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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走访访古古城城

我总觉得能生活在古城中的人们
是有福的， 更何况是那些能生活在宣
化古城这样极具历史文化底蕴的古城
当中的人们。

每次从张家口回北京， 必定路过
宣化古城， 但总是没有机会进入古城
去探访一番， 总感觉欠了中华文化一
笔债似的。 趁着秋天， 在小伙伴的陪
同下， 总算是了却了这一番心愿。

宣化古城， 就在今张家口市宣化
区。 但要说起历史渊源来， 宣化可比
张家口有名多了。 最早在秦始皇统一
中国后不久， 即在全国设立36郡， 其
中的上谷郡， 就在宣化。 西汉的名将
李广与霍去病， 都曾率军在此据守，
好几次出击匈奴 ， 也是从这里出发
的。 从秦朝到唐朝， 宣化古城一直是
边塞要隘。 到了明朝， 宣化的地位更
是被提升到了长城九镇之一的位置，
成为护卫京师的头号要地， 这里被称
为宣府镇， 城墙也被扩建加固， 周长
达24里， 朝廷委托宣府镇管辖1300里
长城， 东至北京， 西至大同， 都归属
这个宣府镇节制， 这里也成为了大明
王朝最重要的军事重镇之一。

到了清朝， 宣化府是全国72府之
一， 被称为京西第一府， 乾隆皇帝亲
书 “神京屏翰” 的巨型牌匾， 至今高
悬在宣化古城当中。

宣化古城可以说是河北最有历史
文化背景的文明要地。 我们经常在历

史剧上面听到宣化府这个名称， 实际
上指的就是宣化古城。 而它作为北京
西边最为重要的军事重镇， 自古以来
就是塞北重要的军事商贸要地， 在军
事方面更是有着不可替代的显赫地
位。

宣化古城墙现今已不再完整， 城
内现存三处古城遗迹———拱极门、 清
远楼和镇朔楼， 后两处还是全国重点
保护文物。 因时间紧迫， 我们首先来
到最负盛名的清远楼。 清远楼又被称
为 “第二黄鹤楼”， 走近一看， 还真
觉得这个外号实在是委屈了她。 清远
楼始建于明朝成化十八年 （公元1482
年）， 至今已有近600年的历史， 清远
楼造型雄峻， 她建于一座8米高的墩
台之上， 是一座重檐多角十字脊歇山
顶的木结构楼阁。 此楼的规格造型颇
似北京城里的钟楼， 但细节处理又颇
似故宫的角楼， 堪称崇高与优美的结
合体。楼上悬有一口铜钟，也是明朝旧
物，6个世纪以来， 一直担负着为古城
人报时的任务。黄鹤楼名气当然很大，
但现在的黄鹤楼是上个世纪80年代重
建的，不仅造型和用料不是古式的，连
原址也被更换了。 而清远楼数百年来
没有经过大的变更， 依旧是明朝时的
样貌， 是货真价实的古文物。

清远楼是古城的钟楼， 而百步之
外的镇朔楼就是古城的鼓楼， 镇朔楼
两层通高15米 ， 是宣化古城内最高

大、 最宏伟的古代建筑， 修建于明代
正统年间， 与当时大规模的城墙几乎
同时兴建。 镇朔楼以明代宣府镇总兵
例佩 “镇朔将军印” 而得名， 也是宣
化作为军事冲要之地的标志。

从清远楼和镇朔楼的名字， 人们
很容易理解古人的用意就是 “清除远
方狼烟， 镇定北狄安宁”， 而有趣的
是， 这座军事要地， 自从明代建成固
守以来， 还真的是起到了拱卫京师、
固若金汤的作用。 据说近1000年来，
古城从来没有被外敌攻破过。 在明代
时， 为了强化古城的防御功能， 宣化
古城墙的修建规格与当时的太原、 西
安属于同一个规格， 明王朝还派遣一
位亲王在此据守。 可喜的是， 风尘荏
苒， 宣化古城墙仍然保留下了不少的
遗址。 本世纪初， 政府又在原址上重
新了大新门及城墙， 并沿着城墙修筑
了市民游览休闲的公园。

昔日的金戈铁马已经远去， 但宣
化古城数千年历史形成的人文气息依
旧鲜活可见。 这里的居民从容而又淡
定， 对自己的城池十分爱惜和自豪。
“一抓一把历史， 一靠一身长城”， 徜
徉在宣化古城 ， 亲手触摸悠远的历
史， 呼吸之间， 就能感受到古代先贤
的气息。 俯仰之间， 千古如同一瞬，
在白云苍狗中感受时间的驿动， 念天
地之悠悠， 感万家之忧乐， 令人久久
不愿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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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发布 《在线旅游经
营服务管理暂行规定》， 将于今年10月1日
起正式施行， 重点规范在线旅游平台不合
理低价游、大数据“杀熟”等不良经营行为。

据了解， 此规定适用范围涵盖中国境
内通过互联网为游客提供包价旅游服务及
交通、住宿、餐饮、娱乐等服务的经营者。

根据规定， 在线旅游平台经营者应当
对上传至平台的文字、 图片、 音视频等内
容加强审核， 确保信息内容安全； 还应当
对平台内经营者的身份、 行政许可、 质量
标准等级、 信用等级等信息进行真实性核
验、 登记， 并定期核验更新。

在线旅游经营者应保障游客的正当评
价权， 不得擅自屏蔽、 删除游客对其产品
和服务的评价， 不得误导、 替代或强制游
客评价。 游客的评价应得到保存并向社会
公开。 （余俊杰）

■■旅旅游游资资讯讯

文化和旅游部新规
将促进在线旅游规范经营

8月26日起， 广州市公安机关出入境
管理部门恢复办理广东省居民 （含广州有
效居住证持有人） 赴澳门旅游签注 （含团
队旅游、 个人旅游签注）。

从此前的粤澳两地健康码实现互转互
认， 到珠海横琴新口岸开通启用， 再到26
日起珠澳口岸 （横琴口岸澳门口岸区、 港
珠澳大桥口岸、 关闸口岸） 开放粤澳两地
牌车辆通行， 以及广东居民赴澳门旅游签
注恢复办理， 近期粤澳两地相关举措助力
旅游市场加速恢复。

据了解， 目前广东本地旅行社已经围
绕 “地道澳门味” “一站游购娱” “亲子
在趣途” “潮玩新地标” 等多样化主题推
出多种个人游旅游产品， 为游客赴澳门旅
游提供个性化服务。

“广东居民赴澳门旅游签注恢复办理，
将有力推动澳门旅游恢复正常化。 随着个
人游恢复， 多重旅游福利将吸引市民游客
赴澳门旅游购物。”岭南控股广之旅粤港澳
游总部常务副总经理苏颖珊说。 （邓瑞璇）

继推出80条精品文化旅游线路之后，
云南近日发布丝路云赏、 茶马古道、 怡养
休闲等10条非遗主题旅游线路， 旨在推动
非遗保护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 进一
步促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

据了解，10条非遗主题旅游线路基本
涵盖云南代表性项目保护地非遗资源，分
别为 “滇西·丝路云赏之旅”“滇西·艺美云
南之旅”“滇西北·茶马古道之旅”“滇中·云
境探秘之旅”“滇西南·逐味茶香之旅”“滇
东·怡养休闲之旅”“滇西北·逸游秘境之
旅”“滇西南·神奇风情之旅”“滇中·高原神
韵之旅”“滇东南·唱享云南之旅”。

相关负责人表示， 在巩固和壮大非遗
保护成果基础上， 将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
源作用， 合理利用代表性项目保护地非遗
资源，加强非遗主题旅游线路打造，提升云
南旅游线路文化品位， 塑造高质量文化旅
游品牌。 （严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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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化古城， 就在今张家口市宣化区。 但要说起历史渊源来， 宣化可比张家口有
名多了。 最早在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不久， 即在全国设立36郡， 其中的上谷郡， 就在
宣化。 西汉的名将李广与霍去病， 都曾率军在此据守， 好几次出击匈奴， 也是从这
里出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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