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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园的诗意中栖居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牛 瑾

林荫道上牵手的情侣、阳光中奔跑
的孩子、树下散步锻炼的老人……在北
京万寿公园里，这样和美的画面随处可
见，让人们的生活多了一抹诗意，也给
这座城市增添了一种色彩。不止北京，
每座城市都有大大小小的公园，一个公
园彰显一个特色，一个公园点亮一处风
景。公园之于百姓的意义，远比想象中
来得更加深刻。

健身VS赏游

牛聪慧老家在天津，已经退休多
年，儿子毕业后辗转换过两三份工作，
却都没有离开北京，最终还在这里成了
家定了居。自从有了个可爱的小孙女，
牛聪慧也就开启了属于她的“双城生
活”，一年中得有三分之二的时间在儿
子家帮忙带小孩。刚开始的一年多，她
觉得很不习惯。“我是个好动的人，以前
在天津，离家不远的地方就有个公园，
我每天去那里跟邻居们或朋友们一起
唱唱歌跳跳舞。刚来北京，孙女还小，
离不开人，可真是让我憋屈了一段时
间。”牛聪慧说。

后来，孙女慢慢长大了，牛聪慧
也利用带她出去晒太阳的机会摸清了
周围公园的“地形”，这才找回了之前
的生活节奏。每天早上，到附近的公
园伴着熟悉的旋律跳跳健身操、民族
舞，偶尔也来上一段现代舞，吃完晚
饭，再沿着公园的健身步道走上几
圈，带娃、健身两不误，她的生活就
这样更加充实了起来。

其实，每一天，在每一座城市，有很
多人像牛聪慧一样，把自己的生活与公
园联系在一起。他们在这里跑步、打太
极、舞剑、踢毽子，尽享户外健身带来的
健康与快乐。

对北京这座城市来说，牛聪慧还有
另一个“角色”——外地游客。所以，公
园就不仅仅是她健身的场所，还是闲逛
赏景的好去处。“很多当年的兵团战友
如今都生活在北京，我们就经常约着逛
园子。什么时候北京哪个公园的哪种

花开得最好，我们就去哪里，还拍了不
少好看的照片呢。”她一边说着，一边给
记者翻看着自己的朋友圈。

在安徽合肥，也有很多外地游客把
逛公园放进游览攻略，位于巢湖岸边的
合肥滨湖湿地森林公园是其中的“必选
项”。9月9日正值周末，虽然天气有些
闷热，可记者到达公园门口时，还是发
现这里已经停了不少外地牌照的车
辆。公园内水系交错，绿树成荫，游客
们或踩着园内提供的游览单车或沿路
步行置身其中，聆听鸟叫蝉鸣，感受人
与自然的和谐共融。

公园负责人方彪介绍，滨湖湿地森
林公园是我国首个退耕还林并经生态
修复建成的国家级森林公园，为了让市
民更好地贴近自然，在林间修建的木栈
道也是顺势而为，从林隙间自然穿行，
没有因为修建砍伐过一棵树木，由此形
成林水相间、水清林美的“颜值”。每到
小长假或周末，市民和游客都会在此度
过美好的休闲时光。

书屋VS乡愁

如今，把图书馆搬进公园的做法，
因满足了人们对“宁静”文化的渴望，也
渐渐地成了一股潮流。走进公园，步入
图书馆，你是游客，更是读者，你可以透
过馆内的落地窗，于绿树花香之间感受
书中的百般滋味，静享难得的亲子时
光。如果说，城市里的图书馆给了市民
一个安“身”之处，那么，坐拥公园里的
图书馆则是一个妥妥的安“心”之处。

位于护城河畔的北京金中都公园
内，就有这么一个安“心”之处，取名“第
二书房”。踏进飞檐斗拱的大门，迎面
是公共阅读空间。百余平方米的大厅
中，最抢眼的就是书，在正面和左右两
侧的墙壁上，精美的书籍错落其间。为
了让不同的人群都能方便地拿取阅读，
书籍的摆放也是很有学问的，下面的书
是给孩子看的，上面的书则是供大人选
读，各取所需。此时，一个四五岁的小
男孩正在书架前用心地挑选着图书；离

他不远处的书桌前，一位年轻妈妈翻阅
着图书，给女儿讲着科普小故事。

第二书房的工作人员认为，除了公
共阅读空间，还有会员专属空间。在那
里能够看书，还有专家讲座等活动，附
近不少居民都是这里的常客。

市内公园里的图书馆飘散着书香，
不少城市建起的郊野公园则寄托着“乡
愁”。家住上海浦东新区的徐征，最近
爱上了郊野公园，金山廊下郊野公园中
的万亩良田、奥运草坪、桂花树林等景
区让她流连忘返，人在园中走，如同画
中游。“这里没有围墙、不收门票、望得
到田、看得见水，原汁原味的乡村风光，
我藏了很久的‘乡愁’立马被勾了出
来。每年10月下旬，这里的红枫林颜
色特别绚烂，去年有事耽搁了，没赶上，
只能靠朋友圈饱饱眼福，今年一定要弥
补这个遗憾。”徐征还听说，奉贤区规划
了1年多的农艺公园建设也已经正式
“起跑”，150个风格各异的田园综合体
将逐渐兴起，“到时候，又可以带上孩
子，去体验田园乐趣了”。

对徐征这样的游客来说，郊野公园
是休憩游玩的好去处；对当地农民来
说，让“农房变成客房、田园变成公园、
劳动变成运动”的郊野公园，更是增收
致富的好机会。所以，无论从哪一个角
度看，郊野公园的意义又远不止一座
“公园”这么简单。

便利VS筹谋

在一座城市中，每个公园都有属于
自己的韵味，或环境优美、鸟语花香，或
依托古迹、内涵深厚，或匠心独运、主题
新颖。人们徜徉其间，可赏景散步、亲
近自然，可凭吊古迹、发思古幽情，或是
休闲放松、寻求不同体验。

为了让居住在城市的人们更好地
品味不同类型的公园之美，不少城市推
出了一系列便利游园的措施。以北京
为例，就有发售公园游览年票、部分公
园对早上8点前入园的游客予以免费
等。只是便利之中也有一些小遗憾，正

是这些小遗憾，让李艳萍在逛公园时有
点犯迷糊。

在北京照顾女儿的李艳萍，待女儿
上班后有着大把时间，就想着办张公园
年票，去各大公园转转。可是，有涵盖
十几个公园的游览年票，也有单个公园
的专属年票，该办哪种好？听说北京目
前已有注册公园400多个，有些适用年
票，更多的则还要当场购票，选择标准
又是什么？李艳萍的脑子里会时不时
地蹦出这些问题。她说，特别希望相关
部门能解释给百姓听，让大家能明明白
白地逛园子。

为了让来到这座城市游览观光的
人们更好地品味不同类型的公园之美，
不少城市都有各自的招数。仍然以北
京为例，北京目前正全面试运行官方售
票网站及微信公众号售票平台“畅游公
园”，游客可预先通过网络登录网站或
关注“畅游公园”微信公众号后购买门
票，也可在11家市属公园指定地区现
场扫描二维码在线自助购票；北京的不
少公园还提供智慧游园服务，游客扫描
二维码后，即可用自己的手机即时收听
园内必逛景点的介绍。

当然，在努力提升游园便利性的
同时，每一座城市也都在筹谋着“增
绿”的事情。今年以来，北京大力实
施“精准建绿”和市民身边增绿工
程，建成47处公园绿地，年内将再增
加城市休闲公园15个，并把公园绿地
500 米服务半径覆盖率提高到 77%。
另外，今年内还将计划投入240万元
用于文创工作，重点推出皇家园林主
题产品、“百花集”创意市集等，将美
的自然环境、人文历史、游憩体验呈
献给市民和游客。

更令人兴奋的是，在北京东北
部，44平方公里的温榆河湿地公园明
年即将开工建设，目前正面向全球征
集设计方案，年底前将完成初步规划
设计。建成后，这里将是京城最大的
绿肺，又能发挥拦蓄雨洪的功能。你
会发现，公园之于城市的意义，远比
想象来得深刻。

漫步在温暖心灵的地方
心 月

寒来暑往，春秋转换。漫步公园，

不知不觉间，读懂了大自然在用季节的

变化提醒着你我生命的流逝。公园，曾

经是儿童追逐的乐园、恋人抒情的梦

境、游人赏景的佳地、庙会摆摊的金

街。如今，公园着实变化了不少，有些

炫目，令人感慨。公园外的生活变了，

人们的所思所想自然就变了。

不知从何时起，运动像吹响在人们

心头的号角，召唤着无数中老年人涌进

公园。跑步、慢走、器械、跳舞、练拳、做

操……公园无论大小，不管是平地还是

山坡，绿树花丛间，到处闪现人们锻炼

的身影，传来挥汗如雨般运动的韵律

声。到了冬季，或利用冰冻湖面，或吸

干池水人造吹雪，公园开始举办盛大的

冰雪运动，吸引众多青少年，一年比一

年规模大。那个记忆中诗情画意、充满

静谧的公园，开始被刚劲有力、激情满

怀的运动健身主旋律所取代。

因为，我们的生活有了新的需

求。老年人越来越多，观念也变了。

治未病，通过加强运动和健康管理，

远离大病。身边的公园自然是老人最

钟爱的。中年人平日上班节奏快压力

大，周末必然是抢抓锻炼的好时机，

若不想跑远处，公园自是首选。如果

除去节假日游客的游览需求，平日里

运动已成为人们对公园最切实的需

要。公园该怎样应对这种变化？完善

运动功能。比如，过去曲径通幽的散

步小路应该统筹规划，适当加宽、找

平，因为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把它们当

作步道慢步锻炼，许多起伏的坡地占

据了公园不小的空间，山坡绿化起来

很有景致，可很多公园平地太少，跳

舞、做操、器械堆在一起显得很局促

和拥挤。对于不少坐在轮椅上的老人

而言，平路、平地也是非常重要的。

运动主题唱主角，公园的人性化服务

也要及时跟上，餐厅、饮水点、座椅

的设置要更便利，同时有医务室应对

运动中出现的突发事件也是必不可

少的。

如今的公园不仅运动蓬勃，绿肥红

瘦之间，更透出文化的气息。稍加留意

就会发现路旁的草丛中，一本本石头书

上刻着一句句诗句，很多孩子好奇地抚

摸着石头书吟读着诗句，仿佛闻到诗的

芳香。亭柱上的一副副楹联，石碑、石

书上的一面面镌刻，让传统优秀文化像

一股股清泉，不经意间流入人们的心

田，滋养心灵。在成都杜甫草堂，孩子

们穿上唐代紫色的学子服饰，头戴学

帽，在草堂边大声诵读杜甫的诗篇，苍

凉激越的声调把人们带回那坎坷多艰

的岁月……令人欣喜的是，很多洋溢文

化气息的公园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宣传融入公园的每个角落。在北京

陶然亭公园步道两侧长年竖立着很多

展板，有革命烈士、有时代楷模，每次穿

过那段步道，像是经历一次革命历史的

巡礼。杜甫草堂作为著名文化圣地和

中国古典园林，更是把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要义绘制成古色古香的精美屏

风，伫立在游人必经的大道旁，与草堂

的唐诗古韵形成完美的统一。如今的

公园，仿佛一个传承的载体，只要你细

心触摸，它不仅回望历史，呈现当下，更

展望未来，随时温暖和滋养我们每一个

人的心灵。这也是公园让人最值得留

恋和牵挂的地方。

公园也有不变的，作为中老年相亲

的地方一直没变，越来越热闹。一方面

是自主追求婚姻幸福的老年人越来越

多。最重要的是，互联网代替不了人和

人的交往。即便在当下，爱情的滋生也

需要了解、需要诗情画意。公园依然是

中老年心中理想的择偶之地。公园的

主题展览也一直很红火，恐龙展、动漫

展吸引孩子，花展、画展、图书展温暖

老人。

千变万化的公园，折射的是人们对

美好生活越来越新的追求。

北京大观园内，游客正走过一座

石拱桥。 牛 瑾摄

上图 永定河改造后修建的莲石湖公园。如今，这里已成为北

京石景山区、门头沟区和丰台区居民休闲新选择。

右图 一对母女，正在北京金中都公园内的宣阳驿站第二书房

里，享受阅读的乐趣。 牛 瑾摄

走出家门就是绿地，多走几步就到公园，是百姓向往的生活。当越来越
多的城市装点着自己的“绿色项链”时，百姓也开始——

万千滋味一碗茶
李华林

湖南安化县田庄乡高马二溪村因产黑茶而闻名，
每年采茶时节，是村庄最美的时候。山高林密，云雾缭
绕，成片的茶园向山两边延展。清风徐来，茶香、花香
悠然而至，目之所及，让人心生欢喜。

土生土长的村民老蒋，一辈子没有离开过高马二
溪村，从小耳濡目染父辈种茶采茶，他深谙一套制作黑
茶的古法。最好于清明时节，背着竹篾茶篓，上山采一
篓茶叶，杀青前先洒上水，再轻压、慢揉。而后渥堆，村
里人通常会选择一块背窗、洁净的地面，随意把茶叶拢
成堆，直至叶色变为黄褐，青气消除，手入茶堆内觉热，
发出类似甜酒糟般沉闷的香气。之后就是复揉，因渥
堆后的茶条有回松现象，复揉卷紧茶条，进一步破损茶
细胞。最后一步便是干燥了，茶叶经过高温火焙，色泽
变得黑褐，松烟香袅袅腾升。黑茶之谓黑茶，最是离不
开堆积发酵这一步。

今年春夏两季，日子总是伴着风和雨，气候难测，
偶遇晴好天气，做好的茶，叫人倍加珍惜。老蒋说，黑
茶因发酵的制作工艺而不伤胃，温润、养人。关于黑茶
的好处，流传已久。北宋哲宗年间，主管茶马公事官员
程之邰说：“食肉饮酪，故贵茶而病难得。”《滴露漫录》
记有：“以其腥肉之食，非茶不消；青稞之热，非茶不
解。”但农家人并不懂黑茶含有咖啡因、维生素、磷脂等
物质有助于人体消化，帮助刮油脂，降血脂，只觉长年
累月喝茶，神清气爽，体态轻盈，视之为大自然给高马
二溪村乃至安化的馈赠。

老蒋说，常见的黑茶有两种，以篾篓包装成花格状
的千两茶和蒸压制成砖块模样的砖茶。撬黑茶有一套
讲究，要用茶刀去寻找茶与茶的缝隙，顺着茶叶紧压的
脉络，度力而行。如果撬的是砖茶，就沿茶砖边缘，将
茶刀稍用力插入茶砖，用茶刀使茶砖表面的茶层脱开。

泡黑茶，村里人用的是最家常的陶瓷碗，一壶沸水
冲入，汤色渐红，香气纯正，轻抿一口，味醇而微甘。不
像绿茶，吐气如兰，清雅宜人；也不似红茶，香温玉软，
甜润鲜郁。黑茶自有它的清清之甘、淡淡之苦、渺渺之
香、悠悠之韵，像旧时光的气息，韵味悠长。

在安化当地，有个关于黑茶的传说，黑茶制法起源
于一个美丽的错误。茶叶产于南方，远销边远的少数
民族地区，运输路途遥远，人背马驮需一年半载，风餐
露宿，天气多变，茶叶以篾篓包装，防潮性差，等到绿茶
迟迟运到销区，茶叶已由翠绿变成乌润，故在当时称为
“乌茶”，“乌茶”茶味醇和，汤色红艳亮丽，加奶饮用口
味极佳，受到牧民的欢迎，它便是黑茶的前身。

历史上真正出现关于安化黑茶的记载始于唐代，
毛文锡《茶谱》云：“潭邵之间有渠江，中有茶而多毒蛇
猛兽，渠江薄片，一斤十八枚”，彼时黑茶名贵，被当作
货币，砖茶用做“飞钱”使。宋代以后，安化黑茶作为贡
茶每年向朝廷进献。明万历年间，安化黑茶被定为官
茶，茶农通过茶马古道运输黑毛茶，北渡洞庭湖，越长
江、过湖北，用之与西域换马，黑茶成为内蒙古、新疆等
少数民族的日常生活必需品，行销边陲长盛不衰。

名流雅士喝茶，好在“长日清谈，寒宵兀坐”之际摆
设茶具，正襟危坐，烫壶、温杯，过滤、闻香……品茶有
一套仪式感。但安化人却有安化人的吃茶法，那便是
求一个简单与自在。黑茶作为开门七件事之一，无异
于米盐，不过是安化老百姓的日常物件，“粗茶淡饭饱
即休，补破遮寒暖即休。”和黑茶一样，安化人爽朗、随
性，亲朋好友相聚之时、晨昏午后休憩之际，用粗陶碗
将茶叶初泡，再拿铸铁壶煮沸，就着一碗黑茶，三五好
友叙叙旧、谈谈心，青山苍翠，溪流潺潺，悠悠岁月在茶
香的氤氲中忽远忽近，真正是“睡起有茶饴有饭，行看
流水坐看云”的惬意生活。

“十一”假期，利用8天长假选择出国旅游的人不
在少数。由于受交通工具的限制，目前出国游基本需
要游客乘坐飞机。不过，在不久前召开的金砖峰会上，
中泰铁路合作项目的设计和监理合同正式签署，中泰
铁路有望于今年10月份正式开工建设，首期工程全长
253公里，设计时速为250公里。建成后，从昆明到曼
谷将朝发夕至，往返票价约700元人民币，游客有望实
现乘火车出国游。

中泰铁路合作项目是泰国第一条标准轨高速铁
路，目前敲定的路线为一期工程，连接的是首都曼谷和
泰国东北部门户呵叻。该段铁路全长约253公里，设
计最高时速250公里，预计于2021年通车。二期工程
则将把这条铁路延伸至与老挝首都万象仅一河之隔的
廊开府，并与正在建设中的中老铁路连接，途经老挝磨
丁和中国磨憨抵达昆明。

对此驴妈妈旅游网出境游事业部总经理应剑锋表
示，中泰铁路串联起我国西南地区以及老挝、泰国等东
南亚国家，将为游客的出行提供更多选择，让中国游客
与东南亚各国家和地区的游客往来更加方便，也将为
该区域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随着中泰铁路的建
成，预计未来将会有更多中国游客通过铁路赴泰国乃
至整个东南亚地区旅游度假。
“铁路交通的逐步完善缩短了地区与地区，城市

与城市，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人们的旅游需求发生
着不断的变化。”应剑锋分析说，在“一带一路”倡
议下，中国铁路还将不断“走出去”。对于旅行社来
说，未来需要基于铁路交通持续开发更为深化、细化
的高品质旅游产品，才能满足中国游客日益增长的旅
游消费需求。

乘高铁游东南亚
吉蕾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