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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门见山，古岘说古。
位于胶东半岛的山东省平度

市古岘镇，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
厚。战国时期田单大摆火牛阵就
发生于此，即墨故城遗址尚存，六
曲山上古墓群垒土高筑，是全国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

“齐有琅琊、即墨之饶”。久经
沧桑的古岘留下了许多故事，除了
史书所记载，民间也是口口相传。
古岘上至80岁的老妪，下至七八岁
的孩童，都能讲上几段历史故事，
田单大摆火牛阵破燕军自不必说，
乐毅孝亲发明豆腐，“朱毛城、临淄
土”等流传至今，康王的儿子——
咬牙种，还成了“倒行逆施”的代
用词。

古岘人会讲故事仿佛是几千
年的遗传，是刻在骨子里的。人
们讲来都是有声有色。

即墨故城历时千年，期间有八
王、六侯、一相治于此。六曲山脉有
大小墓葬400余座，蜿蜒15公里，其
中西汉景帝之子康王刘寄之墓就是
其中的一座。

西汉时期胶东国人、天文历法
学家徐万且（今平度古岘人）参与

《太初历》编制，在中国历史上第一
次把二十四节气订入历法。

古往今来，古岘说今。
“胶东王都，人文古岘”。近年

来，当地政府打好乡村旅游牌，依
托文化资源与特产美食，走出了一
条乡村振兴的旅游之路。

该保护的保护，适合开发的开
发。依托汉文化资源，古岘镇建成

了汉文化博物馆，以展示汉代出土
文物为主，汉代画像和陶灶再现了
两千年前当地的风土人情，深受
游客喜爱。平度市还加强对二十
四节气文化的传承保护和实践研
究，推出了城市 IP“二十四节气”
小精灵，深入挖掘非物质文化遗产
内涵，让古老的农耕智慧在现代社
会焕发新生。

古岘镇九曲巷历史悠久，因巷
内房屋大小不一，自南向北一条巷
道自然形成了九道弯，后人便称为
九曲巷。“一来二去三山街，七弯八
拐九曲巷”，这几年，九曲巷逐渐恢
复了茶馆、酒馆、染房等，每一“曲”
配上录音版的解说，一“曲”一故
事，满巷皆文化。

旅游不止有“故事”，美食也不
可或缺。古岘老酒、乐毅豆腐、胶
东王都水煎包，自带“故事”的美食
从历史中走来，成为当地美食的

“网红”。
一年一度的烤鸡节，更使九曲

巷里弥漫着香味。“鸡打头，鱼打
尾”，在平度，烤鸡在餐饮界备受推
崇，不仅品类众多且各具特色，吃
烤鸡已成为当地百姓逢年过节的
习俗。其中，古岘人用腊杆子木烤
制的小公鸡是当地美食的代表，口
感纯正、风味独特，曾获“中华名小
吃”“山东老字号”等称号。

古岘故事多，回味无穷。游
古巷，听故事，品美食，一眼千年，
来古岘便可穿越古今……

上图：古岘九曲巷风光。
郭 晓摄

春生、夏长、秋收、冬藏，从春
分、夏至到秋分、冬至，二十四节气
传承几千年，堪称中华文化瑰宝，它
是时令指南，也是生活美学。如今，
人们跟随节气去旅行，不同时节观赏
适宜风景，体验传统习俗，体味文化
魅力，感受时光变迁的美好。

节气旅游悄然兴起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白露，充
满诗意的节气，在风轻云淡中诠释着
秋日的美好，白露出游，感秋爽之清
心，享秋乐之解忧，念秋味之忘情。北
京市文化和旅游局近日发布了 10 条

“二十四节气秋之白露主题游线路”，
以传统节气应景，以秋为主题，包括

“秋栖——雁栖湖边雁栖塔”“秋燕——
寻访北京雨燕栖息地”“秋养——走向
健康的养生之旅”“秋味——名人笔下
的北京秋之美”“秋夜——赏月最美处
还是卢沟晓月”“秋闱——古时一场至
关重要的考试”。

北京今年已先后推出过“二十四
节气（春之惊蛰、夏之芒种）主题游”线
路。据记者了解，“二十四节气”主题
游为北京休闲度假注入新活力，释放
了文旅消费潜力，更好地满足了游客
个性化、品质化的出游需求。

白露这天，苏州人通常会制白露
米酒、品白露香茗、吃番薯。江苏省
苏州市高新区文体旅局推出“跟着节
气游高新”的专题，根据各节气的时
令特点，为游客推荐适宜的出游计
划。今年夏季，苏州还举办了二十四
节气非遗主题展，展示节气的物候特
征和文化内涵，激发非遗活力。

广西壮族自治区、贵州省等地的
文旅厅公众号推出了节气旅游的相关
专题。“跟着节气游广西”向游客介绍
与节气相宜的出游方式，比如，立秋
之时是寻味龙眼的最佳时节，广西平
南有“中国石硖龙眼之乡”的美誉，立
秋时重点推介平南旅游的特色，除了
美食龙眼，平南还有被誉为“小张家
界”的北帝山以及正觉寺、状元阁等
历史文化景点。

山东聊城今年夏季举办了“跟我
二十四变”寻游二十四节气的活动，深

入挖掘节气对应的时令风物、生产生
活、民俗风情、特色美食等，让市民和
游客充分感受聊城的生活美学与传统
节气的融合之美。

旅游展现节气之美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
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
寒”。这是许多中国人从小就熟悉的气
候歌谣。二十四节气是中华文化的标
识和宝藏。作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
产，二十四节气包含着农事、民俗、
美食、节日、诗词等丰富的中国传统
文化，千百年来被珍视和传承。

旅游是发现美丽、感受美好的方
式。当节气遇到旅游，便成为宝贵
的旅游资源。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副教授
吴丽云表示，二十四节气是中国向
全 世 界 展 现 传 统 文 化 和 智 慧 的 产
物，其本身是独具特色的文化遗产
和文化资源，也是旅游业可充分挖
掘、利用和转化的文化旅游资源。
二十四节气是中国人所熟知的文化
符号，也是文化旅游吸引物；二十
四节气所独有的延续性，是各地全

时旅游开发的重要依托。
中国社科院旅游研究中心秘书长

金准告诉记者，从中国传统文化看，
节气是旅游内容的重要承载，不同的
节气，有不同的节气民俗、文化活
动，也有相应的旅游形式，古代传统
文化的重要载体就是依托节气内容的
旅行，古代诗人留下了大量节气旅游
的诗篇。如今的中国，迎来传统文化
热潮，节气旅游已进入青年人的潮流
生活。这种生活既扎根传统，又生机
勃勃，成为旅游展现节气之美的时代
方式。

让节气文化有活力

当节气牵手旅游，令游客眼前一
亮，旅游原来可以将节气呈现得如此
亮丽。吴丽云介绍，与二十四节气相
关的旅游内容可分为三类：一是以二
十四节气为主题的景区，如北京的二
十四节气公园、河南登封的观星台景
区、浙江嘉兴的云堡二十四节气馆
等。二是与二十四节气相关的民俗、
节气活动和美食。如立春吃春饼，谷
雨祭海，立夏吃五色饭，芒种煮梅，
冬至祭祖等。清明既是节气也是传统

佳节，对旅游有很强的带动作用。三
是各地结合二十四节气创新推出的旅
游产品和活动，成为节气与旅游深度
融合的重要方式，如北京的“二十四
节气”主题游线路、浙江宁波的“二十
四节气农耕文化系列活动”等。越来
越多的景区将二十四节气与景观民俗
相结合，凸显文化特色。

金准认为，首先要扎根传统，充
分挖掘节气游历中的文化精粹；其次
重视转化，开拓各种新科技新潮流新
体验，将古人的节气文化转化为现代
产品，同时还需站在前沿开拓节气文
化的可能性，让节气文化具有生命力
和活力。

吴丽云认为，以旅游为载体，应
创意化开发二十四节气。以文化创意
赋能二十四节气的旅游化开发，结合
节气背后的民俗、故事、物象、农耕
等要素，开发出为大众广泛认知的新
文化体验形态，无论是主题景区、特
色节庆活动、独具仪式感和体验感的
内容，还是由此形成的文化衍生品和
文创商品，都是二十四节气可以借旅
游之力深度挖掘的内容。

上图：金秋白露至。
曹 一作 新华社发

跟着节气去旅行
本报记者 赵 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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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农业融合发展模式，“走出去”“引进来”成

效显著。启动“两区两站”（境外农业合作示范区、境

内农业对外开放合作试验区，农作物优良品种试验

站境外试验站、境内广西试验站）创建工作，在越南、

柬埔寨、老挝、文莱、马来西亚、菲律宾以及毛里塔尼

亚等国家建设 8 个境外农业合作示范区，在广西凭

祥、百色、东兴等边境地区建立3个农业对外开放合

作试验区，并以此为抓手促进企业抱团“走出去”。

截至目前，广西备案登记“走出去”农业企业达 118

家，协议投资金额 40 亿美元。同时，建立中国（广

西）—东盟农作物优良品种境外试验站5个、境内广

西试验站7个，截至2021年底，共向东盟输出试种蔬

菜、水稻等优新品种 750多个，从越南“引进来”的 2

个空心菜品种在试验站隔离网棚进行试种，已完成

两茬的隔离种植试验，并已通过广西壮族自治区植

物保护站和南宁海关的验收。

拓宽农业开放合作平台，对外贸易合作关系持

续深化。连续多年举办中国—东盟农业合作论坛、

中国—东盟农业国际合作展以及中国（广西）—东盟

特色农产品贸易对接会等系列活动，搭建起面向东

盟更好服务“一带一路”的农业开放合作平台。2021

年，顺利举办第六届中国—东盟农业国际合作展，促

成贸易订单2.2亿元人民币，达成农业贸易合作意向

项目40多个，展商意向贸易合作金额超10亿元。发

挥澜湄农业合作广西分中心的作用，在老挝开展水

稻新品种引进和示范，组织广西农业职业技术大学、

广西兽医研究所、广西标准技术研究院及广西巴松

农业有限责任公司等单位申报亚洲合作资金项目5

个，共申报资金 1294 万元人民币，内容涵盖动植物

疫病联防联控、水稻绿色增产技术、奶水牛培育、古

茶树资源保护等方面。组织外向型企业参加中国国

际薯业博览会、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等国际展会，对

接以色列、泰国等国家开展精准招商，促成正大集

团、以色列纳安丹吉（中国）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等一

批知名企业到广西投资合作、产销对接。新平台的

搭建，扩大了广西农业在东盟的影响力，逐步形成以

东盟国家为重点地区，并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延

伸的农业对外开放合作格局。

强化农业合作机制保障，与RCEP国家联系更

紧密。聚焦农业合作，与越南、老挝、柬埔寨、文莱等

多个国家签署农业合作协议，与包括东盟在内的50

多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建立稳定的合作关

系。还建立了中国广西农业农村厅与越南广宁、谅

山、高平等边境省农业和农村发展厅厅长联席会

议机制，已成功组织召开了四次会议，为我国沿边

农业合作奠定良好基础。在越南建设 3 个重大动

物疫病防控试验站，推进与越南边境省开展重大动

物疫病防控技术合作交流。通过赠送专用设备、技

术人员互访、信息交换等方式，与越南广宁、谅山、高

平等边境省就农作物病虫害特别是水稻“两迁”害虫

的监测和防控开展合作，共同提高农作物病虫害监测

与防控水平。组织农业团组到以色列、荷兰、葡萄牙、

摩洛哥、泰国、印度尼西亚等国家开展农业科技交

流，促进农业国际合作成果惠及更多民众。充分发

挥中国—东盟农业培训中心优势，培训东盟农业管

理和技术人员，得到了东盟国家、农业院所的认可，

密切了广西与东盟国家的农业交流和往来。

广西壮族自治区充分发挥区位、资源、平台等优势，围绕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
盟命运共同体，通过“农业融合发展新模式、搭建农业开放合作新平台、建立农业多边
合作新机制”加快推动与东盟国家的农业交流合作。截至2021年底，累计在东盟示范
推广农作物优良品种面积超过400万亩，为合作项目所在国培训农业技术人员1000多
人次。2022年1—6月，广西农产品进出口总额261.6亿元人民币。

第五届中国—东盟农业合作论坛现场第五届中国—东盟农业合作论坛现场

广西农业农村厅支持广西农业农村厅支持
建设的毛里塔尼亚境外农建设的毛里塔尼亚境外农
业合作示范区远洋捕捞冻业合作示范区远洋捕捞冻
鱼加工车间鱼加工车间

20212021年年99月月1212日第六届中国—东盟日第六届中国—东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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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老挝建设的绿色水稻种植推广示范基地在老挝建设的绿色水稻种植推广示范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