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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远的脚步声
□ 袁甲清

一 条 古 道 穿 过 成 都 东 郊 的 洛 带 ，

往来憧憧的商贾轮蹄，创造出小镇的

热闹和繁忙，也吸引了大批外省移民

在这里落籍安家。千年商道的便利、

驿路驰尘的奔忙，加上客籍人的苦心

孤诣，终成这个“西部客家第一镇”的

响亮名头。

出 发 前 ，洛 带 早 早 就 进 了 行 程 。

在成都一连串显赫的名胜面前，这个

名字其实还有点陌生，我甚至怀疑它

是 如 何 挤 进 行 程 名 单 的 。 只 仿 佛 听

人说，抑或是暗示，从广东去的人，应

该去访访它，看看这个藏于西部万水

千山中的客家古镇。

我 们 到 达 时 是 过 午 时 分 ，天 气 跟

蜀 地 常 见 的 一 样 ，云 遮 雾 障 ，难 见 阳

光，但天空还算亮堂。一条麻黄色石

板路幽幽铺延，两旁明清风格的民居

店铺在檐前红灯笼的映衬下，显出古

色 古 香 的 老 街 韵 味 。 一 些 民 居 呈 二

层 骑 楼 式 样 ，并 排 铺 展 开 去 ，隐 隐 觉

得 ，那 风 致 ，跟 梅 州 客 家 古 街 有 某 种

隐秘的关联。

沿 街 的 店 铺 家 家 经 营 ，人 声 鼎

沸。十足的烟火味，正好接续上古镇

由来已久的兴盛。

这 里 自 古 就 是 成 渝 商 道 。 明 朝

时 开 始 设 置 驿 站 ，为 西 南 通 衢 之 地 ，

往来客商络绎不绝，很早就发展出市

镇 模 样 。 正 是 赖 此 便 利 交 通 和 市 镇

基 础 ，在 始 发 于 明 末 清 初 的“ 湖 广 填

四 川 ”移 民 运 动 中 ，大 量 湖 南 、湖 北 、

广 东 、江 西 、福 建 移 民 将 洛 带 当 作 千

里 来 川 的 落 脚 点 ，在 这 里 开 垦 拓 荒 ，

建设家园。

古 镇 呈“ 一 街 七 巷 ”格 局 。 正 中

是 一 条 主 街 ，旁 逸 出 七 条 巷 子 ，构 成

完 整 的 交 通 体 系 ；遇 战 乱 、匪 患 等 事

态 ，则 各 出 口 关 闭 ，又 是 一 个 完 备 的

防御体系，与客家建筑一脉相承。

老 街 南 端 ，颇 意 外 地 矗 立 着 一 幢

宏伟建筑，青砖黛瓦，飞檐翘角，雕饰

考 究 ，典 型 的 明 清 风 格 ，近 观 原 来 是

广 东 会 馆 。 来 之 前 ，对 洛 带 所 知 甚

少 ，以 为 跟 其 他 古 镇 并 无 二 致 ，猛 然

在大西南碰见形貌完好的广东会馆，

更起了探究的好奇心。

沿 着 老 街 ，共 陈 列 着 三 座 会 馆 遗

址。除了此处的广东会馆，不远处还

有湖广会馆、江西会馆。这些会馆规

制宏大，设计精巧，古韵流盼，在周边

民居的衬托下格外醒目，也体现了建

造者的雄厚财力和艺术匠心。

会 馆 是 在 外 地 经 商 营 生 的 同 乡

同 族 ，共 同 于 生 活 地 建 造 的 族 群 建

筑 ，多 用 于 同 乡 之 间 交 流 沟 通 、祭 祖

拜神或戏文娱乐。在《威远县志》中，

记 载 了 洛 带 会 馆 的 情 状 ：“ 清 初 各 省

移 民 来 填 川 者 ，暨 本 省 移 民 ，互 以 乡

谊 连 名 建 庙 ，祀 以 故 地 名 神 ，以 资 会

合者，称为会馆。”“蜀都曰惠民宫，两

湖 曰 禹 王 宫 ，两 粤 曰 南 华 宫 ，福 建 曰

天 后 宫 ，江 左 曰 万 寿 宫 ，贵 州 曰 荣 禄

宫 …… 察 各 庙 之 大 小 ，即 知 人 民 之 盛

衰。”

《威 远 县 志》所 载 惠 民 宫 、天 后

宫 、荣 禄 宫 皆 不 知 所 终 ，幸 存 的 这 三

大 会 馆 ，分 别 由 客 籍 洛 带 的 广 东 人 、

湖广人、江西人共同出资建造。从建

造时间上看，湖广会馆建于清乾隆八

年（公元 1743 年），广东会馆和江西会

馆均建于乾隆十一年（公元 1746 年），

基 本 处 于 同 一 时 期 ，既 相 互 独 立 ，又

像是彼此协商的结果。

会 馆 风 格 也 是 各 具 特 色 ，洋 溢 着

各 乡 各 土 风 味 ，并 且“ 请 ”来 家 乡 神

祇 ，加 以 供 奉 ，不 愿 意 断 了 与 家 乡 的

精 神 连 接 。 如 广 东 会 馆 供 奉 佛 教 禅

宗 创 始 人 、六 祖 慧 能（南 华 道 人），故

又 名“ 南 华 宫 ”；江 西 会 馆 又 名“ 万 寿

宫”，供奉的是赣南乡贤神祇许真君；

湖广会馆供奉大禹，故又称“禹王宫”。

会馆里面，以文字、绘画、实物的

形 式 ，记 载 了 当 年 大 移 民 潮 中 ，特 别

是“ 湖 广 填 四 川 ”运 动 中 ，近 600 万 人

是 如 何 从 广 东 、湖 南 、湖 北 、江 西 、福

建等地迁徙到四川的，记录着他们从

哪里来、要到哪里去的艰难岁月。

作 为 生 活 在 广 东 的 湖 南 人 ，当 我

看 到 广 东 会 馆 、湖 广 会 馆 ，在 这 崇 山

环绕的大西南，竟生出一种他乡遇故

知的惊喜。真想不到，先辈能不远千

里 、拖 家 带 口 地 迁 徙 这 么 远 。 这 里 ，

也是他们许多人的人生终点。

他 们 是 勇 敢 的 冒 险 者 ，更 是 拓 荒

者 。 他 们 多 因 贫 困 来 到 这“ 天 府 之

国”，寻找别样的生活；更因勇气和决

绝 的 鼓 荡 ，以 莫 大 的 胆 识 ，决 定 跨 越

千里，来这个全然陌生的地方寻找栖

身之所。

以 当 时 的 交 通 条 件 ，从 湖 北 、湖

南等邻近一带入川，最快也要一个来

月 。 更 远 的 从 广 东 、福 建 等 地 出 发 ，

则最快要三个多月。其间艰辛，非常

人所能体会。

在 移 民 史 料 中 ，我 看 到 这 样 几 个

例子，不禁心潮难平。

康熙四十七年（公元 1708 年），来

自湖南零陵的王氏兄弟，曾这样记载

他 们 的 迁 移 旅 途 ：“ 阅 巫 山 ，度 巫 峡 ，

历 夔 关 ，两 岸 猿 声 酸 他 乡 之 客 ，轻 舟

万 重 波 惊 失 路 之 人 ，早 行 夜 宿 ，亦 步

亦趋，经月余。”他们最终从零陵经长

江水路，抵达成都。

广 东 兴 宁 的 廖 奕 珍 ，将 全 部 家 产

变卖后，带着妻子和三个儿子于雍正

四 年（公 元 1726 年）移 民 。 当 他 们 一

家五口历经千辛万苦抵达荣昌（今属

重 庆）时 ，已 经 用 光 了 全 部 盘 缠 。“ 斯

时 也 ，盘 费 既 尽 ，家 无 斗 筲 ，举 目 无

亲，借贷无门，拮据瘁瘩，固所难言。”

廖奕珍后来回忆说。

广 东 长 乐 的 教 书 先 生 范 端 雅 ，因

为饥荒移民四川。雍正年间，粤东地

区连续多年旱灾饥荒。乾隆六年（公

元 1741 年），面 对 当 时 家 乡“ 凋 敝 未

复”的窘困局面，范端雅愤然而起说：

“ 大 丈 夫 志 在 四 方 ，奚 必 株 守 桑 梓 。

吾 闻 西 蜀 天 府 之 国 也 ，沃 野 千 里 ，人

民 殷 富 ，天 将 启 吾 以 行 乎 。”于 是 ，他

带着五个儿子一起移民到了四川。

这 一 个 个 移 民 故 事 ，照 见 的 正 是

客家先辈的坚忍奋斗和开拓自强，就

如 历 史 上 的 闯 关 东 、走 西 口 、下 南 洋

等迁徙壮举一样。

这 些 迁 徙 者 的 故 事 ，也 不 经 意 地

投射到我们自身。改革开放后，曾掀

起从内地到沿海的迁徙大潮，我们中

的很多人都经历过迁徙，就像我也是

从 湖 南 移 民 到 了 深 圳 。 洛 带 古 镇 的

移民史，更映现出自我的影子。

我 仿 佛 听 到 ，这 种 遥 远 的 脚 步 声

穿越山泽大地，回响在历史的天空。

广 东 会 馆 里 ，有 这 样 一 副 石 刻 楹

联 ：“ 云 水 苍 茫 ，异 地 久 栖 巴 子 国 ；乡

关迢递，归舟欲上粤王台。”写尽了客

家 先 民 拓 荒 异 乡 的 创 业 艰 辛 和 对 故

乡 的 思 念 之 情 。 会 馆 就 像 一 部 凝 固

的迁徙心灵史，沉淀了多少人生艰辛

和悲欢离合，饱含了多少命运突围的

挣扎。

街 道 蜿 蜒 ，林 立 的 商 号 后 面 ，多

是深宅小院。平房与木楼参差，见证

着 落 籍 蜀 地 外 省 人 的 日 常 。 位 于 下

街“ 大 夫 第 ”巷 15 号 的 巫 氏 大 夫 第 ，

格外引人注目。雍正年间，广东长乐

人巫锡俊携家眷入蜀，落业洛带。巫

家第二代巫作江开烤酒作坊，经营烧

酒 ，富 甲 一 方 ，遂 建 此 大 夫 第 格 局 的

大院。大院原来占地数十亩，含数重

宅院、祠堂，并辟有园林。今祠堂、园

林 部 分 已 毁 ，但 主 体 建 筑 尚 存 。 当

时，贯穿洛带的东大路是一条连通成

渝 的 商 贸 大 路 ，也 是 著 名 的“ 烧 酒 之

路 ”，烧 酒 酿 造 规 模 巨 大 。 巫 作 江 敏

锐 地 抓 住 这 一 商 机 ，孜 孜 矻 矻 ，终 成

巴蜀巨富，写下了一代移民传奇。

在 移 民 潮 中 ，众 多 来 自 异 乡 的 客

家人在洛带生了根，历经数百年繁衍

生息，形成了独特的客家风俗和客家

文 化 。 他 们 一 直 保 留 说 客 家 话 的 传

统 ，通 过 语 言 习 俗 来 维 系 族 群 标 识 ，

形成了所谓客家人的“方言岛”。

然 而 此 岛 并 非 孤 岛 。 在 开 放 的

年代，随着人口的流动和文化习俗的

融 合 渗 透 ，语 言 的 界 限 也 逐 渐 消 融 ，

“岛屿大陆化”趋势愈发明显。

镇 东 有 一 棵 古 红 豆 树 ，俊 秀 挺

拔 ，绿 荫 一 片 ，不 知 是 否 为 广 东 先 民

从 岭 南 带 来 所 栽 植 ？ 树 下 坐 着 三 两

个 闲 谈 的 男 子 ，趋 前 寒 暄 ，得 知 他 们

都是本镇人，先辈来自广东。他们用

手指着遥远的岭南，说那是家乡的方

向。他们操着流利的四川话，已经很

少说家乡话了，嘴里偶尔还能吐出一

两个家乡话的词汇，还记得“这是‘土

广东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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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 乎 总 有 一 个 不 可 抗 拒 的 使 命

在召唤，似乎总有一场无法取消的邂

逅 在 等 待 。 三 月 ，从 大 江 南 北 ，从 高

原沙漠，从繁华都市，从偏僻山村，为

着诗和远方，我们一起向湖北出发。

何处寻神农

“人一辈子不得不去的地方。”这

是 一 个 什 么 样 的 地 方 ，让 你 魂 牵 梦

绕 ，让 你 永 远 无 法 放 下 ？ 是 神 农 架

吗？

野 人 谷 、野 人 湖 、野 人 洞 …… 似

乎“野人”在招手。

确 实 ，我 们 已 经 进 入 神 农 架 林

区。但是除了曲折的山路、幽深的峡

谷、连绵的群山，野人何处寻呢？

神 农 架 被 誉 为“ 华 中 屋 脊 ”。 陡

峭 的 山 势 、繁 茂 的 树 木 ，你 仿 佛 永 远

难以看到它的神秘面目。

在 山 里 ，春 天 的 脚 步 总 是 慢 些 。

灰 乌 的 山 色 、枯 黄 的 竹 叶 、萧 瑟 的 树

枝 ，只 有 松 针 顽 强 地 透 出 绿 色 ，不 知

名的树开着耀眼的白花，把神农架的

春的意思写了出来。

半 山 坡 突 然 冒 出 一 股 雪 白 清 冷

的泉水，飘落到沟涧，缓缓地流淌，经

过 几 个 曲 折 ，最 终 消 失 得 无 影 无 踪 。

可是过不了多远，一股更大的溪水泛

着 白 花 从 对 面 奔 来 ，令 我 惊 奇 而 迷

惑，神农架的水也是这么神奇吗？

神 农 在 哪 儿 呢 ？ 是 在 金 猴 岭 戏

猴，还是在太子岩观雾？是在大九湖

捕 鱼 ，还 是 在 狮 子 包 驯 鹿 ？ 哦 ，可 能

都 不 是 。 他 已 去 山 下 的 田 间 地 头 采

药 种 谷 ，他 已 在 溪 边 深 洞 播 散 烟 火 ，

他已化作“遍地英雄下夕烟”了。

神 农 架 天 气 多 变 。 出 发 前 天 气

预报是阴，上车后导游说阴转晴。我

们进入林区后时阴时晴，忽而又下起

小雨。到了山高林深处，遍野云雾弥

漫，雾渐渐变成雪飘落下来。这里还

是冬天的光景，可山下已是春色满园

了，我想神农架的春天将蓬勃而来。

问道武当

在 我 的 印 象 里 ，佛 道 圣 地 多 在 人

迹 罕 至 、崇 山 峻 岭 的 云 烟 深 处 ，武 当

山最应该是这样的去处。然而，一路

走来，开阔的平原、连绵的小丘，似乎

很 难 想 象 ，这 些 会 跟 武 当 联 系 在 一

起 。 但 结 果 是 ，中 午 时 分 ，在 不 是 十

分起眼的丹江口山区，武当就坐落在

这 里 。 数 百 年 来 ，它 就 是 这 样 ，或 沉

静 、或 喧 闹 ，营 造 着 、修 炼 着 ，把 日 益

庞大的殿宇交给世人，把充满传奇的

故事留给世界。

武 当 是 什 么 ？ 武 当 是 中 国 道 教

圣地，也是武当武术的发祥地。数百

年来历代道人的耕耘建造，成就了让

后 人 叹 为 观 止 的 世 界 文 化 遗 产 。 千

百人有千百个武当，但每个人的武当

都 有 一 个 共 同 的 内 核 ：它 是 道 ，是 武

术，是传奇。

人 们 也 许 会 流 连“ 一 柱 擎 天 ”的

天 柱 峰 ，也 许 会 惊 叹 金 顶 的“ 不 灭 神

灯 ”，也 许 会 震 惊 于 七 十 二 峰 的 千 奇

百 怪 ，但 我 却 更 多 地 在 想 象 ：王 重 阳

和“ 全 真 七 子 ”身 在 何 处 ？ 张 三 丰 又

在 何 处 习 武 ？ 哪 一 处 山 峰 、峡 谷 ，飘

逸 着 得 道 成 仙 的 侠 客 …… 从 古 至 今 ，

多少人被“长生不老”的仙客梦鼓舞，

前 赴 后 继 ，追 踪 寻 影 ；又 有 多 少 人 被

武 侠 作 品 的 侠 客 梦 激 动 ，纷 至 沓 来 ，

进 山 习 武 。 武 当 是 一 座 座 真 实 的 山

峰 ，但 留 存 在 人 们 心 底 的 ，是 虚 无 缥

缈、亦仙亦幻的精神家园。人们在这

里寻找天地永恒的真理，寻找生命永

恒的真谛，寻找人生永恒的归宿。

向 武 当 问 道 ，既 是 向 山 川 自 然 问

道，也是向自己内心问道。

今 天 我 们 问 道 武 当 ，该 是 向 谁 问

道、问取何道呢？

又见黄鹤楼

五 年 前 ，因 工 作 的 缘 故 ，我 遍 访

江南名楼名阁，黄鹤楼名列其中。五

年 后 ，因 工 作 的 缘 分 ，我 再 访 黄 鹤

楼 。 两 次 观 赏 ，两 次 拜 见 ，黄 鹤 楼 于

我，有着特殊的情牵心系。

在 我 心 底 ，黄 鹤 楼 有 着 始 终 如 一

的 影 像 ，应 该 是 烟 雨 苍 茫 ，或 是 万 里

晴空，“一楼千载峙江边”。奔腾的大

江 、静 穆 的 龟 蛇 ，在 这 样 雄 阔 的 图 景

中，耸立着“天下江山第一楼”。黄鹤

楼 应 是 那 么 壮 观 ，应 是 那 么 飘 然 若

仙。每次我登临黄鹤楼，总要在楼底

台 前 ，在 楼 顶 窗 口 ，在 黄 鹤 楼 周 遭 的

不 同 方 位 ，观 看 江 河 流 水 、山 岛 变

幻 。 可 是 ，两 度 来 此 ，见 到 的 都 是 茫

茫 云 雾 ，还 有 大 桥 上 川 流 不 息 的 车

阵 。 由 此 ，我 总 在 想 象 ，古 代 那 些 豪

情万丈的诗人面对此情此景，会生发

怎样的情感、怎样的感叹呢？

好 在 ，黄 鹤 楼 还 有 雄 奇 的 楼 在 ，

还 有 让 千 百 年 来 无 数 文 人 墨 客 为 之

倾倒、为之寄寓的诗情画意在。它不

是一串历代接续的故事，也不是神仙

逍 遥 的 传 说 ，它 是 无 数 代 人 、无 数 不

同遭遇的人、无数抱有希望或绝望的

人，他们的倾诉，他们的寄托，他们的

天 地 良 知 的 告 白 。 那 是 怎 样 深 厚 的

历 史 和 文 化 啊 ！ 那 是 中 国 人 几 千 年

来独有的梦想和生活方式。

黄鹤楼，天地间，中国人，一份千

百年不变的感情。

四川甘孜丹巴县：厕所小窗口 旅游服务大格局
走 进 甲 居 藏 寨 的 旅 游 厕 所 ，地 面

干 净 ，闻 不 到 一 丝 异 味 ，雪 白 的 墙 面

上 陈 列 着 一 幅 幅 美 丽 的 本 地 风 光 摄

影作品，让人不禁赞叹。

近 年 来 ，四 川 省 甘 孜 藏 族 自 治 州

丹 巴 县 始 终 把 旅 游“ 厕 所 革 命 ”作 为

内 提 旅 游 素 质 、外 树 旅 游 形 象 和 推 进

旅 游 产 业 发 展 的 战 略 举 措 ，坚 持 从 小

处着眼 ，从细节出发 ，用“绣花”功夫 ，

持 续 实 施“ 厕 所 革 命 ”，推 动 旅 游 厕 所

升 级 改 造 ，通 过 厕 所“ 小 窗 口 ”，服 务

旅 游“ 大 格 局 ”，以 干 净 卫 生 、方 便 快

捷 的“ 精 品 厕 所 印 象 ”展 现 丹 巴 旅 游

良好形象。

2018 年 ，丹 巴 县 为 积 极 贯 彻 落

实 国 家 、省 、州 关 于 开 展“ 厕 所 革 命 ”

的 决 策 部 署 ，印 发 了《丹 巴 县 推 进“ 厕

所 革 命 ”行 动 计 划 实 施 方 案》，针 对 旅

游 厕 所 的 建 设 工 作 ，科 学 规 划 布 局 ，

加 大 资 金 投 入 。 三 年 时 间 ，丹 巴 县 从

建 设 数 量 、建 设 等 级 、管 理 能 力 上 实

现 了 丹 巴 全 域 旅 游 厕 所 的 提 档 升

级 。 甲 居 藏 寨 、中 路 藏 寨 等 景 区 先 后

建 起 了 一 座 座 外 观 大 气 、装 修 精 致 的

高 颜 值 、高 品 质 旅 游 厕 所 ，让 来 自 四

面 八 方 的 游 客 从 细 节 处 感 受 到 了 丹

巴县高品质的旅游服务和人文关怀。

“ 景 区 漂 亮 是‘ 面 子 ’，厕 所 洁 净

是‘ 里 子 ’，旅 游 厕 所 不 仅 关 乎 游 客 的

个 人 体 验 ，也 展 示 了 丹 巴 的 特 色 文 化

内 涵 与 人 文 关 怀 ，我 们 因 地 制 宜 ，全

面 改 造 旅 游 厕 所 的 设 施 设 备 ，从 细 节

入手完成了一场从‘无 ’到‘有 ’的‘厕

所 革 命 ’。”丹 巴 县 文 化 广 播 电 视 和 旅

游局相关负责人说。

如 今 ，丹 巴 县 旅 游 厕 所 人 性 化 程

度 明 显 提 高 ，并 体 现 出 美 观 性 、人 性

化 、环 保 实 用 等 特 点 ，整 体 面 貌 焕 然

一 新 。 这 些 公 厕 建 筑 风 格 与 嘉 绒 传

统 藏 寨 建 筑 风 貌 相 结 合 ，掩 映 在 道 路

旁 树 丛 中 ，时 不 时 传 来 悠 扬 的 音 乐 ，

独 具 一 番 特 色 。 公 厕 上 方 悬 挂 的“ 公

共 卫 生 间 ”中 英 文 标 牌 ，夜 间 会 有 灯

光 指 引 ，并 铺 设 无 障 碍 通 道 ，极 大 地

方便了游客们的使用。

丹巴县旅游厕所除安装常规的坐

便 器 、蹲 便 器 、洗 手 盆 等 设 施 外 ，还 安

装 了 智 慧 厕 所 厕 位 状 态 指 示 牌 、自 动

感 应 冲 水 等 新 式 智 能 设 备 。 针 对 残

疾 人 、老 年 人 、妇 女 儿 童 等 特 殊 群 体

如 厕 需 要 ，这 些 厕 所 还 设 有 无 障 碍 卫

生间、家庭卫生间。

“这里的公厕都有家庭厕所，对我

们 这 种 带 小 孩 儿 出 来 玩 的 ，真 是 太 方

便 了 。”说 起 甲 居 藏 寨 里 的 旅 游 厕 所 ，

来自湖南的张女士竖起了大拇指。

“ 在 旅 游 高 峰 期 ，为 增 强 游 客 的

旅 游 体 验 感 ，在 每 天 定 时 保 洁 和 巡 检

的 基 础 上 ，景 区 还 延 长 厕 所 管 理 人 员

的 服 务 时 间 ，加 大 旅 游 厕 所 巡 检 和 打

扫 的 频 率 ，为 游 客 提 供 优 质 服 务 。”丹

巴 县 美 人 谷 文 化 传 媒 有 限 公 司 负 责

人介绍。

在 高 质 量 推 进“ 厕 所 革 命 ”过 程

中，丹巴县还增加了文明旅游、绿色低

碳等标识和提示语。在高水平完成设

施 建 设 的 基 础 上 ，丹 巴 县 正 力 争 让 旅

游 厕 所 成 为 文 明 旅 游 的 宣 传 载 体 ，持

续优化提升丹巴文明旅游环境。

丹 巴 县 共 投 资 1000 余 万 元 ，已 建

成 16 个旅游公共厕所，基本实现厕所

全 域 布 局 ，城 区 、景 区 、旅 游 线 路 沿 线

等 重 点 区 域 旅 游 厕 所 全 覆 盖 。 下 一

步 ，丹 巴 县 将 结 合 全 域 旅 游 高 质 量 发

展 规 划 ，继 续 按 照“ 一 管 二 改 三 建 四

满 意 ”的 总 体 思 路 ，不 断 提 高 旅 游 厕

所 服 务 覆 盖 范 围 ，更 好 地 满 足 游 客 如

厕 需 求 ，让 每 一 位 来 到“ 美 人 谷 ”丹 巴

游 玩 的 游 客 都 能 有 宾 至 如 归 的 感 受 ，

以 细 节 博 得 好 感 ，以 服 务 赢 得 好 评 ，

助 力 丹 巴 县 旅 游 业 高 质 量 发 展 更 上

一层楼。

（降初泽郎 杨德鑫）

干净整洁的旅游厕所干净整洁的旅游厕所 降初泽郎降初泽郎//摄摄

丹巴县特色旅游厕所丹巴县特色旅游厕所 降初泽郎降初泽郎//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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