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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 村美途

读 图时代

休 闲窗
旅 业视点

行 走故事

“露营去！享受大自然。”
近期，随着天气转热，露

营正成为越来越多家庭热衷的
休闲方式。在天津，各式各样
的帐篷热销，各种露营地、烧
烤基地生意红火，“露营经
济”成为旅游消费新热点。

“疫情防控期间不方便出
远门旅行，年轻人尤其是孩子
不能天天待在家，如果在户
外、河边支个帐篷露营野餐也
很好啊！”记者在天津看到，
不少家庭选择双休日到海河
边、子牙河边搭帐篷露营，搭
上小桌椅、支上小音箱，听着
音乐吃零食，十分悠闲放松。

“两室一厅”的超大帐
篷，户外折叠桌椅、烧烤炉、
隔潮野餐垫……有了这些设
备，“家”就搬进了大自然。
一家网络购物平台数据显示，
今年一季度，大型帐篷、天
幕、折叠桌椅、睡袋等露营装
备成交额同比增幅超过2倍。

“在露营地可以自带半成品
食材，也可以选择外卖送餐，孩
子们参与动手烧烤、支帐篷搭吊
床，比跟团旅游更有趣，也更放
心、更安全。”露营地工作人员
介绍说，也有家庭追求精致快
捷、省时省事，让商家直接配送
半成品、租赁烧烤炉子。以上一
些产品小长假期间还会供不应
求。

“我一般随着人流走。哪个露
营地人多，我就去哪儿卖咖啡。阳
光、绿树、帐篷、烧烤……不能少
了一杯现磨的冰咖啡。”“流动”咖
啡店的经营者告诉记者，他在假
期经常出没在梅江公园、北辰郊
野公园、武清房车营地……引来
众多粉丝打卡。

随着露营成为市民旅游新时
尚，天津多个露营基地陆续开
张，并提供多项野营用具、餐厨
服务，同时还有烧烤师、点炭
工、保洁员、教练等，为环境卫
生和安全提供保障。

露营：把“家”搬进大自然
本报记者 张 原 李宁馨

疫情之下，不宜远游，便
驱车前往省内的湖州市荻港
村。若撂往常，在这“荷风送
香气，竹露滴清响”的炎炎夏
日，这座有着百年历史的浙江
省江南古村该是车马骈溢、屯
街塞巷的繁忙光景，可一场持
续三年的疫情，让意欲重振的
古村跌入了人气的谷底。

在主入口核验了健康码和
行程码后，我们进入空旷寂静
的古村庄。一条翠绿的河道把
村庄隔成两岸，之间有数座石
桥相连，桥侧立石碑标注着说
明。最先看到的是舍西桥，为
单孔架桥梁。在湖州府志记载
中，此桥由《西游记》作者吴
承恩捐建，这让人不禁对它多
看几眼。吴承恩本是江苏淮安
人，嘉靖年间被朝廷派往长
兴任县丞，时值荻港吴氏连
年中科榜，吴家港西边建吴
氏 宗 祠 ， 为 了 便 于 东 西 相
通，吴承恩便建了此桥。沿
着河岸走，但见左侧店铺均
闭门上锁，碰不见游客，心
中不免为疫情造成的商旅荒
凉而惆怅。这时见一条小船
悠悠从河面上划过来，便站
在河堤与划桨人搭腔，得知
他是负责河道清洁的村民，
每月薪酬是2000元。

河与桥是一对天生的朋
友。大运河在荻港折个弯，
便蕴出了桥连南北的水上人
家。历史上的湖州是水网地
带，在没有公路的当年，船
是主要的交通工具，而荻港
是 农 民 集 市 贸 易 的 重 要 集
镇，自古人烟辐辏，商埠繁
荣。这从它留存的气势格局
上就可以窥嗅出来。继续东
走，见三官庙，庙前亘着一
条河，河上架着三官桥。这
三官桥约建于明代，系单孔

石桥梁，桥堍各有 11 级台阶，
桥面为梁板构，栏板尽头置抱
鼓石，岁月的浸润使桥身长满
了绿植，郁郁葱葱地缀满了诗
意。河水从桥下流过，往右转
入另一片天地，桥右临岸搭着
一间戏台，可惜既没有演员也
没有观众。只有岸边种植的枇杷
树已经结出了果实，孤独地等待
它的食客。

继续转悠，不知不觉来到了
另一片方圆。这里汇聚着众多南
苕胜景遗迹，名气较盛的有荻港
人民公社第一小学旧址、嘉庆皇
帝亲题的“玉清赞化”碑、始建
于唐晚期重建于宋建隆时期的演
教寺、荻港百姓为感恩南宋时期
押粮官赈灾济民而自发筹建的总
管堂等等，吊古寻幽，赏心悦
目。当时间之轴移至近代，民国
时期四大家族中陈家掌门人陈果
夫之妻恰好是荻港人，当年他们
乘船回家省亲是从哪儿上岸的
呢？游人们总会多出探寻的兴
趣，转悠着也有了好奇心。

先是走岔了路，等询问当地
居民后又往回走，终于来到了运
河之滨。宽阔的运河在荻港村口
豁出一个T字，水顺着河道穿过
石桥流进村里。岸边立着一对男
女牵手的石塑，走近一看说明便
是陈果夫夫妇上岸之处了。石像
无声，荻港的后人却津津乐道着
他们的故事。何为历史？我想历
史就是一个个雁过留声的前人所
刻下的人生痕迹。

荻港隶属南浔。而南浔的名
气过于盛大，以致掩盖了荻港的
声名。当时间的面纱终于撩开风
尘，荻港以一个默默无闻的注视
让人为此怦然心动。

依港结村落，荻苇满溪生。
相信疫情过后，荻港会还你一个
惊艳。

（作者系杭州市政协干部）

苕溪渔隐荻港村
王 翔

随着高考结束，一年一度的毕业
游、暑期旅游于本周迎来首轮预订小高
峰。记者从携程、去哪儿等在线旅游平
台了解到，本周“毕业旅行”关键词搜
索热度环比上周提升300%以上，参加
完毕业典礼后直接踏上旅途，成为首批

“00后”毕业生告别校园的时髦方式，
武汉、成都、大连、南京、杭州等高校
聚集的城市均为热门出发地。

6月以来，多地区已发布学生暑期
放假通知，加上跨省旅游“熔断”机制

进行调整、多地宣布有序恢复跨省跟团
游。疫情好转叠加政策利好，为暑期旅
游市场复苏提供了条件。上半年积压的
长途旅游需求或在暑期开始集中释放，
出游机票、酒店预订热度逐渐上涨。

根据携程发布的 《2022年暑期旅
游趋势预测》显示，毕业游已经走俏，
近一周暑期机票订单环比增长162%，
团队旅行产品订单量环比增长109%，
暑期酒店的订单环比增长五成。不过，
当前“暑期档”机票仍处于价格洼地，

含税均价为 1096 元，较 2021 年下降
3%，预计暑假旅游真正“火”起来，
还要等到6月底。

毕业旅行，哪些目的地热度较高？
从搜索数据看，高中毕业生群体和大学
毕业生群体略有差异。高中毕业生（用
户）更关注北京、南京、广州、成都、
厦门等时尚且学术氛围浓厚的城市；
对于正式告别学生生涯的大学毕业群
体来说，他们更关注长线旅行，目前
西藏、云南、甘肃、广西、海南的咨

询热度偏高。
“00后”群体，奉行“青春在路上”

体验感，组队出游、公路自驾、当地参团
等玩法，早被他们“拿捏得当”。来自在
线旅游平台的数据显示，今年6-7月毕业
群体租车订单环比前两月上涨50%以上，
热门租车城市为三亚、成都、海口、西
安、青岛、重庆、大理、昆明、乌鲁木
齐、兰州；封闭近8个月的新疆独库公路
于6月10日全线恢复通车后，乌鲁木齐的
暑期租车订单迎来瞬时上涨。

毕业季，“毕业旅行”搜索热度上涨超300%
本报记者 刘圆圆

洼地崛起

端午假期，随着疫情防控形势
全面好转，部分市民在做好自身防
护的前提下，出门散心休闲。金湖
县除荷花荡景区闭园外，其他各大
景区、乡村旅游区、星级酒店都正
常营业。位于金湖塔集镇的尧想国
景区内人头攒动，热闹非凡。“这里
独特的建筑风格，有很多远古时期
的元素，随处可见的部落图腾，各
类沉浸式体验馆仿佛带我们穿回上
古时代，非常值得一来！”游客李伟
表示。

据 《史记》 记载：“尧出生时，
其母在三阿之南。”而三阿，即为现
在的金湖县塔集镇，因而金湖素有

“尧帝故里”之称。漫漫历史长河
中，尧之古风、尧之道德积淀成尧
文化，深深融入了金湖县的风土人
情里。

近年来，金湖县先后规划建设
了尧帝公园、尧帝古城、上古文化
园等一系列景观景点；2021 年 7
月，以“传承尧帝文化 建好尧帝
故里”为主题的中国·金湖首届尧
文化高峰论坛成功举办，又一次引
起巨大反响，进一步提升了城市文
化品牌内涵和全域旅游吸引力。所
谓“三湖环绕，万水蕴情”，在面积
近一半是水面滩涂的金湖县，历届

县委、县政府始终坚持生态优先发
展道路，宁可荒、不可慌，先后创
成了苏北首个国家级生态县、国家
园林县城等多个生态金字招牌。

2014年，金湖县委提出“生态
旅游全域化”发展理念，让发展全
域旅游成为全县共识。近年来，金
湖又聚力“美丽生金”战略，深入
挖掘荷文化、水文化、尧文化，突
出文化底蕴和资源优势，全面打响

“荷、尧”文旅IP。
“白天观景、晚上看戏”的沉浸

式文旅体验，“非遗民俗进景区”展
演活动，均已将地方文化元素全方
位融入城市建设、景区打造，助推
当地旅游更有“诗意”，文化走向

“远方”。
在刚刚过去的端午假期，该县共

接待游客3.93万人次，实现旅游综
合收入约4616万元，全县旅游接待
人次和总收入较去年同期基本持平。

美景富民

从县城出发，沿着金湖绿道，
在林荫花海中驱车半小时左右就能
到达黄庄，这是当地首批省级特色
田园乡村。进入村庄，别出心裁的
景观散发出浓郁的乡土气息，承载
着民风与乡愁的老屋，作为一间间
民宿，给当地村民带来了乡村新景
和市场前景，变成了名副其实的

“黄金屋”。
“以前我在外面打工整日奔波，

后来听说村里支持村民发展旅游和
餐饮，我就回家经营自己的餐厅和
民宿。现在每天在家等客上门，一
年收入也有10多万元。”村民吴建
梅说。

在金湖，绿道串联起全县 5个
镇、3个街道的众多景点、集镇和
村庄，形成了十里果林、三园农
庄、麦可兔小镇、黄庄省级特色田
园乡村等一批特色乡村旅游业态。
同时，县里鼓励扶持当地居民充分
利用生态优势，发展创意农业和休
闲旅游。通过培训技能、提供工作
机会、支持发展农家乐、乡村民
宿、争取项目扶贫资金等手段不断
提高农民致富能力。

走进吕良镇金绿源乡野庄园，
数百亩的高架连栋温室大棚中，暖
气扑面，温暖如夏。30多种新奇果
蔬，精品荟萃，绿意盎然。从热带
地区引种来的三红柚、火龙果、丑
橘、释迦果等新奇果木随处可见。
一旁无人耕地机正在丑橘苗地里欢
快地翻土，而草莓高架大棚里，枝
叶繁茂、绿茵葱葱，鲜艳的草莓点
缀其间。在这里，游客们可以尽享
采摘悠闲时光。

“过去是农村人往城里挤，现在
是城里人往农村跑，这旅游搞得红
红火火，带着咱们乡村也热闹起

来，园里的果子不愁卖。”迎来送往一
波又一波的游客，金绿源乡野庄园理
事长顾仕举乐呵呵地说。

在金湖，荷花久负盛名。走进塔
集镇高效农业生产基地，大棚林立，
推开温室，热浪来袭，满棚的绿色映
入眼帘，满眼都是绽放出小花的香水
莲。这里诞生过全国荷花展的“金
奖”和“银奖”，给金湖挣来了“荷花
之乡”的金字招牌，成当地百姓致富
之所依。金湖荷藕、龙虾、芡实等湖
鲜美食通过发展旅游声名远播，“鲜美
金湖”品牌价值持续提升，带动全县
3万人从事荷藕、龙虾产业，年营业
额超过30亿元。

金湖县政协每年通过开展“百名
委员观摩全域旅游”，为振兴乡村旅游
献计献策，在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
展中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县委、县
政府充分吸收采纳政协委员的意见和
建议，大力支持百姓参与农家乐、渔
家乐、乡村民宿等多种业态，享受全
域旅游发展红利。目前，金湖的乡村
采摘、莲藕深加工、户外拓展等产业
得到蓬勃发展，更多的群众通过乡村
旅游走上了创业致富之路。2021年，
金湖旅游接待人次457.18万人，同比
增长15.1%；旅游收入54.03亿元，同
比增长 15.2%。其中，乡村旅游景点
共接待游客约170万人次，实现旅游
收入约14亿元，越来越多的老百姓吃
上了“旅游饭”。

近日，在北京朝阳公园，游客荡舟湖面，感受夏日的惬意
时光。

本报记者 齐波 摄

不论是驻足在“接天莲叶无

穷碧”的荷花荡，还是徜徉在

“树阴照水爱晴柔”的水杉林，或

是荡漾在“水光潋滟晴方好”的

白马湖……走进江苏省金湖县，

就 让 人 不 由 得 放 缓 了 脚 步 。 6

月，水韵金湖，沿着全域旅游

“金腰带”——金湖绿道，驱车行

驶，目之所及，一边是风吹麦

浪、金光粼粼的丰收景象，一边

是秧苗起舞、绿意舒展的耕种画

面，一首初夏交响曲正在这里倾

情演绎。

荷 香 人 富荷 香 人 富
——江苏省金湖县用全域旅游绘就乡村新图景

通讯员 闵海燕 程 冰 本报记者 江 迪

夏日泛舟享清凉夏日泛舟享清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