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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 业视点

信 息速览

去福建省霞浦县，大多数人是
为了拍滩涂渔光朝霞落日，但我却
不热衷。我认为一大群人在相同地
点相同时间面对相同的场景人物，
一梭子机关枪似的按快门，这样的
摄影创作太乏味无趣缺少个性。摄
影不光是光与影的艺术，更是思想
目光的折射。太商业化雷同化的拍
摄我不欣赏。很多时候我更喜欢独
自一人慢悠悠地择一个角度选一处
背景，真实记录彼时彼刻的光影和
所想表达的画面。

霞浦的半月里畲族古村让我有
种豁然明朗的惊喜。

从下榻的北歧滩涂摄影主题宾
馆到半月里大约半小时车程。村口
有宽敞的停车场。进村先经过一门
楼，上书半月里的村名和“中国历
史文化名村”的红色标牌。沿小路
入村，右侧有一条溪流，鸭子悠然
自得在溪中戏耍。左侧有一棵铺天
盖地郁郁葱葱的大榕树，树下置一
石碑，看不清上面的字迹。沿树旁
的斜坡可以顺山腰走到村里。途中
依仗山坡的高度能欣赏到村舍的布
局和飞檐翘角的建筑，半山腰还建
有一尖顶飞角的亭子很是别致。穿
过亭子是一轮弯月状石卵坡道，走
过坡道就可以参观村民的古宅了。

我很好奇此村何以叫半月里？
问了度娘，得知之前并不是这个村
名，由于村子恰好位于古官道溪南
至水潮段的中点上，所以以前村名
叫“半路里”，雍正年间雷氏先祖
根据此地背靠状如弯月的弥勒山山

麓之地形改名“半月里”。这里是闽
东地区现存畲族古迹最多的村庄，至
今仍有多座完好的古宅。其中较为著
名的有历经300年的龙溪宫、畲族大
商雷世儒的古厝、光宗耀祖的雷氏宗
祠等，它们基本还保留着原有风貌，
真实地展现出畲族人的日常起居。

古村最震撼的是几株硕大无朋的
古榕树，尤其是栽种在半山坡上几棵
大榕树，枝伸藤绕，根深叶茂，独木
成林。其中沿着右边台阶而上看到的
大榕树，其枝伸叶盖的造型勾勒出一
轮圆月，人居其中透过明亮背光仿佛
一幅好看的剪影，画面充满诗情
雅韵。

我仰望着大榕树心中油然而生感
慨：生命不过是日月星辰的一个瞬
间，很多时候人类总自以为是，妄想
主宰自然，然而大自然视野中能活过
百岁者又有几何？几株古榕树个个历
经百千年沧海桑田依然郁郁葱茏吐故
纳新，比之人生要流芳百世多得多。
所以面对自然我们唯有敬畏。

让人欣喜的是，半月里不用门
票，也少有商业的喧宾夺主。参观古
村有种很强烈的融化感，能够让人真
实看见古村村民的生活，尽管少了现
代化的精致，但这就是他们现实的生
活状态，不虚伪，不做作，日月无
心，坦荡素人，它是生活化的民族古
村而非人造化的游览景区，这样原生
态的体验难能可贵。在乡村游日益繁
荣的当下，我们寻找真正的原乡，半
月里在霞浦静静等着你。

（作者系杭州市政协退休干部）

半月里，霞浦的隐秘畲村
王翔

读 图时代

漫步于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
治州福泉市，景在城中，人在画中。
累了歇歇脚，来到预定好的酒店，发
现此处又是一景：或是方方正正四合
院，古朴中自带商务气息；或是独栋
的现代小别墅，一户一家，静享温馨
的家庭时光；抑或是入住万三府邸，
元末明初巨富沈万山的一生如一方卷
轴在眼前徐徐铺开……

“这三家酒店——平越客栈、平
越驿站和万三府邸，区别于一般性的
商务型酒店。住在这儿，如同享受一
段文化之旅。”福泉市政协委员，贵
州润泉集团副董事长、总经理李啟
民说。

穿越历史

“福泉，古称平越，在历史上的
不同时期，这里设有平越卫、平越
府、平越直隶州等建制。”李啟民介
绍，平越军民府，是每位到访福泉的
游客必去打卡的景点之一。如今，走
进复原的平越军民府，如同穿越一
般，游客可稳坐府衙大堂，体验知府
升堂时的庄严威武，也可通过VR了
解科举考试。而与之毗邻的平越客
栈，更成为不少慕名而来的游客的落
脚点。

“一间客栈，是一段历史的见证
和延续。”李啟民说，古代宫殿的设
计理念是前殿后寝，衙署也是如此。
当地在复建府衙后，知府的居住区就
被改造成酒店，并命名为平越客栈，
这里的风格也以北方四合院为主，主
要用于政务接待及中高端商业接待。

“不少当地居民也将其作为人生
大事的见证地。”福泉市政协秘书长
付长怀笑着补充道，这里的古风古

韵深受当地群众喜爱，新人办喜事
时，常会包下一栋四合院，挂上

“陆府”“王府”等喜字，在这里进
行接亲。

与之相较，平越驿站虽是一字之
差，特色却极为鲜明迥异。刚步入酒
店，一座雕像先映入眼帘，彼时驿丞
正神采奕奕地端坐在高头大马上。

“洪武五年 （1372年），明太祖
朱元璋对北元进行第二次征伐，当时
为信息传达、运兵作战、粮秣运输、
商旅往来等，在此地建造了一座驿
站。2016年，我们在平越驿站的旧
址上恢复重建并还原驿站历史文化，
同时借助江南水乡建筑风格，建设成
为独具一格的现代别墅型酒店。”说
起这段过往，李啟民侃侃而谈，如
今，这里已成为不少家庭、好友欢聚
的不二之选，具有较强的私密性，同
时茶吧、桑拿室、儿童乐园、游泳
池、SPA包间等设施在酒店也一应
俱全。

“借助明代著名商人沈万三在平
越的影响力，我们还建设了万三府邸
酒店，在酒店内设置展馆，向游客展
示沈万三在平越时期的活动，与万三
墓、万三广场组成中华商圣园，作为
万三文化独有的展现。”李啟民说。

文化赋能

“这三个酒店各具特色、错位发
展，凸显了福泉住宿与历史文化的深
度融合。”李啟民说。

一直以来，人们对福泉的印象，
仍停留在“工业城市”这四个字上。

“20世纪 90年代，福泉逐步开发磷
矿，经过十余年的发展，亚洲磷都的
称号让其远近闻名。但人们却在恍惚

间忘记了它那个更为久远的身份——
一座文化厚重的古城。”李啟民介
绍，这座具有 2300 多年历史的古
城，蕴含了厚重的商贾文化、军事文
化、太极养生文化，这里有冷兵器时
代被史学家誉为“中国古代军事防御
的绝妙佳作”的小西门水城，有在绝
壁之上起拱的明代葛镜桥，有素有贵
州“卢森堡”之称的洒金谷景区等景
区景点。

为此，身为政协委员的李啟民积
极建言，建议以文化赋能，将文化属
性融入酒店住宿、融入旅游建设，将
住宿业打造成古城一景。

“来福泉旅游，不仅能看秀美山
水，能赏少数民族风情，同时还能品
古城文化底蕴。”付长怀说，2015
年，当地立足特色，找准定位，致力
于将福泉市区打造为文化名城。为
此，他们在古城建设上下足功夫，提
前做好定位和功能划分，这些前瞻性
的思考也为酒店特色打下了良好
基础。

“你看这三家酒店，从分工上各
有千秋，有旅游型、家庭型、商务
型；从建筑特色上也各有侧重，有楼
宇式、四合院式，还有独栋别墅式。
甚至连万三府邸，我们在为5栋别墅命
名时，也选取了沈万三重要人生节点途
经的5座城市来进行命名，并且在风格
设计上以江南园林为主，以寄托其怀念
故乡之情。可以说，酒店从布局到设
计，从宏观到细节，步步有文化，处处
彰显文化。”付长怀说。

政协推动

如今，福泉市区已成为
4A级旅游景区，三家酒

店也恰如其分地融入其中，成为古城文
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作为重要推动
者、参与者的李啟民却并未就此止步。

“创新是生命力的象征。无论在哪个行
业，最紧要的核心力量就是创新。”

在北京，他关注到很多创新型酒
店，比如电竞主题酒店、电影主题酒店
等，他同样想将这种创新思维延续
下去。

“在福泉，我们与文化结合的属性
不会改变，但会有更多的创新形式诞
生。在城区，商务型酒店和古风型酒店
已成一景，我们接下来将会把目光更多
地着眼于少数民族乡镇，聚焦自然风
光、民族风情、红色文化等内容进行挖
掘，打造更多个性化酒店，带给游客更
丰富、多元、更难忘的住宿体验。力争
做到一个酒店一个特色，与福泉古城同
步，真正全面展示福泉悠久而特有的历
史文化。”李啟民说，令他欣慰的是，
他的这些理念想法也变成一条条对当地
旅游产业发展更具建设性的提案和建
议，正在加快落地见效。

“在福泉的旅游蓝图中，政协作为
旅游化专班建设的牵头单位，着力打造

‘请你来商量’的协商品牌，带动当地
政协委员积极提案、建言，助力旅游产
业高质量发展。”付长怀诚意邀请更多
游客到访福泉，“沾财气，踩仙气，享
福气，来聆听、感受福泉更多历史文化
的精彩篇章。”

中国的蹴鞠 世界的足球
——访国家级非遗项目蹴鞠代表性传承人马国庆

本报记者 徐金玉

福泉特色住宿：

一座酒店一座城
本报记者 徐金玉

乡 村美途

云南景区开放了吗？外地
游客能来玩吗？……12月中
旬以来，随着一系列防疫优化
政策的发布以及出行方面的管
控进一步放宽，云南省文化和
旅游厅“厅长信箱”里有关到
云南旅游的咨询明显多了
起来。

作为旅游大省，云南同全
国各地一样经历了解封的“阵
痛”后，正逐渐恢复着往日的
生机。为进一步促进文旅产业
复苏，云南快速行动，打出系
列“组合拳”，抢占旅游市场
先机。

早在11月下旬，云南省
文旅厅就新推出了“冬游云
南”系列 23 条旅游线路产
品，包括7条冬季主题旅游线
路、6条茶咖旅融合旅游线路
和10条云南冬季特色旅游线
路产品，拉开了促进旅游业复
苏的序幕。

12月初，云南省文旅厅
又发布更加科学精准做好文化
和旅游行业疫情防控工作的
通知，提出在做好疫情防控
的同时，加大旅游新产品的
设计、开发和宣传力度，丰
富旅游产品供给、创新旅游
消费模式、培育新型业态，
加快文旅业恢复发展。旅行
社、酒店、景区等文旅企业

也在积极谋划推出新产品，提
升服务质量。

这些举措有力地提振了从业
者的信心。昆明中国国际旅行社
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说，这3年
来，云南旅游业受到了疫情严重
冲击，但随着疫情防控举措持续
优化和全省加快促进旅游业复苏
的政策利好，他对旅游业的复苏
充满信心。该负责人表示，目前
既要做好游客接待准备工作，也
不能掉以轻心，注意防疫安全，
为游客提供安心、放心的旅游环
境和服务。

大理州古城国际旅行社副总
经理杨秀英表示，非常期待大理
旅游业能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
他们将不断增加产品供给，提升
服务质量。

记者注意到，旅游市场即将
迎来元旦、春节两个重要的高峰
期，在各大在线旅游平台上，目
的地为云南的机票、火车票、酒
店、景区门票和旅游线路产品的
搜索热度、预订量都保持增长
态势。

为抢占市场，云南旅游官方
助手“游云南”加紧布局冬季出
游专题，精选覆盖全省多个旅游
目的地的寻觅暖冬、温泉泡汤、
户外放风、冬日露营、玩雪撒欢
五大类别产品，并计划在元旦前
推出以“登高观日出、祈福迎新

年”为主题的特色旅游产品。
全省各地、各市场主体也积

极落实相关政策，谋划业态创
新，提升服务质量。在西双版纳
野象谷景区正门处，来自各方游
客正在有序入园。“景区认真贯
彻新防控要求，认真落实好人员
密集文旅场所限量、预约、错峰
要求。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
也努力用好中老铁路运营、西双
版纳冬季温暖舒适和动植物资源
丰富等条件，重点发力暖冬游、
研学游等项目，挖掘一二线城市
等主要客源市场。”该景区相关
负责人介绍道。

在 怒 江 傈 僳 族 自 治 州 ，
2023怒江傈僳“阔时”文化节
正在举行。活动期间，将举办

“阔时”啤酒节、“阔时”文化市
集、天天“阔时”狂欢夜活动、

“迎阔时·健康行”徒步比赛等
系列活动，满足游客多方需求。

大理白族自治州则在旅游服
务质量、旅游服务设施、旅游环
境优化等方面进行了整治和优
化，并与相关媒体平台合作，推
出“冬游云南 来大理吧”系列
宣传报道，由各县市文旅局局长
推荐各地特色景区、景点……

当前，云南省各地正紧锣密
鼓地优化旅游产品，提升服务质
量，以全新的姿态迎接旅游业全
面复苏的到来。

云南打好“组合拳”力促文旅业复苏
本报记者 吕金平 通讯员 李茜茜

本报讯 （记者 刘圆圆）
记者从文化和旅游部获悉，联
合国世界旅游组织日前公布
2022 年“最佳旅游乡村”名
单，中国广西大寨村和重庆荆
竹村成功入选。

大寨村位于广西壮族自治
区龙胜各族自治县。大寨村充
分利用当地的农耕梯田、红瑶
文化和自然风光发展乡村旅
游，形成了“西山韶月”“千层
天梯”“金佛顶”等雄奇的梯田
景观，通过展示晒红衣、红瑶长
发、红瑶织布技艺，举行集体婚
礼、篝火晚会等，把红瑶传统文
化转变为旅游业态。同时，以旅
游收入反哺古民居、古建筑保
护，实施梯田景观修复。厚重的
红瑶民族文化、壮丽的梯田风光
交相辉映、相得益彰，彰显了
中国传统农耕文明中因地制
宜、天人合一的智慧。

荆竹村位于重庆市武隆区
仙女山街道。荆竹村一方面保
留根植于独特地理文化环境的
生活方式和建筑特色，另一方面
引入现代创意再造公共文化空
间，利用当地的瓷砖、木材和夯

土墙来呼应和推广村庄传统文化，为古老村庄注入生机
活力。荆竹村建成非遗传习所，搭建文化资源宣传保护
平台，用村民的老房子、古柴火灶、方桌竹椅、铜茶壶
与青瓷杯等打造“归原茶馆”，保护修葺古代商道驿站，
打造“荆竹古道”，传承传播优秀传统文化。

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最佳旅游乡村”评选始于
2021年，旨在通过旅游促进乡村文化遗产保护和可
持续发展。2022年共有来自57个国家的136个候选
乡村参选，最终32个乡村入选，中国入选数量名列
亚太地区第一。加上此前入选的浙江余村和安徽西递
村，我国已有4个乡村入选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最
佳旅游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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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李宁馨） 近
日，由天津市休闲农业协会、天津
农科院区划所等单位共同主办的

“携手大运河 同心促发展 助推
精品休闲乡村高质量发展——大运
河京津冀沿线精品休闲乡村推介论
坛”在线上举行，来自京津冀地区
各相关行业和部门的30多名代表
围绕主题展开充分交流讨论，分享
智慧经验，探寻融合发展途径。

来自天津规划设计院、天津市
文旅局和天津市农委等相关部门负责
人对运河沿岸的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
发展进行政策解读，并提出未来的发
展方向。大运河天津段的精品休闲乡
村包括：静海区的吕官屯村、春光家
庭农场，西青区白滩寺村、第六埠
村，北辰区双街村、庞咀村，武清三
里浅村、颐正源、一芳田童趣农庄
等，沿运河洒落，各有各的故事，各
具各的精彩，可以串联成线，开发相

关旅游产品。来自南开大学、天津工大
专家则对未来运河开发的前景和需要注
意的问题提出了建设性建议。

此前，携程旅游、天津国旅等围
绕运河开发的运河低碳骑行、运河生
态文化旅游线路等产品也获好评。

“各相关部门将进一步深入挖掘
大运河及沿线文物保护单位、非物质
文化遗产、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传统
村落、特色小镇等文化资源，联动北
京、河北，逐步形成跨京津冀的运河
精品休闲路线，实现沿岸差异化、精
品化发展。”论坛主办方表示，希望
通过论坛调动京津冀大运河沿线经营
主体、政府、专家、旅行社、社会组
织、新媒体等社会各方面参与大运河
开发建设的热情，深入挖掘大运河承
载的文化价值，展示大运河沿线精品
休闲乡村发展取得的成果。同时，宣
传贯彻好绿色低碳发展理念，促进京
津冀运河沿线休闲乡村建设。

2022大运河京津冀沿线
精品休闲乡村推介论坛举行

行 走故事

元旦假期即将来临，日前，八达岭长城景区推出开放夜长城和举办
迎新观日两项“重头戏”，计划招募2023人共同参与，喜迎“新年的第
一缕阳光”，这也是八达岭长城景区在冬季首次对公众开放夜长城，首
次针对游客开展定制化长城迎新观日活动。 本报记者 贾宁 摄

重开夜长城重开夜长城 ““嗨玩嗨玩””戏冰雪戏冰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