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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旅游

漫步腊普
越来越多的人，愿意来到塔城，吸引他们的不止

是如画的风景，更多的是来自心底的安宁与闲适。我
喜欢和当地人一样把这里亲切地称为：腊普。在这
里，保留了传统的建筑和民风民俗，自然环境原始、优
美。腊普河作为塔城的母亲河，孕育着塔城各族人
民，纳西族、藏族、傈僳族等多个少数民族在这里过着
世外桃源般远离尘嚣的生活，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
息，踏着热巴的节奏，不知疲倦地吟颂着古老的歌谣。

沿腊普河流域一直行走，每隔一两公里，都能看
到架设在腊普河上的人马行走桥，桥架在河两岸的村
与村之间，两边有护栏，桥上架设屋架，上履木板，能
遮风挡雨，当地人又称作风雨桥。静静地坐在桥上，
看清澈的河水静静流淌着，河两岸，房舍栉次邻比，炊
烟袅袅。小桥、流水、人家，仿佛置身世外桃源。在这
里，让人感受到了平和与宁静致远，犹如喧嚣世界毗
邻的净土，身入其中，甚至可以听到灵魂成长的声音。

哈达谷与腊普河中游的美景又略有不同。大片
的葡萄园，孕育着春之希冀，夏的繁茂、秋之硕果、冬
的收获。早起的人们在葡萄园里劳作归来，侍弄完家
里的牲畜，围着火塘，慢慢享受早餐，煎米肠、油炸米
饼、饵块、馒头、外加一壶热气腾腾的酥油茶。女人们
把家里收拾得干净整洁，男人们也不闲着，院里的盆
栽，后园的果树、养蜂的蜂箱、牛羊的圈舍，井井有
条。偶尔会有游客寻来，吃上一餐农家饭，喝上一杯
小锅酒。更有的住上一阵子，白天出去游玩、摄影，晚
上和主人一家一块吃饭，火腿煮熟切成大块、土鸡炖
得冒油，蔬菜鲜嫩翠绿，火红的辣椒油浇到刚出锅的
热鱼上，吱吱作响，撒上葱花、芫荽，味蕾大动。曾经
有一位熟识的朋友在微博里写到：在哈达，一顿能吃
下四大碗饭。临走时，主人用小板栗、核桃、瓜子等特
产将行囊塞满。仿佛不是游客，而是家里即将远行的
孩子。在哈达，最能参悟到的就是安宁。左手烟、右
手茶，慵懒地享受着阳光、自然与和谐，没有功利色
彩，没有情绪起伏，只有内心的安静与平和。

其宗村的北面是德钦县的拖顶乡，南面是玉龙县

的塔城乡，隔江往东是香格里拉市。在这
里，你能听到远处达摩寺里传来的钟声，近
处四县的鸡鸣之声不绝于耳，“一村连四
县、鸡鸣四县闻”果然名副其实。

其宗神泉是一条200米左右的小河，从
公路边到源头，步行只需要几分钟。河边
古木参天，栎树成林，河水清澈见底，流量
充沛，水流也很稳定。泉水冬暖夏凉，入口
甘甜。青山下古树参天，怪石嶙峋，河水从
乱石缝间缓缓流出，河的中段，水声如雷；
其宗电站依势而建，是维西境内投资最少、
发电量最稳定的电站。

达摩祖师洞距离其宗村 6 公里，是藏
区信教群众朝圣的好去处。远眺达摩山俨

然一尊巨佛端坐在云天之间。
“极目悬崖万丈高，巍峨古寺接云宵”，洞上建有五

层楼，洞前寺院赫然在目。红墙黄瓦，金碧辉煌，海拔
3080米 ，寺院凿石架木，叠木成寺，寺内壁画、雕刻惟
妙惟肖，可见独具匠心。刀仞山中一古刹，十分空灵
飘逸。

达摩寺不同于内地的其他寺庙。该寺有着巧妙的
传说故事、悠久的历史、达摩祖师碑刻等。相传每年
农历四月初一是达摩祖师的成佛日，届时，来自全国
各地的香客们汇聚而来，不惜长途跋涉甚至风餐露
宿，以完成转山活动为己愿。

巴株村，是一个纯藏族村寨，森林覆盖率达98%。
在我看来，巴株是浪漫的玫瑰园，每当玫瑰盛放，成群
的蜂蝶闻香而动，游人如织，年轻人以青山为证，在玫
瑰园许下一生的承诺。巴株是药王谷，在这里，种植
了五六年的重楼比比皆是，百花蜜、玫瑰蜜甜在每个
人的心里。巴株也是水果园，酸的木瓜、甜的苹果、苦
的梅子，不断充实着你的味蕾。

有一回去巴株村采访，我遇到当地一位渊博的高
僧。因为母亲过世，他回家奔丧，每日诵经祈福。他
把一生的时间都放在修行上，除了提高修为，还担任
着佛学院的老师，教导学生。他告诉我：要有一颗菩
提心，把握当下，珍惜未来，不执著、不痴迷。在他的
描述里：青灯古佛，晨钟暮鼓。在外人看来枯燥的佛
门日常，却让他体会到了圆满和轻盈。

漫步腊普，找寻四季不同的美景，体会不一样的
心境。我们相约春季的达摩山，和成百上千的香客
一起，转山祈祷。聆听老喇嘛讲述与达摩祖师相关
的传说。站在达摩祖师洞远眺：金沙江似洁白的哈
达向南婉转；塔城关坡像青色的巨龙扑向大江；而正
前方的象山，则伸出长长的鼻子，俯首在达摩祖师的
脚下。

立夏时节，我们和当地人一道，到格里卓吃“臭
水”，用臭水淘洗大米，用臭水煮饭，用臭水煮鸡蛋、煮
肉，据说能治很多种病。据同行的医生朋友介绍：这
种喝起来像啤酒味的臭水，富含偏硅酸、钙、钠、钾、硫

酸盐等二十多种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听说立夏这
天喝了包治百病，我们每个人都喝了不少，胃口的确
比以往更好了。

我们在盛夏结伴来到响谷箐滇金丝猴国家公园，
随老余叔他们一道巡山，揭开“雪山红唇精灵”的神秘
面纱。听老余叔如数家珍：整片山脉哪里有水源、哪
里有竹笋和松罗、猴子什么时候休息，什么时候进食
喝水。我们坐等猴群肆意采摘竹笋、枝叶，看它们上
蹿下跳，还围着老余叔他们转圈。我们和专家和鑫明
一块研究猴子的粪便，观察有没有寄生虫，听他细数
大个子、单巴、断手、联合国、全雄单元的家庭结构。
不止听到他对工作的热爱，更感受到了他对妻儿的亏
欠。我们和志愿者一起交换联系方式，想要在分别后
还能与他们谈天说地。

我们在秋天，来到启别村的那棵千年银杏树下，寻
觅“袅袅兮秋风，云淡淡兮银杏黄”的醉人美景。 满目
金黄，似乎连天都被染成了金色。远处漫山红遍、层
林尽染，成熟的大片稻田闪着金色的光芒，我们就在
这里寻觅着金色的梦。

冬季的腊普河畔，家家杀猪，户户煎肉。随便走进
哪一家，都吃得满嘴流油。大半锅的油里，放入大片
的五花肉炸熟，再切成小块，撒上椒盐，还有炸猪肝，
味道好得没话说。最主要的还是油泡饭，白米饭浇上
炸过肉和猪肝的油，香得透彻呀！杀猪饭配上哈达谷
出产的冰酒，土洋结合，毫无违和感。

漫步，塔城很适合漫步。
当早晨的第一缕阳光洒向田野，晨曦中的腊普河

畔雾气葱茏，升腾的炊烟里，和着鸟鸣，鸡啼犬吠，让
远离城市车水马龙的人们体会到内心的安宁。中午，
太阳很大。信步来到坝子里，感受农耕文化和田园风
光，也可以和村里人在田间享受“晌午饭”带来的满足
感。而月亮升起来时，听老艺人说唱“格萨尔王”史
诗，仿佛徜徉于漫漫历史长河。

塔城的神川热巴从最初的祭祀、敬神、祈福的舞
蹈，变成了民间表演艺术，已经有 2000 多年的历史
了。塔城作为热巴之乡，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大小
村寨，男女老少，都会跳热巴，入选非遗名录后，塔城
被授予“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基地”，几乎每个村
子都有热巴传习队。

在塔城，时间都是用来挥霍的，你可以在河边发
呆，一坐就是一阵天；你也可以在达摩山聆听梵音，一
听就是一下午；你也可以和老余叔他们一块去巡山，
一去就是一周；你可以去巴株看扎西和他的蜜蜂酿造
幸福的生活；你还可以在哈达谷的民宿住上一个月，
远离城市的车水马龙，享受难得的闲暇。

一切都是理所应当……

行 走 在 维 西
漫步在塔城，细碎的斜阳，树间的光，空气中的微尘，灵魂里的梵音，一切都深深浅浅地敲打着我的心。 ——题记

人在旅途

●李雄珍 文／图

卢浮广场现东巴圣地歌舞
第一次赴重庆回来前夕，我与王董事长交谈了一

次，就他请我们在春节前赴重庆及四川达州演出之事，
包括活动日期、出发时间以及演员的工资酬劳等，作了
商量。双方很快达成共识。本来我想让我的队员们自
行前往，但队长和玉林对我说：“我们都没有经验，还是
请杨老师辛苦一下，再带我们出来吧！”我一想也对，这
事原先是我起的头，不能半途把他们扔下，因此，也就
下定决心再次带队出发了，但让我想不到的是，这次出
行，也碰到了些始料不及的事，好在大事化小，小事化
了，都圆满解决了。

按照王董的要求，这次要增加两个女演员。这本
不是个问题，我重新组织的演出队中，就有五六个女演
员，其中一名骨干因有事，暂时没能参加排练，此次若
能动员前去，当然最好了，经过动员和劝说，她终于答
应了，于是，又开始了另一轮强化训练。

这时，有个问题摆在我面前：这第二次赴重庆演出，
具体情况王董并没有说清楚，只是反复说到在达州开
业的事，因此我想：一是重庆“民稼实业”“大西南”“百
年江湖”等多个分店，全是火锅店，除个别店有大餐厅
外都是一间一桌的小餐厅，没有见到有什么可供演出
的舞台，哪怕是只容三四个人唱歌的小小平台也没
有。假如让我们一间一间地轮流去演唱，无异于卖唱
讨饭，这是我们坚决不能接受的；二是王董多次谈到演
出要赶在达州的工程结束之后，由此我断定这次演出
就在达州，于是想象那里可能会有一个小小的舞台，假
如这是真的，我的 4 个队员也可以一展身手，也不枉了
千辛万苦赴数千公里之外演出的一番折腾。

针对后一种情况，我在排练节目时作了如下调整：一
是挑选了一部分适合于小舞台表演的节目，主要是小合
唱、齐唱、对唱、独唱等，这些节目有：《热闹里之歌》（合
唱）、《纳罕歌酒歌》（表演唱）、《白地峡谷景色美》（表演
唱）、《情歌对唱》（对唱）、《阿卡巴拉巴达味》（独唱）、《月
亮花》（独唱）等；二是改编排练了一支传统葫芦笙舞曲填
上新词后可以和着节奏边唱边跳，想不到后来正式演出
时大获成功，成为保留节目，这个节目我给它取名为《纳
罕儿女多欢乐》。

这样，利用每晚大约两个小时排练，坚持了大约二十
来天，按预定的时间，我率领这个农民演出小分队，于
2017年1月11日出发到丽江，又于13日12时准时登机，
当天下午两点半到达重庆江北机场，早有王董派来的人
员前来迎接。让我们在重庆住了一晚，第二天上午乘火
车前住四川达州，于下午三点半到达州火车站。我断定
这次的演出地点就在四川达州，这与我原先的估计不谋
而合。我事先看过地图，达州就在重庆的东边，与重庆相
距约有二三百公里。

于是，我心中有了一个较为确切的概念，王董在达州
开设有一个规模较大的火锅店，我想，在这个火锅店里也
许有一个小小舞台，可供我们一展风姿，假如一切如愿，
那么，此行也一定会获得成功。

第二天上午十时，我们乘火车直奔达州。一路上只
见山峦此起彼伏，只觉得火车才出洞口又钻入另一个洞
口。凭窗望去，满眼都是丘陵，如牛脊般连绵纵横。大约
走了三个多小时，约下午一点左右才到达达州城。也有
人前来迎接，把我们带到了热闹里火锅店建设工地办公
楼，在食堂里吃了午饭。

饭后，有人带我们步行约300多米，来到新落成的卢
浮广场大楼，我们乘电梯来到五楼，这里是热闹里火锅城，占了整整一个楼层，但满
眼都是未完成装修的工程，有数十位工人在忙碌。王董也在这里，只见他灰头土
脸，一身倦态。一见我们，他显得很兴奋的样子，让我们坐在阳光棚下藤椅里休息，
亲自泡茶给我们喝。据他介绍，装修工程还有四五天才能完毕，开业时间就定在本
月19日，还有一星期左右。他说，这里的一切，由牟副总经理负责，有关演出的事，
也由她负责，找她就行。我很快找到她，请她安排工作。她说，离开业还有6天，这
几天你可以自行安排，吃饭就到办公楼食堂。

我们住在邮政花园酒店，这里离卢浮广场约有两三公里，来往较远。队员们还
行，但为了吃饭，每天来回跑四趟，75岁的我就吃不消了。因此，午、晚二餐就在街
上自行解决，再打的前去热闹里火锅店排练节目。

经初步考察，热闹里火锅店约有十五六个小间，每间有一个火锅桌。操作间是
占20余米的一个横排。横排前面狭窄的空地中央，有一个直径约2米、高约10公
分的突出圆盘，据说这就是歌手一展歌喉的地方，也有一套简易的扩音器材。这个
所谓的“舞台”，虽然称不上真正的舞台，离我想像中的最低标准也差得很远，但也
算有个展示才艺的地方，虽然不甚满意，但也只能借此一方之地勉强舞弄一番。因
此，我把4名队员召集到这里，简单安排了一下，队员们见只有一角之地，但也兴致
不减，能听从指挥。

于是，就在远离纳罕东巴圣地数千里之外的四川达州，就在新落成的卢浮广场
一带，来自东巴圣地的纳罕民间艺术团的几名骨干队员，开始演绎一场纳西族传统
民间歌舞，为达州人民献上一份虽小但却丰厚的大礼，也为热闹里火锅店增添了气
氛，丰富了文化内涵。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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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二维码支付已成为线下支付的主流方式，是银行抢夺

支付市场流量入口的重要利器。中国建设银行响应市场变化在

业内率先推出了统一支付品牌和革命性创新产品---龙支付，

整合了包括云闪付、生物识别等众多领先技术，并推出二维码支

付的创新功能。近期又与中国银联携手，在建行龙支付中首批

支持银联二维码标准，进一步提升移动支付便利性和安全性。

支付便利性：龙支付作为建行零售业务转型发展的拳头产

品，在场景打造上致力于全方位贴近客户生活，紧密契合社交生

活、公共交通、网络购物等日常支付场景，应用于餐饮、地铁、停

车、菜市场等客户衣食住行各个方面。支持银联二维码后，通过

采用银联统一标准、统一规范，实现二维码业务的互联互通。龙

支付将获得更加广阔的应用场景，龙支付个人客户在线上线下

各场景内任意一家支持银联二维码的商户均可通过主扫或被扫

方式完成交易，并通过针对龙支付开展形式多样、精彩纷呈的优

惠活动，分享互联互通的二维码生态成果。

支付安全性：随着二维码支付的逐渐普及，中国建设银行

致力于为客户二维码支付保驾护航。此次支持银联二维码

后，采用支付标记化（Token）技术，对账户敏感信息进行保护，

使二维码支付与传统支付方式一样安全可控；同时，建行也依

托技术创新，通过自动识别规避不安全二维码、一分钟二维码

自动更新等技术确保客户账户资金、信息安全。

目前，中国建设银行是国内移动支付产品种类最全，发卡

量及消费交易规模最大的商业银行。后续，将继续在支付市

场上坚持不断创新，与更多伙伴加强合作共享，搭建更加丰富

的用户场景，服务个人客户的“金融+非金融”需求，打造个人

客户的金融生态系统。 （建设银行宣）

中国建设银行龙支付率先支持银联二维码
千对双胞胎巡游、篝火狂欢、长街宴……绚丽多彩的特

色文化活动点燃了云南省墨江县全年最热闹的节庆——双
胞胎节。

在中国，这种旨在利用地方特色文化或自然资源、促进
旅游业发展的节庆旅游项目众多。专家指出，尽管近年来
国内节庆旅游市场化、品牌化成绩斐然，却受制于“小、弱、
散”等局限，应进一步在做强市场、做大品牌、做足特色等方
面下工夫。

政府与市场角色之别
“我们用 200 万元财政资金撬动了 300 多万元社会资

金，带来了4000多万元旅游收入。”云南省墨江县文体广电
旅游局局长郭伟说。

墨江县具有双胞胎出生比例高、北回归线穿越县境、哈
尼族文化丰富等独特性。自2005年起，墨江每年“五一”期
间均举办以双胞文化为主题的旅游文化节。经过多年积
累，双胞胎节已成为这个边陲小县的支柱旅游品牌。

从默默无闻，到小有名气；从政府包揽，到企业进驻。
双胞胎节以节兴业的效能逐步显现。据统计，今年双胞胎
节期间，墨江共接待国内游客 20.29 万人次，同比增长
11.17％，旅游收入4220.76万元，同比增长48.4％。

郭伟说，每年双胞胎节占用财政预算200万左右，但整
个活动需要近600万元，没有企业参与根本无法维持。为
此，墨江严控财政投入，鼓励企业参与，把成熟的项目交由
企业投资、运营。“该企业得的，政府绝不伸手。”他说。

围绕相关话题，南开大学旅游与服务学院副院长徐虹
表示，找准政府角色定位是关键。在节庆旅游品牌发展初
期，政府须加以扶持，但这不应成为常态。她说，当前国内
节庆旅游中，一些地区政府管得过多、财政投入偏大。成熟

的节庆旅游主导权应归企业和社团，政府只提供公共服
务。提高市场化水平，鼓励民间资本参与，才是长远发展的
活水源头。

传播价值虚实之鉴
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州，一年一度的泼水节是当地节庆

旅游的重头戏。近年来，当地以提升传播效能为导向，以互
联网思维为指引，全面实施融媒体、移动端传播策略。

据统计，今年泼水节期间，当地媒体借助官方微博、微
信平台以文字、图片、视频及图文直播等方式对泼水节活动
进行数百次推送，浏览量近80万次。当地还借助主流媒体
的新媒体平台，对泼水节活动展开体验式报道，收获近百万
浏览量。

此外，西双版纳手机台携手云南广播电视台对泼水节
活动进行了六场直播，浏览量超过47.38万次。

西双版纳州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段金华表示，现在要
搞好品牌传播，就要熟悉新媒体传播规律，了解受众心理，
做到形式、内容、融合等多方面创新，从而形成多渠道、多形
态传播的共振效应，优化传播效果。

谈及传播策略，专家认为，近年来世界主流节庆旅游的
推广大多转向新媒体平台。明智的主办方应学会借助网络
社交媒体、网红账号等新平台，实施基于大数据分析的传播
策略，对目标人群定向推送，让有效信息真正抵达目标受众。

文化旅游规划专家、华中师范大学特聘教授范建华说，
精准、有效的品牌推广绝不是单纯砸钱，而要利用新媒体使

“巧劲”，有效提高品牌识别度、社会参与度，使品牌形象和
旅游体验更加贴近新媒体受众心理。

高大上与小而精之辩
专家指出，发展节庆旅游对地缘、人文、产业、市场等条

件的要求十分苛刻，不是任何地方借助任何文化资源都能
发展出节庆旅游。在节庆定位上，要高大上，还是小而精？
在这个问题上，必须坚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

美国天普大学旅游与酒店管理系教授李想指出，节庆
旅游要避免求大、求全的误区。他说，大多数节庆注定不会
成为全球知名的节庆品牌，不少节庆品牌目标受众本就该
是国内游客，乃至某一域内或偏好的受众，主办方切忌追求
包罗万象、妇孺皆知。

范建华说，搞好节庆文化旅游切莫“全面开花”。相关
各方需坚持因地制宜原则，避免简单复制和同质化竞争。
有些小而精的项目同样可以做大做强。

他举例说，江苏盱眙国际龙虾节的切口很小，但影响力
和规模很大。支撑这项特色节庆的是当地百亿元级规模的
小龙虾产业，另一方面，节庆品牌效应每年为当地吸引数百
万人次的游客来访。节庆旅游和产业发展相得益彰。

李想认为，主办方对节庆要有清晰的功能界定，对特定
受众、群体的心理和行为有深刻认识，熟知受众获取信息的
渠道和方式。“某些地方花重金请名人大腕造势，却偏离了
节庆旅游的根本，冲淡了节庆文化内涵和地方特色，这种舍
本逐末的做法往往适得其反。”

我国作为文化大国，拥有丰厚节庆传统和文化遗产，为
发展节庆旅游提供了丰富资源。专家建议，旅游主管部门
要有整体规划和评估体系，对于长期空耗地方财政、社会和
经济效益不佳的节庆旅游项目，要重新设计创意，乃至叫
停。

专家认为，只有做实市场调查，恰当定位政府与市场关
系，强化创意策划，更新传播手段，改进旅游体验，才能把文
化资源切实转化为旅游业发展的强劲动力。（新华网）

节 庆 旅 游 —— 热 闹 过 后 的 冷 思 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