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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骤然跌入世外幽境，我伫立在
村庄的古树荫里，久久讶异、陶然与
沉迷。

村庄在一条窄狭绵长的山谷里，安
谧而闲适。两旁似乎可伸手相握的山
峦翠色奔涌，耸入云天。春日的阳光有
些慵懒，从我身后的山头斜斜滑落而
下，将山峦分割出明显的阴阳两面：对
面山峦吮吸光亮，松树、杉树、香樟与毛
竹挨挨挤挤，苍碧间闪烁着银色的光
芒；身后山峦背了阳光，呈深沉的墨绿，
在田野、菜地与山脚村道铺开大片阴
影，恍若泼水打湿了的中国画。谷底中
央是一条小溪，从深山幽谧处蜿蜒跌宕
而来。溪流两岸，三三两两躺着些农
舍，多是簇新的两层钢筋水泥房，一色
的粉墙配着红瓦或蓝瓦，又被无边的翠
色浸染，彰显着村子的富足。村庄极
静，偶尔的几声鸡鸣，才将我疑入世外
的思绪拉回人间。

这是位于湖南省株洲市渌口区的
李家村。车子从喧腾的渌口街市一角
拐上乡间小路，钻入山岭辗转穿行数
十里。我被层层叠叠的澄碧熏染得昏
昏欲睡，窗外依旧山重水复，直到拐
过又一处山峦，车子停了下来，眼前才
豁然开朗，阡陌纵横，陆游笔下“柳暗花
明又一村”的场景再现开来。

或许因了远离尘嚣的清幽，村庄大
名虽俗，却颇为不凡。我信步踱到一座
横跨小溪的青石板古桥上，桥下溪水淙
淙，桥面苔藓在阳光下泛着淡淡幽光。
桥端村道的坡上，挺着一株硕大古树，
浓碧的枝叶向桥面悠然伸展而来，似乎
要与面生的我打招呼。树下侧身蹲着
一座不大的古庙，不见香火缭绕，也无
钟磬敲响，却令我瞬间肃穆起来。村民
说，古桥有200多年的历史了。如此说
来，古庙的年岁也不会短。

村民说起了往事传说，唐代高僧玄
奘之父曾流连于此，终老后葬在村里山
头密林间。一位挂冠而去的唐代太守，
也辗转卜居于此，潜心修行，羽化后葬

于白云缠绕的山峰之上，后世称为“杉
仙真人”。在此修道向佛，圆寂后化为
山间尘土的僧道，不知有多少。

村庄最高的山是明月峰，居于渌
口、醴陵与攸县三地交界处，海拔859.6
米，与岳麓山、祝融峰等同为南岳七十
二峰之一。沿陈年腐叶堆积的山道攀
爬许久，穿过一处“飞流直下三千尺”轰
然震响的瀑布，我在半山腰林间，看到
了隐伏的 5 座佛塔，青石斑驳，杂草披
覆。一旁的石碑上，除了依稀能辨出

“乾隆”年号，其余字迹已漫漶湮没。盘
旋登上峰顶，葳蕤林木间又隐着一座石
墓，四面云雾奔涌，仙气漫溢，前有石碑
标识为杉仙真人墓。肃立墓前，我大口
吸着林间甘甜的负氧离子，久久感慨着
李家村的不同凡响。

李家村因处于深山老林，交通不
便，常年贫困，属于省级贫困村。村

里 1800 多人，青壮年多半外出打工，
决然将好山好水抛在身后。

几年前，村里来了驻村扶贫工作
队。在他们的帮扶下，村里拉通、硬化
了村道，建起了康态种养殖合作社，专
做坛子菜。云雾深处种下的萝卜、辣
椒、豆角、刀豆、藠头等，似乎沾染了山
水的灵气，芬芳清甜，做成坛子菜，
格外甜脆爽口。运往山外长株潭地区
的街市，品尝者赞不绝口。一时间，
李家村“私家园”坛子菜声名鹊起，
年收入达60余万元。贫困村民不仅在
合作社上班拿薪水，年底还有近 3 万
元的分红。2020 年，全村整体脱贫，
还登上了湖南省级文明村的红榜。大
家的日子渐渐红火起来，盖起了楼
房，外出的人也纷纷回来了。

村民带我走进一座四面石棉瓦平
房围就的院落。院中摊开一床床细铁
丝织的晒簟，晒着切成条块的萝卜。
屋内的木架上，满是或坛装或瓶装的
剁辣椒、干豆角、干刀豆等。瓶装的
剁椒或红椒拌刀豆，是我最爱的下饭
菜之一。村民递过一瓶开盖的刀豆与
一双筷子，笑道：“爬山辛苦了，尝尝
我们扶贫车间的味道。”筷子尚未接
稳，我已不自觉吞下一大股口水。

村里没有饭馆。中午，我与同行
者在小溪旁一户农家借餐。桌上摆着
糟鱼、晒肉、猪脚、鸡肉、排骨、时令蔬
菜，都是农家自产，或蒸或煮，色味俱
全。我们迫不及待先喝口排骨汤，甘美
异常，透着山泉的鲜味。更令我惊喜的
是，米饭是儿时老家惯用的木甑蒸的，
揭开木盖，芳香瞬间随热气溢满一屋，
儿时的记忆也奔涌而出。

主人又热情端出了米酒，微笑着
说，村里正打算利用山腰瀑布，打造
矿泉水品牌，还准备申报3A级旅游景
区呢。我蓦地想起陆游“莫笑农家腊
酒浑，丰年留客足鸡豚”的诗句，奔
跑在乡村振兴路上的李家村，必将更
为富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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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铺天盖地的红嘴鸥扑向你时，瞬间惊喜。春
日，从昆明圆通山赶往滇池海埂公园，只为近距离
观鸟。受疫情影响，游人不多，鸟儿“舍南舍北皆
春水，但见群鸥日日来。”红嘴鸥翱翔于滇池之上，
享受飞往西伯利亚前的安逸。

近黄昏时，眼前的五百里滇池近处碧波荡漾，
像一块温润的翡翠镶嵌在高原之上，远处水天相
接，滇池成了飞天仙女飘摆的裙裾。左边是金黄色
的楼房，高低错落浮在水面，颇有海市蜃楼之感；
右边是苍茫的西山，笼罩在一片橘红中，像是世外
高人隐居地；湖中穿梭往来的游轮仿佛成为沟通人
间与仙界的使者。海浪拍打堤岸，激起层层浪花。
岸边的柳树吐出嫩芽，万条垂下绿丝绦，在春风吹
拂下变幻舞姿，亲吻浪花。

成千上万的红嘴鸥是滇池的主角。飞翔时，它们
张开两翼、收紧腹部、挺直双脚，身体平滑如流水般向
前，动作之流畅自如恐怕再高明的飞机设计师都自叹
不如。它们时而在空中盘旋，时而俯冲湖面，当翅膀
飞速掠过水面后，又猛然变向，像箭一般飞上天空，形
成一条优美的弧线，犹如进行一场空中芭蕾舞表演。
不知谁在引导，每隔数分钟鸟儿会有一次集体起飞，

“嘎、嘎、嘎”声齐鸣，毫不贪恋身边的海鸥粮，往同一
个方向百米冲刺、盘旋、返回。

红嘴鸥不怕人，岸边、栏杆、石头上，随处可
见气定神闲的红嘴鸥与游人和谐共处。较精明的应
是海堤上的鸟儿，一边自信且随意地走走停停，一
边眼观六路地争抢游人抛出的食物。有的独自站在
栏杆最高处，高昂头颅，挺直双脚，目不转睛盯着
湖面翱翔的同伴。有些在栏杆上成排站立，或伸头
眺望，或缩头迟疑，或扭头观察，它们各有心事。

滇池作为红嘴鸥的第二故乡，它们在此被善
待，人与海鸥互不攻击，每一次互动都有朋友般的
信任与亲昵。当我将海鸥粮抛向空中时，它们能用
长且尖的嘴精准地接住；撒向地面时，它们又能快
速围成一圈啄食干净；放在手心时，它们只是俯冲
抢食而绝不伤人。享用美食后的红嘴鸥显得身姿丰
满，浮游于湖面随波浪起伏，大光圈镜头下好像变
成一颗颗硕大的珍珠。它们有的在照镜子，整理羽
毛，将最美的一面向爱侣展示；有的与同伴追逐，
兜兜转转，也许是在享受浪漫。这是属于它们的惬
意时刻，不也是我们的幸福时光吗！

上图：滇池上翱翔的红嘴鸥。

滇池观鸟
谢锐勤文/图

广东省云浮市被誉为“中国
石都”。进入云浮，只见道路两旁
石 材 厂 家 林 立 ， 各 种 高 、 精 、
尖、巧的石材工艺品琳琅满目。

见到一位老者正在街边雕刻
石头，我向他打招呼，和他聊起云
浮石材的发展历史，老者笑着说，

“到云石遗址公园去读小石山吧。”
随后，我来到位于高峰街牧羊

村的云石遗址公园，这里是广东省
文物保护单位。站在两座小石山
面前，我思绪万千，感慨连连。两
座小石山的前身是一座高大巍峨
的石山，被人们采石加工，年复一
年，现在只留下相邻两座像“小不
点”的小石山了，占地面积 800 多
平方米。

每座小石山，都是遍体“伤痕累

累”，一条条排列整齐的开凿痕迹，
依然保留在小石山中，也镌刻在后
人的心间；一块块黑迹斑斑的石头，
散落在石山上，诉说着它经历的沧
桑岁月；一株株荒草在风中摇曳，讲
述着先民采石的传奇故事。

我仿佛看到明朝嘉靖年间，猎
猎彩旗飘扬在石山上，先民们顶着
烈日，光着膀子，挥动大锤劳动的
场景；我仿佛听到先民鼓劲的号
声，“叮叮当当”的敲打声。一声声
号声、一阵阵敲打声响彻长空，又
渐渐消失在滚滚烟尘中。

就在这里，先民们精雕细
凿，把石材加工成石人、石马、
石门脚、石碑等商品远销各地，
支撑地方经济发展，成为中国最
早的石材产业发源地之一，于

是，坚硬的石头成为当地经济发
展的源头。一批批当地人加入到
采石加工行业中来，经过代代努
力，精美的石材畅销国内外，云
浮石材美名传四方。

似水流年，岁月如歌。如今，
石材已成为云浮一张亮丽的名
片。高科技引领开采、雕刻技艺，
描绘着云浮石材的春天，“云浮石
材”正以蓬勃姿态走向世界，助力
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饮水思源，奋斗不止。走进云
石遗址公园，读懂两座小石山的前
世今生，感慨先民们开采石材的艰
难，领略云浮石材的发展历程，只要
肯付出，坚硬的石头也会开出幸福
的花来。

上图：云浮市云石遗址公园。

读云浮小石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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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云浮小石山
张培胜文/图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新时代的中
国青年》指出，我国文化旅游、乡村旅游、红色
旅游、国际旅游等各类旅游产品应有尽有，青
年走出去看世界的需求得到更好满足，逐渐
从“只在家门口转转”转变为“哪里都能去逛
逛”，新时代中国青年见识阅历更加广博。

与此同时，青年游客逐渐成为旅游消
费的主力，他们的观念、品位、喜好，推动着
旅游产品不断更新迭代。

旅游消费主力军

以亲近自然、玩法众多为特点的露营，
日益受到游客青睐，由小众走向大众。马蜂
窝近日发布的《2022露营品质研究报告》显
示，露营可与众多新鲜玩法相结合，诸如“露
营+踏青赏花”“海边露营+水上项目”、自驾
露营、星空露营等，因而受到年轻游客的追
捧。“90后”“00后”的年轻游客与“80后”亲
子游主力成为露营圈的两大“支柱”，两者共
占比87%。追赶潮流、热衷社交的年轻人喜
欢呼朋唤友一起露营，在烧烤或游戏中享受
露营的乐趣。年轻父母则在亲子露营中觅
得健康遛娃和放松身心的平衡。

在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带动下，我国
冰雪旅游热度创新高，其中的消费主力军
仍然是“80后”“90后”“00后”群体。他们在
旅游中更加注重个性、时尚和品质，推动着
我国冰雪旅游产品开发向着高品质发展。

今年元旦和清明两个小长假期间，青年
游客都是主力军。同程旅行数据显示，元旦
假期，“90后”和“00后”出游人群约占整个出
游市场的半壁江山；途牛旅游网数据显示，
清明假期，26—35岁的游客占出游总人次的
44％，且关注点偏向于出游玩法的创新升级。

青年是旅游消费的重要力量。2021年
7 月 22 日，为发挥旅游在促进青年全面发
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中的重要作用，文化和
旅游部正式启动“新时代 新青年 新旅游”

全国公益旅游宣传青年市场专项推广活
动。携程设置活动专区，整合全国各区域
适合青年旅行的优质产品，包括酒店民宿、
景点门票、玩乐度假、美食专享、机票优惠
等，同时上线旅拍专区，用以展示青年用户
的优质旅行内容。

积极走进“第二课堂”

4月底的一个周末，记者在位于北京市
东城区的《新青年》编辑部旧址，遇见了慕名
前来的韩佩佩。“我刚到北京工作不到一年，
看过电视剧《觉醒年代》之后，一直想到这里
来看看。”《新青年》编辑部旧址自去年6月1
日正式对外开放以来，吸引了众多年轻游
客。工作人员介绍：“到这里的年轻人大多抱
着学习的目的，实地进行党史学习教育。”与
此相距不远的北大红楼，同样是很多年轻游
客红色旅游必到之处。

自《2004—2010年全国红色旅游发展规
划纲要》发布以来，中国红色旅游进入快速
发展时期。尤其近10年来，红色旅游因其在
红色教育、红色资源保护以及带动经济发展
等方面发挥的积极作用，日益受到各级政
府、旅游业界和广大游客的重视。

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新
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提出要深
入挖掘红色文化内涵，实现文化和旅游深
度融合，推动红色旅游内涵式发展，凸显
其教育功能。各级各类学校积极推进“红
色旅游进校园”活动，红色旅游成为让青
少年接受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教育的

“第二课堂”。
红色旅游市场趋于“年轻化”。携程

数据显示，2021年，红色旅游游客中的“00
后”同比增长2.5倍。青年游客的大幅增加，
推动着红色旅游目的地不断探索如何更好
地讲述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
让红色基因、革命薪火代代传承。

爱上中国传统文化

4月3日，以“中国，正当潮”为主题的北
京欢乐谷2022年春风游园季·国潮文化节
拉开帷幕，本届国潮文化节着力展现传统文
化与数字科技融合发展的独特魅力。

2018年起，“国潮”逐渐成为人们关注
的焦点。经过几年发展，旅游与传统文化
相结合形成的“国潮”旅游，深受青年游客
欢迎，迸发出蓬勃的发展力量。

伴随传统文化日益深入人心，汉服吸引
越来越多的爱好者。2019年，浙江西塘古
镇、湖南长沙石燕湖等景区举办汉服文化节，
大受瞩目。北京欢乐谷、杭州西湖景区等地
也有自己的汉服文化节。“景区+汉服”成为
旅游与传统文化携手的成功探索。此外，传
统文化也是文旅企业创新发展的宝库，《山海
经》《西游记》《封神演义》等著作以及“十二生
肖”等形象，成为中国文旅IP的创作源泉。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指出，文化是一
个民族的精神和灵魂，高度的文化自信是
实现民族复兴的重要基础。中国青年不断
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
先进文化中汲取养分，特别注重从源远流长
的中华文明中获取力量。2020年有关调查
显示，超八成受访青年认为“青少年国学热”
的原因是“国人开始重视传统文化的内在价
值”。中国青年对中华民族灿烂的文明发自
内心地崇拜、从精神深处认同，传承中华文
化基因更加自觉，民族自豪感显著增强。

上图：游客在位于北京的《新青年》编辑
部旧址观看展览。新华社记者 鞠焕宗摄

中图：游客在海南省博物馆里参观“南
溟奇甸”南海海洋文明陈列展。

新华社记者 张丽芸摄
下图：大学生在淮阴师范学院的海棠树

下游玩拍照。 赵启瑞摄（人民视觉）

中国旅游洋溢青春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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