这里最宝贵的财富，也是留坝可持续发
展的最大优势。从 2000 年开始，留坝县
委、县政府改变了发展思路，将战略调整
为“生态立县、药菌兴县、旅游强县”。

咬定青山不放松

为贯彻这一新的发展战略，留坝县
委、县政府连续四届“咬住青山不放松”，
一届接着一届干，一张蓝图绘到底。

必须守住绿水青山已是留坝人的共
识，他们按照“零工业、零排放、零污染”
的严格标准，选择长远利益，依法关停了
十余家矿产开发企业；处理了一批工作
中不作为、乱作为的人和事；还忍痛否决
了一批投资达十多个亿的对生态环境可
能产生不可恢复性破坏的重大资源开发
性项目。这些措施都与国家对大秦岭地
区生态功能重点限制开发和南水北调水
源地保护的意见与要求相吻合。

同时，留坝不断提质绿水青山，继
续植树造林，增加绿地面积。2001年至
2018 年，全县完成公益林建设 18.6 万
亩，退耕还林 14.9万亩，森林覆盖率目
前已达91.23%。

大力整治城乡人居环境。近年来，他
们自筹资金5个多亿，实施以城区、镇村、

道路沿线、河流水系、景区景点等为主要
清洁治理对象的“精美留坝”工程，使得
市容市貌、镇容镇貌、村容村貌、户容户
貌及人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迅速补齐主要在农村的基础设施短
板，改善水、电、路、讯建设，实施项
目 900 多个，投入资金 6 亿多元。现
在，游客走到留坝的任何一个地方，都
会感到非常方便。

全域推进旅游产品开发。从2011年
开始，留坝县累计投入 9 亿元，实施旅
游重点项目 223 个。目前，一个集观
光、研学、运动、休闲、养生为一体，
覆盖留坝全境、贯穿一年四季的全域旅
游产品体系已初步形成，不断完善“吃
住行游购娱”“商养学闲情奇”旅游业
态。旅游产业水平的提高和产业链条的
拉长，吸引了全县 70%的群众直接或间
接地参与其中。

在乡村经济上，留坝县经过调研和
论证，决定依托丰富的自然资源和独特
的地理环境，因地制宜发展林下经济。
他们积极创新管理办法、监管机制和发
展模式，引导并帮助群众养鸡、养蜂、
养猪、养食用菌、种植中药材……从而
形成了一个与旅游业配套的大产业，取
得了非常好的效益。不仅农民增收了，
而且县域经济也得到进一步壮大。

旅游成为金招牌

集中力量发展旅游业，留坝有得天
独厚的优势，即丰富的人文历史资源。
作为汉中市的一部分，这里存有大量汉
代与三国时期的历史遗迹，其中“明修
栈道、暗度陈仓”“萧何月下追韩信”

等典故均出自于此。这里也是“汉初三
杰”之一、刘邦谋臣张良的归隐之地，
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已有1700多年
历史的张良庙就坐落于此。据说，留坝
县的“留”，同样与张良封爵“留侯”
的“留”有关。

经过全县上下坚持不懈的努力，留
坝的旅游业已从无到有，由弱变强，实
现了从一个山区小县到全域旅游大县的
华丽转身。近五年来，全县累计接待游
客 1082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 51.1
亿元，分别是上一个五年的 3.7 倍和 5.6
倍 。 今 年 上 半 年 ， 接 待 游 客 量 达 到
228.63万人次，创收11.18亿元，同比增

长48.1%和51.3%。
旅游业的快速发展，为留坝的脱贫

攻坚作出了特殊贡献。2018年，留坝县
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9800多元，其中
旅游收入占比达到了 34.5%。全县贫困
发生率从 2013 年底的 36.5%下降到 2018
年底的1.08%。今年5月，陕西省人民政
府已批准留坝县退出贫困县序列。

留坝县还获得了全国县域旅游之
星，全国首批天然氧吧，全国休闲农业
与乡村旅游示范县等荣誉称号。留坝的
旅游扶贫经验曾被邀请到全国旅游扶贫
大会上进行交流和介绍。国家环保部还
将留坝命名为全国首批十三家之一、西
北五省区唯一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实践创新基地。

留坝，原生态的绿水青山，如今已
成为名副其实的金山银山！

上图：建于清嘉庆年间的留坝老
街。 本报记者 赵树宴摄

左图：火 烧 店 青 少 年 自 然 成 长
营。 新华社记者 陶明摄

留坝：绿水青山留远客
沈兴耕

近日，广东省博物馆游
客留言簿上的一段留言引发
了网友热议，有人在留言本
上投诉博物馆工作人员“管
的好多”“不给吃东西，又不
给孩子跑跳”“不是让孩子解
放 天 性 吗 ， 碰 恐 龙 又 怎 么
了”。广东省博物馆对此回应
称“在博物馆遵循相关的礼
仪 规 范 ， 也 是 对 他 人 的 尊
重。博物馆礼仪，从娃娃抓
起”。这一回应也得到了全国
众多博物馆的声援。

孩子能不能在博物馆跑
跳 打 闹 ？ 答 案 是 显 而 易 见
的 。 博 物 馆 本 是 征 集 、 典
藏、陈列和研究代表自然和
人 类 文 化 遗 产 的 实 物 的 场
所 ， 它 为 观 众 提 供 的 是 知
晓、教育和欣赏功能，并非
供 人 玩 闹 的 游 乐 场 。 近 年
来 ， 逛 博 物 馆 已 成 一 种 潮
流，越来越多的成年人喜欢
在 休 假 时 带 孩 子 参 观 博 物
馆。这是社会文明程度提升
的 一 种 标 志 。 截 至 2018 年
底 ， 全 国 博 物 馆 总 数 已 达
5136 家，全国博物馆举办各
类展览超过 2 万个。有近 10
亿人次走进博物馆的同时，在
博物馆内高声喧哗、开闪光灯
拍摄稀有展品、吃东西丢垃
圾，甚至还有一些展品被小孩
子不小心破坏等不文明现象，
也让博物馆叫苦不迭。

不止于此，公共场合的不文明举止也屡见不鲜。在高铁
上肆意霸座，旅游景区乱扔垃圾，博物馆里偷偷触摸藏品，
电影院中大声喧哗……当我们教育孩子不应把博物馆当游乐
场时，更应该反思自身是否遵守了公共场合的文明礼仪。孩
子往往将家长当做学习的样本，如果家长行为不够文明、尤
其是对孩子的不文明行为纵容，那孩子自然也无法学到文明
礼仪。说到底，博物馆礼仪根植在社会整体文明的基础上，
是管窥社会文明程度的一个窗口。

随着博物馆参观热潮的不断高涨，会有越来越多“管不住
手”的孩子，在强调文明观展的同时，博物馆也要考虑参观者的
互动体验需求，在可触摸方面做出探索。中国今天的博物馆大
多以视觉观览为主，但从国际趋势来说，博物馆“可触摸”的比
例在不断增加。以卢浮宫为例，它虽然不允许游客触摸名画，但
有可触摸画廊供参观者体验，满足观众的好奇心。在旧金山科
技探索博物馆，大多数展品都可以让孩子动手参与。可喜的是，
目前国内有博物馆也在推进可触摸观展。此前，陕西省博物馆
专为孩子开设了首个儿童博物馆，贵州省博物馆用电子屏幕、
VR技术让孩子体验划龙舟，山西省博物馆则将35件精选的文
物仿制品送到盲人学校，让特殊孩子也可以触摸到历史的样
子，南京博物院利用 3D技术还原展品，供特殊人群触摸。切不
可因为个别人的不文明行为就因噎废食，将博物馆与人们的距
离越拉越远。事实上，让参观者动手参与，不仅能满足求知欲和
好奇心，还能让他们在这一过程中了解哪些展品可以触摸，哪
些不能触摸，可触摸展品又该如何触摸。

而对于损毁展品的
行为，无论是成人还是
孩 子 ， 都 不 能 听 之 任
之，要在加强引导的基
础上，辅之以必要的惩
罚措施，培养起完善的
博物馆礼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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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江川县内有一块嶙峋怪
石。它位于连通星云湖与抚仙湖
的玉带河中段。它的怪不在于形
状，而是星云湖里的大头鱼和抚
仙湖里的抗浪鱼分别游至石边都
会触电般急返，彼此永不照面，
成为当地的一大奇观。

自古以来，有水便有鱼，水
通鱼往来。然而这块怪石竟能令
两湖的游鱼望而生畏，不敢越
界。为什么？这一奇特现象曾吸

引了许多人前来揽奇探秘，但谜
底始终解不开。而民间流传的多
种神话传说更为这块怪石增添了
离奇的色彩。有一则传说讲，很
早以前，星云湖龙宫里的小公主
与抚仙湖龙宫里的小王子在此石

边相识并相爱。两湖的龙王虽是
近邻但并不和睦，都极力反对这
门婚姻。结亲不成加剧了两湖水
族之间的关系恶化，于是在此石
前摆开战场，大动干戈。后来双
方约定，以这块怪石为界，各自
派兵把守，严禁往来。此后两湖
的水族虽然成群结队遨游玉带
河，但一律抵石而归，谁也不敢
越雷池一步。这块怪石因此被称
作“界鱼石”。明代云南巡抚姜

思睿曾游览界鱼石，听此传说后
感慨题诗：“星云日向抚仙流，
独禁鱼虾不共游。岂是长江限天
堑，居然尺水割鸿沟。”

这道鸿沟究竟是如何产生的
呢？经现代科研人员勘测，终于

揭开了谜底。原来是两湖的自然
环境不同。抚仙湖平均水深 87
米，最深处可达 155 米，是国内
仅次于长白山天池的第二大深水
湖。群山环绕，湖底岩石暗礁密
布。湖区内经常风急浪高。湖水
虽然清澈，但是水草、浮游生物及
蚌、虾等底栖生物很少，属于贫营
养性湖泊。生存条件恶劣衍生出
了与环境相适应的抗浪鱼。星云
湖恰好相反，是浅水湖，平均水深
9米，最深处才 12米。由于周围农
田多，湖底平缓，有机物淤积，水
草茂盛，浮游生物和底栖生物丰
富，生成了“养尊处优”的大头鱼。
这种鱼适应水温高、波浪小、鱼饵
充足的环境，因此对水深浪猛、食
物稀少的抚仙湖敬而远之。而抗
浪鱼则不喜欢水浅浪平、浑浊的
星云湖。界鱼石正巧作为连通两
湖之河的界标，使得两种鱼只好
至此而返，如同“鸡犬之声相闻，
老死不相往来”。

除了界鱼石，江川县还有一
“绝”，就是由江城左卫李氏传人
创 制 ， 延 续 了 三 代 的 “ 三 道
菜”。这三道菜也与界鱼石有着
千丝万缕的联系。第一道菜是粉
条豆腐酸辣鱼，选用的正是产自
星云湖里肉细油多的大头鱼，配
加豆腐粉条，精心烹制。鱼肉滑
嫩，粉条豆腐更是酸得爽心、辣
得可口。第二道菜为清汤羊肉，
选料取 40 公斤以上的黑山羊腿
肉，文火慢炖，佐以独家自制的
配料蘸水而食，入口软嫩鲜美，
辣中微麻，令人食欲陡增。第三
道菜叫三药炖鸡。选用当地产的
土鸡，汤中加入三种云南独有的
名贵药材炖煮而成。鸡和汤的味
道独特，香鲜适口，微苦回甜，
别具一格。江川三道菜现已成为
闻名遐迩的滇味名牌菜品。与界
鱼石一道，吸引着游客前来。

题图：界鱼石 来自网络

界鱼石与三道菜
舒小骅

江南水乡多古镇，而浙江绍兴更是
江南水乡的典型代表。那些开阔河道里
的乌篷船，蜿蜒苍老的街巷，还有被两侧
密密麻麻的古民居挤兑得窄而又窄的石
板路，无不散发着水乡古镇特有的韵味。
在绍兴的众多古镇中，我喜欢安昌古镇
和鲁迅故里的绍兴老街。那些古朴的石
板路，已被先人的足迹打磨得溜光圆滑，
一路走去，甚至让人怀疑会踩出一些平
平仄仄的韵律来。那些陈旧的木结构窗
棂，悬挂在初春的午后，斑驳的光影里，
似乎正在酝酿着或深或浅的语言。

第一次去安昌古镇，那已经是两年
前了。记忆中几道小桥流水依傍着那座
古朴优雅的镇子，老街河边的乌篷船里
飘散出来的桨楫声，使这座古镇弥漫了
悠闲的慢生活气息。据介绍，安昌古镇
东起高桥，西至清墩桥，濒河设街，街
河相依。古镇现保存有翻轩骑楼、店铺
作坊、拱桥石梁、台门弄堂等，风貌依
旧。依河而建的老街，南为民居，北为
商市，两岸之间每隔一段距离有古桥相
连。河之南侧有顶棚沿河而筑，遮阳挡
雨。河岸上铺筑的石板小路、古朴的民
宅、逼仄的小弄，无不展示岁月的悠
长。那条沿河而筑的长长廊檐下，排列
着颇具民俗特色的手工业作坊，现做现
卖一些姜糖米糕或者龙须酥之类，还有
一些商铺默默地镶嵌在鳞次栉比的檐瓦
下。分散在河岸小街上的深宅大院，有
婚俗馆、师爷馆、钱币馆等。漫步安昌
老街，你可以看到热闹的水乡社戏、喜
庆的船上迎亲、传统的手工酿酒、穿梭
的乌篷小船等等，绍兴几千年的民俗风
情，在这里展现得淋漓尽致。

相比于安昌古镇，那条飘溢着浓酽
酒香的绍兴老街，因为去过多次，我更熟
悉一些。从“鲁迅故里”的街头，步行到有
孔乙己做“迎宾”的咸亨酒店，也不过三
五百米的距离。老街的每一缕色彩，都和
鲁迅这位文化大家息息相关。

鲁迅故居并没有我想的那么富丽，
也不似我以前参观过的一些深宅大院那
样的堂皇。这不禁让我想到了刘禹锡的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

灵”。鲁迅的童年、少年在绍兴故居度过，
直至 1899 年出外求学，此后只是陆续回
乡时住过。但鲁迅的《故乡》《从百草园到
三味书屋》《孔乙己》等作品，无不提及那
一方令他魂牵梦萦的故土。

鲁迅故居的后园即是百草园，童年时代
的鲁迅常在这里玩耍，这一方小园成为鲁迅
童年时的精神方舟。走进百草园，似乎让人
看到鲁迅在童年时那些自由快乐的日子，细
细碎碎地堆叠在蟋蟀蝉鸣之中。头上，大
块大块的阳光，被茂密的树枝裁剪得碎碎
的，一闪一闪的，照射下来，令人炫目。

穿过鲁迅故居门前的绍兴老街，中
段便是咸亨酒店，绍兴的黄酒文化在这
里发挥到淋漓尽致。咸亨酒店的格局，
设置和《孔乙己》文中的旧时绍兴小酒
馆完全一样，店门内侧放一个曲尺形的

大柜台，柜台下放着绍兴名酒花雕、善
酿、状元红等黄酒坛，坛旁搁着酒吊、
漏斗、窜筒等舀酒、温酒工具，临街横
柜台上置有栅栏，栏内摆着用来下酒的
菜肴，俗称“过酒坯”，如茴香豆、鸡肫
豆、花生、豆腐干之类。每逢入冬季
节，柜台里还预备有热水，用马口铁制
成的窜筒“温酒”，店内放有几张板桌条
凳，供顾客坐下歇着喝酒。

坐拥水乡，倾听桨楫，浸润在这浓
浓的江南风光里。不管是安昌古镇，还
是鲁迅故里，那些饱经历史熏陶的檐瓦
下，总是满满地沉淀着浓厚的人文意
蕴。每一次涉足，总是或多或少会沾染
其中的韵味，使旅者如在绿堤漫步，如
坐高亭品茶，如沐春风般惬意。

题图：浙江安昌古镇 来自网络

从安昌古镇到鲁迅故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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