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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海中品味杨梅味道
本报记者 乔金亮 通讯员 郭 玮

忠州博物馆：

浓缩版“大地史书”
本报记者 冉瑞成 通讯员 毛世洲

乡间漫步、林荫骑行、驿道登山，观赏白崖
杜鹃、探究客家文化、寻访况钟故里……随着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形势好转，生产生活有序恢
复，体验“有一种生活叫靖安”渐成江西游客旅游
的新风尚。

靖安县地处江西西北部，总面积1377平方
公里，总人口16万人，经昌铜高速到南昌37公
里，距昌北国际机场56公里。近年来，该县依托
良好的生态、人文优势，聚焦“生态+大健康”产
业发展，点“绿”成“金”，入选全国首批“国家生态
文明建设示范县”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
践创新基地。

享一夏清凉

6月13日，阳光明媚，靖安县中源乡旭日山
庄的店主陈煦在晾晒客房的床单、被套，为即将
到来的避暑高峰做好准备，“58张床位已全部预
订出去了”。

中源乡夏季平均气温为18摄氏度至22摄
氏度，被游客誉为“小庐山”，是休闲避暑的好去
处。近年来，该乡依托得天独厚的“冷”资源，大
力发展休闲避暑“热”产业，引导当地农户休整自
己的空闲房屋，改建成农家乐，吸引了南昌周边
大量游客。在这里，游客可以吃农家饭、住农家
房、干农家活、享农家乐，尽情体验乡村生活的悠
然与惬意。

截至目前，中源乡已发展农家乐经营户480
余户，高峰时段日接待游客3万余人次。原来的
省级贫困村——三坪村脱贫摘帽，一跃成为靖安
县乡村旅游的典型示范村，预计今年接待游客
110万人次。

为擦亮“中源避暑”的金字招牌，靖安举全县
之力，计划投入20亿元，将其打造成中部地区一
流旅游特色小镇。截至目前，已投入2.3亿元启
动建设，今年 6 月底将完成改建提升的一期
工程。

靖安还陆续打造港背村、小湾渔家村、雷家
古村等旅游特色村，引进客商建造民宿，弥补本
地农家乐的“短板”，以满足不同消费群体的需

求。该县今年建设推出虎啸峡景区森林小火车、
观音岩呐喊喷泉、森林展览馆、鹤栖谷景区七彩
滑道等项目，受到广大游客欢迎，在“五一”小长
假中，共接待游客42.5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
15326.13万元。

寻一段历史

靖安是千年古县，地处吴头楚尾，人文厚重，
诗风久远，是“中华诗词之乡”“江西书画之乡”。
东周古墓出土文物改写了中国纺织史；禅宗八祖
马祖道一的道场宝峰禅寺扬名海内外。自公元
937年建县以来，先后诞生了明代尚书李叔正、
况钟等诸多历史文化名人；曾巩、陆九渊、王阳明
均曾游历靖安，留下“道由白云尽，春与青溪长”
等千古佳句。

靖安县充分挖掘利用本土人文资源，积极推
进文化进景区工程，促使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
将文化灵魂植入旅游的吃、住、行、游、购、娱，使
靖安旅游大放异彩。

到靖安去旅游的人，总爱在这片钟灵毓秀的
土地上寻访历史遗迹，探究古韵遗风，丰厚人文
积淀。从靖安县城出发，沿着222省道西行17
公里后，转入永坪路继续西行10公里，到况钟
故里访寻历史。从况钟故里回来，到西门古街青
石板路徜徉，触摸古旧门楣，感受先人印迹，聆听
历史声音。靖安西门古街始盛于明正德八年，至
今保存完好的古老商铺，排水系统良好的青石板
路，都在无声诉说着这里经济文化曾经的繁荣
鼎盛。

在探寻文化、感受自然的同时，宝峰禅寺是
不容错过的旅游胜地。该寺周围层峦叠嶂，危崖
壁立，树木葱茏，始建于唐朝，历经千年仍保存完
好，被列为江西省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近
年来，宝峰禅寺开设“宝峰讲堂”公益性讲座，每
月一次邀请国内外建筑、养生、摄影等知名专家
学者到宝峰授课，促进文化繁荣。

走一段旅程

靖安风景优美，气候宜人，森林覆盖率高达
84.1%，负氧离子含量高达10万个/立方米，出
县交界断面水质达到二类标准；境内奇峰异石、
流泉飞瀑、巨树老林、古道驿站繁多，最高峰九岭
尖海拔1794.49米，是康养休闲的胜地、户外运
动的天堂。

闲时，可以驱车沿三爪仑百里风光带来一次
说走就走的旅行，一路可尝试鹤栖谷高空漂
流、游览中华传统文化园、观赏大梓河风光、体验
集客出发丛林探险；下午继续前行到三爪仑乘坐
森林小火车漂流，到七彩道滑草、进白水洞观瀑、
到犁壁山探寻红军先烈足迹；晚上入宿云溪谷，
听潺潺流水、啾啾鸟鸣。

第二日，顺路而下，还可以看天门堑日出云
蒸霞蔚，游古楠村、象湖湾、青山村，看多彩乡村
美如画；途中只要随处找一家餐馆，就可以品尝
到入口鲜香的河鲜。饭后短暂休息一下，到九岭
森林温泉美美地泡个澡，洗去疲惫。

近年来，靖安县着力构建以大型旅游项目为
支撑，以乡村旅游为背景的全域旅游发展格局，
启动了“靖安生活”品牌宣传“十个一”工程，不断
扩大靖安的知名度和知晓率。

目前，靖安旅游微电影宣传片《有一种生
活叫靖安》及VR全景靖安的拍摄工作正在推
进；“一机游靖安”微信商城的微信服务号已经
完成了初步菜单页面搭建；靖安制定出台了营
销奖励政策，对自主开展创意促销节庆活动的
旅游景区、企业给予奖励、扶持，对南昌来靖
旅游实行“无障碍通行”政策；结合靖安旅游
消费券发放等活动，完善了线上抽奖、景区核
销等票务系统。

同时，靖安策划文化旅游节，有序推出体验
化、网红化项目，不断丰富旅游产品，满足不同年
龄层次的游客需求，让游客充分体验“有一种生
活叫靖安”。

忠州博物馆位于三峡库区腹地的重庆市忠县，展厅
面积6000平方米，现有馆藏文物2万余件/套，涵盖23
个文物门类，是目前重庆规模最大的综合类博物馆。

忠州博物馆展陈内容围绕“忠义之魂·大地史书”这
一主题，设“人文忠州”“忠义忠州”“多彩忠州”3大板块，
是忠州三峡库区考古成果和文化研究的集中展现。其
中，“人文忠州”展现忠州5000年波澜壮阔的历史文化，

“忠义忠州”讲述忠州历代先贤及近现代英雄人物的忠义
事迹，“多彩忠州”展示忠州地区独具特色的非物质文化
遗产和民风民俗。

除了常规的展柜图文陈列，忠州博物馆充分运用艺
术场景、立体沙盘、AR系统、全息投影、幻影成像、多媒
体增效等较为先进的展示手段，为游客提供丰富的观展
体验。同时，忠州博物馆突出忠州地域文化亮点，精心布
置高达12米的中坝遗址文化地层墙、大型陶器制盐现
场、临江二队冶锌遗址等场景展示，让游客在历史的对话
中，领略忠州独特的韵致。

展现5000年人类文明史

忠州是一座历史悠久、文化璀璨的巴渝名城。考古
发掘证明，大约在新石器时代中晚期，人类便在忠州地区
进行了大规模的产业经济活动，并修建了多处聚居部
落。此后5000年，人类一直在此繁衍生息，古老的先民
创造了辉煌的“盐文化”“阙文化”。岁月的流逝没有湮没
人们对历史文化的记忆，在这里，游客可以顺着时间脉络
一一了解那些铭刻在“大地史书”上的故事。

在古代，盐是一种稀缺的重要资源。在忠州博物馆
的一个展室区里，古老的制盐场景通过各种现代元素得
以复原。作为中国古代最早大规模的制盐地区，忠州用
火煮盐的历史可追溯到商代甚至更早。聪明的忠州盐工
将古人烧制陶器的窑场改良为煮盐的盐灶，密封的窑顶
被挖出一排排整齐的小孔，一件件花边口圜底罐和尖底
杯被立于其上。不论尖底还是圜底陶器，与平底器皿相
比，能更大接触受热面积。盐工们给每件容器内注入储
卤池中取出的卤水，然后燃烧加热，使容器里的卤水迅速
蒸发，最后获取结晶盐。这些尖底杯和圜底罐堆积层显
示了3000年前忠州制盐业的辉煌。这两种器物一直沿
用到秦汉时期，在铁器时期广泛使用后才消失。

在忠州博物馆里，矗立着几墩造型别致的石阙引人
注目。忠州被称为“汉阙之乡”，阙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仿
木结构建筑，也是封建社会礼制的象征。全国现存汉代
石阙30余座，忠州占4座，即乌杨阙、丁房阙、无名阙、邓
家沱阙。其中乌杨阙保存非常完整，阙身雕刻丰富，是全
国唯一通过考古发掘出土复原的阙。

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

5000年悠悠岁月成就了忠州深厚丰富的物质文化
遗存，同时也留下了灿烂多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忠
州博物馆，制作豆腐乳、表演矮人舞、耍牛等一系列非物
质文化遗产都以彩塑的形式“固化”下来。

忠州博物馆里，一间“作坊”吸引了许多游客驻足观
看：一人推着石磨，一旁的桌上摆着豆腐乳制作成的菜
肴。忠州豆腐乳相传始于唐代盛于清代，距今千年而不
衰，素有“东方奶酪”之称。民国的《忠县志》中记载，在冬
令严寒之际，以黄豆所制之豆腐切成方形小块，将其放在
木架上，一个月后等其长满毛霉，再用白酒洗涤，然后用
盐和香料腌渍，最后放入瓮中封存半年，等开瓮后品尝，
味道极其鲜美。2010年，忠州豆腐乳制作技艺被列入重
庆市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2年3月，国家质
检总局批准对忠州豆腐乳实施地理标志产品保护。

在忠州博物馆内，还有一处“玩杂耍”的地方，这里展
现的是“忠州矮人舞”。收获季节，乡亲们在劳作休息之
余，衣服下移小腹，用泥土在肚子上画出五官是为“脸”，
头罩一个大竹箩筐遂成“帽子”，随性舞蹈。矮人舞演绎
的是劳动人民在辛勤劳动之余，放松消遣的嬉戏打闹场
景，是巴渝民间舞中独特的舞蹈形式，曾广泛流传于忠县
民间。

老街能让人记住乡愁。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特别
是三峡成库的原因，许多老街已不复存在。忠州博物馆
内有一处古色古香的“洋渡老街”，极具年代感。洋渡是
忠县境内唯一的深水码头，于清代中期发展起来。重庆
开埠后，顺长江逆水上行到重庆，必须经过洋渡镇。因
此，过往洋船都要在这里停靠补充给养，使这一地区迅速
发展起来。如今，人们只能在博物馆里感受当年的繁华。

忠州博物馆不仅讲述着忠州的悠久历史，也为忠县
人建起了一座精神家园。

忠州博物馆内，用彩塑展示的非遗项目忠州豆腐乳
制作技艺。 毛幼平摄（中经视觉）

你可能到过很多花海闻花香，而这里
的花海却有酸酸甜甜的杨梅味道。第十七
届无锡太湖山水文化旅游节暨马山拈花湾
花海杨梅节，日前在江苏无锡拈花湾景区
拉开帷幕。在杨梅丰收、鲜花盛开的季
节，人们走进美丽乡村，开展集吃、住、
游、购、娱于一体的旅游活动，为美丽乡
村代言，为文旅复苏助力。

江苏省无锡太湖国家旅游度假区每年
接待游客约800万人次，旅游业收入超23
亿元。旅游业的发展提高了区域知名度，
带动了地方经济发展，增加了居民收入。
近期，当地政府出台了各类扶持补贴政
策，通过开展各种扶贫项目、网红打卡地
推荐等措施，帮助文旅企业对接各类援企
纾困政策，带动文旅产业逐步复苏。

当地的“马山杨梅”已有2000多年种

植历史，日前成功获得国家农产品地理标
志认证。目前，马山杨梅生产基地占地近1
万亩，年产值可达 8000 万元，带动约
2500户农民种植杨梅，户均增收2万元左
右。杨梅产业的发展不仅为农民增加了农
产品销售收入，还带动了杨梅采摘、杨梅
果酒制造等观光采摘经济。

休闲观光农业带动了乡村旅游业的兴
旺。景区附近的和平村是无锡市首批12个
美丽乡村示范村，从高空俯瞰，一幅碧水
环抱、群山起伏、峰峦层叠的景象。漫步
在一片苍翠的绿意间，白色民居点缀的山
村跃入眼帘。太湖石、翠竹、杉木装饰着
村里各个角落，让人感受到田园般的悠
然。众多古迹给这座秀丽的山村增添了许
多去处，舞龙、花轿迎亲、传统莲湘舞等
特色民俗文化活动让人体会到浓浓的江南

韵味。
自2016年和平村第一家民宿开办以

来，短短两年多时间，已有10多家民宿兴
起。村民宋琪明利用自家宅基地，投资近
200万元，将新民宿的理念融入改建中。去
年9月，他的民宿和平小筑正式迎宾，一下
子就成为网红店。他对记者说：“借助农
业、文化、旅游的资源，我要把和平小筑
做成一个有文化和灵魂的民宿精品。”

目前，太湖国家旅游度假区拈花湾景
区近千亩花海已经进入最佳赏花期，黄色
奔放的硫华菊、粉色婉约的醉蝶花、蓝色
清新的绣球团、梦幻浪漫的马鞭草等多个
花田绚烂绽放，美不胜收。

拈花湾景区总经理朱唯丹说，杨梅节
期间，广大游客可以在拈花湾景区体验到
一系列精彩纷呈的活动：品尝“国字号”

马山杨梅，酸甜多汁，感受唇齿留香的味
觉体验；逛杨梅市集，解锁众多创意美
食，打卡网红主题美陈展；参加夹杨梅比
赛、手绘团扇等互动体验活动，趣味十
足，老少皆宜。

品尝过酸酸甜甜的杨梅，更不要错过
拈花湾的夜晚。拈花湾有一片花海，是远
近闻名的网红打卡地。这片花海背靠群
山，清清的河水流淌于其中。夜游花海，
微风轻拂，花香若有若无，灯光旖旎变
幻，游客仿佛置身于天上的宫阙。人们在
璀璨夜色中欣赏精彩的表演，“一苇渡江”
水幕光影秀、拈花塔的亮塔仪式、五灯湖
的“花开五叶”音乐喷泉等共同呈现了一
场文化盛宴。这种集观赏、互动于一体的
行进式观演方式，使拈花湾的夜游体验更
立体化。

江西靖安县水口乡莱堡村稻田美景。
刘新宇摄（中经视觉）

图① 游客在靖安
县体验丛林漂流。

刘新宇摄
（中经视觉）

图② 靖安县宝峰
镇大梓河美景。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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