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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到前朝梦里来
□ 邓敏敏

江苏省南京市熙南里历史文化休闲街区

南 京 是 属 于 夜 晚 的 ，无 论 是 名 列

第 一 批 国 家 级 夜 间 文 化 和 旅 游 消 费

集聚区的夫子庙—秦淮风光带、长江

路，还是入选第二批的熙南里历史文

化休闲街区，似乎只要和金陵两字挨

上边，连夜色都更为璀璨。

在 南 京 ，这 三 个 国 家 级 夜 间 文 化

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离得都不远，尤其

是 夫 子 庙 — 秦 淮 风 光 带 和 熙 南 里 历

史文化休闲街区更是比邻，步行也不

过 十 来 分 钟 。 这 两 个 地 方 我 曾 经 都

住 过 ，夜 晚 也 都 逛 过 ，相 对 于 鼎 鼎 有

名的夫子庙—秦淮风光带，遇见熙南

里则是我的意外惊喜。

我 们 是 5 月 中 旬 去 的 南 京 ，朋 友

订 的 民 宿 ，就 在 熙 南 里 。 到 的 时 候 ，

熙南里的第一盏灯刚刚亮起，我们还

没来得及打量，就先进了白墙黛瓦的

民宿。民宿是个精致的四方宅院，隐

隐约约的灯光分散在竹林花丛间，很

江南，让我们从工作模式一步切换到

休 闲 模 式 。 办 理 入 住 的 前 台 小 屋 正

对着院子里的水榭戏台，戏台上的灯

和两边的大红灯笼也都亮着，像是随

时 等 着 演 员 上 场 。 民 宿 是 在 老 宅 子

的基础上装修改建的，踩着咿呀有声

的 木 质 楼 梯 上 楼 ，转 弯 再 转 弯 ，各 自

进 入 古 色 古 香 的 房 间 ，稍 事 休 整 ，便

一同出门觅食。

民 宿 的 工 作 人 员 告 诉 我 们 ，隔 壁

就是南京市民俗博物馆、南京市非物

质文化遗产馆所在地，全国重点文物

保 护 单 位 —— 甘 熙 宅 第 。 而 位 于 中

山 南 路 、升 州 路 交 会 处 的 熙 南 里 ，正

是依托这座南京现存面积最大、保存

最 完 整 的 清 代 私 人 住 宅 为 文 化 核 心

打造而成的历史文化休闲街区。

我 们 入 住 的 民 宿 在 街 区 的 其 中

一个入口处，一拐弯就是流光溢彩的

熙南里。虽然有夜色和灯光，但沿路

逛过去，也能看得出来街区建筑都延

续 着 甘 熙 故 居“ 青 砖 小 瓦 马 头 墙 ，回

廊 挂 落 花 格 窗 ”的 建 筑 风 格 ，和 我 们

民 宿 一 样 的 黛 瓦 、粉 壁 、马 头 墙 更 是

随 处 可 见 ，配 以 砖 雕 、木 雕 、石 雕 装

饰，同时还兼有现代元素的仿木纹铝

合金门窗，古色古香与现代时尚在这

里无缝对接。

这 个 以“ 金 陵 历 史 文 化 风 尚 街

区 ”为 功 能 定 位 的“ 熙 南 里 ”和 大 多

数 类 似 街 区 一 样 ，都 有 各 类 休 闲 、零

售 商 家 以 及 雅 致 的 餐 厅 、茶 馆 、咖 啡

馆 、小 酒 馆 等 ，但 总 是 有 些 细 节 在 不

经 意 间 打 动 我 们 。 民 宿 斜 对 面 的 桐

月 春 至 茶 馆 是 最 先 拨 动 我 心 弦 的 所

在 ，门 脸 像 是 寻 常 人 家 ，只 有 门 口 粗

毛 笔 手 写 的“ 老 南 京 小 馄 饨 ”几 个 大

字，以及沿街窗户透出的暖黄灯光和

几张餐桌，在不动声色地吸引着来来

往 往 的 游 客 。 这 两 年 ，因 为 电 视 剧

《乔家的儿女》曾经在此取景，这个小

茶 馆 已 然 成 为 熙 南 里 的 网 红 打 卡 点

之一。

就 像 梁 实 秋 所 说 ，“ 旧 的 事 物 之

所 以 可 爱 ，往 往 是 因 为 它 有 内 容 ，能

唤起人的回忆”。正是因为桐月春至

保 留 的 代 表 老 南 京 的 一 些 物 件 和 陈

设摆放，它才能在这万丈红尘和熙熙

攘攘的商区里脱颖而出，无论世界多

纷扰，总会有几个游人穿过拥挤的人

群和喧嚣的尘世来到这里，选一张餐

桌 坐 下 来 ，煮 上 一 壶 茶 ，或 是 喝 上 一

杯咖啡，再或者来一碗老南京的小馄

饨，将过客坐成归人。

明 清 时 期 ，南 京 灯 市 的“主 场 ”就

在 笪 桥 一 带 。 据 清 代 甘 熙《白 下 琐

言》记载：“笪桥灯市，由来已久，正月

初 鱼 龙 杂 沓 ，有 银 火 花 树 之 观 ，然 皆

剪纸为之。若彩帛灯，则在评事街迤

南 一 带 。 五 光 十 色 ，尤 为 冠 绝 。”去

年，第四届中秋笪桥灯市在熙南里历

史 文 化 休 闲 街 区 拉 开 帷 幕 ，以“ 龙 行

龘 龘 中 国 年 ，前 程 朤 朤 庆 新 春 ”为 主

题 的 活 动 也 在 春 节 期 间 的 熙 南 里 热

闹展开。

除 了 逛 灯 市 、赏 民 俗 、看 演 出 ，在

老 南 京 的 民 俗 年 味 里 体 验 金 陵 春 节

的 红 火 和 热 闹 ，寻 常 日 子 ，也 可 以 在

熙 南 里 感 受 到“ 五 光 十 色 ”。 熙 南 里

的 晚 上 就 是 由 各 种 各 样 的 灯 光 组 成

的—— 暖 黄 的 室 内 灯 光 、门 廊 上 的 各

种 灯 笼 、幕 天 悬 挂 的 串 串 彩 灯 、整 墙

的 宫 灯 、招 牌 上 摇 曳 的 光 、藏 在 花 花

草草里的地灯……

吃 完 饭 出 来 ，我 们 在 街 区 的 另 外

一个入口处寻到一个小酒馆，可以坐

在室内听乐队的现场演出，也可以坐

在室外小酌。我们选择坐在室外，有

一种不知身在何处的神奇感觉，四周

皆 是 风 景 ，有 繁 茂 的 植 物 花 朵 ，有 文

艺又时尚的墙上花字，有迤逦而行的

古装游人，有清风有明月有藏在夜幕

里暂时看不到的星星，还有偶尔传入

耳中的歌声……

在 熙 南 里 住 的 几 个 晚 上 ，愈 发 觉

得 熙 南 里 历 史 文 化 休 闲 街 区 这 一 片

方 寸 之 地 ，如 同 被 刻 下 了 某 个 神 秘

的 结 界 ，街 区 以 内 是“ 一 池 春 水 胭 脂

色 ，流 到 前 朝 梦 里 来 ”，街 区 以 外 则

是 高 楼 大 厦 ，是 现 世 里 的 人 间 烟 火

地，是“金陵夜寂凉风发，独上高楼望

吴越”。

穿越万千灯火
□ 任艳苓

山东省淄博市周村古商城

太 阳 在 马 鞍 墙 上 逐 渐 敛 去 最 后 一

丝光辉，南后街的灯火亮了起来，黑与

白 组 合 成 的 三 坊 七 巷 的 建 筑 ，灯 影 幢

幢 ，此 刻 的 色 彩 已 然 明 丽 起 来 。 早 春

的三坊七巷，三角梅已经零星开放，借

着 灯 光 和 月 色 看 ，那 三 角 梅 的 样 子 更

婉 约 一 些 ，像 极 了 娇 羞 的 女 子 。 在 马

鞍 墙 下 的 一 株 三 角 梅 边 深 嗅 ，有 淡 淡

的清香。

三 角 梅 是 福 州 市 花 ，在 福 州 的 大

街 小 巷 都 有 种 植 ，三 坊 七 巷 当 然 也 不

例 外 。 灯 火 下 的 三 角 梅 ，花 瓣 晶 莹 剔

透 ，有 玉 一 样 的 光 泽 。 花 瓣 无 香 ，花

萼 却 隐 隐 传 香 ，像 极 了 这 片 街 区 的 气

质 —— 白 日 里 看 来 是 黑 白 色 调 ，通 体

或白或黑的墙面，清一色黛瓦覆顶，此

地 特 有 的 马 鞍 墙 也 是 黝 黑 的 ，并 不 花

哨的建筑把一切色泽都留给晚间。霓

虹亮起来，各色店铺的招贴亮起来，游

客 们 手 中 所 持 的 花 灯 亮 起 来 ，荧 光 棒

也 亮 起 来 ，拿 出 手 机 拍 照 的 闪 光 灯 和

屏 幕 亮 起 来—— 这 样 一 个 光 怪 陆 离 的

世界，炫目惹人。

晚 间 ，循 着 弱 弱 的 灯 火 ，也 能 寻 到

美味，肉燕就是其中一种。提及肉燕，

哪一位福州人不晓得呢？肉燕是一种

长 相 和 馄 饨 相 似 的 食 物 ，味 道 上 却 和

馄 饨 完 全 不 同 。 肉 燕 用 猪 腿 肉 、番 薯

粉 做 成 ，圆 头 散 尾 ，形 似 一 只 只 燕 子 ，

故名。我在门脸前的档口叫了一碗肉

燕 ，用 影 青 的 瓷 碗 装 着 ，皮 薄 如 纸 ，色

白 如 玉 ，一 柄 小 勺 ，舀 一 个 入 口 ，肉 馅

儿脆而滑，清香满口。

福 州 人 认 为 ，但 凡 燕 子 去 谁 家 做

窠，谁家就会喜乐祥和，家业兴旺。他

们还秉承老辈人的嘱托，多食肉燕，且

会 拿 肉 燕 和 鸭 蛋 一 起 煮 ，取 谐 音“ 压

乱”“压浪”之意，称其为“太平燕”。一

碗 肉 燕 ，永 葆 太 平 ，肉 燕 不 仅 美 味 ，更

寄寓着一代又一代福州人向往太平的

心愿。

晚间的三坊七巷，有老人在门前对

谈，尽管听不懂他们在说些什么，却也

觉得那方言十分好听。好听的还有闽

剧。在衣锦坊的水榭戏台，有幸听到闽

剧《荔枝换绛桃》，唱词很是热闹：“风入

荷花冉冉香，西湖箫鼓闹端阳。游人陌

上人如织，大戏哪知正开场……”尽 管

是 悲 壮 的 爱 情 话 本 ，闽 剧 的 唱 腔 却 让

人听出甜蜜的气息。

回 味 着 唱 词 ，在 微 微 晚 风 中 走 出

衣锦坊，安泰河的水浅浅的一湾，两岸

多是酒吧和茶社。寻了一家茶社临河

而 坐 ，茶 还 没 上 来 ，望 河 ，灯 火 里 的 安

泰河犹如碎银在流淌，波光闪耀，恰似

繁星坠落。

茶 端 上 来 了 ，是 当 季 的 白 茶 。 当

然要喝我所爱的白牡丹，鲜爽度高，比

白 毫 银 针 更 有 滋 味 。 举 杯 慢 慢 品 饮 ，

河对岸的道路中央立着一棵巨大的榕

树，足有合抱之粗，在灯光的映照下格

外醒目。不用猜，这棵树的存在，让道

路也分成两段，人给树让路，让出了一

片街区、一座城市的温情。

安 泰 河 边 垂 柳 依 依 ，尽 管 入 夜 ，依

然可以闻莺啼恰恰，灯火朗照之下，俨

若 白 日 。 这 座 有 福 之 州 不 夜 城 ，这 片

三坊七巷不夜街，灯影幢幢之下，看得

人醉眼迷离。

夜 幕 降 临 ，原 本 车 水 马 龙 的 街 市

上 人 烟 渐 稀 ，周 村 古 商 城 却 是 一 派 流

光溢彩、火树银花，这里一日的热闹繁

华才刚刚开始。

时 至 元 夕 ，古 商 城 内 张 灯 结 彩 ，一

派 盛 世 佳 节 的 喜 气 洋 洋 。 步 入 大 街 ，

龙头迎客，千万盏大红灯笼迤逦其后，

端的是一条蜿蜒盘旋的金龙。行至街

中，头顶是红的、黄的、绿的宫灯，有的

热烈喜庆，有的温柔和婉，有的清新悦

目，与龙灯相映成趣，共同点亮了古商

城的夜晚。

顺 着 街 巷 ，我 们 汇 入 灯 火 的 海

洋。大街、丝市街、银子市街……随着

熙 熙 攘 攘 的 游 人 向 前 走 ，脚 下 是 青 石

板 的 街 巷 ，迎 面 是 万 千 灯 火 铺 就 的 锦

绣 大 道 。 街 上 人 头 攒 动 ，有 姑 娘 和 孩

童 手 持 各 色 灯 笼 ，在 灯 海 人 潮 间 往 来

穿行。

最 美 人 间 烟 火 气 ，袅 袅 滋 味 更 绵

长。最惹眼的当是周村烧饼。街市上

售 卖 烧 饼 的 食 肆 摊 贩 众 多 ，俨 然 古 商

城内一道亮丽的风景。一个柔软光滑

的 面 团 ，在 师 傅 们 的 手 中 揉 捏 、拉 抻 、

铺 展 ，随 即 与 香 气 扑 鼻 的 芝 麻 来 一 场

美丽的邂逅，再经过炉火烤制，酥、香、

薄 、脆 ，咬 一 口 ，唇 齿 留 香 ，回 味 无 穷 。

捧 一 个 刚 出 炉 的 烧 饼 ，手 指 尚 能 感 受

到 炉 火 的 余 温 ，那 种 温 暖 而 熟 悉 的 人

间烟火气，入口，入心。

如 果 说 周 村 烧 饼 是 古 商 城 吃 食 中

最绚丽的主花灯，那么老街煮锅、知味

斋 肴 鸡 、古 城 糖 画 、馍 馍 酱 、义 盛 永 小

米 醋 等 ，则 是 星 星 点 点 的 小 灯 点 缀 。

那 或 浓 郁 或 清 香 或 甜 蜜 的 滋 味 ，在 绿

砖白石、朱木青瓦间袅袅盘旋，点染着

古商城里的千百年光阴。

文 化 是 古 商 城 里 别 具 一 格 的 璀 璨

灯 火 。 商 城 里 一 派 古 意 ，沾 染 了 斑 驳

旧迹的屋舍、古色古香的牌匾招幌、悠

长 不 绝 的 声 声 吆 喝 ，恍 然 间 让 人 似 乎

随 时 间 倒 流 至 千 年 之 前 ，一 路 看 尽 文

化灯火的辉煌绚丽。声名远播的大染

坊 里 ，手 工 印 染 的 纱 绢 灯 亮 着 温 馨 的

光；古朴的周村刻瓷技艺馆前，一盏盏

琉 璃 灯 精 雕 细 琢 ；锦 灰 堆 展 览 是 多 姿

多 彩 的 礼 花 灯 ，在 多 样 中 构 建 出 祥 和

统一的融洽之美；周村铜响乐器，锣鼓

声 声 震 耳 鸣 ，敲 出 的 是 妙 趣 横 生 的 走

马 灯 ，以 音 色 之 美 诠 释 大 千 世 界 ……

琉璃、丝绸、瓷器、冶铁，都是周村古商

城 辉 煌 历 史 文 化 的 灯 盏 ，一 盏 展 开 琉

璃的富丽，一盏织就布艺的繁华，一盏

绘 出 绝 美 的 国 风 ，一 盏 锻 造 刚 硬 的 骨

气 。 穿 越 万 千 灯 火 的 文 化 隧 道 ，一 盏

盏文化之灯辉映着锦绣飘逸的千古风

流，烛照着代代传承的独妙匠心。

行 至 丝 市 街 ，忽 见 人 潮 自 西 涌

来 ，沿 街 向 东 而 去 。 随 人 流 前 行 至 汇

龙 湖 ，原 来 这 里 的 水 幕 电 影 即 将 开

始 。 在 水 雾 与 灯 光 的 合 作 下 ，飞 天 凤

凰 翩 翩 起 舞 ，忽 而 化 作 起 舞 的 美 人 ，

忽 而 变 成 多 彩 的 市 肆 ，随 即 丝 绸 、铜

钱 、汉 服 、琉 璃 、瓷 器 、芯 子 等 皆 在 五

彩 光影中一一呈现，观者如梦如幻，如

痴 如 醉 。 忽 然 ，一 只 金 色 凤 凰 翱 翔 湖

上，凤凰啾啾，振翅于飞，平安喜乐，顺

遂 无 忧 。 一 场 凤 凰 飞 天 曼 舞 ，一 幅 商

城百年画卷。

光 影 谢 幕 ，回 味 无 穷 的 我 们 回 返 ，

沿丝市街继续东行。至丝市街与银子

市 街 路 口 ，只 见 六 角 形 的“ 今 日 无 税 ”

碑 掩 映 在 黄 色 的 灯 光 里 ，愈 发 显 得 古

朴 厚 重 。 借 着 灯 光 ，仔 细 读 完 碑 上 的

文 字 ，才 知 这 是 为 顺 治 年 间 刑 部 尚 书

李 化 熙 代 商 缴 税 而 设 ，颂 扬 了 他 发 展

地 方 经 济 的 义 举 。 从“ 一 日 无 税 ”到

“ 今 日 无 税 ”，周 村 成 为 当 时 中 国 罕 有

的 免 税 区 ，极 大 地 促 进 了 经 济 发 展 。

李 化 熙 之 举 ，是 周 村 历 史 上 一 盏 辉 煌

的 明 灯 ，照 耀 着 古 商 城 的 经 济 蓬 勃 发

展。这盏灯，名字叫“义”。

灯载文化，灯传德行，“义”之灯盏

在 古 商 城 代 代 相 传 。 多 年 后 ，瑞 蚨 祥

接 过“ 义 ”之 灯 盏 ，成 为 经 久 不 衰 的 百

年 老 字 号 。 比 标 准 尺 长 出 一 寸 的“ 良

心 尺 ”，看 似 每 一 尺 亏 了 一 寸 布 ，但 同

时 每 一 尺 也 赚 了 一 寸 良 心 ，赢 得 了 一

寸好口碑。

“ 义 ”之 外 ，鲁 商 的 儒 商 文 化 传 统

在 周 村 传 承 不 衰 ，儒 商 精 神 的 灯 盏 始

终 在 此 高 悬 。 仁 德 茶 庄 的 端 正 匾 额

里，“仁”之灯盏大放异彩；大德通票号

的“ 唯 吾 知 足 ”铜 钱 上 ，是 知 足 达 观 的

“ 达 ”之 灯 盏 ；杨 家 大 院 古 老 的“ 公 平

秤”上，闪耀着“信”之烛火……古商城

的 仁 义 诚 信 之 道 ，是 周 村“ 大 街 不 大 ，

日进斗金”的灯火。周村“不通水路而

天下之货聚焉”，难道不是因为凝聚了

鲁 商 仁 达 信 义 文 化 的 星 星 之 火 ，才 点

燃了古商城经济繁荣的熊熊烈火？

“哎，哎，姑娘，别走。”是一位卖烤

面筋的摊主在喊。

刚 走 出 两 步 的 姑 娘 与 同 伴 止 住 脚

步 ，疑 惑 地 回 头 道 ：“ 我 们 付 完 钱 了

呀。”

“不是，你们的烧饼忘拿了。”摊主

手 举 装 着 周 村 烧 饼 的 纸 袋 ，笑 意 盈 盈

地说。

“哦哦，谢谢您了。”恍然大悟的姑

娘连连向摊主道谢。

“ 这 有 啥 ？ 人 多 ，又 忙 ，总 有 人 丢

三 落 四 ，少 不 得 提 醒 一 句 。 烧 饼 不 值

钱 ，丢 了 影 响 心 情 就 不 好 了 。”摊 主 说

着，又继续忙自己的生意去了。

看 着 眼 前 的 一 幕 ，我 不 禁 想 起 刚

才 路 过 的“ 还 金 处 ”。 瞧 ，当 年 赵 运 亨

在周村集市上拾金不昧的义举俨然已

经 成 为 古 商 城 另 一 盏“ 德 ”之 明 灯 ，薪

火相传，绵延不绝。

抬 头 ，蓦 然 见 一 轮 皓 月 当 空 ，温 柔

而 安 详 地 注 视 人 间 ，好 似 一 盏 挂 在 夜

空 中 的 巨 大 灯 笼 ，把 万 千 清 辉 平 等 地

赋 予 人 间 。 回 望 来 路 ，三 益 堂 印 刷 展

馆 、丝 绸 文 化 体 验 馆 、大 街 泥 塑 故 事

馆、瑞蚨祥绸布庄、状元府、魁星阁，乃

至 我 们 刚 刚 路 过 的 烧 饼 小 店 、烤 面 筋

小 摊 ，这 些 久 远 的 遗 迹 和 现 实 的 食 肆

也 都 曾 洒 下 星 星 之 光 ，将 古 商 城 之 夜

点 缀 得 更 加 璀 璨 。 既 有 皓 月 之 光 照

耀，又有萤烛之火增辉，灯火里的周村

愈发绚丽多姿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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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通江：农文旅融合 赋能乡村振兴
“我们这里的红色旅游景区打造

得 非 常 好 ，现 在 高 速 路 也 修 通 了 ，每

天游客都很多，我们的生活也越来越

好 。”谈 起 四 川 省 巴 中 市 通 江 县 王 坪

新村的变化，“又一村”农家乐经营者

伏秀琼一边忙着给客人配菜，一边发

出了这样的感慨。

在“又一村”农家乐的不远处，就

是 位 于 通 江 县 的 川 陕 革 命 根 据 地 红

军烈士陵园，这里是全国安葬红军烈

士最多、规模最大的红军烈士陵园。

如 何 利 用 独 特 的 红 色 旅 游 资 源

为 通 江 乡 村 振 兴 注 入 新 的 活 力 ？ 新

打 造 的 川 陕 苏 区 王 坪 综 合 实 践 教 育

营 地 探 索 出 了 一 条“ 红 色 + 旅 游 ”融

合发展的新路径。

川 陕 苏 区 王 坪 综 合 实 践 教 育 营

地 坚 持 以“ 红 色 + ”推 动 多 元 业 态 融

合发展，与川陕苏区王坪旅游景区相

互 融 合 、延 链 补 链 ，利 用 红 色 研 学 这

一 载 体 ，带 动 周 边 民 宿 、农 家 乐 等 服

务业发展。目前，王坪村已兴办农家

乐 27 家、特色小商品店 15 家。

通 江 县 杨 柏 镇 太 平 场 村 龙 池 谷

蓝莓示范基地则通过发展蓝莓产业，

开展采摘节、农耕文化体验等特色活

动，有力带动了乡村发展。当地村民

杨 江 荣 介 绍 ，自 从 发 展 蓝 莓 产 业 以

来 ，村 民 不 仅 能 获 得 每 亩 土 地 400 元

的 流 转 费 ，还 能 在 基 地 里 干 点 活 ，收

入比以前多了。

通 江 蓝 之 美 生 态 农 业 有 限 公 司

总经理向林介绍，当地已经举办了三

届 蓝 莓 采 摘 节 ，共 计 接 待 游 客 35 万

余人次，旅游综合收入 700 余万元。

近年来，通江县按照“做强链头、

锻造链身、厚植链尾”思路，以太平场

村 为 中 心 ，以 蓝 莓 产 业 为 主 体 ，带 动

全县 17 个乡镇 32 个行政村发展蓝莓

1.3 万亩，建成集育苗、种植、电商、冷

链 、物 流 、深 加 工 、营 销 及 观 光 体 验 、

乡村旅游于一体的农旅结合、三产融

合新业态。

为进一步丰富旅游产品体系，民

胜镇方山村引进方山欢乐世界项目，

打 造 鱼 游 部 落 、鱼 探 森 林 、勇 气 大 挑

战 、欢 乐 营 地 等 主 题 项 目 ，打 造 县 域

乡村旅游新标杆。

兴 隆 镇 翰 林 村 顺 势 做 起 了 乡 村

振 兴 大 文 章 ，打 造 了 翰 林 花 海 、巴 蜀

民 歌 风 情 园 、翰 林 湖 水 上 演 艺 等 项

目，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打卡”。

近 年 来 ，通 江 县 通 过 发 展 旅 游

业 ，带 动 当 地 3 万 余 人 吃 上 旅 游 饭 ，

人均年增收 1.2 万余元。凭借深厚的

红色文化底蕴，通江不断擦亮红色旅

游名片，一幅红色旅游带动乡村振兴

发 展 的 美 丽 画 卷 正 在 徐 徐 展 开 ，“ 老

区味、生态韵、通江范”的旅游目的地

形象正在形成。 （冯天强）

四川汶川：盘活优势文旅资源
实现“过境游”向“目的地游”转变

近 年 来 ，四 川 省 阿 坝 藏 族 羌 族

自 治 州 汶 川 县 依 托 文 旅 资 源 禀 赋 ，

编 制《汶 川 县 羌 人 谷 滑 雪 场 总 体 规

划 》，优 化 空 间 布 局 、深 化 融 合 创

新 、做 强 文 旅 品 牌 ，主 动 融 入“ 成 渝

地 区 双 城 经 济 圈 ”发 展 格 局 ，加 快

建 设 以 羌 人 谷 滑 雪 旅 游 度 假 区 为

核 心 的 北 部 冰 雪 休 闲 胜 地 。 今 年

前 两 个 月 ，羌 人 谷 滑 雪 场 共 计 接 待

游 客 约 3.57 万 人 次 ，实 现 旅 游 收 入

1282.71 万 元 ，带 动 1000 余 名 周 边 居

民 就 业 。

羌 人 谷 滑 雪 场 总 投 资 10 亿 元 ，

用 地 面 积 188 公 顷 ，规 划 建 设 20 条

总 长 15 公 里 优 质 雪 道 和 73 公 顷 雪

场 ，现 已 建 成 10 条 雪 道 和 滑 雪 大

厅 等 配 套 设 施 ，可 容 纳 6000 名 滑 雪

爱 好 者 游 玩 。

“ 滑 雪 和 戏 雪 的 感 觉 非 常 棒 ，

我 们 一 家 人 已 经 连 续 好 几 天 在 这

里 滑 雪 了 。”游 客 李 女 士 说 ，“ 这 里

的 风 景 非 常 优 美 ，空 气 质 量 很 好 ，

住 宿 也 非 常 有 特 色 ，还 能 吃 到 当 地

特 色 菜 肴 ，值 得 大 家 冬 季 来 打 卡 和

度 假 。”

游 客 旅 游 体 验 加 分 的 背 后 ，是

汶 川 县 旅 游 服 务 质 量 的 全 面 提

升 。“ 做 旅 游 就 是 做 服 务 ，服 务 水

平 、服 务 质 量 和 服 务 态 度 至 关 重

要 ，我 们 都 是 汶 川 旅 游 的 代 言 人 ，

要 让 游 客 在 汶 川 有 宾 至 如 归 的 感

觉 。”汶 川 县 汶 山 文 化 旅 游 发 展 有

限 公 司 负 责 人 说 。

提 升 旅 游 服 务 水 平 ，完 善 基 础

设 施 是 前 提 。 为 发 展 冰 雪 旅 游 ，汶

川 县 加 大 财 政 支 持 力 度 和 推 进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进 度 ，去 年 以 来 打 造 旅

游 集 散 中 心 1 个 、游 客 服 务 中 心 15

个 、公 路 服 务 区 2 个 、全 域 旅 游 志

愿 者 咨 询 服 务 点 21 个 ，新 建 、改 建

旅 游 厕 所 57 个 ，对 旅 游 酒 店 、医 疗

救 助 、应 急 救 援 、标 识 标 牌 、停 车

场 、游 步 道 等 配 套 设 施 也 进 行 了 升

级 改 造 。 与 此 同 时 ，“ 智 慧 旅 游 ”体

系 的 建 立 和 完 善 大 大 提 升 了 游 客

在 汶 川 的 旅 游 体 验 ，到 汶 川 旅 游 更

加 便 捷 了 。

此 外 ，汶 川 县 还 制 定 出 台 了

《“ 冬 游 汶 川 消 费 季 ”旅 游 奖 补 实

施 方 案》《汶 川 县 支 持 文 化 旅 游 产

业 高 质 量 发 展 的 若 干 政 策 措 施 》

《 汶 川 县 支 持 民 宿 产 业 发 展 的 实

施 意 见》等 政 策 和 措 施 ，推 出 四 大

出 游 需 求 和 十 大 主 题 玩 法 ，开 发

绿 色 旅 游 、研 学 体 验 、运 动 康 养 等

“ 冬 游 汶 川 — 幸 福 冰 雪 季 ”精 品 线

路 ，进 一 步“ 做 实 、叫 响 、擦 亮 ”首

批 天 府 旅 游 名 县 金 字 招 牌 ，让 全

县 文 化 和 旅 游 业 呈 现 持 续 快 速 发

展 的 良 好 态 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