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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滇池看水，是昆明人的一种生活方式。面
朝滇池，可见一大片晶莹的蓝色浪花，让人生出
对美的感悟。滇池位于昆明市南的西山脚下，是
昆明的母亲湖。

滇池是受第三纪喜马拉雅山地壳运动影响而
构成的高原石灰岩断层陷落湖，也是中国第六大
内陆淡水湖。《云南通志·地理志》载：“滇池为南
中巨浸，周广五百余里。”滇池呈南北向分布，湖
体略呈弓形，弓背向东，东北部有一天然沙堤，
周围有大小数十个山峰，山环水抱，天光云影。
昆明大观楼“五百里滇池奔来眼底”的长联，让
人读之如见滇池的灵动。

碧波万顷，风帆点点。站在湖边看滇池，当
翻滚的浪花飞溅起来的瞬间，一切杂念和烦恼皆
可暂时抛弃，将身心完全投入到大自然的怀抱当
中，为它沉迷，为它陶醉。站在西山龙门之上，
居高俯瞰，滇池水面倒映着人间风景，一天之
内，整个湖面的色彩会随着日光、云影的变化而
呈现出不同景致。你也可以乘游船在滇池上近距
离看水，游船缓缓前行，碧波粼粼的湖面闪着微
光，船行激起的波浪有节奏地散去，在湖面劈开
一条通道，水面旋即迅速合上，仍似一面打磨过
的明镜。

海埂公园沿滇池湖岸而建，宽阔笔直的海埂
大坝是看水佳处。沿湖岸行走，湖水似乎随时都
会漫过堤岸，微风起时，绿树的倒影在水面轻
舞，不时从湖底冒出一连串气泡，似乎在用欢快
的歌声，为水面的舞蹈伴奏。

每年冬天是到滇池看水的好时候。从西伯利
亚飞来过冬的红嘴鸥，时而展翅翱翔，时而擦着
湖面低飞，滇池仿佛就是它们的天堂。阳光下，
滇池水如玉般晶莹剔透，鱼儿无忧无虑地在水中
漫游，快乐地抢食。如今，滇池不仅是一个深受
昆明人喜欢的观景和亲水之地，也成为摄影师和
绘画者心中的胜地。

城枕群山廓面湖，山川风景堪画图。滇池的
蔚蓝水色深深地嵌在我心中……

上图：游客在昆明滇池海埂公园里喂红嘴鸥。
新华社记者 陈欣波摄

雪峰千年，见证这方神奇土
地。春风万里，留得此处诗意山
水。太多的诗人神往这里，流连这
里，为之感而慨之，歌而赋之。透
过历史的烟云，它自然地向我们洞
开了一方世界。

我们一行到达湘西南的洞口县
后，第一站便踏上湘黔古道。走在
那被马蹄和脚步磨光的青石板上，
仍能感受到湘黔古道曾经的繁荣。
洞口古楼雪峰山云雾茶基地云雾缭
绕，茶树稠密而整齐，郁郁葱葱的

绿向四周延伸，直到天边。
沿着黄泥江一路前行，黄泥江

的水流湍急，永远奔腾向前。革命
先驱蔡锷就诞生在黄泥江边的山门
镇，并在这里度过了他的童年时
代。后来，蔡锷离开家乡，投身革
命的洪流。位于山门镇的蔡锷公馆
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蔡锷的
塑像立于正殿，其眼光透过历史的

烟云，看着今日之山门。
一路走来，只见洞口县公路两

旁的民房都是整齐划一的小楼，原
先坑坑洼洼的土路已被清一色的水
泥路取代，平整宽敞。“新农村客
运”班车一天好几趟，进村进组，
一直开到村民的屋门前。稻浪阵
阵，家家肥猪满栏，晒谷坪上挂满
了千万条薯粉……漫山遍野的雪峰
蜜橘红了，水果商蜂拥而至，将一
篓篓、一车车蜜橘运往各地。一个
个淌着汗水的果农，脸上笑开了

花。这里是“雪峰蜜橘”的产地。
登高远眺，坐落在雪峰山脚下的洞
口县城被一片树海簇拥着，蓝天白
云、青山绿水相互映衬，似有一股
绿意在风中流动，生机盎然。

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
乡愁。 溪是必去的。 溪虽以溪
命名，可看的景致却很多，河流、
清泉、飞瀑、高山、峡谷等，各有

看点。特别是吊水岩、高登山 （普
照寺）、公溪湖等，令人神往。当
然，原生态瑶族村寨、民俗风情及
众多的人文景观更是神秘的文化
密码，让我们好奇。作家贾平凹在

《西路上》的日记中这样写道：“如
果有水，西部就是世界上最美的地
方。”我想，因为有水，富饶而灵
动的水， 溪便是湘西南土地上一
个最神奇的精灵。 溪的宝瑶曾是
一个省级扶贫点，如今看到那宽
阔摩登的村级广场，我忍不住发
出惊叹。现代的城市文明与古老
的乡村生活在这里交汇，和谐融
合，时光的新意在古老的村寨中
焕发出生机。

第二天，我们又去了高沙古镇
的曾八支祠，它被誉为中国宗祠文
化的龙头。在以洞口县城为中心的
方圆15公里范围内，共有上百座规
模宏大的宗族祠堂，明末旅居在洞
口的学者方以智说：“天地一时小，
惟余洞口宽。”全盛时期，洞口县
共有大小宗祠 300 余座，现保存下
来的古宗祠仍有 100 余座，其中被
列入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就有
曲塘杨氏宗祠、肖氏宗祠 （兰陵会
馆）、曾八支祠、金塘杨氏宗祠等
11座。在高沙曾八支祠，曾国藩亲
自题写的牌匾和对联赫然在目，劲
健刚拔。“雪峰碧，资江清，山环
水抱宗祠群。兴族学，育群生，百
姓家谱续古今……”一首 《天下宗
祠洞口行》的美妙歌曲在雪峰山下
洞口大地上传唱。

这里也是一片红色土地。站在
萧克将军题字的西中红军烈士纪念
碑前，猎猎战旗、浓浓狼烟浮现在
我的眼前，仿佛还有号角声和战鼓
声……这里是20多位红军战士长眠
的地方。

眼前的红军桥连接起革命前辈
流血牺牲的历史和拼搏奋斗的现
在，形成一条致富大道，向前延伸。

图为洞口县古楼云雾茶基地。
袁 昕摄

滇池看水
李跃平

洞口天地宽
周 伟

游客在三亚市大东海景区游玩。 新华社记者 赵颖全摄

游客在沈阳世博园内游玩。 新华社记者 杨 青摄

大雪节气前的一天，观鸟爱好者
刘洪军用望远镜在犟河上观望时，无
意间发现一只疑似朱鹮的大鸟。这让
他无比兴奋，却因没带相机后悔得直
拍大腿。他匆匆开车回家，抄起摄影
设备便跑出家门。可等他返回现场时
已是傍晚，那鸟早已飞得不见踪影。

朱鹮是世界上最古老的鸟类之
一，珍稀程度堪比大熊猫和金丝猴。
因其额至面颊部皮肤裸露，呈鲜红
色，所以古称朱鹭、红朱鹭等。关于
朱鹮最早的记载出自 《史记》，称其
为“翾目”。翾，形容优雅的飞翔姿
态，取缓飞轻飏之意。汉代以后的诗
歌中也有不少关于朱鹮的描述，如

“翩翩兮朱鹭，来泛春塘栖绿树”
等，读来无不让人陶醉。

虽说在古诗词里，可以常常看到

朱鹮翩翩起舞的样子，但在大自然中
想 要 一 睹 其 真 容 却 非 易 事 。 1981
年，科学家刘荫增在陕西省汉中市洋
县发现了7只朱鹮的踪迹，这让洋县
成了全世界的焦点。随着世界各国对
朱鹮的保护和人工养殖，全球朱鹮种
群数量从1981年的7只，扩展到目前
的9000余只。

也正因如此，刘洪军才有那“惊
鸿一瞥”。但他仍不甘心，第二天一
大早，他带好各种装备，骑着摩托车
沿犟河细细寻找朱鹮。苦心人，天不
负。上午 11 时左右，刘洪军在河道
的水草中发现了一只正在觅食的大
鸟。没错，正是朱鹮！他屏住呼吸，
蹑手蹑脚地走近一点，再近一点……

距离这只朱鹮仅有 30 米时，刘
洪军按捺不住了，他打开了自己的相

机。镜头下的朱鹮，时而在清澈的水
中觅食，时而飞进附近茂密的水草里
歇息。近看时，只见其一袭白衣着
身，纤长下弯的黑色鸟喙显得十分锋
利。最瞩目的还要数它额头至面颊处
的一点红和翅膀、背部一大片粉红
色。在它飞起的一瞬间，挥动的翅膀
闪烁着光芒，真是好看极了。这仙气
逼人的鸟儿，在青山绿水间起舞，在
小河流水边觅食，在青松翠柏上筑
巢，在大自然里生生不息。

犟河，位于湖北省十堰市城区西
部，为堵河东岸支流。干流全长50.2
公里，流域面积316平方公里。因其
有别于十堰境内河流南向北流的大
势，偏偏由东向西流，因此得名“犟
河”。这一特别之处，倒是与朱鹮那
稀有的“身份”十分相称。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数十万建设
者来到犟河流域建起第二汽车制造
厂，在带动当地经济发展的同时，也
破坏了环境。曾经清澈的犟河水污染
严重，被列为劣Ⅴ类河流。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当地政府全面推行河
湖长制，遵循生态环保、防洪保安、
景观靓化并重的治河理念，开展一系
列防洪措施与生态治理并举的综合治
理，全流域、全方位治理犟河。犟河
流域累计关闭搬迁重污染企业 10 多
家，建成高规格的垃圾填埋场、污水
处理厂，生态修复河道 17 公里，建
设排污截流管网 70 多公里。蓬头垢
面的犟河，终于重新焕发了水清河畅
的活力。

如今的犟河孕育出了回龙村的百
亩荷塘，滋养着黄龙镇的生态园。信
步走在微波荡漾的犟河边，沿路都是
风景。谁也没想到，昔日让人嫌弃的
臭水沟，蜕变成了河畅、水清、岸
绿、景美的亲水乐园，附近的居民、
远道而来的游客都被美景吸引而来，
大自然的各种“精灵”也纷纷在犟河
安家。

了不起的犟河，吸引了美丽的朱
鹮！了不起的犟河人民，呵护着一方
绿水青山的家园！

在犟河遇见朱鹮
陶 敏

在犟河遇见朱鹮
陶 敏

朱鹮在犟河边飞舞。 刘洪军摄朱鹮在犟河边飞舞。 刘洪军摄

“避寒”“追雪”人气旺

2022年12月中旬，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一家滑雪场的工作人员明显感受到了变
化：12月初，来滑雪场的多数是本市和周
边游客，中旬起，外地游客越来越多，其
中不乏来自南方的游客。

“游客多了，人气旺了，我们的信心
更足了。”元旦期间，许多旅游目的地重
现热闹场景，这让旅游从业者更增添了对
2023旅游前景的信心。

南下避寒，北上追雪，是冬季旅游的
两大热门。2023年元旦当天，避寒游热门
目的地三亚全市经营性住宿设施平均入住
率近 80%。飞猪数据显示，2023 年元旦期
间，海南省的旅游商品预订金额同比增长
超五成；此外，南方滨海旅游目的地也备
受青睐，包含“海景”“海岛”“冲浪”等
关键词的旅游商品预订量增长超六成。冬
季正值冰雪旅游旺季，包含“滑雪”“冰
雪”等关键词的热门冰雪旅游商品热卖，
其中吉林长白山、黑龙江亚布力、河北崇
礼位居热门冰雪旅游目的地前三位，四川
的西岭雪山、黑龙江的雪乡、新疆的将军
山等室外滑雪场以及重庆、成都、绍兴等
地的室内滑雪场，也成为冰雪爱好者的好
去处。

据中国旅游研究院冰雪旅游课题组综
合测算，2021—2022冰雪季中国冰雪休闲
旅游人数为3.44亿人次，是2016—2017冰
雪 季 的 2 倍 多 ， 冰 雪 休 闲 旅 游 收 入 由
2016—2017冰雪季的2700亿元增加到4740
亿元，冰雪旅游实现了跨越式发展。“随
着疫情防控政策进一步调整，人们出游意
愿将逐渐提高，各地发展旅游的积极性高
涨。”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指出，北
京冬奥会的成功举办，让冰雪旅游、冰雪
竞技、冰雪运动、冰雪休闲的群众基础越
来越广泛，冰雪产业相关投资和研发也越
来越多，有望实现新突破。

多措并举引客来

2022年12月7日，2022四川省冬季旅
游启动仪式、2022四川冰雪和温泉旅游节
开幕式举行，正式拉开“冬游四川”活动
大幕。此次活动通过推出“冰雪+旅游”

“温泉+旅游”“阳光+旅游”“体育+旅

游”等一系列特色产品体验、精品路线以
及优惠政策，塑造“赏蜀山冰雪·享攀西
暖阳”冬季旅游品牌形象，促进冬季旅游
产业发展，提振文旅消费，让“冬季不
冷，淡季不淡”。其中，相关旅游优惠政
策发布后，带来了显著的引客效应。峨眉
山景区派送5000万元文旅消费券，12月下
旬的一个周末，景区共接待游客超过 2 万
人次。

新年伊始，为推动当地冬季旅游市场
加快复苏，全国多地推出旅游优惠措施。

2023 年 1 月 1 日至 3 月 15 日，西藏自
治区全区除寺庙景区以外其余景区门票全
部免费，给予援藏抗疫人员终身享受西藏
全境游免门票政策，三星级 （含三星级）
以上宾馆 （饭店） 及国际品牌、精品酒店
执行淡季价格，各航空公司机票亦执行淡
季价格。2月 28日前，游客前往贵州旅游
可享受旅游景区免票、自驾减半、住宿减
半、旅游商品减半优惠。湖南省多个景区
推出元旦和春节的旅游优惠活动，例如，
张家界宣布2023年元旦和春节免门票，另
有 30 家酒店有优惠活动；韶山 1 月 1 日至
20日门票全免，包括景区内换乘环保车费
用；岳阳张谷英古村、大云山 1 月 1 日至
31日面向全国游客免票等。

推出旅游优惠措施、精彩的旅游活
动，为游客提供丰富的旅游体验，已日渐
成为各地催热冬游市场的有效举措，在今

冬这个旅游复苏关键期，效果更加显著。

追求高品质体验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发布 《关于组织开
展第一批中国特品级旅游资源名录建设工
作的通知》，明确开展中国特品级旅游资
源名录建设工作，梳理好、挖掘好、开发

好优质旅游资源，推出更多有内涵、有特
色、有品位的优质旅游产品。据了解，中
国特品级旅游资源是指在空间上相对独
立、富有文化底蕴、具有较强旅游吸引力
和较高旅游价值、在全国范围内具有代表
性或独特性的优质旅游资源。中国特品级
旅游资源名录建设以各省 （区、市）（含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旅游资源普查成果为
基础，通过梳理筛选代表中国形象、体现
地方特色的旅游资源，系统呈现中国文化
之美、自然之美。

为市场提供高品质旅游产品，推动旅
游业高质量发展，是我国旅游业发展的重
要方向，也是建设世界旅游强国和社会主
义文化强国的必然要求。

近年来，国内游是旅游的主要内容，
游客更加关注旅游的品质和体验，个性
化、品质化、多样化旅游消费需求日益增
长。马蜂窝数据调查显示，高品质的特色
体验已成为年轻人挑选民宿的重要标准，
且年轻游客愿意为高品质民宿买单。

此外，随着各地对传统文化、城市文
化、乡村文化等的不断挖掘，文化与旅游
融合日益深入，越来越多的游客期盼在旅
游中感悟文化，对于旅游的需求已由过去
的“到此一游”转变向“深入体验”，比
起单纯的观光产品，他们更青睐高品质的
体验型产品。

今冬旅游热起来
本报记者 尹 婕

随着疫情防控政策不断优化调整，人们的出
行需求得到一定程度的释放。飞猪数据显示，
2023年元旦的跨省游和跨市游订单占比近八成，
达到近一年峰值；携程数据显示，相较2022年同
期不到四成的用户跨省出行，2023年元旦假期近

六成用户选择跨省游。2023年元旦假期形成一个
长线游小高峰，为2023年中国旅游开了个好头。
相较于元旦假期的“回暖”，即将到来的春节假期
旅游“升温”势头更加明显，预订量、人均花费均较
2022年同期有大幅增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