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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

微风拂过茶山， 今春明前西湖龙井
已经上市。 与春茶一道新鲜面市的， 还
有西湖龙井碳标签。

近日， 西湖龙井碳标签发布仪式在
杭州举行。 作为中国千年名茶， 西湖龙
井一直以 “色泽嫩绿， 滋味鲜爽” 享誉
世界。 农产品碳标签承载着国家绿色低
碳发展的大战略， 杭州市生态环境局西
湖分局、 西湖区农业农村局积极响应国
家 “双碳” 目标， 为茶叶测算碳排放、
贴碳标签， 引导茶农利用更加低碳绿色
环保的方式进行种植和生产。

碳标签是把商品在生产经营过程中
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标示出来的一种
形式。 西湖龙井种植过程推广减污降碳
举措， 有效减少了污染物排放， 降低了
产品碳足迹。

转塘街道上城埭村有1118亩茶园，
是浙江省及杭州市认定的西湖龙井茶保
护基地， 村委会副主任朱明说： “消费
者追求低碳西湖龙井， 有了碳标签， 今
年春茶会更受市场欢迎。”

西湖龙井茶产区的 “碳” 收益不止
于此。 深拓茶旅融合， 助力乡村振兴，
在共同富裕的波涛里勇立潮头，踏“绿”
前行。 连片的生态茶园、 精致的乡间民
宿、波光粼粼的水库……在上城埭、外桐
坞等茶叶产区， 不少游客徜徉在茶山之
间，采茶、炒茶、赏景、品茗，以茶山民宿、
文旅为特色的新兴产业蒸蒸日上。 经济
环境效益双提升，外桐坞再添“国字号”
名片，成为全国首批“一县一品”特色文
化艺术村。 2023年龙坞茶镇共接待游客
466.8万人， 实现旅游收入3.79亿元， 带
动农产品销售2.31亿元。

以西湖龙井贴上碳标签为新起点，
西湖区将继续促进低碳农业生态共富
建设， 倡导全生命周期低碳绿色生产
方式， 推动以减污降碳增效为导向的产
业格局跃升， 迈向绿色可持续发展的新
阶段。 （邱伟坚）

秘鲁， 这片古老而神秘的土地，
总是令人心驰神往。 我有幸踏上这片
土地， 亲自探访了世界闻名的马丘比
丘遗址。

马丘比丘， 又称失落的印加帝国
之城， 坐落于秘鲁安第斯山脉的怀抱
中， 它仿佛是一座从天而降的古城，
静静诉说着过去的故事。 这座古城之
所以能在世界上享有如此高的声誉，
一方面是因为它独特的建筑风格， 另
一方面则是因为它隐藏了太多的秘密
和未解之谜。

马丘比丘的形成， 离不开印加帝
国时期人民的智慧和汗水。 他们利用
安第斯山脉的陡峭地形 ， 将巨石切
割、 打磨、 搬运， 最终建成了这座雄
伟壮观的古城。 古城内的建筑布局合
理， 功能齐全， 既有祭祀用的神庙，

又有居住用的房屋， 甚至还有完善的
水利系统。 这些建筑虽然历经千年风
雨， 但依然屹立不倒， 可见当时印加
帝国建筑的精湛技艺。

漫步在马丘比丘的遗址中， 我仿
佛回到了那个古老的印加帝国。 我看
到了一块块巨大的石头， 它们整齐地
排列在一起， 形成了一道道坚固的城
墙 。 城墙之上 ， 是一座座巍峨的神
庙 ， 神庙的墙壁上雕刻着精美的图
案， 诉说着神秘的故事。 在神庙的周
围， 是一片片梯田， 这些梯田依山而
建， 层层叠叠， 犹如大自然的杰作。

马丘比丘的景色更是美不胜收。
清晨， 当第一缕阳光洒落在古城的石
壁上， 整个古城仿佛披上了一层金色
的外衣， 显得庄严肃穆。 傍晚时分，
夕阳的余晖将古城染成了一片金黄，

远处的安第斯山脉在夕阳的映照下显
得更加雄伟壮观。 而到了夜晚， 星空
下的马丘比丘更是如梦如幻， 仿佛置
身于一个神秘的世界。

除了美丽的景色， 马丘比丘还承
载着丰富的历史。 它是印加帝国时期
的政治、 经济、 文化中心， 也是印加
文明的重要代表。 在这里， 你可以感
受到印加人民对自然的敬畏和崇拜，
也可以领略到他们高超的建筑技艺和
独特的艺术风格。 然而， 这座古城的
命运却是坎坷的。 据史书记载， 马丘
比丘在16世纪遭到了毁灭性打击， 许
多建筑被摧毁， 珍贵的文物被掠夺。
幸运的是， 这座古城在后来的岁月中
得到了保护和修复， 如今已成为世界
文化遗产， 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游
客前来探访。

风有约， 花不误， 年年岁岁不相
负 。 在春回大地 、 万物复苏的花朝
节， 人们时常结伴出游赏花。 花朝节
并不为现代人熟知， 我也是第一次过
花朝节。 然而，花朝节由来已久，早在
春秋时期，《陶朱公书》 就记载： “二
月十二日为百花生日， 无雨百花熟。”
农历二月的花朝节， 简称花朝， 又称
花神节， 是指中国百花的生日。 在古
人心中， 花是默不作声的娇嫩生灵，
可以朝夕相伴， 甚至结为亲友， 当然
该有生日。 这样孩童般天真的想法便
赋予了花朝节浪漫的气息。

作为今人 ， 不负花时 ， 穿上春
装， 沐浴春风， 来中山市长乐坊赴一
场满园春色的春日宴， 穿越回古宋的
繁华夜市， 感受千年前的人间烟火与
浪漫。 牌坊两侧宫灯闪烁， 广场中央
鼓声震天， 美丽的花神们翩翩起舞，
游人络绎不绝 。 领略宋朝不夜城的
“夜猫子” 如何玩转捉鱼虾、 摇骰子、
抖花球、 三仙归洞等古代民俗游戏；
坐黄包车游园； 在许愿墙许愿……仿
佛梦回古宋， 游走在繁花似锦、 灯火
阑珊的宋代市井画卷中。

城楼上还演绎了古代浪漫特别的
传统民俗———“抛绣球招郎婿”。 玖老
爷的爱女亭亭玉立、 楚楚动人， 手持
团扇娇羞半遮面 ， 献舞后开始抛绣

球， 现场欢呼声一片。 三位男子先后
接到绣球， 走上城楼。 玖老爷开始一
一考他们： “请问贵庚？ 可否考取功
名？ 有什么才艺？” 最后三名男子先
后表演才艺， 有的唱歌， 有的跳舞，
与台下观众精彩互动不断， 小朋友也
跟着载歌载舞， 欢声笑语。 最后被选
中的男子领取聘礼一份， 戴上新郎礼
帽 ， 女子则头戴红盖头 。 一拜玖老
爷， 新郎喊了一声 “爹”。 二拜观众，
然后新郎新娘对拜。 游人看得不亦乐
乎， 玖老爷高兴地对观众们说： “我
请各位客官到隔壁找店小二免费品尝
我家豆腐花！”

豆腐花摊位旁， 游客们正一起伸
手与 “不倒翁” 花神欢乐互动， 花神
每倒向一位游客 ， 便派送一个刻有
“顺” 字的红色好运符。

在烟火气十足的国潮夜市， 人们
尽情享受来自天南海北的各种特色美
食小吃和水果饮品。

突然 ， 气势恢宏的纯音乐 《浮
光》 响彻夜空， 夜市大戏 “非遗打铁
花” 震撼上演传承千年的视觉盛宴和
极致浪漫。 我平生头一回看打铁花，
眼见碳炉的熊熊烈火越燃越高。 匠师
们互相配合， 一人手拿铁勺轻轻抛起
铁水， 另一人则手持木板冲着抛向空
中的铁水迅猛一击， 1500℃的滚烫铁
水立即蹿入空中， 顷刻炸开， 瞬间迸
发， 幻化成无数绚丽的火花。 一串串
耀眼的铁花在空中散开， 如同烟花盛
大绽放， 蔚为壮观。 美丽的烟花雨流
光溢彩，似点点流星划过夜空，璀璨夺
目，绘就了“铁树银花落，万点星辰开”
的盛景。辛弃疾曾妙笔生花，写下了打
铁花的盛况：“东风夜放花千树， 更吹
落，星如雨”。伴随荡气回肠的《浮光》，
万千铁花喷涌而出 ， 冲破漆黑的夜
空， 气势如虹， 尽情绽放独属于华夏
文明的中式浪漫和热烈激情， 展现中
华盛世的万千气象和壮美辉煌。

标签承载绿色低碳发展
西湖龙井碳标签正式启用

四月早春， 万花竞放， 江西南昌县
沐浴在灿烂春光里。 凤凰沟、 银三角原
城纪、 塔城乡、 三江镇等十多个景点繁
花盛开 ， 游客们在百花深处追绚烂春
色， 赏春日芳华。

天气晴好时， 南昌县黄马乡凤凰沟
樱花谷2000亩七色一味的樱花海竞相绽
放， 红粉如玉。 这里樱花品种之多、 樱
花规模之大、 樱花花色之多、 樱花隧道
之妙享誉全国。 黄马乡凤凰沟郁金香园
吸引无数游客打卡美拍。 园内有郁金香
超十万株。粉的、红的、黄的、玫红的、 白
的……不同花色的一同绽放， 带给游客
不一样的视觉震撼。 黄马乡凤凰沟景区
的玉兰大道， 近五千株玉兰花开红粉相
间， 成为景区一道浪漫的风景线。

在南昌县南新乡、 塔城乡、 银三角
原城纪、 广福镇木山村、 蒋巷镇等九个
地区油菜景点花期正盛， 万亩金花烂漫
春色， 与周边村落相得益彰。

（叶炼青）

追绚烂春色 沐和煦春风
江西南昌百花绽放惹人醉

花朝节，赴一场满园春色的春日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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