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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旅游

人在旅途

本报讯 近日，内蒙古达茂旗首届田园旅游文化节在达尔罕茂名安联合旗（以下简

称“达茂旗”）套马沟农庄开幕，内蒙古达茂草原边上的一股“江南风”吸引了近万名中外游客。

活动现场，青色的瓦房，错落有致的院子，让套马沟这个有百年历史的小镇，宛如

一幅画卷，透露着山清水秀、烟雨蒙蒙的江南韵味。达茂旗旅游局副局长刘英表示，

通过本次活动，达茂旗进一步打造北方“小江南”，不断丰富当地景区文化内容，致富

当地百姓的同时，也吸引越来越多的中外游客爱上内蒙古。

据悉，本届旅游文化节期间，还举办了民间艺术表演、安庆黄梅戏经典剧目展演、

国内名家现场笔绘、传统工艺体验、采摘垂钓等一系列活动。 （杨苏文）

内蒙古举办首届田园旅游文化节

□□ 王子君

在泸州老窖旅游区的游览——

国窖之旅是在酒香中开始的。

一落地泸州，就闻到了浓郁的香

气。天正下着小雨，夹带着微风，湿

润清新。雨挂绿叶，晶莹欲滴；雨入

花果，沁人心脾。但似乎又不止是花

香、果香，还有醇厚、甘洌的酒的香

味，这是泸州特有的一种酒香，是泸

州老窖的浓香。酒香、花香、果香融

在一起，与泸州人脸上挂着的恬淡轻

闲的神情，与斜斜细雨构成的一种天

然氤氲、美妙畅和的氛围，一下子就

让人有几分沉醉。

“酒城泸州”美名扬

就是这样的酒香，成就了泸州

“酒城”的美名。1915年底，29岁的朱

德随蔡锷起兵，由云南入川讨袁，前

后在泸州驻节 5 年。那些年，朱德无

论是出征壮行，还是凯旋庆功，喝的

都是泸州大曲酒。戎马之余，他也把

酒赋诗。有诗道：“护国军兴事变迁，

烽烟交警振阗阗；酒城幸保身无恙，

检点机韬又一年。”诗中“酒城”指的

就是泸州。从此，“酒城泸州”的美名

传扬开来。

城因酒名，酒名用作命名旅游胜

地，那酒有何等魔力？我急不可耐地

去国窖·1573广场寻找答案。

千百年来，文人赋骚、农家丰年，

无不以酒相佐，庆祝祈福。泸州也不

例外。按百度的说法，泸州老窖大曲

的起源可追溯到秦汉时期，而作为大

曲酒工艺的形成和发展来讲，则是开

始于元代。因为元代以前，中国的酒

还处在黄酒时代。真正浸润出酒城

文化的，是后来的浓香白酒。

白酒即曲酒，也就是蒸馏酒。

宋代，泸州出现了“大酒”。“大酒”

就是一种蒸馏酒，是泸州老窖大曲酒

的前身。公元1324年，元代泸州人郭

怀玉制成酿酒曲药，曰“甘醇曲”。因

此，郭怀玉被公认为制曲之父。明洪

熙年间，泸州人施敬章又研制出“泥窖

酿酒法”，使大曲酒浓香，完成了泸州

酒的雏形。1573年，泸州人舒承宗始

创舒聚源作坊，取龙泉井水，采用五渡

溪黄泥始建窖池，创新大曲酿制之法，

酿造出净爽、甘甜、醇厚、丰满的泸州

老窖酒，成为浓香白酒天下之大成者，

开启了中国浓香白酒的新时代。

舒聚源在经历了八代后，举家搬

迁，把窖池卖给了温家。温家从广东

来，更具开明创新之精神，一方面奉

舒氏酿酒大法为宝典，不改建，不改

变；另一方面扩建酒窖，使其更成规

模，从而既原汁原味地保存了舒承宗

的“配糟入窖、固态发酵、酯化老熟、

泥窖生香”的老窖酿酒工艺，又将其

工艺发扬光大。

这一创制、承袭、发展的历程，被

以极简的方式记录在国窖广场中的

泸州老窖酒史浮雕图中。浮雕图全

长 79米，因泸州人说话“79”和“吃酒”

谐音，所以被叫作“吃酒图”。舒承宗

大概不会想到，他的酿酒窖池，445年

后仍在使用，其间竟无一日中断，生

生不息，成为我国酿酒史上的奇迹，

成为人们争相参观研究的“活文物”。

寻根究源 泸酒之美在老窖

当年的舒聚源作坊就在国窖广

场内，便是如今的国窖·1573 国宝窖

池群。

国宝窖池群占地面积雄阔，呈矩

形，中空形似天井，光线充足，二层修

建了参观长廊，墙体以玻璃制成。站

在长廊上，隔着玻璃，俯瞰窖池，只见

地面上整齐地排列着数十口或长或方

密封着的酒窖，身着红黄相间、有着明

代风格服装的酿酒师正在酒窖间有条

不紊地忙碌。这是泸州老窖纯手工酿

制技艺的生产现场，整个酿酒的过程

一览无余，如窖泥、酒花、摘酒等元素，

与舒聚源时代一模一样，再现当时的

酿酒情景。酿酒的过程，也是文化发

酵、精华荟萃的结晶过程。这种现场，

是对于舒聚源老作坊的活态保护形

式。人们说“泸酒之美，美在老窖”，大

概也涵盖了老窖作为历史、文化与情

感、科学载体的意义。

出好酒的地方必定要有一口好的

水源。当年舒承宗在此建窖池，就是

因为这里的凤凰山脚下有一口“龙泉

井”。现在，龙泉井依然在静悄悄地涌

流，依然是泸州老窖的酿酒源泉。

当然，酒城不止有神泉。泸州属

于川南地区，仅产于川南地区的糯红

高粱，几千年来一直被看作是酿酒的

最好原粮。据说每到 7月，泸州城外，

川南大地，万木葱茏，生机勃勃，坡地

丘陵，漫山遍野的糯红高粱红了，似

火流霞，似梵高疯狂的油画色彩，泼

红了长江两岸，美不胜收。

筑窖离不开泥土。泥窖酿酒是

国宝窖池之灵魂。其显著特点是泥

窖发酵，天然生香，而且窖池越老，酒

质越好，越能显出其价值。国宝窖池

所用的五渡溪黄泥，色泽金黄，绵软

细腻，不含沙石杂土，且黏性极好。

粮是酒之肉，曲是酒之骨，水是酒之

血，泥是酒之魂。酿酒所需的好泥、

好水、好原粮、科学的曲酒酿造工艺，

全都在泸州聚合，共同构成了泸州老

窖酒的完整机体，酿成了泸州老窖酒

独特的浓香酒质。

我骤然明白，泸州老窖，一个白酒

品牌的名字为什么会成为国家4A级旅

游风景区，成为工业旅游景点。它是

我国绵延几千年的酒文化的一个经

典、一个符号、一个象征。纵然再过

445年，泸州老窖依然会甘洌醇香。

酒香中的泸州国窖之旅酒香中的泸州国窖之旅

□□ 张明灿

千百年来，浙江乌镇，这座江南古

镇，孕育了众多文化名人、商贾名流。

近现代，乌镇也曾经落魄荒芜。如今

的乌镇，凭借旅游产业的发展，通过文

旅融合走出了一条享誉世界的乡村旅

游产业发展之路。

乌镇从1985年茅盾故居修复并对

外开放，开始了名义上的旅游开发，再

从1999年乌镇实施古镇保护与旅游开

发前每年游客量不足2万人次，到2014

年底游客量达到700万人次，经营收入

达到 9亿多元……直至 2017年游客量

过 1000万人次，经营收入直逼 20亿元

大关，并连续多年成为中国旅游业景

区综合收入的第一名。

乌镇从曾经的落魄荒芜到如今的

驰名海内外，实现了乡村发展从探索

实践到享誉世界的“蝶变”传奇。

筚路蓝缕谋新篇

1999年 3月 5日，乌镇古镇保护与

旅游开发管理委员会主任、市长助理

陈向宏怀揣着桐乡市政府于 1999年 3

月 2日颁发（1999）26号《关于成立桐乡

市乌镇古镇保护与旅游开发管理委员

会》文件，正式在乌镇走马上任。

按照桐乡市委、市政府的安排：一年

起步，两年成形，三年初见成效的开发战

略部署，陈向宏带领大家“徜徉”于臭气

熏天的河中，没有撸，只能用竹杆撑，竹

竿一搅就是一股乌黑乌黑、泛着气泡的

水柱涌上来，阵阵臭气迎面扑来，就这样

他们一路摇一路测一路绘，一坐就是一

天。为了在当年11月初“桐乡菊花节”前

拿下样板段，所有参加工程的300多名

员工连续几个月加班加点。

多年来，作为乌镇开发的“班长”，

陈向宏没有节假日地带领团队连续工

作。乌镇的东栅和西栅，哪怕一条小

巷、一间民居，甚至一个转角，都浸透

了他们的汗水。可是又有谁知道乌镇

究竟能变成什么模样？尤其是在周边

江苏周庄、同里等3个古镇已率先进入

了旅游市场，浙江的西塘也叫响了古

镇游口号的现实中，作为落后乡村的

乌镇能够后来赶上吗？

乌镇人用行动给出了答案。2001

年 10月 21日，刚刚对外开放不到一年

的乌镇，一次性投入 100万元，购买了

杭州西湖博览会国际烟花大会的冠名

权——“乌镇文化之韵”，让中外宾客

和杭州市民一夜间记住了乌镇，乌镇

旅游渐渐进入游客的视线。

2002年 12月，中国历史文化名城

保护专家委员会委员阮仪三，带领凤

凰卫视、苏州电视台的工作人员来到

乌镇，并对“乌镇模式”的保护方法

进行实地拍摄和采访。

2005 年，乌镇二期西栅保护工程

开工建设，阮仪三再次考察乌镇二期

景区，对乌镇保护手段和呈现方式大

加赞赏：“乌镇二期为全国的古镇保护

树立了榜样，是我国古镇保护中值得

推广的典型。”

文旅融合创大业

随着文化和旅游的融合，乌镇开

启了“文化三部曲”模式。每年的 10

月，是乌镇的“戏剧狂欢节”，海内外的

游客蜂拥而至，在乌镇的“戏剧大潮

里”，游客们看戏的同时，陶醉在乌镇

的文旅体验氛围中，领略着乌镇旅业

文创产品的魅力，享受着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小镇大节”。

早在东栅景区尚未营业的 2000

年，陈向宏三进北京，把“第五届茅盾

文学奖颁奖仪式”请到乌镇，而这也是

乌镇旅业发展进程的最早定位和文化

初衷。“乌镇旅业有今天的文化成果和

辉煌，得益于一群文化戏剧人相聚在

乌镇，一群爱戏人追随在乌镇，为了一

个共同的‘戏剧梦’而进行的一次文化

旅程的探索和尝试。在乌镇旅游业成

长的 17年中，始终没有偏离和摒弃文

化这个主题，这才有了今天乌镇旅游

业的‘文旅’和‘文创’成果，也是乌镇

的‘文化三部曲’。”陈向宏说。

传统文化是根本，而且始终没有

被忘掉和摒弃。从 1999 年陈向宏带

领人马进驻乌镇的第一天起，“乌旅

人”就把保护、挖掘、恢复、传承、演绎

传统文化作为“历史遗产保护和再利

用”的一件要务来抓：把茅盾文学奖请

回家；恢复皮影戏、三跳、花鼓戏等传

统戏曲；演绎高杆船、船拳、踏白船等

表演项目；恢复每年一次的农村狂欢

节——“香市”、童玩节、春节长街宴；

重现水龙会、水乡婚礼等传统节俗；修

建了茅盾纪念堂和茅盾陵园等名人文

化纪念馆；邀请享誉海内外的木心回

归故里；完整保留了江南大地的“运河

文化”原型……乌镇旅业既

行走在文化之路上，更传承了千百年

遗留下来的“中华文脉”。

当人们还陶醉、感叹乌镇风光旖

旎和古色古香时，“乌旅人”清醒地注

意到，国内有数以百计的水乡古镇，都

在效仿乌镇形态及其模式，同质化竞

争让人不得不“思变求异”。于是，乌

镇投资4亿元建设了乌镇大剧院，修缮

了 7个剧院、剧场和戏园子；结识了赖

声川、孟京辉、黄磊、田沁鑫等一批戏

剧人，创办了包含国内外优秀剧目、青

年竞演、小镇对话、街头剧演四大板块

的“乌镇戏剧节”，最终，把乌镇旅游业

推向了国际化的文化高地。乌镇，已

不仅仅是一个旅游胜地，更是一个传

承展演中国文化的殿堂。

“文旅”把文化融会贯通到旅游资

源中，“乌镇戏剧节”一举成名天下

知，成为人们耳熟能详的乌

镇文化代表作；投资 2

亿多元的木心

美术馆，成为著名的文化场馆；首届乌

镇国际现代艺术邀请展、以传统村落

保护为主题的乌村等，这些多元文化

和国际文化领域的现代文化元素展

示，使乌镇旅游业的“文旅”内涵更加

丰富多彩。

让中国美丽乡村引领世界

2001年 7月，一个特殊的接待任务

降临到乌镇——接待APEC会议，这对

一个对外开放还不到一年的乌镇景区

而言，是一种荣耀和认可。2014 年至

2016 年，世界互联网大会连续在乌镇

举办三届，在 2016年的这届大会上宣

布，新建大会主场馆乌镇互联网国际

会展中心于2016年启用并成为大会永

久会址。一个江南小镇与当下经济新

引擎的“世界互联网”高科技产业牵

手，乌镇，让中国乡村的魅力绽放在世

界聚光灯下。

漫步于乌镇街巷，35岁、曾经在外

经商多年的谢月华，如今在西栅返租7

间客房开起了民宿，由于勤劳诚实，不

断赢得回头客，生意做得红红火火，问

及感受，其妻子满脸幸福：多亏了乌镇

旅游发展得好，丈夫不用一天到晚不

回家在外奔波，现在日子过得很安心。

景区的快速发展，还影响了一批

退休的乌镇人，他们成立了“自愿者服

务队”，免费为游客提供导游服务，景

区还腾出房间开辟了专门为游客服务

的“自愿者之家”驿站。自愿服务队沈

剑娥老人满脸笑容地为游客张罗着沏

茶倒水，问起报酬，他们都是免费服

务。谈起过去生活过的破烂街巷，如

今被修葺一新，“有那么多海内外游客

来这里玩儿，我们对乌镇未来更加充

满信心。”沈剑娥说。

乌镇乌镇：：从从““颓废颓废””乡村到世界名镇的乡村到世界名镇的““蝶变蝶变””

第三届博鳌国际旅游传播论坛将办

本报讯 （记者马霞）由中国传媒大学广告学院、海南省旅游发展委员会、海南

省琼海市政府共同主办的 2018第三届博鳌国际旅游传播论坛（简称 ITCF）将于 11

月在琼海举办。

本届论坛将以“‘文化+旅游’的世界经验与中国路径”为主题，在主论坛的基础

上增加分论坛及文化展的内容。据了解，本届论坛还将新增“新与旧”旅游城市文化

创意展、全球旅游达人联盟培训交流会等。

此外，由中国传媒大学广告学院、全球旅游传播创意联盟共同发起创立的“TC”

奖也与本届论坛同时启动。该奖项首次进行全球甄选，聚焦对全球旅游行业产生影

响的优秀传播创意，评选影响全球的旅游传播案例、人物，表彰推动旅游品牌成功的

营销传播作品。

浙江衢州推出免费游活动

本报讯 （记者李琤）近日，浙江省衢州市发布“南孔圣地,衢州有礼”城市品牌,

推出“全球免费游衢州”旅游推介活动:除双休日和法定节假日外,衢州市 13个核心

景区向游客免费开放。

近年来,衢州将城市品牌建设作为发展更高层次全域旅游的抓手,“南孔圣地、衢

州有礼”作为衢州市的城市品牌应运而生，并将其纳入城市发展战略体系，明确要将

衢州打造成“一座最有礼的城市”之一。

乌镇西栅景区一隅

泸州老窖景区中的国宝窖池群

本报讯 由四川省旅游发展委员会、绵阳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2018四川国际文化

旅游节暨“一带一路”李白文化节将于10月24日至25日在“李白故里”江油市举行。为丰

富活动内容，“首届李白文化创意产品设计大赛”于8月15日启动。

本次赛事面向全国征集围绕“李白文化”“诗酒文化”“民俗文化”进行创意的文化

旅游产品设计稿，参赛类别涵盖茶类产品、工艺美术品等。大赛面向国内高校设计专

业的师生、文创企业或设计公司及各类设计爱好者征集作品，要求设计作品不仅外观

美，也要注重文化与时尚元素的有机结合，以彰显李白文化、诗酒文化特点，同时，还要

注重创意和市场的对接，作品必须具备良好的市场开发价值。

据悉，旅游节期间还将举办首届李白文化创意产品设计大赛优秀作品展，展出本次大赛

的获奖作品，同时具备产品生产能力的设计单位还享有获奖产品的定点生产授权。 （木子）

李白文创设计大赛在川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