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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冬午后，薄雾散去，边地阳光
明媚。树影婆娑间，游客或身着民族
服饰拍照打卡，或品尝火龙果、柚子
享受“水果自由”，傣家风情的村寨
里满是欢声笑语。

这里是位于中缅边境的云南省西
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打洛镇。小
镇 36.5 公里长的边境线上，有 5 个村
寨发展为国家级旅游景区，其中 2 个
是 4A 级景区。国门口岸、边境村寨、

“独树成林”景观……今年 3 月，打
洛镇经典边境旅游线路被列入勐海县
的推荐旅游线路，打洛镇镇长陈鹏
说：“边境游越来越旺，美丽村寨的
日子越来越幸福。”

“独树成林”引客来

阳光照射在一棵树龄约千年的高
山榕“胡须”上。都说“独木不成
林”，但在打洛镇曼掌村，这棵高山
榕却有“独树成林”的奇特景观。

高 50 余米，胸径达 6 米，树幅面
积达 120 平方米——高山榕静立村
口，高大茂密的枝干间有 30 多条气
生根垂落地面，深深扎根，与主干一
同撑起郁郁葱葱的树冠。枝条向周围
和天空舒展延伸，如同人伸长手臂，
显示出古树蓬勃的生命力。

在古树树杈上，有许多大小不一
的蜂窝。“这些蜂窝存在很久了，我
们不会惊扰树上的蜜蜂、小鸟等生
物。”从小生活在此的曼掌村党支部
书记岩应拉说，傣家人世代爱护树木
森林，祖辈传承下来的“有林才有
水、有水才有田、有田才有粮、有粮
才有人”生态观深入人心。

神奇的自然景观引来不少游客。
多年来，曼掌村依托“企业+村寨”
模式，对“独树成林”景观实施改造
提升，通过搭建围栏、加强巡护，一
方面积极保护古树，另一方面完善基
础设施，挖掘红色资源和傣族文化，
创建国家级旅游景区，积极探索“边
境+乡村旅游”的发展之路。

曼掌村村民钟妹在家门口就有两
份工作：在景区里上班每个月工资能
拿三四千元，年底分红又有一笔收
入；上班离家近，还能照顾家中的水
果地、橡胶林。“收入渠道拓宽了，
现在我们村村民户均年收入达到 5 万
元。”岩应拉介绍，2021 年，曼掌村
入选第三批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为
丰富游客体验，曼掌村还推出傣族织
锦体验等项目，让旅游业态从单一观
光向沉浸式体验转变。

传统村落非遗新

青砖铺就的小路蜿蜒曲折，与潺
潺的溪流并行向前。路边高大的椰子
树、繁茂的小叶榕将树影投在古朴别
致的傣家吊脚楼上，构成光与影的图
画——打洛镇景莱村的民族风情别有
一番韵味。

“现在大多数傣楼已是第三代，
我们村还保留了一栋第二代傣楼。”
景莱村党支部书记岩温相说，传统的
傣族干栏式建筑较为低矮昏暗，新一
代傣家吊脚楼建筑更加高大，底层也
变得开阔、整洁，成了一些村民做小
生意的地方。

岩温相介绍，景莱村与旅游公司
合作打造以传统村落和民族文化为特
色的景区，在开发之初就决定少建现
代砖房，完整保留传统的木制干栏式
建筑。如今，一栋栋木制房屋依然是
村民的居所，承载着傣族文化传统和
村寨乡愁。

在景莱村的一处木亭里，63 岁
的玉相论正垂目凝神、转动拉坯转
轮，一个普通的陶坯在她手下逐渐变

身为带有壶嘴的陶罐。玉相论 43 岁
才开始学习傣族慢轮制陶技艺，现在
她是西双版纳州级非遗传承人。“把
制陶的方法传下去，也是把傣家人的
生活方式传下去。”玉相论说。

把湿润的陶泥拍扁放在转轮上，
均匀起底、慢轮拉坯、拍打纹样……
玉相论手法娴熟，陶罐很快成型。在
制作纹样时，玉相论用的是傣家常用
的竹签，还有生活中常见的玻璃瓶和
圆珠笔盖。通过发挥想象力，她把村
寨边的小河、池塘里的莲花等景观元
素都刻在陶罐上。

玉相论的陶罐在附近村寨很受欢
迎，因为这是一代代傣族人民生活中
不可缺少的器具。在景莱村，墙上的
农民画就有傣族少女用陶罐取水的场
景。“傣族少女用小陶罐在河里取水
回家，装入大陶罐。”玉相论记得，
小时候家中的陶罐十分珍贵，要从制
陶匠人那里买一个罐子，得用整罐的
米去换。现在，傣陶制品和装饰品在
村中随处可见，慢轮制陶体验项目也
备受游客欢迎。

除了制陶，傣族织锦、竹编、榨糖、
造纸、酿酒等技艺也在景莱村世代传
承，成为景区民族文化体验的重要内
容。“有了市场，手艺就不会丢。”玉相
论对传承非遗技艺信心十足。

边境唱响幸福歌

龙利村与缅甸接壤，是打洛镇最
靠近边境线的傣族村寨。曾经因地处
偏远、交通不便，村里许多年轻人外
出打工不愿返乡。现在，村里有 60
户常住居民，每天来村里游玩的游客
却至少有四五百人。22 岁的龙利村
会计玉坎约去年回村工作后决心留
下 ， 她 对 记 者 提 起 最 多 的 字 眼 是

“幸福”。
村寨中最宽的那条路，被村民称

为“幸福路”。玉坎约记得，小时候
村寨交通不便、道路泥泞，村里最宽
的路只能过一辆车。“院落和高墙占
了绝大多数公共空间，因为没有排水
沟，污水泼在路边，一进村就能闻到
刺鼻的味道。”玉坎约说，原来村民
回家要绕好几公里路，商人也不愿前
来收购水果。2020 年底，一座双向
车道的水泥大桥建成通车，打通了入
村道路的“最后一公里”。

交通改善后，2021 年，龙利村
开展现代化边境幸福村建设等工程，
完善道路等基础设施，以“党支部+
农户”的方式整治人居环境，党员带
头拆围墙、修沟渠、建花园、安路
灯。在村党支部的带领下，村民自发

参与到美丽家园建设中。“我们加强
党组织和党员带动作用，重大事项通
过村民大会表决，村民之间的矛盾和
问题由村干部和党员帮助调解。”村
党支部书记玉儿囡说，大家努力一起
干，村寨焕新，村民幸福感提升。

道路通畅、村寨整洁漂亮、生活
和谐稳定，现代化边境幸福村建设为
龙利村发展旅游奠定了基础。2023
年，龙利村依托民族文化和抵边等特
色优势，与旅游开发公司合作打造

“极边第一村”特色村寨。来龙利村
参观中缅界碑、体验“为祖国守一次
边”等文旅项目人气十足，玉坎约不
仅在景区务工，还投入 12 万元开起
一家咖啡馆。

玉坎约告诉记者，她曾外出务
工，但家乡的改变、家门口的工作机

会让她内心的天平逐渐倾斜。“在家
门口就可以工作，同时可以照顾家
庭，每月收入 4000 多元，不比外出
打工赚得少。”虽然咖啡店投入不
小，玉坎约却对这门生意充满信心，

“最近游客越来越多，每天来村里的
旅行团有二三十个，还有不少开着房
车来自驾游的客人，他们来村里都想
尝一杯地道的云南咖啡。”

截至今年 10 月，打洛镇曼掌村、
景莱村、龙利村共接待游客 40.62 万
人 次 ， 勐 海 县 游 客 数 量 同 比 增 长
24.15%。勐海县文旅局副局长何长生
介绍，未来将进一步打造集民族文
化、普洱茶文化、农耕文化、边境文
化于一体的旅居目的地，吸引游客前
来感受傣族村寨生活，来一场独具特
色的边境游。

云南勐海：

边境村寨这样吃好“旅游饭”
本报记者  张  驰

冬日里，本应萧瑟而近于肃杀，
然而在山西省忻州市东峪景区，仍是
一派岁月静好、时光未老的景象。这

片峡谷静静躺卧在定襄县、五台县、
盂县三县交界处，滹沱河像丝带般蜿
蜒 穿 过 ， 将 源 源 不 尽 的 灵 气 缚 在
其中。

从忻州出发，踏上枯枝交错的行
路，与凉风相邀一路同行，便能看见
道旁棕灰色的植被向金黄色渐变。梢
头未辞的叶片被秋风抚弄，用一场

“金色落雨”诉说秋天的故事。不远
处，几根稻茬昂首挺立在倒伏的秸秆
之中，犹如守护这片净土的卫士，恬
静而深沉。

车行一段时间，便见两山相对，
冬阳融融。阳光从两峰间落下一道朦
胧的帷幔，穿过帷幔，那些平日不惹
人注意的岭脉渐渐浮出鲜明的轮廓线
条。山势或峻峭挺拔，或圆缓低平，

连绵起伏，浑然一体。行进于峡谷间
的车辆仿佛穿梭于迷离之境。山与水
相依相拥，水因山的滋养而清澈，山
因水的陪伴而灵动，共同勾勒出一幅
幅天然画卷。路边、河畔、村旁、崖
壁……各色植被错落有致，大自然这
位画师用她丰富的调色盘将山谷装点
得五彩斑斓，生机盎然。

一处瀑布自崖顶倾落，高达数十
米的落差使其声如滚雷，场面极为壮
观。阳光照射下，水花四溅，宛若人
间仙境。沿着瀑布继续行进，来到了
东峪村。东峪村村民大多务农，耕
种、收割等农技世代相传。当地饮食
文化别具一格，食材多样性与独特的
烹饪技艺相得益彰，使每道菜肴都令
人回味无穷：烤全羊肉质鲜嫩、香气

扑鼻；野菜炒鸡蛋、手工豆腐等家常
菜让人品尝到真正的农家风味。

东峪景区有许多古村落，保留着
不少古建筑，这些建筑多以传统的木
结构和砖石材料建成。村庄依山水布
局交错而建，青砖灰瓦展现出古朴之
美。在东峪，游客可以漫步在古村落
中，沉浸式体验村居生活的宁静闲适
与历史韵味。

近年来，东峪旅游业蓬勃发展，
因山水环绕、奇峰耸立、气候湿润，
被游客亲切地称为晋北“小桂林”。
东峪正按照不同时节的特色，依托滹
沱河峡谷、赵家庄抗日县政府旧址、
南梁山原始森林等旅游资源，串珠成
链，开发特色旅游线路，吸引游客前
来观光。

东
峪
冬
韵

闫
相
达

当北方的气温已经降至冰点，
在北回归线穿过的广东，依然看得
到夏天的尾巴。近日，广州打破有
气象记录以来最长的夏天纪录。在
这片几乎不飘雪的亚热带地区 ，

“冷资源”正在化身“热产业”，冰
雪运动成为越来越热门的选择。

周末开车一个小时，到周边的
广州热雪奇迹滑雪，是广州市民廖
潇潇和朋友最近培养的一个爱好。

“我没去北方滑过雪，现在在家门
口就能体验。虽然只敢尝试初学者
滑道，但还是很新奇有趣。”她说。

2019 年夏天，广州热雪奇迹
开馆运营，点燃了本地居民参与冰
雪运动的热情。7.5 万平方米的室
内场地中有各级别滑道，提供多种
冰雪娱乐活动，吸引了不少游客以
及专业滑雪运动爱好者前来。2024
年上半年，广州热雪奇迹接待游客
量超过 400万人次。

广东省冰雪运动协会统计数据
显示，目前广东有室内冰雪运动场
馆 20 多家，包括滑雪、娱雪馆，
以及滑冰馆、冰壶馆等多种类型，
冰雪运动参与人数过千万。

每到周末和节假日，深圳卡鲁
冰雪世界里总是人头攒动，热闹非
凡。开业不到两年，这里已经吸引
了近 40 万人次的冰雪运动爱好者，
其中绝大部分是深圳本地市民和香
港市民。

初级雪道、地形公园、雪地娱
乐、滑冰馆……深圳观澜卡鲁运营
有限公司执行总经理张丽丽介绍，
这里不但可以进行大众娱雪、研学
教育、团建拓展等冰雪活动，同时

作为广东省冰雪运动训练基地，这
里还提供专业的滑雪教学与训练
场地。

依托专业冰雪场馆，广东近年
来举办了冰雪单项赛事、运动展
示、大众冰雪季、嘉年华等多样的
活动，并搭建起青少年赛事平台，
推 动 冰 雪 运 动 普 及 与 专 业 人 才
培养。

从滑雪小白到赛事冠军，今年
13 岁的广州姑娘王岚心只用了 3 年
时间。第一次踏入滑雪场后，她就
对这个运动产生了浓厚的兴趣。3
年来，她在广州热雪奇迹滑雪训练
中心竞技队进行专业训练，在动作
规范性、平衡技巧、速度控制等方
面有较大提升，多次代表竞技队参
加国内滑雪比赛，不久前还在一项
公开赛的高山滑雪大回转 U15 比
赛中荣获冠军。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按下
“加速键”，广东冰雪运动的影响力
也在逐渐扩大，吸引着来自大湾
区、全国乃至海外的冰雪运动爱好
者聚集。港澳居民北上热潮为广东
冰雪场馆带来了稳定且持续增长的
客源。在深圳卡鲁冰雪世界，香港
市民不但是常客，而且占比过半。
今年，广东不少冰雪场馆迎来了泰
国、越南等地的旅游团。

广东省冰雪运动协会会长陈海
龙说，协会将进一步推动“冰雪进校
园”和全省的冰雪场馆建设。“希望
通过举办大众冰雪季等活动，让冰
雪‘冷’运动‘热’起来。”他说。

（据新华社广州电 记者邓瑞
璇、王浩明）

岭南不飘雪 无碍冰雪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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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举办的 2024 年智慧旅游
示范展示活动上，中国旅游研究院
发布的 《全国智慧旅游发展报告
2024》（下称 《报告》） 显示，有
75% 的游客通过在线旅游平台获取
旅游信息，游客越来越倾向于利用
互联网资源，尤其是社交媒体和短
视频直播平台寻找旅游灵感、比较
产品、分享经验以及完成预订流
程。智慧旅游服务便利化程度大幅
提升，场景数字化创新提速，智慧
旅游进入加速发展新阶段。

智慧旅游不断拓展新玩法，让
游客获得更丰富的游玩体验和更便
捷的出行服务。去年 10 月，国风
科幻智慧旅游沉浸式体验项目 《永
乐长思》 在国家图书馆首演，通过
VR 大空间构建的三维场景，融合
光影、声画、表演艺术等要素，生
动再现 《永乐大典》 的编纂历程及
明清至民国时期的服饰风貌，游客
能够在体验过程中获取多维度的文
化认知。

《报告》 显示，主题乐园、博
物馆等场所的交互式体验持续优
化，智慧旅游沉浸式体验向具身
体验和内容共创转变。据调查 ，
85.5% 的游客体验过沉浸式旅游活
动，游客最常参与的沉浸式体验
类型为沉浸式主题乐园，其次是
沉浸式真人游戏、沉浸式剧场、
沉浸式博物展览等。

便捷导航、紧急求助、语音讲
解等智能服务越来越普及，“银发
游”群体出行体验显著提升。在广
东惠州罗浮山景区，智慧票务系统
能帮助老年游客“刷脸”入园，解
决购票难、排队慢等问题；在内蒙
古呼伦贝尔，通过“指尖上的呼伦
贝尔”小程序，老年游客可以通过
AI 助手，向数字人提问，通过语
音获取旅游信息、定制游玩行程；
在 上 海 ， 新 型 数 字 公 共 电 话 亭

“Hello 老友亭”引入多功能智慧
屏，推出一键叫车、免费充电、
AI 照相等功能，成为城市街头新

“网红”……
数智化技术在旅游资源保护中

也发挥了新的作用。走进北京中轴
线遗产保护中心，巨大的电子屏幕

上实时显示钟鼓楼、正阳门、先农
坛、中山公园等地的实时监测数
据，能够集中监测分析文化遗产本
体状况、周边环境、产业结构、游
客信息、安防等情况，构建一条动
态感知、状态分析、智能预警和协
同保护的“智慧中轴线”。

中国旅游研究院副院长李仲广
表示，在数智化发展趋势下，旅游
消费正在从休闲娱乐向学习探索等
方向跃升，旅游体验正在从被动观
赏到主动交互与深度沉浸转变。未
来，要围绕市场需求推动技术革新
与旅游体验升级，探索利用大数
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提升智慧
旅游服务和营销效能，深化智慧旅
游业态的跨界融合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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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掌村“独树成林”景观。                                                          受访者供图

    ▶玉坎约为游客制作手
冲咖啡。

 本报记者  张 驰摄

    ◀玉相论制作傣族陶罐。
 本报记者  张 驰摄

近年来，安徽省芜湖市繁昌区依托繁昌慢谷旅游度假区，因地制宜
打造农旅融合田园综合体，发展乡村旅游，助力乡村全面振兴。图为度
假区内范马村的田园风光。                   肖本祥摄 （人民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