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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红色土地上一堂党史教育
课、去航天发射中心看一场火箭
发射、去太白山上体验 《本草纲
目》 的精髓……近年来研学游涌
现出多种新主题、新玩法。如何
开发出具有更深内涵、更高层
次、更广维度的研学游产品，让
孩子们研有所值、学有所思、旅
有所乐、行有所获？安徽省铜陵
市做出了自己的探索。

与皖南山区一脉相连的江
滨城市铜陵，延续千年、炉火
不 熄 的 青 铜 文 化 ， 资 源 丰 富 、
系 统 庞 大 ， 能 够 满 足 研 学 需
求，也是安徽文化旅游的宝藏
资源。近年来，铜陵市坚持文
旅 融 合 ， 以 铜 文 化 为 主 要 抓
手 ， 形 成 从 铜 遗 址 、 铜 开 采 、
铜冶炼、铜产品生产、铜产品
展示到铜文化演艺一条完整的
铜文化研学旅游主线路。

工业文明的传承

铜陵，因铜得名，因铜而
兴，与铜共生三千余年。“炉火
照天地，红星乱紫烟。”这是李
白千年的吟唱。行走在全国最大
的铜文化主题博物馆，静立的古
铜展示着它的辉煌；流连于铜官
山下怀古，听历史讲述着始于商
周时期绵延至今的中国铜文化。
这是新中国第一个铜工业基地，
中国铜业从此开启现代化进程，
从“中国古铜都”走向“智造新
铜都”。

凤凰涅槃，积极转型。新时
代的铜陵牢固树立“发展为要、
项目为王、实干为先”的发展理
念，从中国铜业第一股上市、全
国有色金属基地、国家级电子材
料产业基地，到铜陵循环工业园
落成，都生动记录着一座资源型
城市转型的轨迹，也记录着以铜

为脊梁的新型文明城市。这些新
旧交融的城市文化资源，都成为
研学游这盘大菜的精美主料。

走 进 “ 铜 官 山 1978” 文 创
园，遇到纷纷游客。得知曾经的
生活场地变成了如今的文创园，
吴晓光老两口特意过来追忆峥嵘
往昔。看着门口的老水井，屋内
的家居摆设，还有当年心心念念
却没买得起的缝纫机。老两口不
禁 感 叹 ， 几 十 年 就 这 般 过 去 。

“我是 1968 年到铜陵来的，原来
住在这里的老房子。那时候条件
差，但带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我们用青春和热血创造了铜陵发
展的一个个奇迹。”吴晓光激动
地说。

“铜官山 1978”文创园是铜

陵首个保护20世纪六七十年代铜
陵矿工民居遗址的文创项目，将
满载历史沧桑的矿工生活遗存转
化为这座城市的文化符号，实现
工业遗存和老旧物件的保护与再
生，留存铜陵城市记忆，留住新
中国铜工业摇篮的记忆。

“铜的使用是人类进入文明
社会的重要标志之一，铜文化是
这片土地的根基和标志。近年
来，我们立足铜文化，拓展铜文
化旅游、铜文化研学，打造了铜
博物馆、‘铜官山1978’文创园、铜
官府创意产业园、北斗铜街等一
批铜文化主题产品，开发了‘认识
铜、寻找铜、使用铜、铜传承’相关
研学课程，形成了从铜开采、铜产
品展示到铜文化演艺一条完整的
研学旅游线路。在这里，人们可
以深层次解读铜文化的古往今
来，沉浸式体验中华文化的传承
之美和丰富内涵。”铜陵市委书
记丁纯介绍。

研学中热爱自然

除了铜文化，地处长江之滨
的铜陵，也着重挖掘长江自然生
态文化，融入研学产品体系。铜
陵淡水豚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就是
其中的代表。保护区位于铁板洲
与和悦洲之间的夹江。1985 年
原国家环保局为保护国家一级保
护动物白鳍豚决定建立白鳍豚养
护场，1994 年通过国家正式验
收，这里是世界上首座利用半自
然条件对白鳍豚、江豚进行迁地

保护的场所。
长江江豚俗称江猪，它是哺

乳水生动物，目前，长江江豚存
世数量大约1000多头，被称为水
中熊猫，约半数分布在洞庭湖和
鄱阳湖。每逢天气发生变化时，
江豚会频繁地跃出水面向人类示
警，因此被人类亲切地称为“义
务气象预报员”。

如 今 ，很 多 学 生 来 到 保 护
区。保护区管理局的专业人员会
为学生们开讲生动的江豚知识科
普课，启发培养学生保护江豚、
保护长江的意识。同时，互动厅
里的体感游戏、与江豚合影等创
意项目也吸引了学生们的参与。

前不久，保护区与铜陵市第
三中学牵手建立了校外辅导员关
系，保护区科研人员定期为三中
学生举办“水生生物科普”讲座，
传授生态科普知识，并指导学生
写作科普论文。保护区还为东南
大学、江苏扬州大学“绿色环保”
夏令营活动的大学生们提供实践
机会，引领他们参观珍稀水生野
生动物标本，并让学生亲手喂养
长江江豚，让他们真正地了解自
然、亲近自然、热爱自然。

以文促旅 文旅联动

在丁纯看来，研学旅游是学
与行的完美结合，是学与思的更
高境界，更是诗和远方的美上加
美。因此要构建丰富的研学产品
体系，才能让研学真正在铜陵扎
根，持续不断地吸引游客。“我

们希望构建以文促旅、以旅彰
文、文旅联动的发展格局，打造
更有特色、更富内涵、更具人气
的系列研学旅游产品。”丁纯说。

铜陵市文化和旅游局局长徐
常宁介绍，铜陵正与安徽环球文
旅集团开展合作，以铜研学为核
心，研发“认识铜、寻找铜、使
用铜、铜传承”相关研学主题，
让铜文化研学“活起来”。根据
不同学龄段学生，推出了“研学
旅行，寓教于乐”研学课程体
系，开发了 《千姿百态铜工艺》

《铜与生活》《神秘图腾：铜的纹
饰》《穿 越 铜 官 山 ： 矿 工 的 故
事》《地 质 科 考 ： 岩 石 里 的 秘
密》《湿地生态调研与江豚守护
计划》 等 13 个精品特色研学课
程，形成8条研学示范线路。

比如 《神秘图腾：铜的纹
饰》 课程，以神秘的羊皮卷铜纹
饰为线索，引导学生穿越铜陵博
物馆，寻找铜纹饰背后的历史文
化内涵，并匹配铜知识游戏卡、
闯关任务卡、盖章游戏道具等研
学教具，强化学与行、学与思的
结合，丰富学生研学旅游体验。
与此同时，铜陵还将研学旅游拓
展到全年龄段，推出“亲子同
游，陪伴成长”“解压团建，凝
聚力量”等主题研学旅游课程，
构建起生态、文化与研学旅游深
度融合发展的“铜陵模式”。

此外，铜陵依托旅游景区地
质、古镇、人文等资源，开发研
学旅游产品，打造研学旅游品
牌，目前，铜陵拥有永泉研学旅
行基地、数字铜博物馆、“铜官
山 1978”文创园等一批省级研学
旅游示范基地，形成包括工业研
学、湿地研学、农业研学、文化
研学、生态研学、红色研学的类
型多样、错位发展的研学旅游产
品体系。

巍峨青山绕，浩浩江水流。
铜陵记录着历史与文化的一脉相
承，长江见证着一座城市的崛起
与繁荣。千年传承，将从铜陵研
学旅游开始。“我们希望越来越
多的朋友进一步了解铜陵的青铜
文化、长江文化，共享青山绿
水，共话合作发展。”丁纯说。

上图：“铜官山1978”文创园
左图：小朋友参加研学课程，

体验铜陵采矿。
铜陵市文化和旅游局供图

乡村游让人们“望得见
山 、 看 得 见 水 、 记 得 住 乡
愁”，成为游客休闲度假的首
选。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和消
费体验的升级，“互联网+”
与产业的深度融合在助力乡村
旅游提质增量的同时，也让乡
村旅游进入越来越多年轻人的
视野。

逃离都市的喧嚣，到乡
村 寻 找 一 份 返 璞 归 真 的 生
活，或体验民俗文化，或享
受当地美食，或单纯放松休
闲，这种“久在樊笼里，复
得返自然”的旅行方式成为
许多都市年轻人的旅行新时
尚。年轻旅行者在社交网络
上的活跃为乡村振兴注入全
新动力。

马蜂窝旅游大数据显示，
当年轻人决定开启一次乡村之
旅时，家人和朋友是他们选择
最多的旅伴。35%的年轻人选
择带上父母和孩子一同出游，
35%的年轻人将乡村游作为同
学朋友的聚会新场景。在关注
乡村旅游的游客中，“90 后”
占 比 41.5% ，“00 后 ” 占 比

18.2%，年轻人开始成为乡村游的主流客群。
“体验”是年轻人在选择乡村游时的首要关注

点，房车露营、民宿、骑行、探险、徒步等特色
玩法正在成为乡村游发展的驱动力。年轻人喜欢
古村古镇游，他们想像当地人一样生活，开启沉
浸式的旅行体验，并喜欢将自己的游览体验分享
到社交网络上。追求个性、乐于尝试新鲜事物的
年轻人正在把传统的乡村游创新出更多新花样。
乡村游成为“旅游新国潮”，红色文化、非遗文化
这些与乡村游息息相关的体验内容，已成为年轻
人文化自信的源泉之一。

近年来，乡村逐渐成为人们休闲度假的好去
处。文化和旅游部积极推动乡村旅游与乡村振
兴、美丽乡村建设相结合，培育了一批生态美、
生产美、生活美的乡村旅游目的地，遴选出全国
乡村旅游重点镇 （乡） 100个、全国乡村旅游重点
村 1199 个。2019 年，中国乡村旅游接待人次达
30.9亿次，占国内旅游人次的一半。

据了解，文化和旅游部将坚持以品牌为引
领，以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镇、乡村旅游精品线
路、优选乡村民宿、乡村旅游融合发展示范区等
为抓手，实施乡村旅游餐饮提升计划、乡村旅游
艺术提升计划，推动乡村旅游与相关产业融合发
展，让乡村旅游托起百姓富裕富足的金饭碗、塑
造乡村宜居宜业的新形象，用“美丽乡村”在

“美丽中国”壮美画卷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上图：游客在拍摄安徽省黄山市歙县阳产土

楼古建筑群。 郑 宏摄 （人民视觉）

我喜欢秋天。这种喜欢，如
唐代诗人刘禹锡所写“我言秋日
胜春朝”。

因为喜欢，秋天一到，我就
总往自己家乡的山野田间四处
跑，去观赏秋日独有的充满成熟
气息的金色田野，去感受硕果累
累的金秋带来的美丽和喜悦。

我的家乡在贵州省长顺县，那
里多姿多彩、斑斓绚烂的美丽秋
色，已深深地烙印在我的脑海。金
黄是秋天的底色，那是成熟的颜
色，也是丰收的颜色。长顺的秋
天，也是这样。只是贵州没法像平
原那样，一望无边。但山野里的坝
子，高高低低，起起落落，错落有
致，非常富有变化之美。山野里欣
赏金黄的稻田，往往会有山重水复
疑无路，转过山口又见金黄一片
的喜悦，这种豁然开朗与惊喜连
连，是平原上感受不到的。

在长顺，不仅稻田带来了金
灿灿的秋色，一株千年古银杏所
呈现出来的苍劲与苍翠并存，苍
老与青春同在。

在广顺镇石板村，有一株巍然
耸立于一处山坡的起势处、树龄据
说已逾数千年的古银杏树，硕壮而
雄伟。古树的树干由好几株子孙
树合拢而成，显得特别粗壮，隆出
地面的树根遒劲光滑，如石如磐。
记得我去拜望的时候，踩着地上厚
厚的落叶，用手抚摸着粗糙的树
皮，抬起头来，夕阳的光点，如一个
个调皮的小精灵，正在它繁密的叶
片上快乐地舞蹈，金灿灿，光闪闪，
让人感觉到一种无法言喻的美好

与温暖……
除了有令人心旷神怡的金

黄，长顺的秋天还有一种飘着苹
果香味充满喜庆色彩的红颜色。
从长顺县城出发到广顺农场，一
路上，你会发现，柏油路两旁，
种植着大片大片的苹果林。秋
天，苹果树上挂满了成熟的红苹
果，仿佛一盏盏红灯笼。成熟了
的红苹果，正在秋日温暖的阳光
下，欢笑着向你招手。

长顺的秋色还有一份让人迷

醉的粉红色。每年国庆节前后，
在长顺神泉谷景区，几百亩盛开
的粉黛乱子草花海，一定会令人
有一种如入粉红梦境的感觉。

山谷里，一大片突现眼前的
粉红色花海，像天边飘浮起来的
红色云雾，美丽而壮观。漫步其
间，会让人产生腾云驾雾、飘飘
欲仙、如梦似幻的感觉。夕阳映
红山谷照亮花海的时候，如果你
正好在花丛拍照，那细如发丝，
又比发丝轻盈灵动的花穗，会将

你的脸颊映衬得如少女般美丽，
同时，你会感到无比的自由和轻
松，思绪在那一刻也会被撩拨得
纷纷扬扬。

“ 心 似 双 丝 网 ， 中 有 千 千
结”，宋代词人张先的名句，用到
这里，真是再应景不过了。粉黛
乱子草，这名字真是绝了。六宫
粉黛齐聚，像花像草又像红雾，
如万千发丝一样编织出如梦境一
般纷乱缥缈的美景。

长顺的秋天，除了金黄、苹果
红、粉黛红这几种主要颜色，山坡
上还有大片菊花和随处可见的刺
梨果的耀眼金黄，紫王葡萄的深紫
色，还有山野里的红叶，陌上不时
闪现的红的、紫的、蓝的、白的各色
野花。赤橙黄绿青蓝紫，各种颜色
在秋天里交错、铺陈，汇成了多姿
多彩、斑斓驳杂、美丽绚烂的秋
色。这样的秋色充满诗情画意，让
人心驰神往。

长顺的美丽秋色，只是多彩贵
州美好秋天的一个缩影。这份丰
富多彩的秋色，既来自于大自然的
无私馈赠，也折射出人们在脱贫致
富奔小康路上留下的汗水与努力。

题图：长顺神泉谷秋色

秋实硕果挂枝头，葡萄园里话丰收。
2021年湖南省澧县第十六届云上葡萄节日
前举行，诚邀各地的朋友前来素有“南方吐
鲁番”美誉的澧县，畅游葡萄园、品尝新鲜
甘甜的葡萄。

澧县本届葡萄节首次开启云游模式，包
括体验葡萄园采摘、葡萄品鉴、葡萄分级分
拣与保鲜、种植达人有话说、“阳光玫瑰”葡萄
的吃法等多种活动。县领导集体为阳光玫
瑰推介代言、阳光玫瑰标准示范园云游园、

“葡农有话说”等视频在网上得到广泛关注。

从上世纪 80 年代开始，澧县先后引种
红地球、美人指、夏黑、蓝宝石、阳光玫瑰等
葡萄品种，2007年澧县葡萄获国家地理标志
保护产品称号，目前鲜果产品有11个通过国
家绿色食品认证、15 个通过无公害食品认
证。2020年，中国农学会葡萄分会授予澧县

“中国阳光玫瑰葡萄标准化生产示范县”。
澧县今年种植葡萄 6.7万亩，其中阳光

玫瑰5万亩，葡萄总产值今年预计超过20亿
元，已形成“葡萄鲜果销售为主，酿酒加工、
旅游观光为辅”的产业融合发展模式，成为
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澧县智慧葡萄园和
葡萄科技展示中心正在建设中，旨在打造国
内一流的葡萄标准化生产基地、示范基地、
培训基地，葡萄文化展示中心、葡萄新品种
新技术研发中心、线上线下营销中心，增强
澧县葡萄产业在国际国内市场的影响力。

“太感谢你们了，这么快就解决了用电

的问题。”旱情严重的葡萄园得到了及时灌
溉，澧县官垸镇鸟儿洲村村支书脸上洋溢出
感激的笑容，对国网澧县供电公司小渡口供
电所致谢。葡萄养活当地老百姓的同时还推
动了当地的产业发展。当前，葡萄正处于盛
产期和丰收季，但不少农户用电有困难。国
网澧县供电公司建立绿色通道，组织东方红
共产党员服务队队员开展服务，转变其供电
方式，有效解决了农户灌溉用电需求。

7月下旬以来，面对新一轮疫情影响，
来澧县购买鲜食葡萄的客商有所减少。在县

委、县政府的努力下，全县葡农严格执行防
疫措施，有序进行采摘、分拣，保质保量完
成来自客商的网上订单，并调度全县冷库储
备，为可能带来的销售滞后做应急处理。

“各位进来的员工把健康码和行程码都
准备好，进来的时候要查看和登记，间隔一
米依次进入。”在澧县官垸镇湘晴葡萄专业
合作社，工人们都戴好口罩，扫码登记，严格
按照“一米线”要求有序排队，进入分拣点
后，大家各司其职，负责将葡萄分拣、包装、
装车，将一盒盒包装精美的“阳光玫瑰”葡萄
通过冷链车运往全国各地水果店、超市进行
销售。来自广州的客商蔡通赢和他的合作
伙伴同时也在分拣点指导工人打包，他们从
8月初就来到了该镇收购“阳光玫瑰”葡萄，
每天由冷链车发往广州进行销售。看到当
地葡萄销售过程中严格管控措施，蔡通赢
说：“这里采购葡萄很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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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陵研学 千年文化焕青春
本报记者 康 岩

葡萄熟哒 葡农富啦
——记湖南澧县云上葡萄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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