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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的个性和魅力，

有的古老，有的年轻，但都在发展中写下

了动人的故事。透过一座城市，我们能看

到历史留下的印记，也能聆听时代前进的

足音。如今，城市已成为重要的旅游目的

地，一座“宜居、宜业、宜学、宜商、宜

游”的城市吸引人、打动人、留住人，成为

美好生活的见证。我们自即日起开设“读

城”栏目，讲述城市的发展故事，记录时代

发展脉动。

开栏的话

读

城

旅游天地 责编：尹 婕 邮箱：rmrbyinjie@163.com

2023年11月1日 星期三

10 月的阿尔山，层林尽染，色彩斑
斓。在阿尔山国家森林公园的驼峰岭天
池，四周群山环抱，青松白桦形成一幅
黄绿交织的山水画。游客们或沉醉于眼
前的迷人景色，或用手机、相机等记录
四周的壮美风光，连连感慨“风景这边
独好”。

数据显示，今年中秋国庆假期，内
蒙古自治区阿尔山市共接待游客 14.55万
人次，实现旅游收入 2.1 亿元；过去 10
年，阿尔山接待游客量实现了从200万人
次到500多万人次的跨越，旅游收入实现
了由千万元到 30 多亿元的大幅增长。曾
经，这座位于大兴安岭西麓、人口仅3万
的边境小城以伐木为支柱产业；如今，
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指引
下，阿尔山走上了一条生态旅游的发展
之路，吸引各地游客慕名而来。

全季旅游
拥抱春夏秋冬

金秋时节，站在阿尔山国家森林公
园的杜鹃湖畔，俯仰之间皆是美景：湛
蓝的天空下，湖水波光粼粼，时不时有
快艇穿梭其中；岸边的森林一片金黄，
如同打翻了的调色盘一样绚丽且富有层
次，令人心旷神怡。

“阿尔山的秋天很美，但美的不只是
秋天。”来自辽宁的杨勇是阿尔山的常
客。今年夏天，他也曾带着家人一起来
阿尔山避暑。他告诉记者，与秋天的阿
尔山不同，夏天的阿尔山一片翠绿，天
气凉爽舒适，仿佛是一座大型森林氧
吧。在森林露营、在水边嬉戏坐船、在
山间栈道漫步，游客都有很好的体验。

春赏花、夏避暑，秋观林、冬玩雪。四
季不同的景色，让阿尔山根据各自特点，
推出不同的观光主题并完善相应的配套

设施。例如 5 月是杜鹃花盛开的季节，阿
尔山以此为契机，举办杜鹃文化旅游
节，推出了阿尔山花海音乐节、杜鹃市
集、花车巡游等活动。为了做好冰雪旅
游的服务，从 2015 年起，阿尔山市累计
投入 3.3亿元专项资金，用于冬季旅游专
项补贴，并持续建设相应设施，修滑雪场，
打造冰雪乐园，举办冰雪节……努力将

“冷资源”变为“热经济”。

全域旅游
领略多样风景

当汽车行驶在阿尔山的公路上，记
者发现，道路两旁经常会有车辆停靠，

游客们下车赏景、嬉戏、拍照。可以
说，这座城市满目皆景。

石塘林、杜鹃湖、大峡谷……对于
阿尔山国家森林公园的各个景区，来自
北京的林霄能准确地说出它们各自的特
色。与此同时，他认为阿尔山的美景不仅
限于森林公园之内。从进入阿尔山市开
始，这里就有各种特色景观。

“比如我们开车到不冻河附近，我女
儿对河边的景色很感兴趣，在那里捡石
子、戏水、看起起伏伏的波浪。而到了草
地旁，我太太喜欢在那里拍照。蓝天白云
之下，人站在草垛旁配上不远处的牛群和
森林，这样的景色很漂亮，拍出的照片发
在朋友圈可火了！”林霄说。

不只如此，到白狼峰看日出日落、
欣赏群山起伏的景色，到边境口岸与恢
弘的国门合影、选购琳琅满目的中蒙俄
商品及阿尔山特产，到“鹿角湾”温泉度
假营地打卡、感受晚上躺小木屋里数星
星的浪漫与诗意……阿尔山有着众多各
具特色的旅游休闲方式。

为了做好全境旅游，近年来阿尔山
推动景区景点建设全面升级，优化交通
网络建设，推出森林草原自驾游、梦幻
之春赏花游、红色游、研学游等不同风
格的路线，让游客脚步慢下来、停下
来、住下来、留下来，“来了不想走，走
了还想来”。

全程旅游
深度沉浸体验

夕阳西下，阿尔山市区的街道上渐

渐热闹起来。与不少游客一样，张旭和
几位朋友一起骑着多人观光自行车，在
城市里慢悠悠地前行，欣赏这座小城的
独特景色。“这里的房子尖顶、线条简
约、色调柔和，与北欧的建筑很相似。
配上周边起伏的山峦和金黄的森林，真
的如同置身于童话小镇。等到华灯初
上，这里的夜景更是迷人。”张旭说。

采访中，不少游客都表达了与张旭
相似的感受：到阿尔山旅游不只是单纯
的看景、打卡拍照。游客从抵达阿尔山
开始，在不同的时间段都能找到特色旅
游项目。“白天我们开着房车到郊外欣赏
自然风光，晚上回到营地，买菜做饭，
和同行的朋友聚餐。饭后我们可以去泡
泡温泉，消除一天的疲劳。年轻人还会
选择乘坐观光小火车、去阿尔山青·坊音
乐酒吧、逛夜间市集等，享受夜生活。”
来自天津的老何表示，到了阿尔山，大
家可以实现全程旅游，深度体验这里的
景色与休闲设施。

旅游业还带动了阿尔山的经济发展
与就业。

兴泉饭店老板刘力全曾经是一名林
业工人，2003 年下岗之后，他和妻子在
景区内开了一家饭店。近年来，乘着旅
游业发展的东风，刘力全一家的收入随
之增长。位于白狼镇的鹿园，吸引许多
游客前往休闲、打卡，附近的村民通过
养麋鹿、售卖鹿产品、开民宿等方式，
走上特色养殖与森林生态旅游相结合的
致富路。

上图：阿尔山秋景。
左图：游客在鹿园喂鹿。

来阿尔山收获“全”体验
本报记者 柴逸扉文/图

南京夫子庙景区向来人潮
熙攘，10 月 24 日的南京中国科
举博物馆广场更是观者如潮。
2023 年全国射箭锦标赛（室外）
在这里举行决赛，吸引很多游
客驻足观看。

办全锦赛，对江苏省射击
射箭运动管理中心主任殷邗江
来说是家常便饭，走出方山基
地办比赛则是头一回。射箭能
不 能 走 到 大 众 中 、 走 进 景 区
里？通过调研，他与江苏省体
育竞赛管理中心、南京市秦淮
区等多方联手，决定在这次射
箭全锦赛决赛日这天，吃一回

“螃蟹”。
选中夫子庙景区科举博物

馆并非偶然。南京市建邺区河
西射箭联盟会长王希彦知道赛
事举办的消息后告诉记者，这
圆了他的梦想：“我一直希望能
在夫子庙门口办一次比赛。因
为‘射’是孔子推崇、推广的

‘君子六艺’之一，能在那里比
赛有特殊意义。”

夫子庙和科举博物馆距离
不到 200 米。作为周礼“六艺”
之一的“射”，其实与现代射箭比
赛有非常高的契合度。《论语》记
载，孔子说“君子无所争”，只有射箭要争一争，但也要
非常讲究礼仪，是君子之争。这与现代射箭运动公平
竞争、相互尊重的精神不谋而合。

至于科举本身，唐代开始设武状元一科，射箭是
重点必考科目。记者在现场和一位驻足观看比赛的游
客聊起来，他就说这颇有点争夺武状元的感觉。“尤其
是在‘龙门’这个牌坊下面比，有‘鲤鱼跃龙门’的意
思，还挺有趣。”

外行看热闹，但对射箭“圈内人”来说，这次“出
圈”对射箭运动的普及和推广另有一番意义。

江苏省射击射箭运动管理中心副主任董念说：“我
们把射箭运动从专业场馆带到了大众生活中，对于运
动员和群众都是一种新的体验。通过‘专业赛事+传统
文化+景区’的创新，运动员和游客都能更好地体会射
箭运动的魅力，并了解射箭运动蕴含的文脉底蕴。”

王希彦目前在南京建邺区“西城·夜未央”街区与伙
伴经营一家射箭馆，活跃会员有上千人。他说：“国家
现在越来越强调素质教育，射箭和其他运动一样，是
一个非常好的载体。我们以往说射箭的运动属性更多
一些，未来我们想要挖掘射箭的社交、娱乐、健康、
文化等属性。这次全国顶级比赛在科举博物馆广场举
办，就是一次很好的尝试。”

高水平赛事走进景区，是一种双向赋能。赛事需
要通过“走出去”宣传推广项目，景区也需要赛事活动
来丰富业态、增加新鲜感、提高吸引力。

南京市秦淮区文化和旅游局（体育局）局长姜勇美
说，让赛事活动与旅游文化场景深度融合，激发体育
消费新潜力和新活力，能形成引流效应，进一步带动
文旅消费。谈及此次比赛，她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
开始，而且文化属性非常适配，对夫子庙景区来说有
更强的科普和赋能意义。

近年来，江苏乃至全国不少地方都在进行体育赛
事“进景区”“进商圈”等探索，目前仍以群众赛事、中
低级别赛事为主，也起到了不错的效果，但顶级赛事
的拉动力和吸引力显然更为强大。

中国街舞联赛连续两年在南京门东历史街区举
办，今年赛事期间街区营业额同比增长186%。记者在
江苏各地采访过很多次三人篮球的国际分站赛和国内
顶级联赛，基本场场爆满，为办赛所在商业体带来了
切实的流量和消费转换。

“村超”吸引全国各地的人去贵州旅行，更多原本养
在“深闺”、只关注办赛的传统体育项目或许应该思考

“走出去”的路径。记者在长期采访中发现，人民群众
对于体育赛事的观赛需求近年来不断增强，不仅是三
大球、乒乓球、羽毛球这些热门赛事能吸引观众，不
少传统印象中的“冷门”比赛同样能“火”起来。

中国田径协会推出的中国田径街头巡回赛，在北
京、南京、成都、杭州等地街头举办时都能吸引大批
市民观看。而运动员们在这种特殊的比赛环境下还经
常能比出好成绩，今年以来就有男子跳高小将王振创
造个人最好成绩、男子撑竿跳高名将姚捷追平全国纪
录等佳绩。街头巡回赛显然已走在正向循环的道路上。

当然，走出“深闺”并不意味着一定要走进景区或
商业体，如何利用赛事打旅游牌也是一门学问。全国
乒乓球锦标赛10月在扬州举办，赛场内场场爆满，赛
场外扬州市多举措助力“赛事+旅游”，参赛运动员、教
练员等11类持证人群可在日间免费游览扬州所有国有
A 级景区。虽然景区免费，但交通、住宿、餐饮等消
费是免不了的。一场乒乓球全锦赛给扬州带来的不仅
是比赛盛宴，还有大幅的消费拉动。

“跟着赛事去旅行”，需要有更多赛事像射箭全锦赛
一样勇于“吃螃蟹”，也需要更多地方主动创新，真正推
进文体旅深度融合发展，让体育赛事在更高层次、更
广领域发挥功效。

（据新华社南京电 记者王恒志）

夫
子
庙
前
比
射
箭

体
旅
融
合
有
新
意

﹃
跟
着
赛
事
去
旅
行
﹄

夫
子
庙
前
比
射
箭

体
旅
融
合
有
新
意

﹃
跟
着
赛
事
去
旅
行
﹄

浦北县平睦镇五峰山位于广西壮族
自治区六万大山腹部，海拔830多米。它
地理位置独特，雨量充沛，光照充足，
终年云雾缭绕，被当地百姓誉为“五峰仙
山”。此外，这里土层深厚，土壤肥沃，
土质优良，是茶树生长的宝地。

五峰茶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明代。五
峰山上有座五峰庵，明朝万历年间，广
西左布政使李昌祺来到五峰庵，写下了

《五峰庵住上人房》五言律诗。五峰庵还
因与桂平西山洗石庵互赠茶叶而结下善
缘，五峰茶的故事在两地僧人之间传为
佳话，一直流传至今。平睦原本属于广
东岭南，自古以来茶文化广为流行。当
地人从一出生就以茶祭祖，一辈子与茶
相伴。茶文化的流行，孕育了当地的书
院文化、孝道文化、民俗文化、美食文
化等丰富多彩的文化。

千百年来，平睦人悉心呵护五峰山
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对茶更是恭敬
有加。新中国成立前，平睦家家户户种
茶制茶卖茶，茶叶与蚕丝、染料并称为
平睦三宝。新中国成立后，五峰山茶园
获得了新生。1960年3月，六万山公社五
峰茶场创立，不久又在茶场建起六万山
农业中学。曾担任过该校常务副校长的
李耀文年逾八旬，谈起在五峰山度过的
岁月，仍神采奕奕。他回忆，当时为了
确保茶叶的质量，茶树使用有机农家
肥。由于手工制茶产量太低，又利用丰
沛的山溪水办起水电站，买回制茶机
器，并且从桂平西山请来两位师傅指导
制茶，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1个星期的

茶叶产量能达五六百斤。外地客商特别
信赖和偏爱五峰茶，给出的价钱往往比
其他产地的茶叶高出1倍。

作家李英敏曾于 1975 年初秋到六万
山农业中学采风，陶醉于五峰山的秀丽
风光，创作了电影剧本 《青山吐翠》。但
很长一段时间内，五峰山的茶叶生产不
成规模，经济效益有限。

2021年8月，广西浦北钦香茶业有限
公司入驻平睦镇五峰山，对五峰山生态
茶园进行深度开发。该公司集茶叶种植、
研发、加工、销售、茶文化交流、农文旅于
一体，目前完成投资 9000 多万元，流转土
地3500亩，新种植单丛茶1500亩。在广东
省农科院茶叶研究所专家的指导下，经
过整理清点，已发现百年以上的古茶树

1500多株，其中500年以上并且集中在一
起的有 20 株。2022 年，钦香生态茶园基
地项目被列入广西壮族自治区统筹推进
重大项目，获批广西现代特色农业四星
级核心示范区。2022年，平睦镇茶园亩均
纯收入从原来的 3000 元提升至 1.2 万元，
带动500多人实现家门口就业，100户茶农
实现年收入5万元以上。预计2025年达产
后，年产值可突破 1亿元，为 300户农户带
来增收，茶农户均年收入可突破 5 万元。
钦香公司还建立了 7 个联农带农富农机
制，加快做大做强做优茶叶产业，推动“小
叶子”变成“大产业”，把五峰茶打造成农
民的“致富茶”，促进产业增强、农业增效、
农民增收、农村增美。

平睦是个人口小镇，却是个文化强
镇，民间文艺活动非常活跃。近年来，平
睦鹩剧、舞麒麟、木偶、老树陈皮制作技艺
先后入选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
录。平睦石磨粉、落水包、干米线等地方
特色美食也声名远播。从五峰山深处涌
出的泉水，清澈透明，甘甜爽口，富含多种
矿物质，是可以直接饮用的矿泉水。用五
峰甘泉冲泡五峰茶，妙不可言。

广西浦北钦香茶业有限公司有关负
责人表示，未来将把五峰山的茶资源、
水资源、生态资源等与平睦镇的老树陈
皮、特色美食等独特元素有机结合，大
力发展农业旅游、生态旅游、山水旅
游、文化旅游、乡村旅游等，为乡村振
兴提供更大助力。

图为五峰山生态茶园里的木屋民宿。
彭承林摄

“小叶子”长成“大产业”

五峰茶香出深山
黄镜天 吴达立

“小叶子”长成“大产业”

五峰茶香出深山
黄镜天 吴达立

南京夫子庙景区。 新华社记者 李 博摄南京夫子庙景区。 新华社记者 李 博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