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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向标

“我为三沙写首诗”征稿活动

在京举行

本报讯 （记者马霞）中国最南端的三沙市设立于 2012年 7月 24

日,管辖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南沙群岛的岛礁及其海域。海南被称为

东方夏威夷，而三沙则是这片热土上最神秘最灵动最让人心之向往的

精灵。近日，由中国作家协会《诗刊》社、三沙市委市政府及海南广播

电视总台联合主办，三沙卫视承办的“中国诗会——青春三沙”活动暨

“我为三沙写首诗”征集活动在北京召开。

设市几年来，三沙一直是以配合者的角色参与旅游活动中，面

对当前复杂的南海形势和三沙旅游发展的新机遇。为推介宣传三

沙，唤起全国人民及海外华人对三沙的关注和热爱，本次“中国诗会

——青春三沙”将以“我为三沙写首诗”为主题，在全国乃至海外征

集诗歌，征集时间为一个月，新诗旧体诗均可，所有征集作品由《诗

刊》社组织专家评选。

此外，“中国诗会——青春三沙”大型诗歌朗诵晚会拟在 2017

年元旦期间举办。届时，国内著名诗人将走进三沙，开展活动和举

行三沙诗歌论坛。

目的地

““江南秘境江南秘境””松阳松阳 传统村落在这里苏醒传统村落在这里苏醒

□□ 任远

去浙江松阳县，需要从杭州或上海

驱车4个多小时，这样的路程一般不会

被认为是非常有吸引力的目的地。但

近两年，松阳却火得让人惊叹，游人像

寻觅宝藏一样络绎不绝。为了一探究

竟，在金秋时节，笔者走进这个浙西南

县城，感受这里的神秘能量。

古城+古村 成就“古典中国”样板

丽水市松阳县位于浙江西南部山

区，因处长松山之南，故名松阳，始建于

东汉建安四年，有 1800多年历史。全

县四面环山，共有100多座格局完整的

传统村落，多集中于四都乡、三都乡、新

兴镇等地。中部松古平原为浙西南最

大的山间平原。

松阳的地理状况，可以用“八山一

水一分田”来概括：县城藏在山间的松

古平原内，更多的村子和零星的梯田，

则散落在周围的山上。相比于那些已

经成了旅游热点的江南古镇，松阳的交

通不便以及近年的审慎开发，最终保留

住了大量位于山间的传统村落。

松阳这几年能受到外界的关注，也

还是要归功于这些山景。在 2013年 4

月的《中国国家地理》杂志中，一个专题

报道将松阳称为“最后的江南秘境”。

在实际考察过松阳后，这样的说法也获

得了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罗德胤

的认可。

“她最大的优势是保存较为完整的

传统村落有几十上百个。这些村落大

致可以分为两类：平地村和山地村。平

地村分布在瓯江上游松荫溪两侧的松

古盆地内，以界首、吴弄和山下阳为代

表，其建筑质量在浙江省内亦属上乘。

不过，由于交通相对便利，松阳的平地

村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遭到了比较严重

的破坏，大部分已经消失，只有少数得

以幸存。”罗德胤表示。

山地村的保存程度要远远好于平地

村，松阳入选国家级传统村落名录的村

子大部分属于山地村。能有如此大量的

村落得以保留，除了交通相对不便的因

素外，松阳县领导的及时觉悟是最主要

原因。山地村的经济水平和建造水平总

体上不及平地村，但是它们借助山形地

势和溪流林石的复杂多变，形成了多姿

多彩的面貌。山坡高差所造就的可视性

又使得这些村落呈现出丰富的立体景

观。诸如呈回、横坑、官岭、球坑等规模

较大的山地村，其层层叠叠如多级瀑布

的壮观景象，确实令人叹为观止。

松阳的传统村落，除有数量较多的

民居之外，一般都会有祠堂和庙宇，还

有一个园林式的水口（风水名词，即村

口）。祠堂、庙宇和水口，堪称松阳村落

的“标配”（实际上这也是江南地区村落

常有的配置）。祠堂是宗族组织和儒家

观念的体现，是连接上层政治的桥梁。

庙宇则是地方信仰的载体，对底层民众

来说，是不可或缺的精神寄托。松阳所

在的瓯江流域，历史上属于百越之地，

盛行巫神崇拜。在接受中原传来的儒

家观念之后，这里的巫神崇拜在逐渐规

范化和正统化之时，依然保留了底层信

仰的特色，神灵繁多，祭祀庞杂。

松阳新县城——西屏镇，保存程度

相当之好，除大片传统民居和商铺之外，

街上保留有12座宗祠和文庙、武庙（即汤

兰公所）、城隍庙、天后宫、药王庙、瑞冼

夫人庙等建筑。松阳的古镇和古村里，

不乏装饰水平很高的民居和公共建筑。

建筑装饰主要表现为木雕、砖雕和石雕，

是建造工艺水平的体现，也是文化艺术

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的体现。

在罗德胤看来，松阳在“古典中国”

的代表性上虽然比不上江南核心地区

的县份，但要素和空间是齐备的。假如

时光倒流十几年，“古典中国”的桂冠一

定轮不到松阳来戴。但是现在，江南核

心地区的传统村镇大多消失殆尽，松阳

反倒成了“一号种子选手”。

“云”字号 热了松阳民宿

随着松阳县知名度的提升，游客量

也迅速增加。据统计，2014年，松阳全

县共接待摄影、写生游客近 50 万人

次。而对于曾经要在山上写生十天半

个月的美院学生和教师来说，住宿的需

求首先被提了出来——古旧的房屋在

画上很美，但实际住进去之后，那种潮

湿、仄逼的感觉就是另一回事了。

看到机会的村民，逐渐拿出自家闲

置的旧房，简单改造后出租出去，到

2015年底，这类与“农家乐”差别不大

的民宿在松阳达到了 169家。由于依

然不太能满足日益增长的游客需求，县

政府提出，对于这种利用传统民居的开

发模式，每年将给予不少于 3000万元

的财政补助。这个数字虽然不大，但已

经接近这些民宿全年的收入总和了。

“过云山居”在这时诞生了。这本

是两栋临着500米山崖的老宅子，如今

被修饰成精致、禅意的空间。老板娘廖

敏智回忆说，当初在选址方面颇费心

思，要求只有一个，那就是风景必须足

以在第一时间打动人。在松阳县长王

峻的牵线下，他们往山里又多走了一

些，最终选中了海拔 700米位置，一年

有 1/3时间被云雾包围的西坑村。挑

中改造的房子不小，向南圈住了一整片

山景;改造了一整年时间，却只做了 8

间房。

最终的效果十分惊艳：一楼的公共

空间用上大片的落地玻璃、室外又用钢

结构架出了一个落差 500米的悬空露

台;客房内都有通透的露台、使用竹木材

质的日式家具，还配了浴缸和智能化设

备……总之，极其适合看云、喝茶、发呆。

2015年 8月正式开业后，客房定价

提到了900元以上，却还是要提前一两

个月预定。当年入冬之后，这里的平均

入住率依然在 95%以上——这是很多

城市中的高星和设计型酒店都难以达

到的业绩。

地处瓯江上游的松阳，县域内以丘

陵山地为主，盛产茶叶、大米和烟叶，也

诞生了一批可以坐观云卷云舒的村

落。得天独厚的“云”主题带热了松阳

民宿潮：归云居、云端秘境、云中驿站等

正在建设或筹划中，年内，莫干山宿盟

打造的揽树，及花间堂、隐居引入的项

目都将动工。

古村复兴 找回乡村的灵魂

在王峻看来，复活传统村落要坚持

“活态保护，有机发展”，用最少、最自然、

最不经意的人工干预，复活传统村落的

整村风貌，复活传统民居的生命力，复活

传统村落的经济活力，复活传统村落的

优良文化基因，复活低碳、生态、环保的

生产生活方式，让传统村落达到“风貌完

整、舒适宜居、富有活力、人文和谐”的

“健康态”“和谐态”。

“而要达到这种理想状态，关键还

得找回乡村的灵魂，文化就是乡村的灵

魂。传统村落是巨大的文化遗产宝库，

渗透着中国传统的道德教化、礼仪规

范，以及各种极具地方特色的民俗风

情、手工技艺，蕴含着深厚的历史文化

信息，只有让这些文化基因重新注入乡

村的母体，乡村复兴才有希望，所有的

‘复活’才有依据。”王峻表示。

民宿，不仅在宿，更在于民，“民”就

要重视生活的真实性、文化性、持续

性。如何结合地方产业、传统文化和特

色民俗发展文化民宿，如“红糖工坊+

民宿”“契约博物馆+民宿”“木偶剧团+

民宿”“茶叶作坊+民宿”，是眼下松阳

需要开创探索的。

除了王峻，松阳还结缘了一大批志

同道合的人。2014 年至今，冯骥才和

他的团队两次来松阳作实地调研和交

流。毕业于哈佛大学的优秀建筑师徐

甜甜加入了松阳古村落保护修复的行

列，她设计的平田农耕馆和手工作坊，

获“2015 住建部第一批田园建筑优秀

作品”一等奖、大木山竹亭获二等奖；设

计的大木山茶室和竹亭登上《福布斯》

亚洲版的2015年刊底。除了建筑设计

之外，她还成立非盈利公共平台“现场

工作站”，邀请艺术家、设计师和文化人

士参与乡村生活和乡村文化交流。

此外，松阳还与北京绿十字在乡村

建设方面开展了深度合作。香港大学建

筑系主任王维仁、清华大学副教授罗德

胤等专家参与了平田、界首等传统村落

的保护发展规划与修复利用指导工作。

现在，一大批文化运营的团队也都

在松阳开展项目建设。就这么“传帮

带”，来了一批理念相近、价值认同的

人。他们打造的民宿，已经不仅是休闲

居所，更是成为松阳文化的重要载体。

中国（湖南）红色旅游节长沙启动

本报讯 11月 14日，由国家旅游局、湖南省旅游局、湖南省外事

侨务办公室和长沙市政府共同主办的 2016 年中俄红色旅游合作交

流系列活动暨中国（湖南）红色旅游节在长沙市刘少奇故居纪念馆

启动。

国家旅游局副局长魏洪涛表示，近年来，中俄两国红色旅游双

边交流合作领域成果显著，为两国人文交流与经贸合作做出了贡

献。希望通过中俄两国的努力，将红色旅游打造成为中俄旅游领域

的新亮点，不断推动中俄两国旅游国际合作向更大范围、更深层次、

更高水平迈进。

据了解，此次系列活动以“发展红色旅游，促进中俄旅游交流”为

主题，主要内容包括中俄两国旅游部门负责人工作会商、启动仪式、

中俄红色旅游推介会、伏尔加河与长江—友谊之河大型图片展、“重

走刘少奇留学路，从花明楼到莫斯科”中俄红色自驾游活动、全国红

色旅游创新发展城市联盟座谈会、宁乡—韶山—长沙红色旅游精品

线路考察等主题活动。 （左登基）

安徽庐江安徽庐江：：以赛促旅的新模式以赛促旅的新模式

樟溪黄田雪后山村（夏晓芳 摄）

□□ 本报记者 裴秋菊

有山皆绿，有水皆碧，安徽庐山的

山水秀美，历史悠久，旅游资源独特。

西部是峰峦叠嶂的大别山余脉，北临烟

波浩渺的全国五大淡水湖巢湖。庐江

在发展旅游产业的同时，与水联姻，与

赛结缘，找到了一条“以赛促旅，打响知

名度”的旅游发展和城市营销之路。

依托巢湖对接赛事 塑造城市品牌

9 月 24 日至 26日，第六届中国摩

托艇联赛合肥（庐江）大奖赛（CPL）暨

国际水上摩托邀请赛在庐江县落下帷

幕，据悉，这是庐江首次承办该项赛

事。据了解，本届赛事分职业组、专业

组、挑战组三大组别及国际摩托艇邀请

赛，各组别选手为观众奉上了一场极具

冲击力的视听盛宴。

庐江紧邻巢湖西南岸，以丰富的水

资源作为媒介，精准对接摩托艇联赛，

在举办赛事的同时，为了更好地将民俗

文化与赛事、生态旅游相融合，庐江在

大赛期间举办了配套的节庆活动以吸

引游客。

庐江县相关负责人表示，联赛期

间，庐江举办了多场民族特色和地方特

色活动，如世界旅游文化形象大使（庐

江赛区）展示秀，“畅饮狂欢情醉庐江

——三食六巷啤酒音乐美食烩”系列活

动，美丽田园农耕体验嘉年华活动，让

游客感受田园文化。此外，还举办了冶

父山品剑文化活动周。

庐江作为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城，深

厚的人文底蕴洋溢整个城市，凭借丰富

的自然资源，庐江成为安徽乃至全国经

济发展的重要城市。随着近年来旅游

产业和体育带动城市发展的兴起，庐江

县逐步在“水”上做起了文章。

以中国摩托艇联赛为契机，近而塑

造城市品牌和提高城市形象，“未来，庐

江县将致力于城市发展与高端体育品

牌相融合，通过体育产业带动城市综合

性进步，把兴趣和关注引进来，让品牌

和形象走出去。”该负责人表示。

据了解，为确保赛事顺利举行，为

游客提供更为顺畅的观赛和旅游体验，

庐江县对当地的餐饮酒店、城市公共交

通和旅游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进行完

善，并对巢湖水域进行了综合治理。

借助摩托艇联赛的体育品牌，庐江

县将实现城市体育、城市基础设施和城

市品牌、城市形象的综合发展，并搭建

与外界交流的平台，打造与其他城市和

地区的互动窗口。

打造区域旅游 以赛事构建平台

庐江是合肥至黄山、九华山和天柱

山黄金旅游线上的重要节点。近年来，

安徽庐江县把旅游产业作为支柱产业

来打造,大力开发旅游资源。

庐江的地热资源丰富。境内有汤

池、黄陂湖、冶父山万年等多处温泉。

汤池温泉有“千年池、亿年汤”之称。宋

朝王安石留有著名的“咏东坑泉”诗：寒

泉诗所咏，独此沸如蒸。周瑜、小乔在

此沐浴弹琴，留下了“曲有误，周郎顾”

的千古美传。

自上世纪以来，已建有金孔雀温泉

旅游度假村、养生中心、万振逍遥别院、

国轩温泉宫等众多的现代化温泉旅游

度假村和温泉游乐设施，成为华东地区

别具特色的温泉休闲度假旅游胜地。

近年来，当地政府更是提出以汤池

为中心的旅游度假区规划建设，注重突

出生态建设、突出服务管理以及人才培

养，建立健全长效机制，打造生态旅游

景区的战略，以呼应环巢湖国家旅游休

闲区建设，推动汤池金孔雀、冶父山创

建国家 5A景区，汤池创建国家旅游度

假区，打造旅游度假基地，促进庐江旅

游经济快速发展。

据了解，庐江目前创建 4A级景区

2家，3A 级景区 4家,优秀旅游乡镇 5

个，旅游示范村 10个，荣获全省“旅游

经济强县”称号。2009年被授予“中国

温泉之乡”称号。2012 年金孔雀温泉

旅游度假村荣膺“乐游长三角，旅游休

闲双百佳”称号，被评为“长三角100个

不得不去的地方”休闲度假胜地。2013

年汤池被媒体评为“发现最美中国村

镇”第一名。11月 6日，庐江县更是被

授予“全国十大生态旅游休闲名县”荣

誉称号。庐江逐步形成了“周瑜故里，

温泉之乡，休闲胜地”的旅游发展格局。

庐江丰富的旅游资源，在优化当

地城市居住条件的同时，更成为城市

经济发展的推进器，在全域旅游发展

的背景下，要把旅游业供给侧结构改

革置于国民经济的全局之中，因地制

宜、统筹谋划。

据悉，依托中国摩托艇联赛，庐江

县将在未来构建对外平台，借助体育赛

事的传播效果，吸引体育和旅游爱好

者，落实旅游资源的升级变现，实现地

区旅游经济发展。

运动员比赛地——巢湖风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