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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方山香椿开始采摘了
周末到韩村河体验人间烟火气

“通武廊”文旅交流季
将于“五一”开幕

□钱国宏 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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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乐镇：秦汉古镇，川西水乡

周末哪里去， 京郊韩村河。 4
月20日， 房山区韩村河镇第四届上
方山香椿采摘周暨 “韩村河大集文
化体验活动”开幕。本届活动较以往
更加丰富， 整合了韩村河镇的多项
文旅资源，为市民提供服务。除上方
山香椿采摘等活动外， 香椿采摘周
期间， 韩村河镇还打造了一系列可
以体验的文化活动， 包括韩村河大
集、天开春季游园会、龙门生态园踏
春祈福等， 让市民沉浸式感受韩村
河镇的人文历史和自然生态之美。

据介绍，每年四月下旬，房山区
的香椿迎来采摘季， 采摘活动持续
到五月份。 期间， 市民还可以体验
“韩村河大集” 浓浓的人间烟火氛
围，品尝地道的特色美食；或者和家
人朋友到“天开春季游园会”来一次
特别的露营；或者到“上方山国家森
林公园”体验森林氧吧，圆生态旅游
之梦；亦或在龙门生态园踏春祈福，
健步康养体验，感受大自然的馈赠。

韩村河大集位于房山区韩村河
公园， 每周六日向市民开放。 大集
推出有包括香椿在内的多项特色农
产品。 此次采摘活动， 以香椿和韩
村河大集为载体， 通过民俗文化、
历史典故、 采摘体验、 特色文创等
内容， 带领大家体验一场陶醉于文
化、 寄情于山水的美好旅程。

（博雅）

近日， 天津市政府新闻办召开
新闻发布会。 会上， 天津市武清区
文旅局局长张福刚透露， 2024年武
清区联合京冀两地， 以传承 “通武
廊” 三地同出一脉的运河文化为主
线， 策划通武廊文化和旅游交流季
暨第二届运河文化节， 将于5月1日
正式开幕。

据介绍， 武清区作为今年 “通
武廊” 文旅交流的轮值方， 全年将
组织文化互通、 游玩互赏、 产业互
融等活动13项。

其中 ， 主会场在武清文化公
园， 设置了11个版块的活动。 开幕
式当天， 将邀请 “通武廊” 三地书
法家现场挥毫泼墨， 展示62.3米的
运河行运图长卷， 发布 “武清·大
运河” 的标识、 宣传口号、 吉祥物
和 “通武廊” 旅游路线， 设置美食
街、 特色农产品街、 非遗文创街，
在 “两馆一院” 打造诗词游园会、
博物馆奇妙夜实景剧本杀等新玩
法， 策划推出集印章游戏等， 用潮
流元素塑造年轻态旅游。

据悉， 下半年武清区还将陆续
举办京津冀运河文化专家座谈会、
通武廊文旅产业发展论坛、 三地农
工商文旅体交流会等合作磋商见面
会，“十一” 期间将举办大运河音乐
节等大型活动，持续推进“通武廊”
文化和旅游工作走深走实。 （艾文）

位于四川邛崃的平乐古镇， 接邻
邛崃、 成都， 西连雅安、 康藏， 自古
便有 “茶马古道第一镇” “南丝绸之
路第一驿站 ” 之称 。 这里白云袅袅 ，
绿水萦绕， 鸥鸟出没， 竹涛如歌； 极
具川西风情的沿江建筑楼群， 郁郁葱
葱的千年古榕树群， 构成了一幅天然
的中国西部 “清明上河图”。 尤其是此
镇独具的 “九古 ”： 古街 、 古寺 、 古
桥 、 古树 、 古堰 、 古民居 、 古作坊 、
古驿道、 古风俗， 更是令小镇古风浓
郁， 闻名遐迩！

四川邛崃原为巴蜀 “四大古城 ”
之一， 卓文君和司马相如演绎的中国
经典爱情故事 《凤求凰》 便诞生在这
里。 而平乐古镇则是邛崃的一颗明珠，
素以 “秦汉文化， 川西水乡” 风情而
著称 。 早在汉文帝时期 （公元前150
年）， 此地就已经形成了集镇， 为 “南
方丝绸之路” 的第一驿站， 迄今已有
2000多年的历史， 可谓历史悠久， 人
文鼎蔚。 古镇四面青山层叠， 翠竹葱
茏， 白沫江自西向北流经古镇， 江岸
绿树参天， 千年榕树华荫如盖， 遮蔽
着这个川西重要的物资集散地和水陆
码头。 据史料记载， 平乐古镇曾经沿
江而设数道码头 ， 码头内篷帆如林 ，
船行如鲫； 多条街道商贾云集， 茶楼
酒肆分列江岸； 白沫江上更是舟楫相
连 ， 穿梭如织 ； 古驿道上铃声串串 ，

车如流水马如龙， 一幅川西版的 “清
明上河图” 在此上演。 老榕树， 白沫
江， 青石古街， 驿道铃声， 枕江而建
的吊脚楼， 郁郁葱葱的竹海， 渐行渐
远的舟楫， 这些生态元素和文明地标，
千百年来共同滋养着古镇的山水情怀。

“闲云潭影日悠悠， 物换星移几
度秋。” 流逝的岁月不动声色地带走了
小镇昔日的繁华， 却留下了非常有特
色的民居建筑样式和街区风格的古镇。
平乐镇内明清建筑鳞次栉比， 古风蔚
然， 保存完好程度竟达85%以上。 全镇
共有老街33条， 七弯八拐， 曲径通幽。
老街两侧， 分列着明清时期的古民居。
民居基本为一楼一底的木结构建筑 ，
一般为下层作铺面、 上层作居室， 体
现了浓郁的川西风格。 青石铺成的古
街道坎坷不平， 略显残破， 但恰恰从
青石的斑驳程度和深浅不一的印痕中，
让人读出了岁月的沧桑和小镇的历史。
古镇的街道多沿江而建， 其格局多呈
鱼骨状， 长短不一、曲直有度。 我在街
道中穿行，偶尔也能碰到几位游客和当
地的居民。 一位白发老者，坐在自家门
口，操刀破篾，编着竹筐。隔壁民居的门
口，三位老婆婆在小声地交谈着， 脚下
趴着一只眯眼养神的黄犬……

江水穿镇而过 ， 小镇便有了桥 。
古镇内最著名的桥当属乐善桥。 此桥
为七孔石桥， 建于清同治元年 （1862

年）， 有“邛南第一桥”之称，也是四川
现存最大的古代石拱桥。桥洞为不多见
的桃形，锥形的七个桥墩则像七条一字
排开的小船，别致而有新意。 桥下石阶
上，几位穿着蓝布褂的婆婆在有说有笑
地洗衣，一圈圈涟漪荡漾开去……

按照路人的指点 ， 转过几条街 ，
我找到了 “私奔码头” ———当地传说
卓文君和司马相如月夜私奔时， 就是
从这个码头上船外逃而演绎了一段千
古爱情佳话。 当年这里曾经是水运发
达、 货物吞吐量极大的一个码头。

游古镇， 李家大院是不可不去的。
它是由清代名商李洪楷所建， 整个建
筑坐西向东， 依山向谷， 为单檐悬山
式木结构。 院内现存光绪 “皇恩宠锡”
等匾额和大量古农具、 古造纸等用具。

我的脚步在踏响了古镇街道幽静
的同时， 江边排列开来、 高大秀颀的
古榕树群便映入眼帘。 据镇上居民介
绍， 这些榕树是唐宋时期所植， 穿越
了1000多年的风风雨雨！ 榕树高耸入
云， 大多在百米以上。 树冠博大， 势
如巨伞， 直径竟有20余米！ 古榕的郁
郁葱葱， 也给古镇带来了强烈的 “生
态意识”。 虽曰古镇， 但游走其中， 目
之所及， 均是绿意盎然。 小镇居民的
生活也极 “绿色”， 穿着朴实， 节俭成
风， 从无奢华之象。 这种绿色生活理
念， 令人折服！

踏进丝路新疆， 横亘于中亚大陆
腹地的天山山脉， 从哈密一直向西绵
延2500公里， 为塔里木盆地和准噶尔
盆地的天然分界线。 天池地处天山东
段最高山脉博格达峰的山间， 平面海
拔1928米， 是闻名海内外的游览胜地。

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首府乌鲁木
齐市出发， 一路行进110公里处， 步履
蜿蜒曲折的山路 ， 伴着奔腾的溪流 ，
清澈的溪水冲击岩石， 激起雪白的浪
花， 一股清新气息扑面而来， 塞外天
池风光尽展眼前， 仿若来到 了 人 间
仙境。

天池风景区以天山湖泊为中心 ，
包括天池上下4个完整的山地垂直自然
景观带 ， 总面积380.69平方公里 。 放
眼望去， 雪峰倒映， 云杉紧拥， 碧水
似镜， 风景如画。 天池古称 “瑶池”，
神话传说中西王母宴邀群仙的蟠桃盛
会便设于此。 “天池” 一名来自清代，
取 “天镜， 神池” 之意， 极言人间宝

地的风光之美。
静观天池 ， 湖面呈半月形 ， 长

3400米， 最宽处约1500米， 面积4.9平
方公里， 最深处约105米。 湖水湛澈，
翡翠欲滴， 碧波荡漾， 晶莹如玉。 四
周群山围池 ， 环扣襟抱 ， 云杉苍莽 ，
塔松挺拔， 云蒸雾霭， 遮天蔽日 ， 享
有 “天山明珠” 盛誉。

湖水溶天山雪汇集而成， 水深近

百米， 澄澈怡人。 游艇在湖面上疾行，
一池碧水荡漾， 呈现着四周皑皑雪山
拱起一池清潭碧水， 难得一见的仙景，
就好像是镶嵌在天界画屏中一块美轮
美奂的蓝宝石 ， 在阳光下熠熠发光 ，
让人心旷神怡， 景致美不胜收。

天池东南面是雄伟的博格达主峰，
蒙古语 “博格达”， 意为灵山、 圣山，
海拔达5445米。 主峰左右有两峰相连。
抬头远眺， 三峰并起， 突兀插云， 状
如笔架。 峰巅冰川积雪， 闪烁着彩练
银光 ， 与天池澄明的湖水相映成趣 ，
构成了高山平湖绰约多姿的自然景观。

环顾四周的群山， 云杉茂密， 形
如宝塔， 雪海林涛， 生机盎然。 林深
葱郁， 挺拔整齐， 颇有气势， 显示出
西域高山美景独有的绝色。

天山深处的大美天池， 作为新疆
地理的独特标志， 雪峰入云， 空中池
水， 是罕见的人间仙境， 也是世人向
往的天堂 ， 2013年6月21日 ， 联合国
第37届世界遗产大会正式向全球公布，
中国 “新疆天山” 列入世界自然遗产，
成为我国第44处世界级自然地理文化
保护名录遗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