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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泽千年
□ 刘开栋

洪泽古灌区位于江苏省淮安市洪泽区境内，西依洪泽湖大堤，东至白马湖，北临苏北灌溉总渠，南至淮河入江水道，为蓄水型灌区，由蓄水 、取水 、输

水和排水工程组成。自东汉开始，古人引水灌溉耕作，历代建设水利设施，灌区延续至今。目前，灌区控制灌溉面积 48.13 万亩。2023 年，洪泽古灌区成

功申报为世界灌溉工程遗产。

本版插画 杜小米

山中的琴弦
□ 黄渺新

上堡梯田位 于 江 西 省 崇 义 县 西 北 部 山 区 ，面 积 约 5.1 万 亩 ，属 陡 坡

梯田，垂直落差近千米。成熟于宋元时期、完善于明清时期的上堡梯田

灌溉工程，既包含完善的农田水利灌溉工程系统，也包含良好的生态保

护系统。2022 年，上堡梯田成功申报为世界灌溉工程遗产。

乡村周末 2023 年 12 月 5 日 星期二

CHINA TOURISM NEWS
6版

在 上 堡 ，一 座 座 雄 浑 的 大 山 被 勤

劳 、智 慧 的 山 民 精 雕 细 琢 ，日 复 一 日 ，

年 复 一 年 ，就 成 了 梯 田 。 梯 田 层 层 叠

叠 ，错 落 有 致 ，远 远 望 去 ，就 像 一 张 张

挂在大山上的巨琴。

据 记 载 ，上 堡 梯 田 开 发 史 最 早 可

追溯至先秦，兴于秦汉，后经历代不断

扩建和修缮，达到现在宏伟的规模。

上 堡 梯 田 因 山 成 形 ，因 水 而 兴 。

几千年来，当地民众尊崇自然法则，因

地制宜修建了坡地配水系统。漫山遍

野 的 梯 田 由 无 数 灌 溉 水 系 网 连 接 ，每

块 梯 田 既 是 一 个 小 蓄 水 池 ，也 是 一 个

保土床，防止了水土流失，是我国古代

劳动人民创造的灌溉工程典范。时至

今 日 ，上 堡 梯 田 自 流 灌 溉 体 系 的 工 程

和布局仍然保存完整。这些凝聚着先

民 汗 水 和 智 慧 的 典 型 梯 田 灌 溉 系 统 ，

成 为 当 地 农 业 经 济 的 重 要 组 成 部 分 。

上 堡 梯 田 保 留 大 量 遗 址 遗 存 ，是 梯 田

开垦及其灌溉工程修建的历史痕迹和

文化印记，具有很高的科学价值、历史

价值和考古价值。

今 年 五 一 假 期 ，我 迎 着 微 风 细 雨 ，

去 上 堡 看 梯 田 。 上 堡 梯 田 接 天 连 地 ，

蔚 为 壮 观 。 它 们 从 幽 深 的 山 谷 ，一 直

排 布 到 云 雾 缭 绕 的 半 山 腰 ，清 丽 、灵

秀 、恬 静 、婉 约 ，如 诗 如 画 。 繁 衍 生 息

于斯的山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过着

简朴、安宁的生活。他们守着梯田，合

着 季 节 的 节 拍 ，用 心 弹 拨 一 根 根 琴

弦。于是，日月星辰从琴弦升起，烟雨

云 雾 从 琴 弦 蒸 腾 ，而 山 民 终 日 聆 听 美

妙的弦乐。

5 月 ，是 上 堡 梯 田 最 美 的 季 节 之

一 ，田 地 翻 耕 ，流 水 潺 潺 ，尽 显 其 灌 溉

之 美 。 梯 田 是 勤 劳 与 智 慧 的 结 晶 ，是

农 事 与 自 然 融 合 的 产 物 ，是 生 计 与 美

景的交相辉映。

要 看 到 梯 田 壮 美 的 景 致 ，必 须 不

惜足力爬上陡峭的山坡。站在山风浩

荡、手可摩天的高处俯瞰，梯田会以最

优美、奇妙的姿态呈现眼前。

尽 管 每 块 梯 田 看 上 去 都 有 些 奇 形

怪状，但一块块大小不一、形状各异的

梯 田 层 层 叠 叠 组 合 在 一 起 ，就 构 成 一

幅幅任何构图工具也无法创作的奇妙

图 画 。 它 们 如 此 宏 大 而 优 美 ，却 又 毫

无 斧 凿 痕 迹 。 它 们 是 人 工 创 造 的 ，却

又鬼斧神工，浑然天成。

云 雾 在 群 山 间 飘 浮 、升 腾 ，时 而 消

散 ，时 而 生 成 。 云 雾 是 梯 田 之 美 极 重

要 的 元 素 ，它 们 搭 建 了 一 个 飘 逸 而 空

灵的舞台，营造了如梦似幻的意境，让

山 色 更 显 清 幽 ，让 沟 壑 更 显 深 邃 。 层

层 叠 叠 的 梯 田 在 云 雾 中 若 隐 若 现 ，更

具温婉的神韵，更富缥缈的意趣。

除 了 云 雾 ，水 更 是 梯 田 之 美 不 可

或缺的元素。水从哪里来？水通过沟

渠从很远的溪涧引来。溪涧的水来自

哪 里 ？ 来 自 大 山 。 大 山 的 水 来 自 哪

里 ？ 来 自 天 上 。 来 自 天 上 的 水 ，弥 足

珍 贵 。 不 过 ，世 世 代 代 生 息 于 斯 的 山

民有足够的耐心。他们悠然等待雨季

到来，而雨也从不辜负他们的期待，总

会 在 特 定 时 节 如 期 而 至 。 一 场 透 雨

后，每块梯田都蓄满了雨水。

田 里 有 了 丰 盈 的 雨 水 ，山 民 和 耕

牛便出现在层层叠叠的梯田中。他们

是 这 幅 山 水 画 卷 的 主 角 。 于 是 ，吆 牛

声 此 起 彼 伏 ，让 沉 寂 了 一 个 漫 长 冬 天

的田野焕发勃勃生机。山民和耕牛的

身 影 疏 疏 落 落 分 布 在 田 间 ，这 种 分 布

是 恰 到 好 处 的 点 缀 ，如 美 妙 画 图 上 的

点睛之笔。山间多雨，不时洒落，山民

戴笠披蓑忙碌在绵绵细雨中。好一幅

农耕图，诗意盎然。

田 里 的 泥 土 在 山 民 的 阵 阵 吆 牛 声

中 被 翻 耕 过 来 ，一 行 行 泥 浪 均 匀 、细

密，在田里呈现肥沃的黑褐色，散发新

鲜的气息。然后，泥浪被耙平，田水微

波 不 兴 ，一 块 块 梯 田 在 春 风 丽 日 里 像

镜子一样平坦，静静地倒映天光云影，

安详地等待插秧……

再 次 去 上 堡 ，已 是 11 月 。 此 时 稻

子 已 经 收 割 ，层 层 叠 叠 的 梯 田 在 蓝 天

丽日下袒露胸怀。敞坪上晒着金黄的

稻 谷 ，准 备 颗 粒 归 仓 。 上 堡 人 晒 干 稻

谷 ，碾 出 晶 莹 剔 透 的 大 米 ，稍 加 淘 洗 ，

加 适 量 水 ，就 能 煮 出 香 喷 喷 的 米 饭 。

那米饭软糯适中，不用下饭菜，也能一

口气吃一大碗。

上 堡 大 米 远 近 闻 名 ，不 仅 可 以 用

来煮米饭，还可加工成各种美食，其中

汤 皮 便 是 别 具 风 味 的 一 种 ，既 可 做 主

食，又可做零食。

11 月去上堡，新谷刚丰收，新米刚

碾 出 ，正 是 品 尝 上 堡 汤 皮 的 好 时 候 。

上堡汤皮种类很多，常见的有簸箕粄、

汤 皮 丝 、汤 皮 片 。 前 一 种 为 蒸 熟 即 食

的汤皮，后两种为汤皮的干品，三者做

法 基 本 相 同 。 先 将 大 米 浸 泡 一 晚 ，第

二 天 磨 成 浆 。 做 汤 皮 时 ，舀 取 米 浆 均

匀浇在簸箕上，置锅中用旺火蒸，两三

分钟即可出锅。

上 堡 汤 皮 五 颜 六 色 ，煞 是 好 看 。

用 纯 米 浆 做 的 是 白 汤 皮 ，加 入 菠 菜 汁

的 是 绿 汤 皮 ，加 入 红 苋 菜 汁 的 是 红 汤

皮 ，加 入 黄 栀 子 水 的 是 黄 汤 皮 …… 汤

皮 的 颜 色 取 决 于 所 添 食 材 的 颜 色 ，花

样繁多，层出不穷。

在 簸 箕 粄 上 撒 些 酸 菜 、豆 芽 、鲜

笋 、菇 丁 、肉 丝 、虾 米 ，卷 成 筒 状 ，可 抓

在 手 中 边 走 边 吃 ，既 方 便 又 美 味 。 也

可 把 簸 箕 粄 切 成 丝 ，浇 上 酱 汁 、蚝 油 ，

佐以葱、姜、蒜，或干拌，或加猪骨熬成

的高汤做成汤粉，无不爽滑柔韧，香软

可口，十分鲜美。

待 眼 前 的 碧 波 从 水 天 一 线 渐 渐

变 为 浩 大 无 垠 的 模 样 时 ，我 们 已 经 从

远 处 来 到 它 的 近 旁 。 洪 泽 古 灌 区 ，在

轻 柔 步 履 的 探 访 中 ，以 温 厚 淳 朴 的 气

度 展 现 它 历 经 千 年 却 依 旧 美 丽 优 雅

的 面 庞 。

湖水在风的推动下揉成一朵朵白

色 的 浪 ，轻 轻 亲 吻 堤 岸 ，又 化 作 碎 玉

琼 珠 ，缓 缓 荡 开 。 洪 泽 湖 大 堤 横 亘 两

岸 ，如 中 流 砥 柱 般 ，抵 挡 着 湖 水 磅 礴

万钧的冲击力量。成片的松柏毅然矗

立 ，把 根 深 深 扎 进 土 里 ，防 风 固 沙 。

苍 翠 的 绿 意 ，不 减 春 夏 的 风 貌 ，无 论

季 节 流 转 ，依 然 保 持 本 色 、不 改 初 心 ，

就 如 缄 默 不 语 的 古 灌 区 。 另 一 侧 ，倾

泻 而 下 的 水 流 飞 溅 起 万 千 珠 玉 ，在 阳

光 的 照 射 下 银 光 闪 耀 。 雾 气 朦 胧 中 ，

一条七色的虹如彩桥悬空横跨。隆隆

的 声 响 ，恰 似 穿 越 历 史 的 邈 远 回 音 。

这 是 古 灌 区 的 源 头 活 水 ，以 含 蓄 深 沉

的涌动，履行滋润万物的神圣使命。

古灌区内，经流水冲击、泥沙堆积

而成的小洲宛如弯弯的弦月安然挂在

夜 空 。 放 眼 望 去 ，纵 横 交 错 的 水 道 簇

拥 着 广 袤 无 边 的 良 田 。 千 百 年 来 ，在

堤 坝 的 保 护 和 湖 水 的 灌 溉 下 ，贫 瘠 且

旱 涝 无 常 的 荒 地 ，成 为 物 产 丰 饶 、年

年 有 余 的 千 里 沃 野 。 依 赖 于 此 ，世 代

人民安居乐业，生生不息。

在 高 良 涧 进 水 闸 院 内 ，石 台 上 ，

一 头 铁 牛 悠 然 而 卧 ，昂 首 哞 唤 。 我

见 它 那 双 沧 桑 的 眼 睛 ，漆 黑 的 瞳 仁

里 ，仿 佛 仍 有 火 焰 在 日 夜 不 停 地 跳

动 。 作 为 雕 塑 的 它 ，自 清 康 熙 年 间

肇 始 ，已 在 此 安 卧 了 300 多 年 。 它 体

格 逼 真 ，线 条 分 明 ，作 为 镇 水 之 兽 ，

似 乎 向 肆 虐 的 洪 水 发 出 声 声 怒 吼 。

细 听 ，仿 佛 有 盛 大 恢 宏 的 声 响 ，穿 越

时 光 的 洪 流 ，回 荡 在 淮 扬 ，回 荡 在 洪

泽 古 灌 区 。

长 达 15 公 里 的 石 工 墙 ，建 于 明 清

时 期 。 几 百 年 的 风 雨 ，早 已 洗 去 它 光

亮 的 外 表 。 可 即 使 斑 驳 晦 暗 ，那 墙 依

然 平 整 大 方 ，稳 固 耸 立 ，如 沉 默 无 言

的 守 护 者 ，陪 伴 古 灌 区 度 过 漫 长 的 似

水 流 年 。 石 砖 缝 隙 处 ，点 缀 着 一 抹 抹

青 绿 的 野 草 。 那 是 风 ，是 鸟 儿 ，把 青

草 的 种 子 携 来 此 处 。 种 子 们 不 甘 平

凡 ，不 愿 沉 默 死 去 ，借 着 零 星 的 碎 沙

土 ，借 着 珍 贵 的 雨 滴 和 温 暖 的 阳 光 ，

生 出 根 ，发 出 芽 ，在 石 墙 上 伸 出 碧 绿

的 手 掌 ，开 出 细 小 如 苔 米 的 花 儿 。 这

是别样的令人感怀至深的风景。

悠 悠 湖 水 ，令 人 思 接 千 载 。 沿 溯

时 光 无 涯 的 荒 野 逆 流 而 上 ，我 似 乎 看

到 ，东 汉 建 安 年 间 ，广 陵 太 守 陈 登 率

军 进 驻 淮 河 右 岸 ，筑 破 釜 塘 ，屯 田 灌

溉 ，在 武 家 墩 修 筑 捍 淮 堰 三 十 里 ，成

为 洪 泽 湖 大 堤 1800 多 年 历 史 的 开

端 。 湖 水 的 湿 润 化 解 了 烈 日 暴 晒 、寒

风 呼 啸 中 板 结 的 泥 土 ，涓 滴 流 向 每 一

棵 稻 麦 苗 儿 的 根 茎 ，助 其 开 一 片 叶 、

结 一 粒 穗 。 南 宋 时 ，黄 河 夺 淮 入 海 ，

并顽固地持续了数百年。黄淮合流带

来 源 源 不 绝 的 水 ，将 破 釜 塘 和 周 边 的

富 陵 湖 、泥 墩 湖 、万 家 湖 连 成 一 片 ，洪

泽 湖 雏 形 初 具 。 高 家 堰 的 修 建 ，使 一

边 的 洪 泽 湖 惊 涛 翻 涌 ，水 光 接 天 ，夏

来 渟 膏 湛 碧 鱼 腾 跃 ，冬 来 莹 洁 似 玉 平

如 镜 ；另 一 边 的 灌 溉 区 良 田 千 顷 ，丰

收 连 年 ，春 来 新 苗 吐 翠 揖 清 芬 ，秋 来

风吹稻菽千重浪。

洪 泽 古 灌 区 集 蓄 水 、取 水 、输 水 、

排 水 、灌 溉 、防 洪 于 一 体 ，以 博 大 安 然

的 心 胸 ，滋 养 历 代 百 姓 。 千 百 年 来 ，

先 民 治 水 稼 穑 ，历 尽 艰 辛 。 如 今 ，他

们 的 身 影 早 已 消 失 不 见 ，但 他 们 开 拓

进取的精神却永远镌刻在碧波荡漾的

湖 水 、春 秋 枯 荣 的 田 地 、风 雨 磨 蚀 的

石 刻 砖 瓦 、拼 搏 奋 发 的 民 族 血 液 里 ，

又 代 代 传 承 至 今 。 这 湖 、这 水 、这 树 、

这 连 绵 无 际 的 良 田 ，定 然 也 以 其 四 季

分 明 的 满 目 秀 色 ，抚 慰 了 在 此 埋 头 苦

干的人们。

光 阴 流 逝 ，古 灌 区 遗 存 洪 泽 湖 大

堤 67.25 公 里 、明 清 石 工 墙 15 公 里 、三

国 至 清 代 排 灌 河 道 5 条 。 此 外 ，还 有

决 口 遗 址 、5 尊 镇 水 铁 牛 、34 块 石 碑 、

为 数 众 多 的 石 刻 及 纷 繁 的 文 献 记 录 ，

穿 越 岁 月 的 浮 沉 ，以 古 朴 的 面 貌 展 现

在 世 人 眼 前 。 如 今 ，古 灌 区 仍 然 以 井

然 有 序 、四 时 顺 遂 的 水 源 ，恩 泽 48 万

余亩田地。新时代赋予了古灌区新风

貌 ，她 正 以 温 婉 厚 重 又 朴 实 缄 默 的 气

质焕发着新生机。

霍 泉 是 山 西 霍 山 脚 下 的 一 片 泉

群 。 早 在 唐 贞 观 年 间 ，霍 泉 流 域 就 建

立 了 发 达 的 灌 溉 系 统 。 经 过 1300 余

年 的 发 展 演 变 ，当 地 形 成 了 一 套 科 学

完 备 的 引 泉 灌 溉 工 程 ，至 今 仍 灌 溉 着

10 万余亩土地。

山 西 自 古 缺 水 ，霍 泉 流 域 虽 然 水

资 源 条 件 相 对 较 好 ，但 依 然 没 有 改 变

当 地 缺 水 的 问 题 。 据 历 史 记 载 ，从 北

魏 至 清 代 ，洪 洞 地 区 先 后 发 生 过 8 次

严 重 的 旱 灾 。 每 遇 旱 灾 之 年 ，当 地 饿

殍 千 里 ，百 姓 流 离 失 所 ，因 此 水 资 源

成为百姓心中永远绕不过的痛。

在 霍 山 脚 下 ，有 一 个 长 57 米 、宽

16 米 的 长 方 形 水 池 。 汩 汩 清 泉 日 夜

不 停 地 喷 涌 而 出 ，汇 成 一 池 清 水 ，这

就 是 霍 泉 泉 眼 。 早 在 北 魏 郦 道 元《水

经 注》中 就 有 霍 泉 的 记 载 ：“ 汾 水 又

南 ，霍 水 入 焉 。 水 出 霍 太 山 ，发 源 成

潭 ，涨 七 十 步 ，而 不 测 其 深 。 西 南 径

赵 城 南 ，西 流 注 于 汾 水 。”清 道 光 七 年

《赵 城 县 志》记 载 ：“ 霍 泉 源 出 沁 源 县

诸 山 ，流 经 岳 阳 县 南 渗 水 滩 ，伏 流 八

十里，至县东南霍山下复出。”

扶 着 栏 杆 看 去 ，只 见 泉 水 清 澈 可

鉴 ，池 底 石 头 粒 粒 可 数 。 在 稍 离 开 泉

眼 的 地 方 ，水 面 静 得 你 根 本 感 觉 不 到

它的流动。如果不是池底水草随波荡

漾 ，你 会 以 为 水 池 是 一 块 巨 大 的 透 明

琉 璃 。 此 时 ，我 的 心 中 萌 生 掬 水 痛 饮

的 念 头 ，只 可 惜 相 关 部 门 为 了 保 护 霍

泉，已经将此池围了起来，不能靠近。

水 池 西 北 角 有 一 个 出 水 口 ，连 接

霍 渠 ，向 西 而 去 。 渠 的 尽 头 建 有 一 个

卷 棚 顶 廊 桥 样 的 亭 子 ，这 就 是 霍 渠 分

水亭。分水亭南北两侧各有一个砖砌

门 楼 ，里 边 分 立《建 霍 渠 分 水 铁 栅 详》

和《建 霍 渠 分 水 铁 栅 记》碑 。 其 中 ，

《建 霍 渠 分 水 铁 栅 记》详 细 载 明 了 霍

泉设栅分水的历史：

霍麓出泉，溉田千顷。唐贞观间，

分 南 北 二 渠 ，赵 城 十 之 七 ，洪 洞 十 之

三 。 因 分 水 不 均 ，屡 争 屡 讼 。 雍 正 三

年 乙 巳 夏 ，创 制 铁 栅 ，分 为 十 洞 ，界 以

墙 ，南 三 北 七 ，秋 九 月 起 工 ，四 年 丙 午

春告竣，水均民悦。

分 水 亭 桥 下 设 有 11 根 竖 立 渠 底

的铁柱 ，将霍渠的水面分成 10 孔。霍

泉 之 水 自 此 流 出 廊 亭 ，形 成 人 字 形 的

两 股 水 ，北 七 南 三 ，分 别 流 入 赵 城 和

洪 洞 两 县 。 七 分 之 水 入 北 霍 渠 ，流 入

赵城；三分之水入南霍渠，流向洪洞。

霍泉北面的水神庙始建于唐贞观

年间 ，元延祐六年（公元 1319 年）重建

后 保 存 至 今 ，生 动 展 现 了 以 水 神 崇 拜

为主要内容的民间祭祀活动。

明 应 王 殿 是 水 神 庙 的 正 殿 ，重 檐

歇 山 顶 ，东 西 面 阔 五 间 ，进 深 五 间 ，四

周 建 有 围 廊 。 殿 内 四 壁 绘 制 以 祈 雨 、

行 雨 、酬 神 为 主 线 的 壁 画 。 壁 画 绘 制

于 元 泰 定 年 间 ，高 5.5 米 ，总 长 34 米 ，

总面积 190 平方米。主图《祈雨图》和

《龙 王 行 雨 图》分 别 布 置 于 大 殿 东 西

两 壁 ，并 在 其 四 角 空 隙 处 绘 制 了 反 映

当 地 民 俗 风 情 的 壁 画 。 其 中 ，《梳 妆》

（镜）、《对弈图》（棋）、《捶丸图》（球）、

《卖 鱼 图》（雨）各 取 一 字 ，构 成“ 敬 祈

求 雨 ”之 意 ，用 心 极 巧 ，暗 喻 了 画 师 和

百姓对水神的膜拜之情。

在 明 应 王 殿 的 东 西 围 廊 处 ，存 放

有《都 总 管 镇 国 定 两 县 水 碑》《察 院

定 北 霍 渠 水 利 碑 记》等 石 碑 ，详 细 记

述 了 霍 泉 分 水 碑 亭 、分 水 铁 栅 、水 神

庙 和 霍 渠 的 修 建 历 史 。 因 此 ，水 神

庙 也 被 称 为 霍 泉 灌 溉 工 程 的 历 史 博

物 馆 。

霍 泉 灌 溉 工 程 以 地 亩 为 基 础 ，以

水 户 为 单 元 ，创 造 性 提 出 了 以 分 水

铁 栅 为 核 心 的 水 资 源 调 控 制 度 ，在

中 国 古 代 灌 溉 工 程 管 理 中 独 树 一 帜 ，

堪 称 古 代 水 利 管 理 和 地 方 治 理 的 璀

璨 瑰 宝 。

三七分泉
□ 梁有权

霍泉灌溉工程位于山西省洪洞县，自唐贞观年间开始便有明确记载，至今仍发挥着灌溉 、供水 、生态 、旅游等功能。目前，工程灌溉总面积为 10.1 万

亩。2023 年，霍泉灌溉工程成功申报为世界灌溉工程遗产。

江淮分水岭风景道的诞生

初冬时节，暖暖的阳光洒在安徽滁

州江淮分水岭风景道上，路旁已变黄、

变红的树叶，同黑色的景观道及远处的

山峦相映成趣、美不胜收。

几位将车停在观景台上的游客说，

他们是从琅琊山沿江淮分水岭风景道

来到井楠村的，一路上冬景扑面而来，

真是名不虚传。旁边一位游人说：“很

多人说风景道春天很美，依我说，这个

季节更有味道。”

江淮分水岭风景道的开通，使滁州

旅游业迎来了新发展机遇。这个季节，

尤其周末，一辆辆从南京、合肥等地开

来的轿车奔驶在风景道上。

说起江淮分水岭风景道，三年前还

没有这条道。滁州地处江淮分水岭地

区，耕地面积、大中水库数量居安徽省

前列，农耕文明源远流长。但美中不足

的是，许多风景优美的山村因没有路或

少路而无法到达。有的山间小路，别说

汽车进不了，就是人也难走。

经过反复酝酿和论证，一个大胆的

想法在滁州市相关部门形成：能不能依

托滁州横跨江淮分水岭岭脊线的优势，

建一条覆盖全市的江淮分水岭风景道，

以提升农村基础设施，助力乡村旅游。

说干就干。滁州市委、市政府 2018

年开始谋划，2019 年下半年全部动工，

2021 年 8 月 江 淮 分 水 岭 主 廊 道 全 线 贯

通。在总长近 500 公里、跨联全市 8 个

县（市、区）和 30 个乡镇、串联 100 余个

景区（点）的主廊道上，80%以上的风景

道穿越江淮分水岭岭脊区域。

主廊道开通后，全市乡村旅游点如

雨后春笋涌现出来。今年不满 40 岁的

魏美玲是当地人，是全椒县九运勤耕民

舍负责人。她说，江淮分水岭风景道全

线通车后，游客开始增多，眼看住宿吃

紧，她就开了这个民舍，和以前的餐饮

联合经营，生意相当红火。

截至目前，滁州经济运行连续 7 个

季度、创新型省份建设工作连续 2 个季

度 居 全 省 前 列 ，经 济 总 量 稳 居 全 省 前

列、全国百强。乡村旅游的崛起正赶上

好 时 候 ，安 徽 省 自 驾 游 协 会 会 长 刘 超

说 ，滁 州 江 淮 分 水 岭 风 景 道 修 得 这 么

好，让游客顺畅地前往美丽乡村，一个

个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令人羡慕。

滁州市委书记许继伟表示，滁州目

前已到了大力发展旅游业的时候了，全

市各相关部门要拿出更多的时间和精

力抓旅游，静下心来，结合乡村振兴，好

好研究“三农”的融合发展，好好研究如

何才能实现高质量发展，依托这条旅游

风景道，更快地把滁州打造成为长三角

地区知名的休闲度假旅游目的地。

琅琊山创 5A重在提升质量

远远看去，国家级风景名胜区琅琊

山一片郁郁葱葱，静卧在滁州市的西南

部。近几年来，琅琊山一直致力于创建

国 家 5A 级 旅 游 景 区 ，今 年 重 在 提 升 服

务质量上下功夫。

北宋文学大家欧阳修的名篇《醉翁

亭 记》，使 琅 琊 山 和 醉 翁 亭 名 扬 天 下 。

经过历史长河的积淀，琅琊山不仅成为

旅游者向往的胜地，也已成为滁州市民

的观光休闲之所。琅琊山大景区向游

客免费开放，许多市民晨练或傍晚散步

都选择去琅琊山。滁州市委副书记金

力 表 示 ，要 将 琅 琊 山 5A 创 建 工 作 作 为

提高群众幸福指数和推动城市经济社

会发展的大事来抓。

今年 3 月，琅琊山风景名胜区管理

委员会向广大市民发出了“琅琊山景区

创建国家 5A 级景区倡议书”，号召每个

市民为琅琊山创建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

而努力。此号召一出，立即引起广大市

民的热烈反响。于是，市民们开始以主

人翁意识自觉践行文明健康的游览方

式，乱扔垃圾、随地吐痰、攀折花木、在景

区吸烟的行为明显减少，景区面貌大大

改观。景点服务人员、公交和景交车辆

司乘员、旅游购物场所人员、餐饮住宿服

务人员等全市旅游服务人员敬业友善、

文明周到的用语，让人感觉宾至如归。

琅 琊 山 风 景 名 胜 区 管 理 委 员 会 主

任严明介绍，从去年开始，滁州市努力

打 造 琅 琊 山“1236”服 务 质 量 文 化 活

动。“1236”即 1 个目标，从满意到感动；

2 个百分之百，投诉 100%受理、100%解

决 ；3 个 十 分 钟 服 务 承 诺 ，游 客 投 诉 受

理、应急处置响应、垃圾落地处理均不

超 十 分 钟 ；6 个 员 工 形 象 ，每 位 员 工 不

仅做好本职工作，还是服务员、安全员、

保洁员、营销员、劝导员、检查员。

琅 琊 山 风 景 名 胜 区 管 理 委 员 会 总

工程师徐九平说，琅琊山今年五一、十

一 假 期 都 取 得 了“ 游 客 接 待 量 历 史 最

高、旅游投诉量历史最低”的良好成果，

服务质量明显提升。

乡村旅游之歌在田野回响

滁 州 市 副 市 长 苏 虹 受 市 长 吴 劲 委

托 ，在 2023 滁 州 市 农 文 旅 高 质 量 发 展

推 介 大 会 上 致 辞 时 表 示 ，滁 州 区 位 优

越，有 11 条高速公路，乘京沪高铁到南

京 仅 需 18 分 钟 、到 上 海 仅 需 一 个 半 小

时、到北京仅需三个半小时，到南京禄

口机场、合肥新桥机场都仅需一个半小

时左右车程。滁州良好的交通条件和

江淮分水岭风景道的贯通，使全市乡村

旅游发展有了更好的机会。

井 楠 茗 宿 是 江 淮 分 水 岭 风 景 道 上

的一个民宿，掩映在一片山水和万亩茶

园 之 间 。 在 民 宿“ 大 堂 ”，游 客 王 先 生

说 ：“ 我 们 已 在 这 儿 住 两 天 了 ，今 天 退

房。原本没打算住这儿，是这里的乡野

气息和古朴宁静吸引了我们，这里简直

是世外桃源。”

井楠茗宿由民宿和乡村景观构成，

租用破旧、无人居住的房屋，改造成民

宿，以当地茶叶、菊花等特色产业为依

托，带领当地村民进行乡村旅游开发，

是当地发展较好的民宿。

滁州市文化和旅游局局长杨茜说，

近年来，滁州市印发《滁州市旅游业发

展奖励办法》等文件，举办丰富的文旅

活动，包括第九届中国农民歌会等，全

市旅游业蓬勃兴起。

马厂村位于全椒县马厂镇，明代著

名哲学家王阳明曾引用王安石“山如碧

浪翻江去，水似青天照眼明”的诗句来

形容此处美景。这里不但景美，而且羊

肉面十分出名，已有百余年历史。2021

年，马厂村进行重新包装整合，被评为

安徽特色美食村，马厂羊肉面也声名远

播，吸引了许多来自南京、马鞍山、合肥

等地的客人。马厂村各家羊肉面馆人

来 人 往 ，一 位 来 自 南 京 的 客 人 被 问 到

“这里的羊肉面好吃吗”，他竖起拇指，

连声说好。

目前，滁州市已建成美丽乡村省级

中 心 村 352 个 、在 建 52 个 。 南 谯 井 楠

村、凤阳小岗村、定远高埂村、来安仰山

村 、全 椒 刘 兴 村 获 评 中 国 美 丽 休 闲 乡

村 。 今 年 上 半 年 ，全 市 累 计 接 待 游 客

1866.71 万人次，旅游收入 168.83 亿元，

增幅均居全省前列。

一 首 首 乡 村 旅 游 蓬 勃 发 展 之 歌 正

在滁州的田野上回响。 （远峰）

滁州旅游二三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