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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 业视点

信 息速览

行 走故事

今年的 4 月 15
日 ， 是 农 历 三 月
三。在广西壮族自
治区，这是一个重
要的传统节日，对
歌 、 踏 青 、 祭 祀
等，各民族传承久
远、丰富多彩的民
俗活动，组成了壮
乡一道靓丽的春光。

“风吹木叶批批啪（音），妹妹你是
哪方客……”

“中华大地坡连坡，北京唱起广
西和。小伙都想刘三姐，妹妹都爱龙
脊哥……”

接通电话，得知记者要了解三月
三民间歌会的盛况时，广西壮族自治
区龙胜各族自治县人大常委会教科文
卫副主任、县政协常委周恩平出口便
是两段歌词，而“龙脊哥”，正是他的网
名。几句诙谐、上口的词儿，瞬间把采
访氛围带到了节日中的广西。当记者
诧异他的“出口成歌”时，电话那头，他
爽朗地笑了：“这是我们广西人的‘独
门绝技’，我们生活中就会以歌会友、
以歌传情。更何况，今天是三月三。”

在广西，三月三是全民的节日，有
两天法定假。对许多爱唱歌的广西人
来说，这一天就是唱山歌的日子。“村
村寨寨都在对歌。年轻的男女通过对
歌谈情说爱，中老年人也会在对歌中
交流情谊。”周恩平说，在龙胜县，每逢
这一天，处处都举办热闹的庆祝活动。
特别是大山里面的苗族、瑶族、侗族、
壮族等少数民族，在对歌中度过快乐

的一天。
龙胜县位于桂林北部，境内生活

着20多个民族，少数民族人口占据全
县人口81%。身为汉族的周恩平笑称
自己是龙胜的“少数民族”。曾经兼任
党史讲师的周恩平介绍，龙胜是红军
长征途中经过的第一个少数民族聚居
区，在这里，中国共产党首次颁布并实
施了第一个民族政策，即1934年 11
月 29日《关于瑶苗民族中工作的指
示》《关于对瑶苗民工作的口号》。他
说，从红军时期得到很好的保护，到
1949年翻身做主人，再到2018年彻
底脱贫，龙胜各族人民的生活实现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民族文化也得到很
好的传承和保护。到现在，民族文化更
成为群众发家致富的“新产品”。

周恩平介绍，针对全域旅游的发
展背景，龙胜亮出了“全县大景区，旅
游一盘棋”的布局。“龙胜号称‘百节之
县’，全县各族群众民间举办的民俗节
庆活动全年有87个，一年之内，全县系
列节日，一乡一大节，村村寨寨都有民
俗节，全县以民族文化旅游发展氛围非
常浓厚。”他说。

如今的三月三，县城里会“赶圩”，大
集市上，人们把准备好的商品或者土特
产拿到集市中买卖。在山里面，多姿多彩
的民族文化活动愉悦了当地百姓，也吸
引了外来的游客。“比如说黄洛瑶寨里的
长发节，即红瑶族姑娘的成人节。每年这
一天，以长发为美、以长发为贵的红瑶姑
娘们要举办祭祀长发的活动。这一生，她
们只会在这一天剪头发，庆祝她们的成
年。所以仪式非常隆重、热闹。还有更多
的侗族、瑶族、苗族、壮族等群众，都会有
不同形式的三月三庆祝活动。”

周恩平说，值得欣慰的是，随着社会
经济的发展，民族文化资源越来越得到
重视。党和政府也先后出台相关保护条
例，鼓励保护性开发少数民族文化产业
资源，打造特色旅游产品，服务百姓的生
活。如今，在龙胜，山歌、建筑、美食、服饰
等民族文化瑰宝，都已经走到旅游开发
的第一线。

“民族文化是少数民族地区的精神
家园、文化高地，也是民族文化旅游的资
源。龙胜等少数民族地区可以通过旅游
开发，让民族文化传承发展和旅游发展
相得益彰。”在县委宣传部、文旅局工作
多年的周恩平自豪地说，“我们龙胜现在
是中国旅游大县、广西特色旅游名县。绿
水青山和原生态的民族文化，就是龙胜
各族人民的金山银山。当地农民朋友都
是‘扛着耙犁种田地，唱着山歌搞旅游’
的模式，真正走上了富裕的生活！”

龙胜县政协常委周恩平：

民族文化“活化”之路真宽广

龙州县位居广西
壮族自治区崇左市西
侧，与越南接壤。新民
主主义革命时期，邓
小平等前辈组织了震
惊中外的龙州起义，
创建的红八军曾在这
里浴血奋战，至今军
部旧址仍完好保存。龙
州不仅是边境地区、
革命老区，还是少数
民族地区，历史人文
深厚，民俗风情独特。

“我们结合中国
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举办了红色研学活
动，在红色景区一并
推出多项体验式的活
动，如‘走一趟红军
路’‘听一堂红军课’

‘吃一顿红军饭’‘唱
一首红军歌’等。”农
康说，红色研学活动结合了龙州的红色旅
游资源，也结合了党史学习，受到外地游客
和当地民众的欢迎。“有些景区很灵活地搞
了一些特色的活动，游客可以体验担任红
军的侦察员去侦察‘敌情’；担任救护员，抬
着担架去救护伤员；担任炊事员，给战友们
做一顿饭等。还有的景区请来老同志，讲述
红军的故事，以及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龙州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

但其实，这样的红色研学活动在龙州
县已经“火”了一段时间了。农康介绍，近
来，外地来龙州县追忆红色文化的游客明
显多起来，游客数量大幅度上升。“预计今
年的游客数量比去年翻两番。而且，这是在
严格遵守疫情防控工作要求下，没有大规
模搞景区活动就达到的。”农康说，在龙州，
红色旅游受到县委县政府的高度重视，多
数景区、项目都是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亲
自到现场走过的。“未来，还会增加‘住一晚
红军村’等项目，增强体验性，吸引更多外
来游客来龙州感受红军文化。”

龙州今年三月三另外一个重要的活
动，就是每年一度的山歌擂台赛了。农康介
绍，13日，龙州县宣传文化中心广场上举
办了“壮族三月三·八桂嘉年华”2021年

“永远跟党走 山歌颂党恩”山歌擂台赛。
在两个多小时的激烈角逐中，《祝党好》《精
准扶贫如春风》《喝水不忘挖井人》《党的故
事传万代》等20多个山歌演唱节目轮番亮
相，活动现场热闹非凡。

台上，山歌手身着民族盛装放声歌唱，
歌颂党的光辉历史，为党和国家献上最诚
挚的祝福，也唱出壮乡人民对幸福生活的
美好向往，以及他们积极乐观的精神面貌；
台下，坐着的、站着的听众听得如醉如痴。

“这些来自不同乡镇、村庄的歌手们，
能够自然而然地把党的扶贫、医疗等政策，
以及对党史的学习通过山歌唱出来，只是
龙州县红色文化普及的一个缩影。在我们
龙州，红色文化旅游以及学党史等活动不
单是文化旅游部门在做，已经贯穿到自上
而下方方面面的部门和群体中。”农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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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不觉中，2022 年北京冬季奥运会倒计时 300天
了。冬奥会的脚步，真是近了。不久前，我与崇礼有一次
相遇，而且是一次被刷新印象的相遇。

其实，作为土生土长的河北人，我曾在高考后的暑假
玩儿遍了整个张家口，崇礼自然是必选的旅游地。时值盛
夏，崇礼的高山森林中凉风阵阵，沁人心脾，也就是一瞬
间，我便喜欢上了这里。当时印象最深刻的是，远眺对面
的山坡上，有几条长长的、浅色的滑草道，当地人介绍
说，别看夏天是滑草道，冬天下了雪积起来，这里又成了
滑雪道。那时的我哪里能想到，十年后，我当年目光所及
之处正在为即将到来的冬奥会雪上项目忙碌着。而原以为
再熟悉不过的崇礼，当又一次遇见时，却被她惊艳到了。

我原来只知道崇礼有山、有森林、有长城，却不知这
里还有一座“太子城”。它是2018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
现，十年前自然并不出名。太子城遗址叫“城”，实际上
是金朝第六位皇帝——金章宗完颜璟的行宫，名叫“泰和
宫”，如今虽已只余残垣，但依稀能从它的台基结构中感
受古人建筑之法。据说，沿泰和宫南北向轴线往南略向东
偏移，大致指向就是位于北京的金中都皇城方向，为此，
大家都感叹古人测绘水平之高超。太子城遗址坐落于张家
口市崇礼区四台嘴乡，也是2022年冬奥会张家口赛区的核
心区。这片800年前的“风水宝地”，在沉寂多年之后，又
占据了崇礼冬奥的“C位”。

太子城遗址旁边，就是太子城小镇，即冬奥场馆的配
套设施。这里，是集酒店、会展、餐饮、休闲、娱乐、康
养等于一体的综合建筑群，所以，即便是冬奥会结束
后，这里依然可以继续作为北京周边旅游地承载休闲度
假功能。

据当地工作人员介绍，冬奥申办成功，为太子城带
来了“三高”，即一条高铁、两条高速，直通北京。2019
年 12月 30日正式投入运营后，从北京北站西直门商圈乘
高铁，65分钟就能够到达太子城高铁站。同时，太子城站
与太子城小镇上的冬奥颁奖广场相连，冬天如果来崇礼滑
雪想住在太子城小镇，下高铁后能通过地下暖街无缝换乘
小镇上的有轨电车，直达入住酒店，避免在户外吹寒风。

当然，真正让太子城遗址和太子城小镇成为热门地，
还是因为冬奥会崇礼赛区场馆建设于此，这里就不得不提到
崇礼最具特色的冬奥场馆——国家跳台滑雪中心“雪如意”。

雪如意，顾名思义，是个形似古代吉祥饰物如意的滑
雪场地。如意的“柄头”就是运动员的出发区，“柄身”
是起伏的“S”形滑雪道，“柄尾”则是运动员结束区和观
众看台。听介绍时，我一下就被这个“如意”的设计思想
惊艳了，又符合跳台滑雪运动所需，又能够充分展现中国
特色，不由得对设计者心生佩服。当然，也在登上跳台旁
的观景台往下看时，吓得心里打颤。“这么高，穿着雪板
往下跳，还得滑一段以后起飞再落地，这运动员得是什么
样的心理素质啊！”我暗暗感叹。当然，也有人打趣地
问：“万一飞出落地平台了怎么办？比如，飞到观众席上
……”大家哈哈大笑。工作人员也笑着解释说，因为跳台
滑雪比赛最高是120米级，而“雪如意”的赛道有168米
长，不用担心会飞出场地。

结束崇礼的行程后，迎着落日的余晖，沿着盘山路，
看着远处橙色阳光中的雪如意，忽然感觉到，原来一场冬
奥会可以真的让一座小城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有一
点是和十年前一样的，这里的山依然青松翠柏、风依然沁
人心脾，而我，依然喜欢这里。

那一天，遇见崇礼
本报记者 李冰洁

近日，北京联合大学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发布
《中国城市休闲和旅游竞争力报告 （2020）》（以下简称
“报告”）。根据报告，北京、上海、杭州、南京等地荣登全
国城市休闲和旅游竞争力“名列前茅30城”榜单。

据悉，该报告是当前中国出版的第一部将“城市休闲竞
争力”和“城市旅游竞争力”作为共轭动力并行研究的报
告，旨在“寻找城市休闲和旅游竞争力的提升途径”。经过
课题组成员4年来对大量数据的采集、分析和汇总，最终评
定出北京、上海、杭州、南京、广州、深圳、重庆、苏州、
厦门、成都等城市为本次全国城市休闲和旅游竞争力“名列
前茅30城”。

报告指出，城市休闲和旅游的基本要素竞争力主要反映
在城市生态环境、生活环境、景观资源、文化资源、休闲和
旅游空间以及休闲和旅游安全保障等要素，而涉及本地居民
居住休闲、外地游客旅游所需环境的要素，是城市休闲和旅
游竞争力的基础条件和第一驱动力。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社长王利民在发布会上表示，“十
四五”时期，我国将进入新发展阶段。在此阶段，人们的休
闲旅游需求将更加强烈和多元，对休闲旅游的期待将更加丰
富和美好，为此迫切需要把满足人民群众的休闲旅游需求放
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制定系统政策。

在北京联合大学教授刘德谦看来，从“名列前茅 30
城”综合排名的总格局分析中，既可以发现它们在全国的分
布仍然大体呈现出以“胡焕庸线”（划分我国人口密度的对
比线，在该线以东以南人口密度较高，以西以北人口密度较
低）划分区位分布的特征，然而又并非由其所完全决定的现
实。各个城市互有千秋的文旅特质，在“基本要素分指数”

“效率增强分指数”“创新与成熟度分指数”的排名中，都得
到了颇为充分的显现。

此外，有关业内人士指出，该研究也充分证实，将“城
市休闲竞争力”和“城市旅游竞争力”作为城市功能增强
的共轭动力，让服务于本市居民的休闲市场与服务于未来
游客的旅游市场交汇发展，让公共服务与市场服务更好地
互补，对城市休闲旅游业发展而言确实是事半功倍的更佳
举措。

寻找中国城市休闲旅游提升之道
——首部中国城市休闲和旅游竞争力报告发布

曾天泰 本报记者 照宁

“你好，今天是广西三月三，我们
村里在组织山歌赛，我要先忙……”

“晚一点给你分享好照片，我现在
要对歌去了……”

“在网上搜索广西百色右江区阳
圩镇布林村，可以先了解一些背景，我
要组织大家对山歌了……”

在百色市阳圩镇工作的小黄，在
今年农历三月三这一天，更重要的工
作是和村委会组织群众开展“唱支山
歌给党听”山歌赛。本想和他电话了解
被誉为广西十大最美乡村的布林村赫
赫有名的三月三对歌盛况，除了微信
中断断续续传来一些照片和视频外，
几次文字的回复都是“要先对歌去
了”，村子里的热闹场景可见一斑。

终于，碍不住记者的“穷追不舍”，下
午三点半左右，小黄将电话拨了过来。

“我最感动的有三个点。首先是，
布林村有传唱山歌的传统，近几年来
群众物质生活得到很好满足，周边村
屯都陆续开展了三月三歌圩节，通过
山歌表达对当前美好生活的赞美。布
林村三月三对歌活动搞了很多年，如
今全村老中青三代都得到很好的传

承。上到80多岁的老人，下到四五岁的
孩子，人人都可以随口唱出传统的山
歌，不得不说，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文化
传承，这是一种文化自觉。其次，三月三
在广西当地也是扫墓祭祖的日子，在布
林村村头有座红军纪念碑，是为了纪念
一位牺牲在此的红军战士而建的。为感
恩党，在每年对歌开始的时候，村民们
都自发来到这里，祭拜这位红军战士，
献花圈、默哀，现场非常令人感动。三
是随着这几年党中央的脱贫攻坚的好
政策，群众都过上了美好生活，他们由
衷感恩党感恩政府，通过歌声由衷地
感恩党，讴歌党的好政策，表达对党的
深厚感情，编成山歌广为会唱。今年对
歌的主题就是‘唱支山歌给党听’。”小
黄几句短短的话，生动地还原了这个
村庄对歌活动中的几个动人之处。

小黄还说，布林村的对歌活动远
近闻名，今年考虑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等方面因素，村子里并没有对外发出
邀请，只是本村村民自发组织起来对
歌。他们认真地为每个人测了体温，才
开始活动。早上八点多，先组织对歌的
村民们一起举行升国旗仪式。这是村子

里每逢大的节庆活动时都必须进行的爱
国主义教育仪式。然后，在村里一口古井
口开始对歌活动。那口井上面“永不忘党
恩”几个大字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留下
的。

“老人们讲，那时候，这口井是村子
里唯一饮用水取水处。现在虽然家家有
了自来水，这口井已经不用了，但是在这
里对歌，寓意怀旧、感恩。”小黄说，大家
在井口唱了很多歌，既有传统民歌，也有
村民们自己用当地方言改编的《哥妹一
心跟党走》《党的政策好》《我和我的祖
国》《团结就是力量》等歌曲。按照原定流
程，井口的歌唱完了，但是村民们还是意
犹未尽，边走边唱，又来到村子里的老榕
树旁，接着唱。“你看这个视频里，大家都
很欢乐，歌声嘹亮，每个人脸上都散发着
光彩。很多通过网络观看到布林山歌视
频的友人都发出由衷感慨，太震撼了，有
种立马去现场体验的冲动。”

小黄说，这几年来，年年都回来参加
对歌，村子里一些和他一样读过大学的
年轻人，会自发地加入志愿者队伍，采集
图片、编撰资料，为布林的三月三民间文
化传承和传播忙碌着。“不好意思，村长
在广播，说是要拔河、打陀螺了，我要去
忙啦！”小黄匆匆挂了电话，不久，微信中
又传来一张“新鲜出炉”的现场照片：三
位村民每人高高拎起一大块猪肉合影留
念，留言曰：“打陀螺比赛三甲选手！”

“我要忙着去对歌啰”

又逢三月三又逢三月三
壮乡歌满山壮乡歌满山

本报记者 李寅峰 刘圆圆

44 月月 1414 日日，，龙胜各民族群众在红军龙胜各民族群众在红军
楼上学党史楼上学党史，，唱红歌唱红歌。。 周恩平周恩平 摄摄

44月月1414日日，，百色市右江区阳圩镇布林村群众欢度百色市右江区阳圩镇布林村群众欢度““壮族三月三壮族三月三””佳节佳节。。黄荣强黄荣强 摄摄

龙州县群众庆祝三月三龙州县群众庆祝三月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