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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粉、深红、橘黄、香槟色……4
月下旬，缤纷多彩的月季花在云南昆
明绽放，并通过网络让全国各地的网
友大饱眼福。

这些扮靓城市的月季花，出自一
支以大学生为主的创业团队。2015年
12月，云南省农业科学院李淑斌博士
发起成立云南艾蔷薇园艺科技有限公
司，聚焦蔷薇属新品种、新技术和新产
品研发，为中国月季插上种业“芯片”。
截至2021年底，他们收集国内外月季
种质资源2000余份，其中包括60个珍
贵中国古老月季品种，研发出10余个
环保月季新品种，并具备了每年优选
3—5 个优异月季新品种的能力。目
前，团队年育种规模 20 万粒左右，每
年可生产与销售优质月季种苗 1000
万株、景观月季100万盆、育种和科研
材料10万份、古树造景月季约1万株。

左图：昆明市晋宁区宝峰街道清
水河村的研发基地里，鲜艳的月季花
盛放。

公元958年，南通建城，史载
濠河比城更早。南通最美在濠河，
西濠河婉约，北濠河壮美，东濠河
旖旎，南濠河秀丽。

我独爱南濠河，绕着南濠河，你
可以随心所欲地走，南岸、北岸都
行。若时间许可，可以按字母“H”
样步行整整一圈。这里成了桥的世
界：“H”的一横便是长桥，向东是
简易的便桥、笔直的公园桥、秀美
的怡桥，转弯向南又见波浪形的启
秀桥、依傍文峰塔的三元桥，从长
桥向西，是文化宫桥和桥园相接的
南公园桥，再向北是有着水利功能
的西被闸桥。这片不大的水域上桥
梁多达9座。

桥，装点风景，畅通四方，也
是时代的印记。上世纪初，桥沟通
了城内外。长桥是中心，所在区域
最为热闹。长桥有长长的故事，而

濠河的历史更长，已有千载。明代
名医陈实功筑桥便民的义举，家喻
户晓。“游山不问径，历险自攀
跻。憩足生危石，探奇走曲溪；鸟
声村落外，树影夕阳西，席地兴长
啸，烟霞满袖携。”陈实功的坐像
雕塑凝望着人来人往、历史沧桑，
岁月变迁，长桥不断拓宽，如今的
宽度已超长度。

桥两端南、北岸的老建筑，多
与张謇有关。昔日的濠南别业，如
今是他所创办的中国第一座公共博
物馆——南通博物苑重要的一部
分。1895 年，张謇从海门常乐镇
乡下来到通吕运河边唐闸镇创办大
生纱厂，近 20 年后，一家人才在
南通城里有了稳定的居所。那是一
幢外两层、内三层的英式建筑。濠
南别业旁的濠南路，曾叫过“模范
路”，可见其地位之高。张謇住在
六桥之外，而其三兄张詧住在六桥

之内的城南别业，今天成了群英馆
的一部分——近代馆。濠南别业、
城南别业，一北一南，隔河相望。

濠河到了五公园，一路向南前
行，一路则向东形成濠河迷人的环
绕，隔成两岸的濠南路、环城南
路，两旁楼宇林立，与一众古建筑
相映成趣。

五公园，兴建于上世纪 20 年
代，是具有南通地域特色的园林景
区，如玉珠般散落在水陆相间处，并
以东西南北中方位冠名，堤桥相接，
亭阁相连，湖光相眏。当时就有歌
曰：“城濠积水浮融融，有园而五公
复公，曰南北，曰西东，四方迥拱应
乎中，四时佳日游人从……”

东公园、西公园现在成了绿
地，北公园是新中国成立初建的劳
动人民文化宫，南公园的建筑均已
翻新改造，中公园在比较宽敞的水

面上，居中央如小岛般。从空中鸟
瞰5座公园，水岸相接，绿地、建
筑散落于河畔，与水成为密切的伙
伴儿。

如今，濠河边的亲水步道已全
部打通，连接起一座座文博场馆。
南濠河边有6座博物馆，其中3座
是名人纪念馆。不管是市民，还是
游客，走近南濠河，就走进了自
然，也走进了历史，可以感受鱼翔浅
底、花开花落的自然奥妙，也可以感
受车来舟往、人事更迭的人间繁盛。

万里长江在南通入海，这是长
江最为壮阔处，雄浑、壮丽，气势
恢宏。生活在江海交汇处的南通
人，有着特有的自豪。外拥长江，
内抱濠河，河通江，江通海洋。一
代代南通人，正是从濠河畔，向着
江海，闯荡天下，这条河却始终萦
绕在他们的心头。

图为南濠河风光。顾 华摄

浙东沿海多古镇，那些蜿蜒而略
显苍老的街巷，总是被两侧密密麻麻
的古民居挤得窄而又窄。古街的石板
路，已被先人的足迹打磨得溜光圆滑，
一路走去，似乎能踩出一些平平仄仄
的韵律来。芳菲四月，走进浙江省舟山
群岛金塘岛的沥港小镇，不时能在小
巷中遇见正在拍摄的游人，在他们的
镜头中，这座古老渔村里的座座石屋
焕发出新的生机。

这片渔村石屋已有数百年历史，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旅游爱好者前来
感受它的魅力。走进渔村，古朴韵味扑
面而来，挑檐立柱、石梁门框、镂空雕
花的石窗，虽历经岁月风雨，却依然不
失精巧和雅致。院落中，还可见村民使

用过的石凳、石磨、石捣臼等。
据史料记载，金塘岛的第一批住

民，大多由隔海相望的宁波迁来。他们
靠海吃海，从事渔业和海运业。一部分
人发迹后在金塘岛上建起高宅大院，
以求光耀门楣。其中，胡家大院、刘家
大院、沈家大院等，是遗留下来的古民
居中规模较大的。一位在河埠头洗菜
的老人告诉我，如今，沥港镇上很多居
民将岛上的房子出租，搬到舟山城区
或宁波、上海居住。

胡家大院就在离河埠头不远处，
石砌的大门，高大的山墙，飞檐斗拱，
可见曾经的气派。房子分为上下两层，
虽不宽敞，倒也亮堂。从胡家大院出
来，沿田间小路拐向右侧，不过百米距

离，就是刘家大院。这是一座平房，占
地面积比胡家大院略大一些，三进深
度，每一进都有天井回廊和阶前过道，
宽敞通透，是比较典型的江南人家建
筑布局。

这片依山傍海的渔村，还有一段
辉煌的抗倭历史。嘉靖三十五年八月
初四，在金塘沥港的一次抗倭战斗中，
副总兵卢镗率领“戚家军”歼灭倭寇
500余人，生擒倭酋辛五郎。为纪念这
次战斗，当地百姓在沥港街口竖起了
一方高3.05米，宽1.26米的“平倭港”
碑。从此，沥港也被称作平倭港，靠近
平倭碑的村落改叫平倭村。

斜阳西下，挥手作别平倭村。抬头
看见港口西南面，雄伟的舟山跨海大
桥，犹如长虹卧波，光影璀璨，让人叹
为观止。随着大桥的建成，舟山群岛迎
来了大桥经济时代，金塘岛上的旅游
业随同港口运输业和制造产业同步崛
起，成为舟山海岛经济的又一增长点。 推开大门，晨风一股脑儿灌进

来，脸上又湿又凉。云雾雪白，太
阳漾出半张脸，沉睡一冬的茶树在
暖风里醒来，绿油油的。太阳又升
高了些，芽尖儿吸干了露水，芽头
嫩绿肥美，暖阳下泛着万点金光。
采茶女换上白花蓝底纯棉衫子，同
色方巾盖头往脑后一扎，裹条黑布
裙兜，肩挎竹篓上山采茶。她们结
伴成群，登上茶山，散入绿海，十
指之间，茶芽飞舞。

这是江西省遂川县汤湖镇狗牯
脑茶山的春天——清明前十几日，
茶山上热闹起来，茶农紧张忙碌的
日子开始了。

清晨四点半，我和好友从县城
出发，到茶山已是晨光微露，天地
清明，空气中仍带着寒意，满山遍
野的茶林，浸泡在乳白色的浓雾
里。山脊盛放的寒绯樱烈烈燃烧，
粉红花朵裹满枝头，一字排开，就
像纯朴好客的山里人，高举着火把
迎接四方游客。采茶人已布满山
冈，年轻的姑娘唱起茶歌；摄影爱
好者扛着长枪短炮，在各个山头穿
梭来往，抢拍最美画面。

云雾渐渐淡了，阳光洒向茶

山，人也被镀上一层金色。嫩绿的
茶芽，在阳光里闪着晶亮的光，期待
一双双巧手来摘，躺进背篓，下山，
归家。右手边，一座水库映着青山
倒影，盈盈春水被染得浓绿，白鹭一
行行飞过水面，起起落落，雪白的翅
膀点染着金色阳光。

我摘几片鲜叶，入口，咀嚼，
茶香带着朝露，清甜，指尖残留茶
芽的醇香。身旁的茶垄间，摆满了
一只只装满鲜叶的麻袋，收茶的人
一担一担挑着往山下走。路过的地
方，满是茶香。

太阳渐渐高了，我随进山的游
人走过一道道山埂，看遍青山每一
个角落，身上浸透了茶山草木的清
香。提起狗牯脑茶，采茶的遂川老
表一脸骄傲，“它是神仙种的茶”。
他抬手指向河岸边突兀而起的石
山，“瞧，那就是狗牯脑茶山，活
像一个狗头，舌头伸出，两只耳朵
竖起。”这片散发着醉人清香的叶
子，有着怎样谜一般的身世？

传说，神农在南风面遍尝百
草，不料误食毒草晕倒。身边的大
黄狗衔来一种树叶喂食，神农苏醒
后感觉神清气爽，便把这片叶子叫

作“茶”。正是春天，山村里瘟疫
肆虐，不少村民为瘴气所伤，神农
从山上采茶熬成汤药，村民服食后
病愈如初。听闻汤湖亦有人患病，
神农从南风面高山上折来茶枝，插
在大焉泉 （汤湖温泉） 对面的石山
上。这里山上清泉不绝，山下温泉
滚沸，土壤肥厚，四季云雾缭绕。
若干年后，石山茶树成林，他留下
的大黄狗老死后安葬于此，渐渐化
身狗头山。南风面主峰海拔2120.4
米，行走白云生处、餐风饮露的神
农，自然是住在天上的“神仙”。
南风面高山野生茶，因此得名“老
仙茶”。

一片南风面高山上的野生叶
子，在汤湖石山找到了它的天然故
乡，这里气候土壤环境良好，山上多
云雾，山下有温泉，适宜茶树生长。
清嘉庆年间，汤湖一个叫梁为镒的
木材商，带来一片沾染太湖水汽与
灵气的叶子，给这片野生叶子续上
碧螺春茶的新血统，“老仙茶”从此
被赐予新的姓名——狗牯脑茶。

遂川全境属典型的山地丘陵地
貌，山上植被丰茂，早晚温差大，
终年多云雾，林间多散射光，得天
独厚的地质气候环境，赋予狗牯脑
茶独特品质：泡一杯清明前绿茶，茶
芽针针立起，在沸水中一点一点苏
醒，汤色清绿如玉，入口甘甜芬芳，
清凉醇厚。

我们顺着山路，来到山里一户
农家，一位老阿婆端出长条板凳和3
杯茶。手捧玻璃杯，茶香扑鼻，沁入
肺腑，我凑近闻了又闻，忍不住赞
叹：“阿婆，您这茶不一样。”阿婆笑
了：“这茶和市面上的不一样，我家
后山有几棵100多年的老茶树。天晴
时摘下几斤，烧起竹片儿，在铁锅里
炒青。这水是一早从井里挑的石泉
水，甜。”问阿婆今年多大岁数，同行
的朋友边猜边做手势：66，阿婆笑得
脸上开花，比出手势：88。我们在春
风里，在茶香中，和茶山的阿婆一起
开怀大笑。

图为汤湖茶山。 周建强摄

秀美南濠河
黄正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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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红枫

狗牯脑山寻春茶狗牯脑山寻春茶
唐咏梅唐咏梅

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花田乡何家岩村依托当地自然条件，积极发展乡村旅游。图为花田乡何家岩村的梯
田、青山在雾中若隐若现，宛若人间仙境。 陈碧生摄（人民视觉）

日前，文化和旅游部根据各地推
荐，推出“乡村四时好风光——春生
夏长 万物并秀”全国乡村旅游精品
线路 113 条。这些线路以赏花踏青、
农事采摘、田园观光、民俗体验、亲
子休闲等为重点推荐内容，旨在满足
人们就近出游的美好生活需求。

上世纪 80 年代，我国乡村旅游
从“一张桌子，几条板凳”的农家乐
起步，逐渐发展壮大，成长为国内旅
游业重要的一支。尤其自 2013 年以
来，乡村旅游进入快速发展期，并以

“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为
目标。一座座田园变身“乐园”，乡村
旅游产业“带火”美丽乡村建设，并成
为共富路上的“好风景”。

稻浪麦田成风景

“五一”期间，重庆市潼南区的
小麦进入成熟期，麦浪翻滚，蔚为壮
观，吸引众多游客前往观赏或拍摄。

近年来，稻浪、麦田、青纱帐等

过去习以为常的田园景观，成为乡村
旅游的重要吸引物，赏花游便是其中
的典型代表。地处江西省东北部的婺
源县，靠着油菜花海一举成名，成为
江西乡村旅游发展中的佼佼者。每年
三四月，婺源县十余万亩的油菜花海
吸引着全国各地的游客前来观赏，油
菜花从单纯的农作物变身为旅游看
点，有了更多附加值。“卖风景”成
为当地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不仅如
此，赏花游还带动当地住宿、餐饮、
农产品销售等发展，促进乡村旅游产
业链不断延长、完善。

经过几年的发展，全国各地涌现
出许多成熟的赏花地，例如，内蒙古
自治区巴彦淖尔市的向日葵花海、浙
江省淳安县的芍药花海、云南省罗平
县的油菜花海、西藏自治区林芝市的
桃花海等。为了弥补赏花游花期短、
产品单一等短板，各地积极探索“赏
花+”融合发展，推动赏花游不断升
级。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赏花资源丰
富，有石河子桃花、库尔勒梨花、和
田玫瑰、霍城薰衣草等。近年来，新
疆规划了一批赏花游线路，将赏花地
串点成线，带动沿线旅游发展，并将
赏花游和沙漠观光游、酒庄游、胡杨
游、民俗游等业态相融合，不断丰富
赏花游内容。

每到收获时节，瓜果蔬菜采摘、
稻麦收割等，成为吸引人们参与体验
的农耕文化项目。许多地方还顺势推
出采摘节、稻田文化节等旅游节庆活
动。这些农旅融合新模式，不仅是游
客热捧的休闲方式，也是富民增收的
重要途径。

原汁原味乡土气

挑扁担、推独轮车运粮、圈套大
鹅……在江苏省常州市金坛区仙姑

村，融合农事体验与农耕文化的乡村
旅游项目，总能激起游客阵阵欢笑。
带城市里长大的孩子体验农事、了解
农耕文化，“补上缺失的一课”，这是
许多参与乡村旅游家长们的初衷。这
些最本真的乡土气，正是乡村旅游的
魅力所在。每逢节假日，到仙姑村来
品尝当地美食的人络绎不绝，茅山老
鹅、野山菇、地皮菜等特色美食最受
欢迎。

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更是着力挖
掘乡间土菜，打造出临安旅游十大乡
村宴席。“我们要把民间原有的土菜
挖掘出来，这些菜要够‘土’，要有
老底子的味道。”临安区文化和广电
旅游体育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每一道
特色菜品的背后，都有一段历史和民
俗记忆，这些食物是乡村历史和文化
发展的见证。客人在品尝时，不仅是
消费者，也成为文化传承的参与者。

乡村旅游发展早期，曾有过一味
“求新”“求洋”的发展阶段，舍弃乡
村原有传统建筑，照搬照抄城镇建设
或是外国建筑，导致千村一面，失去
了乡村的韵味。保留自己独特气质、
足以慰藉乡愁，才能具备活力与竞争
力。乡村旅游逐渐确立起正确的发展
方向：既有乡土味，也有高品位。

2014 年以前，甘肃省陇南市康
县长坝镇福坝村是出名的“烂泥
村”，土地贫瘠，经济发展滞后，乘
着乡村旅游的东风，福坝村成为集

“康养休闲、旅游观光、农事体验”
等于一体的美丽乡村。在老旧粮仓
改造而成的咖啡屋里，村民为游客
制作咖啡饮品，吸引年轻游客。乡
土味、时尚味在这里完美融合。而
在乡村旅游起步较早的浙江，精品
民宿、露营、徒步等众多新业态主
动与乡村旅游握手，推动乡村旅游
向着高品质发展。

好生态成聚宝盆

浙江省安吉县天荒坪镇余村是中
国美丽乡村的代表。2021 年 12 月，
余村成功入选首届联合国世界旅游组
织最佳旅游乡村。这一殊荣的获得，
离不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
念的指引以及余村在乡村旅游方面的
创新实践。

乡村有了好生态，湖光山色、田
园风光就都成了聚宝盆。安吉十多年
的发展历程充分印证了这一点。

2005年8月15日，时任浙江省委
书记的习近平在余村考察时首次提出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此后，余
村走出了一条成功的乡村旅游发展之
路，美丽乡村成为现实。如何经营好
美丽乡村，吸引更多游客，让更多百姓
致富，在乡村旅游发展中，浙江始终未
停下探索的脚步，先后制定了一系列
规范性文件，包括指导全省美丽乡村
创建活动的《美丽乡村建设行动计划
（2011—2015年）》、全国第一个美丽
乡村建设省级地方标准《美丽乡村建
设规范》等， 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美
丽乡村建设标准化指标体系，使美丽
乡村建设的规划有方向、操作有依
据、实施有方法。如今，村庄全域更
美、田间地头更整洁，成为浙江美丽
乡村的写照。

好生态成为越来越多乡村发展旅
游的底气。贵州省毕节市金沙县前顺
村坐落在乌江边，如诗如画的百里乌
江画廊，成为其发展乡村旅游的资源
优势；湖南省祁阳市潘市镇陶家湾村，
通过禁伐山林、保护生态，让村民在家
门口吃上“旅游饭”；四川省隆昌市古
宇村依托丰富的水利资源和美丽的自
然环境，不断丰富乡村旅游业态，由小
渔村蜕变为现代旅游新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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