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8月16日 星期日8
ECONOMIC DAILY

文 旅

神
奇
的
九
寨
沟
回
来
了

经
济
日
报
·
中
国
经
济
网
记
者

钟
华
林

在黄马，诗意地栖居
□ 刘 兴 高林福

留住窑洞

留住乡愁
本报记者 赵 梅 通讯员 赵富生

暑期的四川阿坝九寨沟风景区，正逐渐恢复
昔日的热闹。游客人数每天都在攀升，8月上
旬，单日接待游客超过万人。

3年前的8月8日，一场7.0级地震突袭九寨
沟。经过两年的重建，2019年9月，景区重新开
门迎客。如今，走进九寨沟，犀牛海、熊猫海、树
正群海、诺日朗瀑布、五花海、珍珠滩等景点完好
如初，神奇的九寨沟回来了。

3年间，九寨沟景区恢复了往日的美丽，九
寨沟县也抓住重建的机遇，以全域旅游推进乡村
振兴。青山绿水、古碉藏寨、田野村落、歌舞餐
饮，都变成了游客可以深度体验的项目……天
蓝、地绿、水清、景美，九寨沟县正呈现出一幅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画卷。

保住底色和命脉

“九寨归来不看水，一年四季美到尾。”地处
青藏高原东南缘的九寨沟县，一直让众多旅游爱
好者心向往之。这里集世界自然遗产、国家级生
态示范区、国家5A级景区等诸多桂冠于一身，有
九寨沟风景名胜区、九寨沟国家森林公园、白河
金丝猴国家级保护区等，还是全国重要的生态屏
障和水源涵养地、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国家重
要的天然生物基因库，同时还有特色鲜明的藏族
传统文化。

绿色是九寨沟的底色，生态是九寨沟的命
脉。守住底色和命脉，以全域旅游推进乡村振
兴，九寨沟筑牢了发展的根基。

在灾后恢复重建中，九寨沟县坚持将生态保
护理念贯穿始终，实施灾后生态修复保护和

地质灾害项目38个、地灾治理384
处，完成水土流失治理13.04平

方公里、震损草地补播11.7万
亩，实施受损大熊

猫、金丝猴等珍稀野生动物栖息地植被修复2.58
万亩。同时，九寨沟县抓好退耕还林、天保工程、
沙化治理三大工程，退耕还林8万多亩，沙化治
理、矿山生态修复11万多亩，在沙化土地以及河
谷地带宜林地区植树造林40余万株。

随着九寨沟景区重新打开山门，在九寨沟景
区工作十多年的藏族妇女阿泽满十分高兴，因为
她和数以百计的同事又可以上班赚钱了。说起
九寨沟的地震，她感慨道，九寨沟景区就是千万
年来地壳变动及地质变迁形成的景观。据了解，
这次地震之所以并没有对景点造成大的破坏，是
因为在景区的开发利用中，对景区生态的保护工
作做得比较好。九寨沟县不仅没有对原有的地
质地貌大开大挖，而且还做了许多保护性的工
程，否则地震造成的影响不可估量。

形成全域旅游格局

近年来，九寨沟县一方面做大做强九寨沟核
心景区的辐射功能；另一方面，立足良好的生态
优势和丰富的文化和自然资源，走文旅融合、农
旅融合之路，激活绿色功能、打造绿色引擎，推动
全域旅游、助力乡村振兴。

“九寨不止有九寨沟。”九寨沟县委副书记彭
开剑告诉记者，借助恢复重建机遇，九寨沟县大
力发展全域旅游，将全县划分为全域旅游发展示
范带、休闲度假旅游发展带、生态文化旅游培育
带。景区景点以点带面，形成了点—线—面全域
旅游新格局。

在与九寨沟景区一山之隔的勿角大熊猫自
然保护区的熊猫园里，4只憨态可掬的大熊猫吸
引了无数游人。这个今年6月才开园的景点集
大熊猫保护、研究、科普、宣传等为一体，快速晋
升为网红景点。

有关专家点评说，
九寨沟县的山山水

水几乎都有其独
特 的 价 值 。

在全力支

持九寨沟景区恢复提升的同时，九寨沟县先后投
入75亿元，创建了包括熊猫园在内的13个新的
景区景点和龙石滩、小九寨、柴门关等乡村旅游
示范点。甲勿海、甘海子、嫩恩桑措3个景区被
评为国家3A级旅游景区，初步形成了“一核多
点”的全域旅游格局。

与此同时，九寨沟县实施了“生态+旅游+现
代农业”计划，以农业产业为主导，以观光旅游和
休闲度假为基点，培育了集农业观光、生态观光、
低碳养生休闲度假为一体的罗依、马家、白河、永
丰、黑河5个现代化生态农业产业园。

九寨沟县实施“生态+旅游+健康休闲”计
划，引进一批医疗、保健、康养机构，开发健康文
化、高端养生等特色服务，打造的罗依产业园已
成为全省中医药健康旅游示范基地。

九寨沟县深入挖掘和利用安多藏族、白马藏
族、川西北民俗、秦蜀等人文历史和民俗文化，打
造涂墨狂欢节、半程高原马拉松赛等文化体育品
牌，以及《九寨千古情》《藏迷》等民族歌舞生态文
化旅游新品牌，成功开发文创产品180余种。

游完九寨游藏寨

勿角乡甲勿村藏寨紧邻甲勿海景区和熊猫
园，位于白马藏族聚居区中心地带，与九寨沟核
心景区一山之隔，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丰富的少数
民族文化资源，加上平均海拔2200米带来的凉
爽气候，夏季的甲勿藏寨吸引了众多游客。

甲勿村第一书记武江影介绍，得益于县里全
域旅游战略，村里充分利用紧邻甲勿海景区和熊
猫园的优势发展旅游业。村里修通了连接景区
的8公里水泥路，接通了5G网络，把原先比较破
旧的房屋加以修缮改造，还修建了排污网络。许
多村民开起了农家乐，吃上了旅游饭。加上其他
收入，去年村民人均现金收入达到1.4万余元。

村民秦德智的藏家乐是寨子里规模较大的
一家。他利用自己原有的房屋改造出6间客房、
3个餐厅包间。近半年来，虽然有疫情影响，但
由于这里靠近甲勿海景区，餐饮富有特色，营业
收入仍有六七万元。村民班文生的“九座”藏家
乐以白马文化为特色，经营得也不错。他还将儿
子送到阿坝州专门学习厨艺，现在儿子能做出一
桌丰盛的藏餐，来他家的游客越来越多。

漳扎镇紧临九寨沟核心景区，漫步街道，富
有藏式民居特色的藏家乐一栋连着一栋。4层
楼的西部卓玛酒店里，6桌游客一边品尝着丰富
的藏式菜品，一边欣赏着藏族歌舞，兴致盎然。
藏族汉子扎西优忠边招待客人边介绍，房子是他
们兄弟姊妹4人合建的，一楼餐饮，二、三、四楼
是客房。扎西说，随着九寨沟景区重新开放，游
客越来越多，他们的藏家乐生意也越来越好。

据介绍，这几年里，九寨沟县先后投资8500
万元对17个传统村落的民居建筑进行了风貌改
造和景观提升。大录古藏寨等一批藏族传统古
村落绚丽多姿的藏族民俗文化、独特的自然风
光、神奇瑰丽的宗教文化，吸引了一大批热爱深
度游的游客。

盛夏时节，正是江南好风景。走进位于
赣抚平原的江西南昌县黄马乡，江南的柔美
一览无余。这里如同蒙着面纱的江南少女，
婉约而静谧，令人心向往之。

从南昌县城驱车向南，约半个小时，高
楼渐渐隐去，豁然开朗处，阡陌水田间，白
鹭迎着朝阳腾空而去，“乡野”的味道随着
田间的和风扑面而来，让人心旷神怡。

黄马，已在脚下。
抚河的冲积，造就了黄马独特的地理环

境。这里山丘起伏，绿水环绕，盛夏景色尤
为动人。从凤凰沟到白虎岭，从山水到建

筑，最令人难以忘怀的还是生态的“味道”。
“罗敷喜蚕桑，采桑城南隅。”中国养蚕

缫丝历史久远，一针一线，便是生活的日
常。如今，蚕桑文化带来了优美的生态环
境，近千亩桑树长势喜人。

在桑蚕博物馆里，一幅幅精美的蚕丝织
品，带着我们穿越回千年前男耕女织的农业
社会。自给自足的田园之乐，仿佛就在眼前。

穿过桑树林，走进万亩原生态茶园，如
同徜徉在一片翠绿的海洋里。顺山势种植的
茶带蜿蜒绵长，远远看去，像一条条绿油油
的地毯在山间铺展开来。因土壤肥沃、气候
温和、降水充沛，茶树在这里茁壮生长，茶
味清香、甘甜。

茶园因四时轮换、天气变化呈现出不同
的景色。清晨，笼罩在云海中的茶园犹如仙
境般美轮美奂；当艳阳高照时，云雾褪去，

空明澄澈的天空与一碧如洗的茶山相连；夕
阳西下时，余晖洒满茶园，偶有飞鸟镀着夕
阳的金边掠过，生意盎然。

告别凤凰沟，趁着夏意浓浓、蝉声阵
阵，来到凤凰沟西侧的白虎岭。驻足远看，
一只头朝西尾朝东的大虎，横卧在抚河西与
赣抚平原总干渠北的交界处，因而得名白虎
岭。作为南昌县最高点，也是鄱阳湖冲积平
原唯一的丘陵地区，白虎岭平均海拔高度约
85米，主峰海拔188.6米，植被覆盖率达到
93.8%，是名副其实的天然氧吧。

拾阶而上，松树、杉树、香樟树随处可
见，银杏、水杉、红豆杉等活化石般的林群
令人眼前一亮。登上山顶，远处的村庄炊烟
袅袅，让世外桃源平添了几分烟火气。俯身
而视，山下神湖碧波荡漾，在青山与蓝天的
辉映下,一切都显得祥和而美丽。

白虎岭不仅以其不可复制的美景惊艳世
人，也留下了无数神秘的传说、遗迹：虚云
禅寺、龙泉寺、付江庙、鹤林寺和地母庵五
大寺庙，连同螺蛳盘顶的龙女七夕望星空
……爬名山、听轶事、赏奇景，而今，白虎
岭正吸引着远近游客纷至沓来。

白虎岭脚下，涂洪介岗古村在夕阳余晖
中静静守护，犹如一支历史的画笔，记录着
世事变迁。在村中走上一圈，随处可见具有
传统特色的村屋。一处处院墙，一座座院
门，浸透着浓郁的农家生活气息。

介岗，这一历史文化传统村落，有着美景
与民俗的和谐相融，原生态环境与优雅人文
景观的相映成趣，更有着传统文化与现代文
明的交相辉映，浑然一体，令来者流连忘返。

告别车水马龙，到黄马，品生态的“味
道”，诗意地栖居，竟是如此坦然。

苍穹之下，一孔孔与黄土融为一体的窑洞，构成了黄
土高原连绵不断的壮丽风景。

窑洞，是黄土高原上特有的民居，它浓郁的民俗风情
和乡土气息总会勾起人们无尽的乡愁。

近年来，甘肃省平凉市崇信县深挖地域文化资源优
势，巧打“文旅牌”，让沉寂的旧窑洞焕发新活力，走出了
一条村美民富产业兴的发展路子。

忆往昔 重温革命星火

前往崇信县黄寨镇屈家湾村，沿着蜿蜒的山路一路
前行，绿树掩映中4孔经风沐雨的旧窑洞隐约可见。

“这是革命老前辈张成甲的故居。”黄寨镇干部闫存
福说，张成甲是崇信县发展的第一名中共党员。

屈家湾村位于崇信县黄寨镇老爷山一带，山峦起伏、
沟壑纵横，窑洞为革命先辈们提供了栖息之所。

“这些窑洞与一般窑洞不同，窑与窑之间相互联通。
每孔窑洞都凿有通往沟底的暗道。”78岁的屈家湾村村
民马清帮说。

据马清帮介绍，当年张成甲依据上级党组织的指示，
于1943年7月在黄寨镇屈家湾村来家湾成立了崇信县
第一个党支部，为积极发展壮大党组织、支援抗日战争和
解放战争、和平解放崇信作出了巨大贡献。

星星之火成燎原之势。1945年底，崇信县发展党员
30名，先后建立了来家湾、黄寨、马寨3个党支部。到
1949年7月崇信解放时，全县建立党支部45个，发展党
员803人。

时至今日，黄寨镇来家湾第一个党支部遗址是全县
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和红色旅游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激
励着一代又一代青年铭记历史、砥砺前行。

新体验 来窑洞K歌

走进崇信县龙泉民俗文化村，一孔孔土窑洞装上了
雕刻木门，用青砖箍了窑面。这里最吸引人的便是“窑洞
KTV”，进入窑洞，软包、茶几、电视、音响一应俱全。

“夏天在窑洞K歌体感凉爽，空间又宽敞，游客很喜
欢。”开办窑洞农家乐的朱亮亮说，目前他做着7孔窑洞
的生意，下一步他还想建个鱼塘，供游客休闲垂钓。

“游客可以品尝鲜美的柴火鸡，还可以体验窑洞
KTV。”朱亮亮说，他的生意还不错，最红火时一个月收
入达到了11万元。

龙泉民俗文化村毗邻崇信县国家4A级旅游景区龙
泉寺。借助这一区位优势，镇村大力发展乡村旅游，建成
了集牡丹观赏、婚纱摄影、舞台观景为一体的牡丹观光
园，开办风味小吃店12间。黄寨饸饹面、崇信牛肉、崇信
苹果也深受游客青睐。

“乡村旅游搞起来了，村民们吃上了旅游饭。”崇信县
黄寨镇大麦沟村党支部书记岳雷说，村上依托旅游产业，
引导群众从事特色农产品种养，栽植优质核桃750亩、油
菜150亩，带动周边15名群众就业。

窑洞沉淀了悠久的黄土文化。“留住了窑洞，就留住
了乡愁。”崇信县文体广电和旅游局局长朱鸿鹏说。

留乡愁 观窑洞忆苦思甜

久雨初晴，崇信县锦屏镇庙台村迎来一波又一波观
“民俗”的游客。

“窑洞感觉好亲切，仿佛回到了童年时代。”来自华亭
市的游客孙旭在庙台窑洞民俗馆的一扇耱前停住脚步，
仔细观看。“这些珍贵的物件更应该被珍藏、被传承，让后
人知道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孙旭说。

庙台村党支部副书记王永刚介绍，庙台窑洞民俗馆
3孔窑洞主要展示黄土高原窑洞和农耕文化。不仅如
此，村民于斌铎还利用窑洞院落养殖土蜂56窝，年收入
2万多元。

庙台村历史文化悠久，境内有五龙山、城隍庙等人文
自然景观。王永刚说，村里瞄准乡村旅游产业，建成了窑
洞民俗馆、古迹博览馆、根雕馆、汭河奇石馆、弦子腔艺术
协会5个展馆，让民间艺术品和农产品进展馆、上云端，
拓宽了群众增收渠道。

而在崇信县华夏古槐王景区，配套修建了民俗展览
大院，用于展示“地坑庄”和“明庄”等陇东窑洞文化。随
着景区旅游配套设施的完善，慕名前来的游客逐年增
长。今年上半年，华夏古槐王景区实现旅游综合收入
120万元。

朱鸿鹏说，接下来，崇信县将利用景区窑洞建设窑洞
民宿、窑洞农家乐、婚俗文化展馆和槐文化展馆，让游客
吃农家饭、住土窑洞，在忆“苦”中回味今天的“甜”日子。

上图上图 九寨沟县大熊猫园憨态可掬的大熊猫九寨沟县大熊猫园憨态可掬的大熊猫。。
右图右图 九寨沟县罗依乡村民为游客演奏九寨沟独具特色的九寨沟县罗依乡村民为游客演奏九寨沟独具特色的

““南坪小调南坪小调””。。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钟华林钟华林摄摄

九寨沟
景区珍珠滩
瀑布。
本报记者
钟华林摄

甘肃省平凉市崇信县深挖地域文化资源优势，巧打
“文旅牌”，让沉寂的旧窑洞焕发新活力。图为窑洞农家
乐外观。 赵富生摄（中经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