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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 稿【休闲生活】

或是对一个城市的深入解读 ，
或是对一条旅游路线的亲身体验 ，
亦或是旅途中感受的风土人情、 历
史文化、 吃喝玩乐……本栏目注重
记录旅途中的美好过程， 以玩家身
份为读者旅途生活提供服务。 字数
在1000-1500字。 要求有小贴士， 有

图片。

【驴友笔记】

这里不是泛泛的游记， 而是旅
途中的风光景致、 人文历史、 游历
故事所引发的情思 、 带来的感悟 。

就像品一杯清茶， 淡淡悠远。 本栏
目注重旅途故事和旅途感悟的分享，
为您提供一个休憩的场所。 字数在
600-800字。

【美景分享】

无论是国外的还是国内的景点，
无论是专业相机还是手机拍摄， 只
要图片精美， 再精美， 标明拍摄地，
文字风格活泼生动， 吸引人， 都可
以和大家共同分享。 要求大图、 100
字以内的图说。

■旅游资讯

□□辛辛望望 文文//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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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的拗花山村绿荫环绕、 鸟语花香，
处处透出美丽乡村的幸福模样。 随着浙江
上虞乡村振兴之旅红色线路的发布， 这个
以 “红路精神” 闻名远近的小村庄又逐渐
热闹起来。

拗花山村位于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梁
湖街道。 解放前， 拗花山饱受外洪内涝之
苦， 新中国成立后， 多位领导实地考察拗
花山村， 推进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以
老支书孙志庭为代表的老一辈党员干部带
领全村防洪泄洪， 终于将拗花山村逐步建
设为富强美丽的红色村庄， “红路精神”
由此而来。

作为一方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热土，
上虞特有的红色文化一直是宝贵的红色财
富。 以党史学习教育为契机， 日前， 上虞
推出了6条主题鲜明、 内容丰富的红色线
路， 即红色革命之旅、 文化铸魂之旅、 乡
贤传承之旅、 凤凰领航之旅、 红漫娥江之
旅和乡村振兴之旅 ， 使红色旅游不断升
温。 （屈凌燕 毛可雯）

路真的够远的， 踏上京承高速，
走了120公里， 从司马台收费站出来
折向密云新城子镇方向 ， 又走了十
几公里， 山路越来越偏僻， 但路上
的车流却并不算少。 在一条叫安达
木河的岸边驻车， 清澈的河水边上，
几丛游人正在休憩， 一打听， 好家
伙， 全是来看古树的。 “路不远了，
前边的小村子叫苏家峪村， 经过那
个苏家峪新村， 随后那个古村就是
了！” 一位大姐热情地导引说， “不
用问， 都是来看树的啦。”

车辆拐了几道弯 ， 新村过了 ，
古村就出现了。 停下车， 刚想打听
古树的踪迹， 抬头一看， 在山坡之
上， 她就高高地站在那里！ 好大一
棵树！ 只见她玉树临风， 巍峨地耸
立在古村的平台之上。 只有她一棵
大树迥立， 旁边连一棵衬托的树都
没有。 满树的繁花， 恣肆地开放着。
远看， 那白花欺霜赛雪； 近看， 如
流苏细穗， 小白花密密麻麻， 在风
中摇曳。

三步并作两步， 一口气爬上小
平台， 这是一个专门为古树修建的
小广场， 在围栏当中， 那棵古流苏
树从从容容地站在那儿， 听任游人
观赏。 近前观瞻， 感觉她比网络上
图片更高也更美。 原来她有13米高，
其胸围达310厘米， 而其树冠则足足
有16米， 如同一把巨伞， 耸立在古
村中央。 满树盛开着白色的流苏花，
宛若花的海洋， 那花开得极为繁茂，
仿佛每一朵细花都在宣示： 我们就
代表着这个夏天， 我们就代表着整
个青春。

面对着如此洋溢着青春热力的
古树 ， 谁能想到 ， 她居然有580岁

了。 在北京市现存4万余株古树名木
中， 登记为古树的流苏树仅有3株，
而苏家峪的这棵古流苏树很可能是
北京地区最年长的了。

按照专家推测的580年树龄计
算 ， 这棵古流苏树栽种于 1441年
（明朝正统六年）。 也就是说， 她在
这个幽静的古村里， 已经默默地盛
开了近6个世纪。 这株古流苏树究竟
由谁栽种 ？ 当地流传着两种传说 ，
一是野生存活至今， 二是由一位姓
苏的郎中到此栽种的。 后一个传说
很感人： 在明朝初年， 苏家峪的村
民全部得了严重的眼疾， 当地缺医
少药， 村民痛苦不堪。 从南方来了
一个姓苏的郎中， 施舍药草为大伙
儿治好了眼病 ， 临行前分文不取 ，
还栽下了这棵树作为药材 。 因此 ，
为了纪念苏郎中， 大家就将此树命
名为 “流苏树”。

这个传说的真假已经不可考 ，
但流苏树不仅姿颜美观， 还确实有
药用价值。 流苏树又名四月雪， 不
仅花期时颜值高， 树叶还可以制茶，

因此又被称为 “茶叶树”。 在过去，
这里的村民常采摘流苏树叶， 经过
蒸、 搓、 晾晒等工序制成茶叶。 在
村民的印象里， 流苏茶水味道微微
发涩， 有清热祛暑明目的功效。 但
随着村民古树保护意识增强， 早已
无人采树叶制茶了。

流苏树作为古村的保护神， 早
已成为苏家峪村人的乡愁和牵挂 。
每年5月初， 既是远在异国他乡的苏
家峪人， 都会赶回来看看这开满鲜
花的 “不老女神 ”。 为了保护好古
树， 村里还特别贴心地为古树修建
了保护围栏， 每年为其治病、 驱虫、
除草 。 据说经过村民的悉心照料 ，
古树的活力比先前已有很大提升 ，
今年的古树开花更加茂盛 ， 容颜也
更加清丽了。 这里的村民还热情地
为前来打卡的游人修建了停车场 。
说起古树， 苏家峪人那是一脸的自
豪， 他们每个人都成了古树的守护
者， 美丽的古树早已与世世代代守
护她的村民融为了一体。 致敬古树！
致敬苏家峪人！

延西高速让游客
看到了“南泥湾好风光”

延西高速是通往陕北的第一条高速公
路。 延西高速南泥湾出口再行驶约8公里，
就是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军民实行屯垦、
生产自救的大生产运动所在地———南泥
湾。 如今的南泥湾， 已建成全国红色旅游
经典景区之一。

南泥湾曾闻名遐迩， 但过去仅有一条
306省道穿境而过 ， 老百姓进出南泥湾 ，
都要翻越10公里的蟠龙山， 极不便利。 经
过近几年的发展， 2020年底， 南泥湾老百
姓人均纯收入达16500元。 延西高速让游
客看得见 “南泥湾好风光”。 从垦荒地到
红色旅游胜地， 游客多了， 人气旺了， 群
众的日子好过了。

南泥湾有革命旧址8处， （有） 毛主
席视察南泥湾旧址、 垦区政府等。 高速公
路的开通大大地方便了群众的出行， 人流
量的增多。 南泥湾的群众、 老百姓的观念
发生了一个明显的变化， 大多数农民依靠
旅游， 增加他们的收入， 他们办起了农家
乐， 办起了民宿。 （新华）

莽山五指峰景区
“轮椅游客”可登高赏景

近日， 32名来自湖南吉首市和资兴市
的 “轮椅游客” 通过湖南宜章县莽山五指
峰景区的无障碍设施， 登高赏景， 享受旅
游的快乐。 莽山五指峰景区位于南岭山脉
北麓， 地处湘粤两省交界处 ， 拥有 “奇
松、 怪石、 云海、 杜鹃” 四绝， 2019年10
月全新对外开放。 为了满足游客特别是残
疾人、 老年人、 儿童的出游需求， 景区致
力于全程无障碍旅游建设。

据了解， 中国旅游景区协会和中国肢
残人协会已分别授予莽山五指峰景区 “全
国首家无障碍山岳型旅游景区” “全国首
家无障碍山岳型景区” 称号。 目前， 除了
游览线路中的无障碍设施建设， 莽山五指
峰景区还对餐厅、 公共厕所等公共设施进
行无障碍改造。 （新华）

上虞红色旅游升温
6条线路实力“圈粉”

■■行行走走京京津津冀冀

密密云云苏苏家家峪峪访访古古流流苏苏树树

初夏时节， 京城驴友圈里
被一棵古树霸了屏。 这个时节
已经立夏， 京城地界的花期已
过， 但京东密云一棵古树却迎
来了盛花期。 这是一颗怎样的
树， 居然能够勾引众多京城网
红， 驱车150公里狂奔打卡， 就
为了看一棵树？ 带着一肚子的
疑问， 笔者也随喜参加了访树
的大军当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