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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第一趟远足，我选择去云
南 省 元 阳 县 看 哈 尼 梯 田 。 从 海 拔
1700 多米的山巅俯瞰，晨曦中的哈
尼梯田像一块神奇的巨幅画布，层层
铺展。耳畔的飒飒风响，仿佛一位老
人低声细语，诉说着这片土地上的动
人过往。

哈尼族人是这里的主人。他们的
祖先最初生活在青藏高原东缘，经过
数次探寻与迁徙，哈尼族人选择在哀
牢山地区定居，终结了艰苦的游牧生
活。在哀牢山山脚处的平坦区域，汉
族、傣族、彝族等民族的居民已经

“捷足先登”，建立了村落，哈尼族人
只能向更高处进发，在海拔 1500 米
以上的山间落脚。山中草木葱茏，常
有蛇虫出没，再加上土地破碎、道路
狭窄，哈尼族人的生活环境并不舒
适。但顽强的哈尼族人并没有退缩，
他们开荒辟地，引水犁田，躬耕不
辍，在原始山峦上创造性地开发出层
层良田，为哈尼族留下赖以休养生息
的家园。

远眺哈尼山村，山顶茂林森森，
林下是哈尼族人居住的蘑菇屋，蘑菇
屋围成的村寨下面是层层梯田。梯田
中的沟渠纵横交错，织成一张四通八
达的精密水网。下过雨后，清澈的泉
水从山林深处汩汩涌出，顺势流入炊
烟袅袅的村寨，继而流进梯田的水网
里，与层层叠叠的田野相拥，最终汇
入江河。这种“森林—村寨—梯田—
水系”四素同构的生态农耕体系，是
哈尼族人根据特殊的地理环境，在长
期生产生活实践中探索出来的，显示
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智慧。

在菁口哈尼民俗村村口，有一块
“祭寨神林”石碑，上面详细记载着
祭祀寨神和保护村寨山林的寨规民
约。千百年来，哈尼族人始终把“树
是水的命根，水是田的命根，田是人
的命根”奉为生存信条，把保护树
木、涵养水源看得像生儿育女一样重
要。每当有新生儿诞生，哈尼族人就
会种下一棵树，让树与孩子共同成
长。如今在梯田周边，虽然没有多少
水库，但有涓涓活水不断从村寨后的
森林中涌出，流经村庄，注入梯田，
汇进溪流，最终在蒸腾作用下重回森
林的怀抱，如此循环往复，生生不息。

置身于一畦畦依山开垦的梯田
中，我真切地感受到哈尼族人与邻为
善的温暖。在水流进入田地的入口
处，有许多宽窄不一的木槽或石槽，
村民们根据自家梯田的用水量分别引
流，更加合理地利用宝贵的水资源，
这便是哈尼族人创造的“木刻/石刻

分水法”。村民们还轮流担任“赶沟
人”，清理沟渠中的枯枝落叶，防止
水流受阻，并及时修复被水冲坏的田
埂。为了给水田补充肥力，哈尼族人
发明了“冲肥法”，在村寨里设置公
用的积肥塘，家家户户将牲畜粪便和
生活污水汇蓄于塘中。待到春耕时
节，只需挖开塘口，利用村寨在上、
梯田在下的地势落差，由专人沿沟疏
导，让肥水冲入各家梯田当中。

中国筑造梯田的历史可以追溯
到秦汉时期，先民们因地制宜，创
造出样式各异、作物不同的多种梯
田。站在元阳梯田中放眼远望，我
仿佛看到无数的中华儿女像哈尼族
同胞一样，依靠勤劳与智慧开创属
于自己的美好生活。我想，这些造
福一方的梯田，将以鲜明的亮色，
永远倒映在我的心田。

下图：哈尼梯田核心区内的阿者
科村风光秀美。

孙志芳摄 （人民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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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电（陆欣讌） 5 月 2 日 ，国
航 北 京 — 奥 克 兰 航 线 复 航 仪 式 在
新西兰奥克兰国际机场举行。

新 西 兰 是 中 国 游 客 非 常 喜 爱
的 旅 游 胜 地 之 一 。中 国 驻 新 西 兰
大使王小龙表示，2022 年，新中货
物贸易额超过 400 亿新元，再上新

台 阶 。奥 克 兰 国 际 机 场 首 席 客 户
总 监 塔 斯 克 表 示 ，航 班 重 启 不 仅
带 来 更 多 中 国 游 客 ，也 将 带 来 更
多商机.

据介绍，随着亚太地区航线的
快速恢复，国航正努力将国际航班
客运量提升到疫情发生前的水平。

国航北京-奥克兰航线复航

第一批（2021年入选）
1、安徽省歙县坡山村云海
2、安徽省黟县塔川秋色
3、安徽省岳西县彩虹瀑布
4、福建省平潭县北港蓝眼泪
5、福建省德化县九仙山云海
6、福建省霞浦县三沙日出日落
7、河南省栾川县老君山云海
8、黑龙江省漠河市莲花湖冰泡
9、黑龙江省牡丹江市雪乡雪舌
10、黑龙江省逊克县大平台雾凇
11、江西省庐山云海
12、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胡杨林
13、山东省青岛崂山巨峰云海
14、浙江省松阳县大毛岘背星空
15、浙江省云和县梯田云海

风云雾雨、星空日出、冰泡雪
舌、红叶黄花……变化万千的天气与
气候具有造景和育景的功能，能够与
亲近自然、体验生态的旅游活动深度
融合。

近年来，随着登山、徒步、露营
等户外运动的兴起，游客对自然风
光的偏好进一步增强，天气气候景
观成为吸引游客的新奇体 验 ，“ 气
象+旅游”融合发展迎来新的机遇。

气象资源本身就是旅游资源，
能够直接转化为旅游生产力。广义
上的气象旅游资源，包括天气景观
资源、气候环境资源和人文气象资
源。其中，天气景观资源是由阴晴
冷暖、风雨雷电等天气变化形成的
景观资源，具有多变性、局地性等
特点；气候环境资源包括风、光、
热、水等气候资源及其孕育的养生
环境和物候生态等，具有季节性、
相对稳定性等特点。

我国地域辽阔，气候条件南北
有异、东西各别，不同气候条件影
响形成各具特色的自然景观和人文
环境，成为旅游业差异化发展的重
要资源。以天气景观为例，福建霞
浦 的 海 上 日 出 、 河 南 老 君 山 的 云
海、浙江松阳的星空等奇观异景，
是富于变幻的旅游吸引物，日益成
为自驾、摄影、露营、研学等旅游
新 业 态 的 资 源 产 品 。 随 着 季 节 流
转、气候条件改变而形成的樱花、红
叶、候鸟迁徙等物候景观，催生出踏
青赏花游、观鸟护鸟研学游等旅游活

动，丰富了人们的旅游选择。
气象旅游资源具有焕新旅游品

牌、重塑旅游业资源的潜力和能力。
安徽黄山享有“五岳归来不看山，黄
山归来不看岳”之盛名，是为人熟知
的经典风景名胜。山高谷深的地形条
件，加之亚热带季风气候的影响，使
黄山形成特殊的山区季风气候，云
海、冰雪、日出、佛光、彩虹等多种类
型的天气气候景观能够集中在景区
内呈现。

2019 年，安徽黄山被纳入首批国
家气象公园试点建设地区，经过 3 年

的建设，黄山风景区建成全国首个国家
气象公园，在构建独具特色的气象景观
游览模式、拓展气象服务旅游的方式等
方面取得突破，“气象公园”的概念有利
于游客对黄山产生新的游览兴趣。

此外，气候环境作为影响旅游
适宜性的重要因素，正在赋能避暑
避寒、生态康养等旅游新业态的高
质量发展。对于我国北方地区的居
民来说，“南下避寒”是冬季挑选旅游
目的地优先考虑的因素之一。具有
热带海岛气候优势的海南省，近年
来已成为避寒旅游的热门目的地。

我 国 华 南 地 区 具 有 丰 富 的 避
寒旅游资源。2020 年，中国气象服
务协会依据《避寒气候宜居地》评
价标准，授予广东恩平、云南华坪、
广西北海“中国避寒宜居地”称号，
助 力 当 地 进 一 步 挖 掘 和 利 用 旅 游
资源。

在生态康养旅游方面，“中国天
然氧吧”创建活动通过评价旅游气候
及生态环境质量，发掘中国境内气候
舒适、适宜休闲养生的区域，保护和
利用绿色游憩资源。目前，全国已有
313 个地区被授予“中国天然氧吧”

称号，中国气象服务协会结合当地特
点和需求，联合各氧吧地区打造了氧
吧专列、氧吧共享农庄、氧吧文化旅
游节、氧吧民宿、氧吧旅游打卡目的
地等衍生产品，帮助氧吧地区充分发
挥气候优势，实现绿水青山向金山银
山的价值转化。

总之，气象资源在旅游业中的
利用仍是一片“蓝海”，“气象+旅
游”融合发展大有可为。未来，应
进一步强化顶层设计，编制气象与
旅 游 融 合 发 展 规 划 及 中 国 天 然 氧
吧、国家气象公园等专项规划，组
织开展气象旅游资源普查工作。在
此基础上，加大气象旅游品牌的创
建力度，创新发展天气气候景观、
避暑避寒、气候康养、冰雪旅游等
新产品新业态，不断提升“气象+
旅游”的附加值。

（作者为中国气象服务协会常务
副会长，本报记者朱金宜采访整理）

“气象+旅游”融合发展大有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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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天气之美

第二批（2023年入选）
1、安徽省宁国市落羽杉湿地红叶
2、安徽省霍山县屋脊山日出云海
3、福建省南靖县土楼星空
4、广东省茂名市南海岛海上云霞
5、黑龙江省五常市凤凰山高山雪原
6、黑龙江省饶河县乌苏里江湿地雾凇
7、湖北省咸丰县坪坝营日出云海
8、陕西省汉阴县凤堰古梯田云海
9、陕西省商南县金丝峡红叶
10、陕西省镇安县塔云山云海
11、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特克斯县喀拉峻冰雪
12、浙江省青田县金鸡山云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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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浪泛起蓝色荧光

5 月 3 日晚，福建省平潭县龙
王头、坛南湾等多个海域出现难得
一见的奇景：一阵阵海浪翻涌拍
岸，发出蓝色荧光，宛如点点星辰
落入大海。这如梦似幻的景观，被
形象地称为“蓝眼泪”。

海水为何会发光？原来，“蓝
眼泪”是夜光藻、海萤等浮游生物
大量聚集并受到波浪拍打、船只扰
动等外力作用时形成的物候景观。
海洋水温、盐度和洋流会对浮游生
物的生长与聚集产生影响，而气
温、风力、降水和光照等天气因
素，也会影响“蓝眼泪”的形成。

“夜光藻在平潭的外海区域广
泛分布，经潮汐和洋流作用在平潭
近岸聚集。”自然资源部海岛研究
中心高级工程师陈淳说，由于闽江
入海带来大量营养物质，夜光藻得
以在近岸区域大量繁殖，因此平潭
较其他沿海地区更易出现“蓝眼
泪”景观。

据了解，春末夏初，平潭海域
的水温、风向等天气条件有利于浮
游生物的繁殖与靠岸，“蓝眼泪”
在此时踏浪而来，进入景观爆发
期。“每年 4-6 月是‘蓝眼泪’的
最佳观赏期。如果夜光藻数量不
多，游客需要用手拨动才能看见荧
光；反之，就能看到会发光的长条
波浪，照亮整片海域。”福建省科

技特派员陈世斌介绍。

景观播报助力“追泪”

“蓝眼泪”的形成条件复杂，
景观虽美却可遇不可求。为了让慕
名前来“追泪”的游客不虚此行，

气象部门研发出“蓝眼泪”概率预
报产品，帮助游客合理安排“追
泪”时间。

“从 2017 年起，我们就开始研
制‘蓝眼泪’气象条件概率预报模
型。2020年，我们发布了全国首份

‘蓝眼泪’气象条件预报。”平潭县
气象局业务科技科科长邓以勤介
绍，平潭融媒体中心根据 2020年 4
月中旬的一次“蓝眼泪”预报，适
时开展“追泪”直播，呈现出唯美
浪漫的“荧光之海”。自此，平潭

“蓝眼泪”景观在抖音、小红书等
平台走红，引发网友广泛关注。

随着越来越多游客专程来到平
潭“追泪”，更加智慧的“追泪”
帮手已经上线运行。打开“畅游平
潭”小程序，进入“平潭气象”模
块中的旅游气象服务专区，记者看
到未来 5天的“蓝眼泪”景观观赏
概率、分布区域等信息一目了然。
此外，小程序还能播报星空、日出
等景观出现时间，并提供当日潮汐
预报服务，分别注明赶海时段和踏
浪时段，方便游客亲水“观泪”、逐
浪“追泪”。

“蓝眼泪”带火主题游

又是一年“追泪季”，来自福建
福州的摄影爱好者余先生与几位

“摄友”相约，来到平潭的“蓝眼
泪”多发区域蹲守，希望拍出幽蓝
色的夜景大片。“我每年都来平潭，
今年平潭的游客好像格外多。”余先
生发现，不少“追泪者”都在尝试
拍视频、做直播，用影像记录和传
递“蓝眼泪”之美。

数 据 显 示 ， 2022 年 4 月 至 6
月，平潭接待游客超过 300 万人
次，旅游收入达到 23.04 亿元，以

“蓝眼泪”为主题的生态旅游为平
潭带来了好“钱”景。在文旅融合
的背景下，平潭县还鼓励旅游从
业者研发“蓝眼泪” 文 创 产 品 ，
擦亮“蓝眼泪”IP。

在北港村的“海萤·画舍”，游
客可以现 场 体 验 创 作 “ 蓝 眼 泪 ”
丙烯画；在咔溜岚岛国际青年旅
舍，多间客房内都有醒目的“蓝
眼泪”元素；在澳前台湾小镇，

“蓝眼泪”体验馆通过沉浸式互动
投影，再现“蓝眼泪”灿若星河的
梦幻场景……

平潭县旅游与文化体育局相关
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围绕“蓝眼
泪”IP，设计推出观星夜游、实景
演艺、主题研学等特色旅游产品，
让更多游客与“蓝眼泪”来一场美
丽邂逅。

上图：福建平潭“蓝眼泪”景观。
黄曙杰摄

左图：福建平潭龙王头海滩游
人如织。 谢贵明摄 （人民图片）

福建平潭：

初夏来追“蓝眼泪”
本报记者 朱金宜

彩虹、云海、冰瀑、雾凇、红叶……不同的天气气候条件，造就出颇具
观赏价值的瞬时之美与四季之景。近日，中国气象服务协会发布第二批“天
气气候景观观赏地”，安徽省宁国市落羽杉湿地红叶、广东省茂名市南海岛海
上云霞等12处景点榜上有名。目前，全国已有2批12个省共27处“天气气候
景观观赏地”，成为游客欣赏神奇景观的好去处。

本报今起开设“发现天气之美”栏目，记录各地依托天气气候景观资源，
用“绿水青山好气候”发展生态旅游的故事。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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