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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中游丽水文昌阁，别有一番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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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水上“大黄鸭”引爆各地旅游

后，在 7月 19日至 8月 20日的北京

玉渊潭公园“玉渊潭之夏”消夏文化

节上，一只象征吉祥文化、招财纳福

的三足灵物“大金蟾”惊艳亮相于公

园的万平荷香景区，也标志着由中

国文物保护基金会、宁波大金蟾文

化发展有限公司联合主办的观复兴

蟾巡展活动的正式启动。

这只“大金蟾”以代表中国传统

文化符号的蟾为原形，设计创作 22

米高的充气荷叶“大金蟾”。“大金

蟾”原型由宁波市工艺美术大师郭

永尧设计制作，一复兴“金蟾”俯卧

于荷叶上，其身为黄金色，荷叶为青

绿色，眼睛为黑色；蟾身肥硕饱满，

眼睛浑圆有神，荷叶形状自然，“金

蟾”整体设计线条流畅。

以木雕荷叶金蟾为原型的充气

荷叶“大金蟾”，为大型水上充气装

置，从定制到完成耗时两个月。其

用550个材片缝制而成，为保持展出

效果定制高耐力的涂层布料，底部

荷叶采用钢骨结构制作完成，其内

部使用高达6台强力的鼓风机运转，

以达到不间断的充气，并维持“大金

蟾”的外形饱满。

据悉，在水上复兴蟾展览期

间，还将推出纪念邮册、木雕、瓷雕

等吉祥物、文化衫等衍生品和纪念

品。活动主办方表示，将出售所得

利润的 50%捐赠给中国文物保护基

金会，用于中国文化古迹的保护和

传承，余下的 50%将用于下一年“大

金蟾”公益巡展活动。

（鲁娜）

玉渊潭之夏 观水上“大金蟾”

“大黄鸭”风靡中国后，“大金蟾”也来了——22米高的充

气荷叶“大金蟾”，将在接下来的一个多月盘踞在北京玉渊潭

西湖万平荷香景区；电视荧幕的汉字闯关节目正火热上演，位

于山西的皇城相府景区内，也有一场别开生面的“挑战汉字状

元”等你来玩。

近日起至 8 月 25 日，“圆梦皇

城相府·挑战汉字状元”暑期汉字

闯关活动在国家 5A 级景区皇城相

府举办，充分展示了皇城相府厚重

的历史文化，也丰富了景区参与性

文化活动内容，给游客创造良好的

文化旅游氛围。

皇城相府是《康熙字典》总阅

官、康熙帝师、大清相国陈廷敬的

府邸。陈廷敬是清康熙朝著名的

政治家、文学家、理学家和诗人，他

一生为官清廉勤慎，文采渊博，著

述颇丰，康熙皇帝高度赞扬他“房

姚比就韵，李杜并诗豪”。

据悉，这一比赛每天上午在景

区内的中华字典博物馆举行，所有

到皇城相府景区参观游览的游客

均可现场报名。比赛采用现场听

写的方式，参赛人员在规定时间内

写出正确规范字词，每天前三名将

分别荣获“汉字状元”“汉字榜眼”

“汉字探花”称号，并颁发证书和奖

品，所有“状元”还将在 8月 25日的

总决赛一决高下。 （张红兵）

游皇城相府 争做汉字状元

□□ 本报记者 李琤

如今，随着城市化发展速度的加

快，城市人的压力也大，需要释放，旅游

不啻为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方式，但由

于平时的假期时间短、远途旅游费用过

高等问题，让城市周边的绿道成为一个

备受青睐的新兴产品。

绿道旅游，不仅让慢游体验的品质

更高，而且更贴近自然。近日，在江苏

省句容市召开的首届中国田园绿道发

展高峰论坛上，城市规划中的绿道建设

成为诸多城市旅游管理者关注的热点。

国内绿道游前景广阔

两个多世纪前，面对大规模的城市

扩张和工业化带来的环境破坏问题，

“绿道”理念在美国应运而生。

记者了解到，绿道是一种线形绿

色开敞空间，通常沿着河滨、溪谷、山

脊、风景道路等自然和人工廊道建立，

内设可供行人和骑行者进入的景观游

憩线路。如今，不仅在美国，欧洲诸

国、新加坡以及我国香港、台湾等地都

形成了大规模的绿道网络和富有特色

的绿道系统。

2000 年，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

推进全国绿色通道建设的通知》，其中

绿色通道规划建设已被视为“一项具有

战略意义的国土绿化工程”；2010 年，

珠三角等地掀起了绿道建设的高潮；此

后，绿道成为城市建设的新潮流，山东、

湖北、四川、江苏等地纷纷将绿道作为

城市建设的重要部分。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健康观

念日益深入人心，人们的体育休闲需求

也日益增长，而绿道恰恰为这一需求的

满足提供了良好空间。绿道不仅是铺

建一条路面道路，还包括绿化、服务区

及相关服务配套设施。

但是，2013年统计数据显示，我国城

市人均公园绿地面积仅为 12.26平方米，

而国际这一指标在 40平方米至 70平方

米之间，差距很大。同时，对于公众来

说，绿道的认知度和使用率也有限。

“绿丝带”串联城乡发展

在绿道上可以慢速前行，呼吸着新

鲜空气，领略一路湖光山色。很多骑行

客表示，用骑行的方式游览绿道串联的

景区，不仅强身健体，而且低碳环保。

在国内率先建设绿道的广东省增

城市，早在 2008年就建设开通了 500公

里具有自身特色的三大绿道网络：自驾

车游绿道、自行车休闲健身游绿道和增

江画廊水上游绿道。在这个绿道网络

中，走一段路就能见到一家“旅行者驿

站”，这里可以租借自行车，也可以坐下

来呼吸清新的空气，还可住农家乐，增

城市将绿道打造成“吃、住、行、游、购、

娱”一条龙产品，成就了广东人的休闲

之道和绿色经济之道。

近年来兴起的句容市，也率先规划

建设了全市 600多公里的绿道网，把城

乡经济、社会发展和自然环境统一考

虑，形成城乡互动共进、融合发展的格

局。通过三级绿道体系——自行车道、

步行道、自驾车道，串联起沿途自然风

光，配套周边的休闲农庄、露营地等景

观区域，形成了一个功能全面的休闲区

块。“工业做点，旅游做线，绿道就是

线。”句容市市委书记尹卫东说。

句容市从 2010 年规划建设全市

绿道网，将各个景区、园区都串联在一

起，实行全市景区化，引来一批旅游综

合体项目纷纷落户这座小城，催生了

句容春城乡村旅游集聚区、茅山湖康

体养生集聚区、天王戴庄有机文化集

聚区等五大产业集聚区，从而形成“绿

道+驿站+农庄+休闲观光农业产业基

地”的发展模式。

“合理的服务半径和有针对性的产

品，才能更好地发挥绿道促进人们生活

质量提高的作用。”中国旅游协会休闲

度假分会副秘书长吕宁表示。

绿道拉动绿色经济崛起

绿道将句容旅游业和观光农业有

机结合，带动周边 5000 多户农民增收

致富，已成为惠及民生的“富民大道”

“幸福大道”。

“除此之外，绿道带来的经济效益更

为明显。以增城市为例，无论从旅游人

数、旅游收入还是沿线农村的经济，都在

绿道建成后获得了快速增长。”吕宁说。

全国休闲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副主

任、旅游专家魏小安表示，绿道不是简

单的道路问题，而是产品的突破、观念

的转型，是旅游业态的“绿色崛起”。

句容市绿道途经的江苏农博园，以

前很少关注与市场对接的问题，绿道的

建设“倒逼”了旅游产品升级，也促使他

们观念的转变，生命科技馆、农耕文化

馆、植物世界等项目陆续开放，每年吸

引游客四五万人，让农博园实现了从教

学科研向旅游景区的华美转身。

绿道也串起了火红的乡村游，旅游

土特产品、纪念品成为受益者。为突破

传统时令果蔬、家禽等不方便携带的瓶

颈，土生土长的句容乡里人夏荣光开始

琢磨当地的一种养生瑰宝——葛根，并

相继研发了葛根粉、葛根茶等系列产

品，如今他的“茅宝”品牌搬上了天猫，

还和地方电台合作发起“寻宝”活动，让

游客亲自体验寻找、采挖、收获野生葛

根的乐趣，今年参与游客已近 2万人次。

魏小安表示：“绿道不仅有交通功

能，更具有联动功能——首先，它连通

了城市和乡村，把供给和需求连在一

起；其次连通品质，拉动乡村游品质升

级；最后连通系统，通过绿道的发展，

使资源得到整合，构成多种业态，形成

一个发展和生活的系统，满足现代人

的休闲需求。绿道这一系统牵涉到建

筑、生物、景观、人文等诸多要素，其构

成和布局并不是孤立的，而是开放的，

要在合理规划、生态保护、配套建设上

做好文章。”

□□ 本报记者 郑芋

世界卫生组织规定，清新空气中的

负氧离子标准浓度为每立方厘米不低

于 1000个至 1500个。在丽水的百山祖

景区，每立方厘米空气中平均含六七千

个负氧离子，身处山间犹如置身于天然

氧吧之中。

丽水位于浙江省西南部，被誉为

“浙江绿谷”，其生态环境质量位列浙江

省第一、中国前列，也是国家级生态示

范区。2009 年 12 月，丽水相继被命名

为“中国优秀旅游城市”“中国优秀生态

旅游城市”。2010 年，浙江省关注森林

组委会正式发文授予丽水“浙江省森林

城市”称号。充满“氧”氛的丽水，正利

用自身优势，做好、做足“氧”文章。

做足了的绿色名片

国内的旅游胜地不胜枚举，想要

“显山露水”，可是需要当地政府动些脑

筋。丽水作为浙江省的生态第一城，又

将如何展现独特魅力呢？

近日，记者跟随美丽中国行采风团

走进浙江丽水采访，探寻绿水青山之外

的旅游亮点，挖掘当地民俗瑰宝。

据丽水市副市长葛学斌介绍，得益

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大环境、大气候，丽

水旅游才有今天的变化，让更多人共享

丽水之美。近年来，丽水始终围绕“绿

色崛起，科学跨越”的战略，坚持“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努力把生

态旅游培育成丽水“第一支柱产业”。

在丽水，记者随采风团先后前往古

堰画乡、云和梯田、龙泉青瓷博物馆、庆

元百山祖、景宁大均畲乡之窗、青田石

雕城等精品景区，记者们惊叹当地天然

景观，在云雾缭绕的青山恍若置身仙

境，每到一处都是一处风景，让人在贪

婪吸氧的过程中无法停下手中拍摄美

景的相机。

丝丝细雨下的古堰画乡让记者印

象深刻。据丽水市旅游局推广中心主

任蓝建平介绍，这里是在“艺术之乡、浪

漫之都、休闲胜地”的大背景下，依托全

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通济堰的历史文

化积淀、瓯江莲都段原生态河川风光、

古街等文化遗存、摄影和巴比松油画等

文化资源，在大港头、碧湖两镇打造的

一个集美术写生基地、创作基地、商品

油画生产基地和生态休闲度假中心为

一体的文化产业园区。

秀美的山水与淳朴的古街相伴，艺

术与自然的完美结合让人对此地多了

几分眷恋。

经过半小时车程，记者又进入另一

仙境。如链似带的梯田、如梦似幻的云

海、绵延起伏的山林、碧波荡漾的竹海、

古朴宁静的村寨……这就是云和梯田。

这里冬无严寒、夏无酷暑，远离城市的喧

嚣。层层梯田形如一簇簇依山的绿色花

瓣，层叠错落，伴着雨后的缭绕雾气，让

人恍若游走于祥云仙境间。

斟一碗老茶，听一段花鼓戏，呼吸

着雨后的新鲜空气，欣赏亦山亦水的奇

观，这种惬意就是人生最美的享受。正

所谓无雨不江南，朦胧细雨中的云和梯

田更是另有一番味道。

“走出去，请进来”的崛起之路

“华东天然氧吧”这一美誉被赋予

了丽水庆元县百山祖景区，这里森林覆

盖率高达 91.6%，空气中负氧离子含量

最高达 20万个/立方厘米。

赏绝世冷杉、登百山之祖、沐森林步

道、观云海日出、品高山风情，百山祖景

区年均温度 12℃，盛夏无暑，莽林翠松，

飞瀑碧潭，环境幽雅，是夏日避暑、休闲

度假的胜地之一。

据蓝建平介绍，在丽水，和百山祖

景区一样荣获国家 4A 级景区的有 18

个，另有 3个景区正在申报 5A 级景区，

他们分别是青田石门洞、遂昌金矿和缙

云仙都。

有着如此丰富的旅游资源，如何走

出一条旅游带动经济的崛起之路，这是

丽水市领导们不断思索的问题。据丽

水市旅游局副局长徐兼明介绍，近年

来，丽水市开展全方位多角度合作，加

大旅游促销力度。

自 2011 年起，关注央视《朝闻天

下》的观众或许会对“秀山丽水、养生福

地、长寿之乡”的宣传片有印象，这是丽

水连续 3 年多的品牌推广项目之一。

除了通过媒体的宣传，丽水市还采取了

“走出去，请进来”的联手营销模式。

2013 年，丽水先后在上海、天津、

温州、金华等地举办主题推介会，拓展

上海、天津及浙江省内周边旅游客

源。2013 年还策划组织了 2013 中国·

丽水生态文化旅游季活动，旅游季于 9

月底在丽水启动，由推介交流会、丽水

旅游文化分享晚会、生态休闲养生养

老产业高峰论坛、市县长带你游丽水、

上海至丽水常态化旅游专线进丽水、

“百人万岁”摄影展、“生态丽水·长寿

之乡”摄影展、“中国知名画家画丽水”

等活动组成。

在一系列活动的带动下，丽水旅游

2013 年实现跨越发展。据徐兼明介

绍，丽水市 2013 年接待旅游总人数

4569.67 万人次，同比增长 27.57%；旅

游 总 收 入 266.29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29.37%，旅游接待总人数和旅游总收

入两项增幅继续居浙江省前列。

三宝促丽水旅游升级

旅游中的乐趣除了游山玩水，探寻

当地特色商品也是旅途中的一大乐

趣。丽水作为一个人口仅有 200 多万

的城市，拥有着龙泉宝剑、龙泉青瓷和

青田石雕这三样响当当的国宝级非遗，

这对于一个旅游城市来说，无异于是

“锦上添花”。

蓝建平介绍，丽水旅游伴有这三宝，

可谓“如虎添翼”，这也成为丽水旅游的

另外一张名片，伴随游客走往世界各地。

2006 年经国务院批准入选第一批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青田石

雕，可谓自成流派。在青田青瓷博物馆

中，细看青田石雕，奔放大气，细腻精

巧，形神兼备，每一件雕品都惟妙惟

肖。石雕艺人的技艺让人惊叹，他们因

材施艺、依色取俏，彰显了青田石雕的

独特魅力。

同属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名录的龙泉青瓷，产出该瓷的龙泉窑

始于西晋，以烧出的瓷器瓷质细腻、线

条明快流畅、造型端庄浑朴、色泽纯洁

著称于世。至南宋中晚期，龙泉窑进入

鼎盛时期，制瓷技艺登峰造极，粉青、梅

子青是公认的青瓷釉色的巅峰，“青如

玉，明如镜，声如磬”，堪称瓷中之宝。

龙泉宝剑亦是历史悠久。春秋

战国时期，欧冶子于龙泉秦溪山麓冶

剑。欧冶子是春秋末期、战国初期越

国人，也是龙泉宝剑的创始人。《百越

先贤志》载，欧冶子“凿茨山，泄其溪，

取山中铁英，作剑三枚：曰‘龙渊’‘泰

阿’‘工布’”。龙泉原名龙渊，因剑而

得名，唐代讳“渊”，改名龙泉。龙泉

宝剑由此名扬天下，龙泉亦成为宝剑

之代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