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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 5点半起床化妆，赶着雨后天晴
的早晨到天门山，将“天门吐雾”的美景
第一时间直播出去，是张家界导游汪丽华
的职业新常态。汪丽华从业 20 余年，最
忙时1个月曾带过30个团。疫情下，原本
的工作节奏受到影响，但汪丽华并没有气
馁，而是积极转型，从“导游小妹”变身

“导游主播”。
据张家界市旅游协会不完全统计，每

天至少有 1000 名主播通过各平台“云
播”张家界。这也体现了张家界这座国际
旅游城市的韧性。“视频里的这个地方是
哪里？”“周边有什么民宿推荐吗？”“正宗
的当地小吃去哪找？”……随着首届湖南
旅游发展大会临近的消息传来，汪丽华收
到的留言越来越多。

2022 年 11 月 19 日，首届湖南旅游发
展大会在张家界开幕，这座“峰迷”全世
界的城市，以崭新姿态亮相在世人面前。

养精蓄锐
蛰伏的张家界悄悄“上新”

近 3年来，张家界旅游曾多次因疫情
因素按下暂停键。面对旅游业“寒冬”，
张家界并没有“躺平”，而是趁机“进
补”，悄悄“上新”。

“以前村民们卖稻谷、卖山货，现在
更多是传播传统文化和生活方式。旅游和
康养、文化结合起来了，乡村振兴机遇前
所未有。”张家界永定区石堰坪村电商创
业青年全子恒说。

石堰坪村保存有完整的土家吊脚楼
群，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是全国
第一批“中国传统村落”。然而在过去，
这里距张家界市区和热门景点路程远，道
路条件也差。借着首届湖南旅游发展大会
的东风，石堰坪进村旅游公路完成了提质
改造，今年国庆假期，游客的旅程缩短了
1/3，旅途舒适度大大提升。晚稻成熟，
一片金黄。一大早，村民们挑着箩筐，拿

起镰刀，为游客表演收割稻谷。
在古村落资源丰富的永定区，当地挖

掘“旅游+文化”“旅游+民俗”“旅游+农
业”等模式，催生了马头溪村、牧笛溪村
等“旅游+”样板村。

“马桑树儿搭灯台，写封的书信与姐
带，郎去当兵姐在家，我三五两年不得
来……”在张家界宝峰湖景区，游客围坐
在桑植民歌传承人向佐绒等人身边，零距
离学唱桑植红色民歌。

听民歌、学民歌、重温长征路，成为
越来越多游客来到张家界时选择的体验。

今年 8月中旬，湘鄂渝黔政协助推红
色旅游发展联席会议在张家界市桑植县召
开，湘鄂渝黔 17 市州、76 县 （市、区）
就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达成 《桑植共
识》。桑植是贺龙元帅的故乡，也是中国
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长征的出发地。近年
来，桑植县红色旅游景区提质升级，红色
旅游产业链明显延伸，也实现了红色旅游
总收入的显著增长。

办会兴城
因旅而兴的城市再出发

对张家界来说，旅游，是当之无愧的
金名片，也是绝对的支柱产业。这里旅游
资源丰富，拥有全球首批世界地质公园、
中国首批世界自然遗产、中国第一个国家
森林公园和国家首批5A级旅游景区。但在
城市面貌、旅游设施、乡村环境等方面，张
家界仍有可提升的空间。与此同时，疫情
的反复也增加了旅游行业的不确定性。

风景撑起来的一座城，何去何从？
“办一次会，兴一座城。”这是人们给

出的答案。
张家界以承办首届湖南旅游发展大会

为契机，全面铺排“项目攻坚、风貌提
质、旅游复苏、招商引资、文明创建、安
全防护”六大行动，围绕“一环线、两城
区、10 个片区、25 个重要节点”实施风

貌改造，加快推进110个重点建设项目。
进入张家界，免费 WiFi 的提示就在

手机上弹出，如今的张家界已成一座智慧
旅游城。高铁站、火车站、汽车站、机
场、天门山门票站等 68 个涉旅重点场所
实现了免费 WiFi 覆盖，全市城区、集镇
实现5G覆盖。

好网络，成为好服务的基础。11 月
15日，张家界市智慧旅游平台正式上线，
机票、车票、门票、购物等功能全部打
通，游客通过微信即可实现通游全境。

张家界东出口游客服务中心、张家界
旅游商品产业园、七十二奇楼景区……一
批新建成的项目更令人目不暇接。

在张家界武陵山大道，七十二奇楼与
远处的天门洞遥相呼应。湘西吊脚楼仿佛
突破了地面的二维空间，向天上生长，形
成了一座立体的古建筑“丛林”。张家界
七十二奇楼旅游文化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
周治湘介绍，自从8月份对外开放测试以
来，这里已成为张家界夜间打卡新地标，
是未来拓展旅游夜经济的核心景点。

开拓创新
向世界递出旅游新“名片”

今年初，湖南省委、省政府决定，从
2022 年起每年举办一次全省旅游发展大
会，引领旅游业全面发展、整体提升，加快
建设世界旅游目的地。张家界凭借独特的
资源、品牌、产品、服务和带动优势，获得了
首届湖南旅游发展大会的承办权。同时，其
他 13个市州联动举办市级旅发大会，形成
省市县联动的“1+13+N”办会机制，力求实
现“一地举办、全省联动”的综合效应。

“今年初，我们得到每年举办全省旅
游发展大会的消息时，十分振奋。作为文
化旅游产业的一部分，我们觉得春天真的
来了。”负责首届湖南旅游发展大会烟花
燃放的湖南浏阳东信烟花集团有限公司总
经理钟娟说。

随着永州、郴州、湘西、娄底等地市
级旅发大会的召开，东信烟花已感受到春
江水暖。“去年我们的大型燃放只有 18
场，今年还剩1个多月，就已经有68场。”

借助旅发大会的机遇和平台，湖南积
极推进招商引资。全省共筛选重点招商引
资项目302个、投资需求额5296亿元。今年
4月，湖南省明确十条举措助推文化和旅游
行业渡过难关，稳住行业恢复发展基本盘，
推动湖南旅游复苏提速。此外，湖南还出台
了 18 条金融举措支持首届湖南旅游发展
大会，推动湖南文旅消费市场逐步回暖。

效果立竿见影。今年暑期，“全国一
半人在长沙”登上“热搜”，湖南重要旅
游接待场所“一票难求”“一房难求”。今
年 8 月 1 日至 21 日，湖南 11 家 5A 级景区
接待游客 548.93 万人次、实现营业收入
5.14亿元，同比分别增长8.9倍、17.7倍。

当前，湖南省旅游业正处于转型升级的
重要时期，湖南省委、省政府出台《关于加快
建设世界旅游目的地的意见》，提出要着力
打造以张家界等为代表的奇秀山水名片，以
韶山等为代表的经典红色名片，以长沙等为
代表的城市文化和都市休闲名片，以南岳
衡山等为代表的历史文化名片，以城头山古
文化遗址等为代表的农耕文化名片等“五张
名片”，到2035年成为世界旅游目的地。

上图：夕阳下的张家界天子山。
田文国摄 （人民图片）

下图：张家界黄龙洞景区艺术团演员
表演舞蹈。 吴勇兵摄 （人民图片）

办一次会，兴一座城

张家界“峰迷”世界
陈珉颖 孙 超

老同学打电话给我：“明天我们到
扬州富春茶社吃早茶。”我心存疑惑：

“南京离扬州这么远，赶去吃早茶来不
及吧？”他说：“你只管跟我去，到了就
知道。”第二天一早，我坐上他的车，
约一小时后就到了扬州市区。抵达富春
茶社，里面座无虚席，便在门口等了一
会。门上有副对联：“十里春风吹琼
宴，二分明月落金樽”。

我们进门落座于一楼，点了蟹黄汤
包、乌米松子烧卖、蟹黄煮干丝、富春肴
肉和一笼杂花式点心套餐，内有小五丁
包、海鲜饺、蟹黄汤包、翡翠烧卖、菜包、
千层油糕、双麻酥饼。又点了四杯魁龙珠
茶。蟹黄汤包皮薄、汁多、味鲜，要用吸管
吸食。魁龙珠茶闻之香气清幽，品之口舌
生津。店堂里有介绍：魁龙珠茶创于清末
民初，为百年老店扬州富春茶社首创。它
由安徽的魁针、浙江的龙井、扬州自窨的
珠兰兑配而成，因三种茶分别来自皖、
浙、苏，又有“一壶水煮三省茶”之说。

富春茶社实际由清末的花局变化而
来。我第一次到富春茶社吃早茶，是
1997年参加一个文化理论研讨会，坐了
很长时间的车赶到扬州。第二天一早，
扬州市群众艺术馆馆长请我们到富春茶
社吃早茶。到茶社要经过得胜桥这长长
的小巷，两旁是卖扬州三把刀等本地特
色工艺品的店铺，至今仍保持原样。我
们坐在楼上，边品尝扬州美食边畅聊，
听扬州人讲扬州习俗。那一次，我尝到
的菱形状千层油糕，绵软香甜，有回味

无穷之感。
扬州不仅有老字号“富春茶社”，

还有一个名气也很大的百年老店“冶春
茶社”。

那还是2011年春节期间，我和几个
挚友到扬州拍摄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色。
后受本地朋友之邀，到冶春茶社吃早
茶。冶春茶社离瘦西湖不远，有两座房
屋，一个是坡屋顶，一个是歇山顶，室
内环境优雅，陈设气派。冶春与富春的
美食各有特色，我们品尝了大煮干丝、
蒸饺，口味确实不错。不过，冶春茶社
的茶是扬州本地产的绿茶——绿扬春，
仔细品之有一股淡雅的香气。

冶春茶社位于冶春园，这里原是清
代诗人王渔洋的私园，是文人雅士聚在
一起饮茶、赏花、品尝点心，谈诗论道
的地方。上世纪50年代，扬州市为增添
瘦西湖沿岸景色，在乾隆御码头以西将
沿湖的冶春茶社、升庆茶社等连成一
片，建成园林。

如今，富春茶社、冶春茶社实际都
已扩大为饭店，在茶之外提供各种美
食，也都各自设立了分店。

漫步扬州街头，各种美食琳琅满
目，传统的四美酱菜、扬州炒饭等不一
而足，难怪扬州在2019年被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评为“世界美食之都”。

好在现在交通方便，听说，南京和
扬州也要通地铁了。未来，从南京仙林
到扬州火车站最快只需34分钟，南京都
市圈同城化提速，来往更便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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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溪深不测，隐处唯孤云。松际露微月，清
光犹为君。茅亭宿花影，药院滋苔纹。余亦谢时
去，西山鸾鹤群。”一千三百年前，唐代诗人常建辞
官归隐，途中夜宿友人王昌龄旧时隐居之处，触景
生情，遂留下这首诗篇。

诗中所著，位于今安徽省含山县境内。2009
年，含山音乐人张东朗读到北京大学倪其心教授对
于这首诗的注解，便在心中埋下了一粒为家乡谱写
歌曲的种子。7年后，在他作词作曲的歌曲《画里含
山》 中，他将这首古诗放到了开头，并在歌中充分
表达了自己对家乡的情感。

“故乡是心中最美的旋律。”张东朗说，自己
2001年来到北京追求音乐梦想，算得上是个追梦人。
经过不懈努力，他登上
了央视星光大道、幸福
账单、直通春晚等大型
综艺节目，并作为独立
音乐人发行了数十首单
曲。“回想起来，故乡是
梦想出发的地方，也是
长久以来的精神支柱。”

5 分多钟的 《画里
含山》 中，囊括了含山
县几乎所有的自然风光
和人文景观。从含山中
部的石门山出发，至大
渔 滩 、 太 湖 山 、 太 湖
寺，又至运漕古镇、古
昭关，再至梅山石壁古
栈道，一幅幅江南画卷
在眼前徐徐展开。看濡
须河、跨江淮桥、访褒
禅山寺，自然也不能漏
掉凌家滩古文化遗址。
这座古遗址距今约 5800
年到 5300 年，与红山文

化、良渚文化并列为中国史前三大玉文化。这里出
土的玉双连璧制作技法高超，是 2022年北京冬奥会
奖牌“同心”的设计灵感来源之一。

“含山面积不大，人口只有40万，但人文历史底
蕴非常厚重，历史上诸多典故——比如伍子胥过昭
关，就发生在这里。”为了写好歌词，张东朗走访文
史学者，查阅县志、政府报告等各种资料，前后历
时一年半，反复修改打磨，完成了最终的歌词版本。

为了全方位展现含山特色文化，《画里含山》还
插入了“含弓戏”的道白唱词，并用含山本土话说
唱介绍含山美食。含弓戏是安徽省地方稀有剧种之
一，因发源于含山，原为由盲艺人操弓拉二胡卖唱
的滩簧，故称“含弓”，发展为戏曲后改今称。

几乎是不假思索地，张东朗将这首歌取名为
《画里含山》。“故乡的山水就如风景画般引人入
胜。”张东朗说。随着 《画里含山》 传唱度逐渐增
加，如今，“非常之观，画里含山”也成为含山县的
文化旅游宣传语，车站、公交等公共场所随处可见
的醒目标识，令张东朗倍感鼓舞。

这些年来，张东朗陆续为家乡创作了 《画里含
山》《月亮粑粑》《皖美之约》 等系列乡情歌曲。在
他心中，故乡的变化更是翻天覆地。“过去，要从北
京坐十几个小时绿皮火车，再转中巴才能到家。如
今，含山有了高铁站，回家方便了许多。”崭新的道
路、房屋建筑，彰显着这座县城的新容貌。张东朗
说，这些变化为画里含山不断赋予新的内涵和活力。

上图：安徽省含山县褒禅山景区秋色绚丽，景区
内全长7.5公里的伍子胥古道被大自然的“调色板”装
扮得五颜六色，让人流连忘返。田斌峰 胡成超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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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家乡云南省罗平县，
有着人称“小三峡”的鲁布革水
电枢纽。其颇为传奇的建设经历
和沿岸秀丽的自然风光，常为人
所乐道。

鲁布革小三峡，其得名着实
有趣。据说，当年水利勘测人员
发现此地时，为了能够精准地在
地图上进行标注和记录，便向聚
居于此的布依族人打听，得到其
朴实的回答：“鲁布革”，布依族
语中“不知道”的意思。结果，
阴差阳错就成了一直沿用至今
的名称。

这个建设于改革开放初期的
伟大水利工程，当时还曾因为率
先引用世界银行贷款和国际建设
招标等史无前例的方式，形成了
一股庞大的冲击波。其各项施工
管理模式和建设方法，汲取了当
时世界范围内最为先进的经验。
1987 年 8 月 6 日的 《人民日报》
头版，专门发表了一篇题为《鲁
布革冲击》的通讯。

拥有如此辉煌过往的鲁布革
小三峡，早已成为沿海地区电力
供应的重要来源，也为当地另外
两座大型水电项目的建设，提供
了参考和借鉴。不仅如此，这里
还成了旅游观光的绝佳之所。

游览鲁布革，最好的方式自
然是泛舟其上，置身于涓涓流淌

的黄泥河中，感受两岸青松翠柏
林立、鸟鸣猿啼。但你恐怕不会
相信，这里曾是连两岸猿猴想
要攀越到对面都会束手无策的
天险之地。

“北经矗崖下半里，下濒江
流，则破崖急涌，势若万马之奔
腾，盖当暴涨时也。”徐霞客游
记中关于罗平的描述，含有异常
频繁的感叹之词，这也从侧面反
映了罗平地形地貌、自然风光的
奇特，让这位行程几乎覆盖大半
个中国的地理学家都极为震惊。

站在顺流而下的甲板之上，
感受曾经的峭壁、险滩、急流由

动转静的奇妙变化，瞬间连心神
都跟着彻底平静了下来。再无烦
躁和不安，而那由远山、近水、
碧空、素云、翠木、艳花构成的
画面，就这样被定格在眼中，并
深深地镌刻到脑海里，成为了最
宝贵的记忆。

携千钧之势流经此地的黄泥
河，就这样被征服，变成了如今
造福百姓的水电枢纽，还有以供
游赏的至美景观，这一切都是从
一个“不知道”开始的，想一想
都会忍俊不禁，又倍感自豪。

上图：鲁布革绿意葱茏。
毛 虹摄 （人民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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