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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四月芳菲尽，大漠桃花始盛
开。在内蒙古阿拉善的腾格里大沙
漠，4 月是春天刚刚开启的一道门扇，
把视线撒在沙漠的起伏里，一片艳丽
正悄然袭来，盎然的春意如雾霭般在
沙漠弥漫，是的，扁桃花儿开了，大
漠花正好，扁桃笑春风。

一年一度，去大漠赏桃花是阿拉善
人的偏爱。沙漠桃花的植物学名称为
蒙古扁桃，是一种生长在沙漠边缘、山
地丘陵甚至戈壁滩上的野生植物。

每年自 4 月上旬开始，扁桃花便在
大漠山野处绽放，粉白、粉红、雪青、淡
紫，一向寂寥的大漠旷野此时弥漫着迷
人的浪漫气息，花团锦簇的起伏，山花
烂漫的空旷，令每一个身临其境的游客
怦然心动。大漠桃花给人最深刻的印象
是它的野性美，它没有栽植桃花的妖娆，
也没有《诗经》和唐诗宋词里桃花的“灼
灼”和“夭夭”，扁桃花呈现的是冷色调，
红色是淡雅的，更多的是一种渐进的粉
红或紫色，它的枝干是紫红或灰黑色的，
同大漠的恢弘以及春风的料峭浑然一
体，小巧的花瓣和纤细的花蕊在风中微
微抖动着，那是一种逼人的冷艳。

扁桃的花期在四五月，一般盛花期只有一周或一旬左
右。扁桃花盛开时，旷野和大漠更适合远眺，一团一簇的花
色，接连成片的蔓延，羊群和骆驼徜徉其间，沙漠仿佛一块巨
大的橙黄色画布，涂满了新鲜的颜料和久违的芬芳。

扁桃是沙漠中最顽强的植物，落尽叶子的扁桃或是在冬
日的旷野上，或是在沙漠中突兀的老石边，枝条和刺儿密织
在一起，呈现醒目的炭黑色。2018年春季，我们前往阿拉善
东北部的汉代高阙塞考察时，曾经路遇一株盛开的扁桃树，
在满目苍凉的河谷中遗世独立，并不算高大的一树桃花，在
春季裹挟着沙粒的狂风中傲然怒放，我录了一段视频，但见
花枝乱颤，风声震耳，每每回放都颇觉震撼。

我们赶到时，今年的“腾格里大漠桃花诗会”正在沙
漠桃林中上演。一场新雨过后的漠野空气格外清爽，悬挂
在桃树上的诗笺被主持人一一摘取吟诵，掌声和喝彩声在
旷野回荡。随后是蒙古族诗人身着盛装站在一丛扁桃树下
吟诵一首唱给扁桃的“赞词”，虽然我们听不懂具体内容，
但他声情并茂的表现力还是感染了很多人。礼赞结束，人
们开始绕着扁桃树丛行走，把奶浆和酒水敬献给盛放的桃
花，尽情表达着对自然山水的敬畏与热爱。

此时，一曲蒙古族长调也升到了云端里。“大漠一朝生
红云，偏向荒野吐清芬。人与扁桃相逢笑，何以女子倚柴
门。”一位阿拉善诗人这样吟道。

春日寻芳黄河岸边。沿蜿蜒的小
路爬上大坝，在水一方，观黄河日出，晨
曦之下，大河涌动泛着金光，竟也倒映
出天空的碧蓝。岸边杨柳依依、芦苇萋
萋，鸟儿亮开歌喉，虫豸开始觅食，农人
们来到滩地里劳作。这光景，仿佛穿越
到诗经之中。

黄河之水天上来，一路吟啸呼吼，九
曲十八转，奔波万里来到东营，转了个弯，

恰好把古镇龙居绕在了臂弯里。从这里
再往前奔流二百余里，母亲河就会结束她
的万里征程，投入浩瀚的渤海。

崇尚自然的人们纷纷来到黄河岸
边，感受这生机勃勃的春天。河边是一
眼望不到边的林子。杨树、柳树、槐树、
白蜡、松柏，四万亩生态林聚在这里形成
磅礴之势，也造就了天然氧吧。如今，这
里已成为 4A级景区，风光旖旎，资源丰
富，平原滑雪场、特色跑马场和温泉入户
度假民宿掩映在密林之际。若说飘带样
的黄河像猎猎的旌旗，这密林就是千军
万马，以雷霆万钧之势护卫这片土地上
的万物，护卫着河岸边的父老乡亲。

正觉寺黄河决口遗址纪念碑在柔
柔的柳丝下屹立，昔日人们与大河相依
为命的往事历历再现。曾经，黄河就像
一个喜怒无常的巨龙，“福兮黄河，祸兮
黄河”。这里屡遭黄河水的侵袭，洪水

冲毁了村庄和庄稼，也带来了沃土与良
田。父老乡亲们爱着它，又畏惧着它。
今天，它已成为名副其实造福百姓的母
亲河。正觉寺决口遗址早已变身“同心
圆”生态公园，鸟语花香，桃红柳绿，万
物竞自由，到处透着勃勃生机。从正觉
寺遗址望去，河面极其宽阔，堤坝坚固，
原来河坝上的土路变成了柏油路，原来
的防洪土牛也被一方方整齐的石料堆

代替。大河之上，德大铁路桥飞跨而
过，这是横架在黄河上的最后一个铁路
桥。滔滔黄河上的铁路大桥雄伟壮观，
给决口遗址再添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河滩里孕育了肥沃的绿洲，静卧着
果园和桑田。经过冬的洗礼，每一株果
和桑都威风凛凛，像壮年的长臂猿，伸
展灰色手臂，试图攀住猎猎长风。裹着
花头巾的妇女们来给果树和桑树剪枝
了，她们像一个个熟练的理发师，手里
剪刀开合翻转，一排排长臂猿变成了平
头獾，整整齐齐立在垄间，像一个个听
话的孩子。这里是黄河入海口“桑蚕之
乡”，上世纪90年代，这个因相传赵匡胤
在此居住而得名的龙居乡就开始了植
桑养蚕，迈开了改革开放后乡村振兴的
脚步。

春三月，桑含绿，众女采桑。春风
嫣然。桑苗在夕阳中闪亮，连着滚滚的

河水，变成了一条条胖胖的蚕宝宝，变
成了一颗颗洁白如玉的蚕茧儿，变成了
一匹匹闪烁着黄金光泽的锦缎。遍地
桑园灿烂了她们的笑容，从那时起，她
们的腰包渐渐鼓了起来。

如今，恰逢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
质量发展的良好历史机遇。韩愈说“最
是一年春好处”。春雨无声润万物，春
风又绿黄河岸。黄河力量时刻感召着黄

河岸边的人们，扎根这片热土，创造美
好生活。

大河不竭，新一个时序正式开始。
看，黄河岸边，蛰伏了一冬的人们再也
猫不住了，浑身的细胞也像万物一样活
跃了起来，静静地徜徉在河岸；而孩子
们拽着鲜艳的风筝在春风里奔跑，爽朗
清脆的笑声随风飘荡，顺滔滔河水飞向
大海，借徐徐春风飞向蓝天。

上图：东营市龙居镇黄河风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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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的良渚静美如画，漫步
其中，寻访沉寂五千多年的古河
道、古城墙，清风扑面，仿佛还
能感受到良渚先民的家园与生活
的模样。

“良渚之上 文明翱翔”2021
良渚古城风筝文化节近日在浙江
杭州良渚古城遗址公园开幕。活
动通过线上线下、主题活动、文
化展览等形式多样的内容，用时

尚的方式诠释良渚文明，全面展
现良渚古城春季魅力与特色，展
示良渚文化，持续加深公众对良
渚文化的认识，把五千年岁月凝
成春季赞歌，活动将持续到 5 月
5日。

本次活动是良渚古城遗址公
园首次以季节主题式活动进行的
良渚文化宣传推广，系列活动以

“良渚之上 文明翱翔”为主题概
念，围绕良渚的“形、色、声”
文化特色，打造“中国形、中国
色、中国声”三大系列，以博大
精深的文化来展现举世瞩目的中
华文化瑰宝。本次风筝节有一系
列丰富的子活动，包括良渚古城
风筝文化艺术展、良渚古城艺术
风筝创作活动、舞态良渚沉浸式
舞蹈、良渚古城图腾文化课堂
等，为市民游客奉上丰盛的文化
大餐。

题图：孩子们在2021良渚古
城风筝文化节上放风筝。

俞轶凡摄影报道

2021良渚古城风筝文化节开幕

腾格里大沙漠的桃花和骆驼。 特 木摄

“开好局 起好步·助力广西旅
游高质量发展”座谈会近日在南宁
举办。来自文化和旅游研究机构、
专业院校的专家学者围绕广西“十
四五”文化旅游发展目标和工作重
点，结合广西健康旅游产业发展、
打造世界级旅游度假目的地等话
题开展座谈。活动由广西壮族自
治区文化和旅游厅与中国旅游报
社共同主办。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化和旅游
厅党组书记、厅长甘霖介绍，“十
四五”期间，广西将推动文化旅游
高质量发展，整合全域文化旅游
资源，构建文旅现代产业体系、高
品质服务体系。积极推进“三地

两带一中心”建设，发挥“老、少、
边、山、海、寿”文化旅游特色优
势，建设一批富有文化底蕴的国
家级和世界级旅游景区、度假区，
打造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和国际
康养度假目的地。

专家建议，广西要积极应对新
形势下旅游要素市场、数字化、内
容、体验方式、品牌形成、人群分众
化等方面的变革，发挥资源优势，坚
持文旅融合，产业融合，找到发展突
破口，长短期发展目标结合，有重点
地培育壮大低空旅游、海洋旅游、跨
境旅游、乡村旅游、康养旅游和研学
旅游等优势业态，加强民族文化旅
游开发，构建快进交通体系、风景游

道体系、慢行慢游体系和跨境跨省
旅游廊道体系，以高质量文旅融合、
高质量城乡融合、高科技赋能和高
品质生活为抓手，扎实推进文化和
旅游高质量发展。

“十三五”期间，广西旅游总
消费突破万亿元，由 2015 年的
3254 亿元增加到 2019 年的 10241
亿元，排全国第 9 位，增长 215%；
接待游客总人数由2015年的3.41
亿人次增加到2019年的8.76亿人
次，增长 157%。支柱效应更加突
出，2019 年广西旅游业综合增加
值占 GDP 比重达 18.6%，占服务
业比重达36.6%，旅游税收对财政
收入的综合贡献率达17.5%。

中国旅游研究院近日发布了《2021
年第一季度旅游经济运行分析与上半年
趋势预测》，今年第一季度的旅游经济运
行好于预期，复苏向上的基本面更加稳
固。预计今年上半年国内旅游人数将达
17.22亿人次，同比增长85%；国内旅游收
入将达1.28万亿元，同比增长102%。

旅游复苏势不可挡

报告显示，第一季度中国旅游经济
稳步回升，消费信心进一步恢复，产业
动能进一步积聚，产业政策进一步优
化。都市休闲、乡村度假齐热，红色旅
游明显升温。各地文化和旅游产品推陈
出新，游客注重本地深度游，包括城市
周边民宿、高端酒店、博物馆、美术
馆、图书馆、历史文化街区和休闲游憩
步道等休闲体验空间不断扩展。

旅游业界纷纷看好“五一”假期。去哪
儿数据显示，今年“五一”机票预订量已大
幅超过2019年同期，与2020年同期相比，
增长超过 25 倍。携程预计，即将到来的

“五一”假期有望成为“史上最热黄金周”。
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介绍，第

二季度是传统的出游旺季，包含清明、
“五一”、端午三个公众假期，很可能会成
为旅游抗疫的战略转折点。从清明节假
期的数据来看，全国国内旅游出游 1.02
亿人次，按可比口径同比增长144.6%，恢

复至疫前同期的94.5%，实现国内旅游收
入 271.7 亿元，同比增长 228.9%，恢复至
疫前同期的56.7%。未来3个月内有出游
意愿者占 83.19%。城乡居民的旅游消费
心理开始从谨慎转向积极。从旅游目的
地搜索量、航班和酒店预订量等先行指
标来看，国内游有望在“五一”期间接近
或者超过2019年同期水平。旅游产品将
从目前的“价量双低”走向“价低量高”，
局部地区和个别行业可能会出现“价量
齐升”的情况。报告建议，各地应抓住

“五一”、端午假期，以游客满意为导向，
引导旅游市场健康有序发展。

红色旅游热情高涨

今年红色旅游持续升温。江西井冈
山、陕西延安和河北西柏坡等红色旅游
景区受到游客青睐。不少红色游景区推
出“红色主题游+历史人文游+秀美山水
游”的组合线路，游客既可欣赏到红色
旅游带来的人文情怀，也可体验生态之
旅，旅游体验度大幅上升。

来自同程旅行的最新统计：遵义、古
田、西柏坡、韶山、延安、井冈山、嘉兴、上
海等拥有中国共产党发展历史、抗战历史

及解放战争等历史遗迹和纪念场馆的知名
红色旅游目的地颇受关注。红色旅游将成
为“五一”出行的热门。第二季度红色旅游
市场将逐渐升温，在“七一”前后形成高峰。

文化和旅游部部长胡和平日前在中
共中央新闻发布会上介绍，近年来，人
们学习革命历史、感受革命文化的愿望
日益强烈，参观革命旧址、纪念馆、博
物馆蔚然成风，红色旅游逐渐发展起
来。从2004年到2019年，全国红色旅游
资源不断扩充，越来越多的珍贵革命文
物与游客见面，每年参加红色旅游的人
次也从 1.4 亿增长到了 14.1 亿，许多红
色景点成为中老年人重温激情岁月、感
怀时代变迁的体验地，成为年轻人聆听
红色故事、致敬英雄模范的“打卡地”。

围绕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文化和旅游部将推出“建党百年红色旅
游百条精品线路”，举办红色故事讲解员
大赛，组织优秀讲解员进机关进学校进
部队、讲述红色故事等活动，还将组织红
色研学旅行、举办大学生红色旅游策划
创意大赛等活动，积极引导青少年追寻
先辈足迹，切身体验奋斗历程。

智慧旅游引领创新

疫情后全面复苏的大众旅游正在进
入持续增长、需求分类与消费分层的新
阶段，能够激发出游动机、满足品质化
和多样性消费的创新产品需求潜力巨
大，智慧旅游将引领产业创新。目前已
有九成游客体验到旅游信息化服务，包
括在线预定、个性化定制、无纸化入
园、电子支付等。

文化和旅游部资源开发司、中国旅
游研究院近日联合发布的 《全国“互联
网+旅游”发展报告 （2021）》 显示：

“互联网+”已成为大众旅游新场景、智
慧旅游新动能。互联网和数字化已经成
为智慧旅游的基础设施、大众旅游的生
活内容和消费场景。游客消费的互联网
渗透率稳中有升，在线旅游消费总额已
经达到万亿级别。

戴斌认为，由 AR、VR 和 AI 推动的
“云展览”“云演艺”“云旅游”“数据博物
馆”等虚拟体验产品，已经实现了从概念
导入到市场接受的过程。“互联网+旅游”
不仅为供求双方架起了高速公路，还为
旅游产业织就一个经纬交织的生态网，
生态网节点上的市场主体和消费主体共
融共生。跨界而来的科技企业将会颠覆
传统旅游领域的生产方式，为文旅融合
高质量发展提供全新的动能。

出行意愿旺盛 市场动力强劲

中国旅游加速振兴
本报记者 赵 珊

专家为广西文旅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
孟 萍

游客在江苏扬州瘦西湖风景区游览。 孟德龙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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