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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 受 丙 察 察 的 险 与 美
□ 代 玲

以中国艺术形式

讲全球抗疫故事
本报记者 刘 麟 谢 瑶

从秭归的端午文化节到兴山的昭君文化节，
从五峰的采茶节到夷陵的柑橘节，从唱山歌、跳
巴山舞到包粽子、吃年猪宴，文化丰富了旅游的
体验，旅游为文化的保护、开发、传承、弘扬提供
了渠道，湖北宜昌一直探索文旅融合发展，实现
了良性循环、合作共赢。

名人文化彰显城市底蕴

“快来快来，看看王昭君生活的屋子是啥
样。”来自湖北黄冈市的王子成与家人一同来到
兴山县昭君村景区，了解王昭君生平事迹，体验
王昭君曾经的生活场景。

昭君村是汉明妃王昭君的出生地，当地先
后投资5亿多元进行提档升级，建成汉代民俗
风情街、昭君纪念馆、昭君宅和娘娘泉等景
观，成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基地，获评中
国最美乡村。

从昭君村出来，仅十几分钟车程，昭君别院
映入眼帘。昭君台、陈家老屋、乡公所旧址、村史
展览馆……在这里，游客能够了解更深入地了解
昭君文化。

作为昭君故里，兴山县把打造“昭君文化旅
游目的地”纳入发展战略。如今一批好项目已

“开花结果”：发起成立昭君文化旅游联盟，组织
“昭君和亲路”沿线5省9座城市40家旅游市场
主体，联手将“昭君和亲路”打造成国家级特色精
品旅游线路；将农历八月十五设为昭君纪念日，
开展“中秋月圆忆昭君”活动；成立昭君文化促进
会，弘扬和传播昭君文化……

“给青山绿水注入昭君文化灵魂，进一步促
进产业转型，实现高质量发展。”兴山县委书记汪
小波说，今年“五一”期间，兴山县旅游综合收入
达4305.6万元，旅游市场加速复苏。

去秭归品几分屈子风采，到当阳寻一寻关公
足迹，去宜都杨守敬故居一探三峡第一学者的勤
读时光……名人文化拥抱旅游产业，使越来越多
游客驻足宜昌、品读宜昌、爱上宜昌。

工业文化打造网红景点

全景玻璃环形大厅、光影斑驳的时空楼梯
……位于宜昌下牢溪河畔的809微度假小镇，由
昔日废弃兵工厂，变身为网红打卡点。

经济日报记者在809微度假小镇看到，慕名
而来的自驾车陆续驶入，扫码、测体温、登记，一
切井然有序。

进入园区，绝壁悬崖间的“工业客房”、欧式
风格的时光礼堂、书盈四壁的养心书吧、宜昌最
大的室内亲子乐园令人目不暇接。穿梭其中，老
厂房、工业风格指示牌和“三线”建设标语，仿佛
将人们带回了“好人好马上三线，备战备荒为人
民”的上世纪60年代。

作为三峡区域首家“三线”军工主题小镇，园

区在原809老旧厂房的基础上，采用了“做旧如
旧”的风格，加以现代化的改造和粉砌，使得这里
的每一处建筑不仅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更
有着独特的艺术气息。

809微度假小镇6月开始正式营业，在半个
月的时间里，交出了不俗的答卷：日均入园近
300人，成为新的网红打卡点。

809微度假小镇执行总经理李建新向记者
介绍，目前园区正着力打造“三线”记忆博物馆，
让市民近距离了解“三线”建设时期的那段战天
斗地的感人事迹，感悟和传承“三线”精神。

将工业文明融入旅游产业，809微度假小镇
并不是个例。在稻花香集团，稻花香美酒生态工
业旅游线路颇受追捧，包含包装中心、酿造车间、
文化广场、藏酒洞、综合运动馆等多个特色景点，
成为宜昌以观光工厂为代表的工业旅游业态的
典型。

据介绍，宜昌工业发展历史悠久，工业文化
底蕴深厚，已成为电力、精细化工、食品医药、装
备制造等重要制造业基地，形成了一批丰富且具
有特色的工业旅游资源。

作为世界水电名城，三峡大坝、葛洲坝、
清江隔河岩大坝等水利工程成为宜昌工业旅游
景区的典型代表。从工程规模及经济效益上
讲，三峡工程旅游稳坐龙头，成为我国工业旅
游的典范。

地方文化增添旅游魅力

“感觉哪里都像景区，很美很舒缓，随便走走
都是旅行。”这是旅行商王新兵对宜昌的印象。

风景就在路上，处处皆是风景，正是宜昌
全域旅游的发展理念。景区不再是传统意义上
的景区，而是集观光、休闲、度假于一体的旅
游综合体；乡村游不再停留于农家乐，而是向
着有深度、更休闲、更养生的乡村度假旅游方
向发展。

三峡人家风景区里，具有浓郁土家民族特色
的哭嫁表演，经过重新编排之后，为游客带来全
新的体验，更具互动感，令人耳目一新。

屈原故里风
景区内，端午习
俗馆、青滩民俗
馆、刘志华木雕
工作室、归州砚
馆等 10 家非遗
展馆陆续开馆，
游 客 看 风 景 之
余，能深入感受
到全方位的峡江
文化。

远安田野马
拉松的赛场上，

“远安呜音”“远
安薅草锣鼓”“远

安花鼓戏”等充满了地域特色的非遗项目精彩上
演，奔跑的人在田野风光里聆听着流传200年的
深山古音。

夷陵区青龙村里，活跃着一支高跷舞狮队，
他们是民间文化艺术的传承人，用绝技吸引着前
来体验田园风光的游客，为乡村旅游增添了文化
韵味。

宜昌旅游从业者努力寻找地域文化的正确
打开方式，端出了一系列宜昌传统文化旅游大
餐，让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不虚此行。

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让旅游工艺品、农副土
特产成为旅游商品、乡村山居成为民宿、传统民
俗成为旅游新体验……文化旅游拓宽了当地农
民居家就业和增收致富的门路，为经济发展注入
新动能。

据统计，2019年宜昌全年实现旅游总收入
985亿元，同比增长13.3%；接待游客8900万人
次，同比增长15.02%。从南到北，从山村到城
市，从观光到体验，旅游业已成为增加人民收入、
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产业。

丙察察，指云南贡山县丙中洛乡到西藏
察隅县察瓦龙乡再到察隅县的道路，被称作
最美最险的进藏自驾线路。沿着怒江峡谷，
翻越重重山岭，笔者与友人怀着忐忑又新奇
的心情体验了这条线路的险与美。

一大早，从察隅县政府所在地竹瓦根镇
驶出，沿着逶迤的翻山路向着海拔近4800米
的益秀拉雪山进发，眼前处处是美景。道路
两边树木葱翠，高山杜鹃烂漫开放，为山色
增添了一抹亮丽。溪流在山谷里潺潺回响，
时不时传来阵阵鸟鸣，让人心旷神怡。

行驶1个小时左右，益秀拉雪山映入眼
帘，路旁可见“雪崩路段、谨慎驾驶”等提示

牌。沿着坑坑洼洼的路向上走，两旁的积雪
越来越厚，有的地方竟有几米深，我们就像
行走在一座冰雪的迷宫里，山顶是唯一的出
口。在颠簸中，我们翻越了益秀拉雪山。

近几年随着丙察察声名远扬，察隅县开
始沿线建设自驾营地。在益秀拉雪山下的
日东村就建设了南措营地。到察瓦龙乡一
共需翻越3座大雪山，因此我们在营地稍作
休息，就继续向着昌拉山、雄珠拉山迈进。
和益秀拉一样，这两座雪山的海拔也在
4500米到5000米之间。丙察察近几年修缮
了道路，路面状况有所改善，但依旧不是很
好走，从察隅县到察瓦龙乡200余公里，我们
行驶了五六个小时。

穿越梦幻般的深林幽谷，我们逐渐进入
了干热的怒江峡谷。植被开始变得稀疏，远
山近山多是土石的颜色，热浪也扑面而来。

从雄珠拉山上流淌出来的溪流在山脚
下的一处村庄旁聚成一股清泉汇入了浑黄
奔腾的怒江。在它们前方不远处，玉曲也从
昌都翻山越岭和怒江碰面了。一条犹如彩
练挂在江边悬崖上的公路向前延伸，过往的
车辆小心翼翼地行进着。

在这样的地方，葱翠的仙人掌引起了
我们的注意。它们不仅在绝壁上顽强地生
长，也在村庄周围“扎堆”，许多山坡上长满
了几米高的仙人掌丛。据说，仙人掌果实
可以吃，有的村民还将它做成佳酿，招待
客人。

古人说，“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
常在于险远”，此言不虚。虽然一路上翻山
越岭，海拔忽高忽低，但是美不胜收的景色
让我们忘却了身体的疲累。

我们心心念念的察瓦龙乡就位于怒江

边上。近年来，察瓦龙特色小城镇已初现雏
形，街道宽阔整洁、酒店客栈林立。由于和
云南毗邻，越来越多的人来到察瓦龙旅游。

沿着察瓦龙前行，经过一处巨大滑坡
形成的流沙地带，就是资深自驾游客口中
的“大流沙”。因为流沙正好在沿江公路的
上方，车行此处既要警惕被流沙落石袭击
的危险，又要小心路边即是波涛汹涌的
怒江。

过了大流沙，丙中洛就不远了。这里最
被游客推崇的美景就是怒江在云南境内形
成的第一个大拐弯，号称“怒江第一弯”。

有人说，目前进藏八条路线中，丙察察
所在的滇藏新通道最有挑战、最险也最美。
就像一首歌里唱的“好的坏的都是风景”，丙
察察就是大自然给予我们最值得期待的
风景。

一场在湖南省博物馆举行的画展火了！画家舒勇以
抗疫故事为主题创作的“每日一画·致敬战疫英雄”主
题画作全国巡回展于6月18日在长沙首展，149幅画作
引起参观者共鸣，5天内到现场观展的人数达到展馆
限额。

舒勇是当代著名艺术家，中南大学客座教授。他从
1月27日开始拿起手中的画笔，至今未间断，以每天创
作一幅战“疫”画的形式，向战斗在战“疫”一线的医护人
员和社会各界人士致敬。

“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让中国可以赢得
世界更多的关注和倾听，这是文艺工作者的责任。”舒勇
表示：“山水画是大众熟悉的中国特有艺术形式，山的坚
韧挺拔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意味着力量和信仰，也契合中
国抗疫的精神。所以，我在‘每日一画’创作过程中，把自
己在疫情期间的所闻所感以山水画的形式进行演绎。”

从1月27日开始，舒勇创作了《人民战争》《口罩》
《弥散》《国旗山水》《疫情结束时间预测山水图》《同呼吸》
等系列作品。“每日一画”的创作过程，也是对全球疫情下
各种文化现象进行思考的过程。在每日一画行动100天
后，舒勇推出了《同呼吸·某某的肺》系列，作品运用“肺”
的基本形态作为背景容器，再以观念艺术的方式，借助挪
用、复制、排列、动画等手段，将世界各国著名艺术家作品
及思想融进这个基本形态的肺容器中，以此来表达不同
国家、不同肤色、不同文化都自由呼吸在同一片蓝天下。

“只有彼此相互尊重，求同存异，团结友爱，人类才会
有美好的未来。”舒勇说，因为作品采用的媒介是中国的
水墨艺术形式，使得整个系列具有中国范式，然而在这个
范式中却承载着世界各国的优秀文化。

在画展现场，长沙市民徐先生参观画作后对经济日
报记者说：“舒勇先生在自己擅长的领域发声，传达了众
志成城抗击疫情的决心，向世界表达了中华民族必将战
胜疫情的信心，也鼓舞我们在自己的领域更加努力地工
作，作出力所能及的贡献。”

长沙市第一医院呼吸内科护士唐映霞利用休息时间
专程来观展，看到第4幅作品——“哪有什么白衣天使，
不过是一群孩子换了一身衣服学着前辈的样子和死神抢
人罢了”时，激动地说：“看到舒勇先生的这幅画，非常感
动，我觉得更加热爱我的职业了。”

在本次作品展中，舒勇以丝路金桥图腾雕塑为主题
创作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油画首次亮相。据介绍，新中
国成立以来，首次在北京长安街沿线展出的艺术作品《丝
路金桥》就是舒勇的作品。他创作的这件大型图腾景观
艺术作品，作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标志性人
文景观，彰显了新时代中国面向世界开放合作的姿态和
决心。

“丝路金桥象征着以各国文化为桥，连接起中国与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以及世界各国的友谊，反映
了国家之间唇齿相依的关系。”舒勇说，艺术是一种思想，
是一种价值观，各种不同的艺术形式都是表达价值观的
手段。传播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观，是这个时代赋予
艺术家的使命，艺术一定要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

“每日一画”就是舒勇继《丝路金桥》后讲述中国
故事的一种尝试。战“疫”还未结束，舒勇仍在坚持用
画作致敬战“疫”英雄。“这是对自己的一种挑战，也
是感知人类大爱与大无畏精神的一种方式。‘每日一
画’与战斗在一线的医护人员的付出相比，显得微不足
道，但是对我自己来说，这种坚持让我在灾难中感受愚
公移山的精神力量，也让我更明确一个文艺工作者的历
史使命与担当。”舒勇说。

“作为一种以‘抗疫精神’为核心的当代艺术作品，
‘每日一画’我将持续不断地创作下去，直到全世界对疫
情宣布可以完全控制的那一天。”舒勇表示，他的这些抗
疫作品将捐赠给中国和平发展基金会，拍卖的资金全部
用于资助应对公共安全突发事件。

江西省吉安市吉州区钓源古村是国家4A级旅游景
区，现存明清建筑102栋，古朴的建筑和优美的环境吸引
大批游客前来游玩。近年来，吉州区持续推进古村保护
与开发，加紧修缮了一批珍贵古建筑、挖掘了一批特色文
化、培育了一批古村业态，探索出一条独具特色的古村活
化利用之路，促进古村旅游蓬勃发展。图为朝霞映照下
的钓源古村。 本报记者 沈 慧摄

江西吉安：

古 村 展 新 容

湖北宜昌三峡大坝游览区。周丽丽摄（中经视觉）

游客在湖北宜昌九畹溪体验漂流。
宜 萱摄（中经视觉）

湖北宜昌秭归县屈原故里端午文化节开幕式。
郑家裕摄（中经视觉）

“每日一画·致敬战疫英雄”
主题画作在长沙首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