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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旅游

我的梦是一座城
——香格里拉影像行记

●静子 文／图

行 走 在 维 西
●李雄珍 文／图

不知从何时起，我发现可以循借文字，慢慢找到内心的光亮，很多事情都可以从容地接
受，就连行走也变得坦然起来。在我过去30多年的人生里，行走已然成为一种习惯，而内心
也渐渐变得沉静。 ——题记

虎跳峡：一个人走到地老天荒
今年再返香格里拉，计划里本没有虎跳峡的，

一直想去的是巴拉格宗。无奈天气一直不太给
力，而且时间不允许，最后友人安排我去了一次
虎跳峡。虽然我 2005 年曾经来过这里，但当知
道这是友人曾工作生活过16年的地方后，我行
走在这片山水之间，收获了与十年前截然不同的
心情和风景。

这天出发时香格里拉下着中雨，天地被洗刷
得格外清明。同行的格茸师傅是常年带驴友跑
滇西北的老司机，自己手下就有车队的，他担忧
地说这样的天气虎跳峡不好走哟，我却依旧兴致
勃勃地与他探讨交流对藏族文化的心得和看法，
中间路过彝族村还冒雨下来拍照。出来玩心态
最重要，万事莫强求，缘分天注定。

非常幸运，虎跳峡这边没有下雨，丰沛的水气
使得山间云雾缭绕，美如仙境。格茸师傅问我想
怎么玩，我没做过攻略，只略约知道有个天梯，于
是他就带我来到了中虎跳的“张老师客栈”。他
让我自己下去玩，然后从天梯、一线天那再上来，
他开车到那等我。虽然早饭还没消化一点也不
饿，但不知我要走多久的山路，于是我们还是先
在张老师家吃了中饭。

吃饱喝足，我开始了一个人的中虎跳徒步。
从张老师家边上的小路走下去，需要在小卖部交
15元的过路费，拿一张小卡片，到中虎跳石后交
给那里的小卖部阿姨。

山道一路向下，坡度很陡，又十分湿滑，我的
登山杖也遗失在之前的雨崩，还好我善于下坡，
走得还比较轻松。整片山林看不见任何其他人，
只有我一个人在山道上飞速下行，感觉很爽。

走到中虎跳石和168级勇者梯的分岔路口，
我终于在小卖部里遇到了几个驴友，同行下山。
已经可以看见下面的中虎跳石，有驴友趴在石上
休息呢。走过这座晃悠悠的木板桥就可以到中
虎跳石上。

在这里我遇到了一支户外俱乐部的队伍，一
个领队带着十几个驴友。领队说雨季到来，虎跳
峡水势汹涌，就在前两天一个驴友在中虎跳石上
失足落水被冲走了，听得人心惊胆战。他知道我
是一个人时，直说“胆子太大了”，还千叮万嘱我
不要到下面的石头那去。我看山石上标示了天
梯应该往右边走，可168 级勇者梯却是在左边，
于是请教了一下领队。他建议我走左边，他带队
等会也去168 级勇者梯，右边的天梯太危险，下
过雨路更不好走，我一个人不安全。于是我很听
话地跟着领队走啦。

沿着刚才下山的路原路上行，之前健步如飞
的气势消失无踪，我保持着不紧不慢的速度慢慢
攀登，心里慨叹着：山路怎么这么陡啊。回到刚

才的分岔路口，我几乎未做停留继续前行，走过
一段平坦的路后就是异常陡峭的上行山路。

终于来到了168级勇者梯下，和天梯一样是
人工修建的铁架木梯，一共分成三段，几乎都是
直上直下。因为手脚并用，我感觉爬起来并不吃
力，比之前单纯步行爬山反而轻松有趣得多。

168级勇者梯上来后需要在小卖部交10元修
路费，再走过一段上行的蜿蜒山路，就可以回到
徒步的原点：张老师客栈。我前后用时共1个半
小时，还是挺快的。打电话给格茸师傅，他第一
反应就是：你怎么又回到那里啦，你肯定爬错
了！好吧，我确实爬的不是真正的天梯，不过我
觉得如果像我一样时间比较紧，又想体验一下爬
铁梯的感觉，这条线路也不错噢。

格茸师傅开车接上我，回程经过上虎跳，我们
又下来玩了一圈。和中虎跳的原始山路形成鲜
明对比，上虎跳的景区栈道修得十分完善，当然
游客也多了很多。2005年我是从丽江那边进景
区的，十年后我在金沙江对岸重新瞻仰它。江中
央的两块大石被两边的景区各自命名为虎跳石，
我觉得当年老虎跃江肯定也要依凭两块石头才
能完成吧。

回程我们竟然还看到了蓝天白云，峡谷景色
雄奇秀丽，只是哈巴雪山仍是隐在浓云背后不肯
露出真容。

德钦：修行、赞礼与朝圣
6月23日，我的生日当天，我们结束了在香格

里拉的工作后，启程前往迪庆下辖的德钦县。出
香格里拉市一小时左右就来到尼西乡汤堆村，这
里是黑土陶手艺的传承地，也是我们的藏族司机
开主汪扎的家乡。从214国道往下望去，汤堆村
隐在群山的怀抱中，那样安静美好。

开主汪扎带我们在国道边上的一家小店休
息，老板就是他表妹，店门口拜访了很多黑土陶
的瓦罐和碗，淳朴厚重，要不是太重我就带一口
回来煲汤用了。后来回程时我们就在她家喝了
黑土陶锅煲的土鸡汤。中饭是在奔子栏吃的，路
边的田里种的都是葡萄，这里海拔较低，气候温

暖，很适宜葡萄生长。
东竹林寺位于德钦县奔子栏乡，原名“冲冲

措岗寺”，意为仙鹤湖畔之寺，后更名为东竹林
寺。寺院建造于清朝初 1667 年，建寺初期仅有
僧侣16人。后来，规模不断扩大，住寺僧侣至清
末已发展到 700 多人，成为康区十三林大寺之
一。

位居中央的大经堂，为四层土木结构建筑，82
根合抱大柱成网状密布，底层是全寺喇嘛诵经
处，正面供有格鲁派始祖宗喀巴及其弟子达玛仁
青和一世班禅克珠杰像，两侧是释迦牟尼、观世
音、文殊、度母、普贤等佛和菩萨像。第二、三层
分别为经堂、佛殿，以及堪布念经和起居的静
室。各层内外都装潢富丽，彩绘纷呈，加上藏族
艺术瑰宝——雕塑、唐卡、壁画的装点，更显得金
碧辉煌，气氛庄严肃穆。

我和小喇嘛合影时，东竹林寺的主事管家就
在边上，他主动和我攀谈起来，之后带着我一路
游览了全寺，最后还把我送出寺门外。他指给我
看，在我身后隐在黑暗中的其实就是一座活佛的
肉身像，不是他说真的看不出来呢！

我又一个人登上了寺顶，俯瞰寺院周围五颜
六色的屋顶，也不失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啊。

香格里拉到德钦要经过白马雪山的垭口，在
这里我们有幸看到了漫山的野杜鹃，雨后犹带露
珠，花容不甚娇羞，太壮观了。

白马雪山，也称为白茫雪山，位于金沙江和澜
沧江之间，德钦县境内。主峰海拔5429.6米，终
年积雪不化。白马雪山国家自然保护区面积
190144 公顷，1983 年经云南省人民政府批准建
立，1988年晋升为国家级，主要保护对象为高山
针叶林、山地植被垂直带自然景观和滇金丝猴。

白马雪山垭口海拔4292米，天气晴朗时能远
眺见梅里十三峰。在这里，我们遇见了三位从海
南一路骑行过来的勇士，之后他们还将继续往拉
萨进发。

下午我们终于来到了德钦县升平镇。去年，
香格里拉到德钦的国道还有很多地方在修，今年
我再走时已经是全程柏油路，一路畅行，路况十
分好。

升平镇依山而建，走在镇里都是上下坡路非
常考验人的体力。每天傍晚，在升平镇的体育
场，人们都聚在这里跳广场舞。我又混进人民的
队伍体验了一把，把几种基本舞步都学会了。

升平镇虽不大，也有自己的古城，在县城的高
处。晚上我们和当地朋友到古城里泡吧。欣赏
了一台康巴风情的文艺演出，丹巴美女果然名不
虚传，我尤其喜欢嘉绒藏族的服饰，非常能衬托
女性的妩媚柔美。夜归途中，巧遇牧民带着牛群
放牧回来。一只刚出生不久，走路还颤颤巍巍的
小牛跟丢了队，我们抱着无助的它送还给了牧民
大叔。 （连载）

思乡情更切
“山一程，水一程，身向沧江那畔行；风一更，

雪一更，聒碎乡心梦不成，故园无此生。”这是一
位来自白济汛的朋友在一本书的扉页记下的纳
兰词。对于出走的游子，还有什么比故乡更让
人割舍不下的呢？

清代设汛，为驻兵和传递信息之地，故名白
济汛。白济汛，为白语、汉语混合地名：白济，来
自白族语“白子”，子为人，“白子”为白族的自
称，雅化为白济，意为白族居住之地。白济汛乡
位于保和镇西北部34公里的澜沧江“V”字型峡
谷中，总面积593平方公里，是迪庆州境内澜沧
江沿岸最大，维西县农业人口第一大乡。

沿永春河顺流而下，28公里后，永春河汇入
澜沧江，“河江桥”因此得名。在维西县，这里就
像一个三岔口，往来的人南去维登中路，北上巴
迪、德钦，或东回保和镇。寒来暑往，河江桥总
是默默地迎送着南来北往的人。二级油路修通
后，打通了峡谷隧道，架起了了高大的永春河大
桥，河江桥的那几户人家也慢慢地搬到了二级
路边上。

记忆中的白济汛老街，几乎家家户户都做着
生意，李家的菜摊，陈家的小卖铺，赵家的小饭
馆，徐家的豆腐坊，每到吃饭的时候，街坊邻居
端着碗互相串门，就像一个大家庭，其乐融融。
后来，陆续有几家人搬到了三级路边，再后来，
整个小镇就都在二级路脚下了。

因为周围很多朋友都来自白济汛，所以对于
白济汛的第一印象是人杰地灵。因为感恩于父
母让他们接受更好的教育，他们比周围的人更
刻苦，当然也更成器，用老人的话说，白济汛的
才子吃国家俸禄的比较多。而其它的人也不甘
落后，纷纷成长为各行各业的佼佼者。

荣哥和仓哥都是从白济汛走出来的才子，写
得一手好字，文采更好。年轻的他们，从乡镇调
到县里的机关，再调到了州的机关 ，能吃苦、善
开拓、才思敏捷就是他们身上的标签。每一次
和他们交谈，都能感觉到他们内心纯明、良知清
澈、应变从容。

2012年，干坝子村的党员沈雁冰开始进行傈
家黑乌鸡选育，2013年成立傈家黑乌鸡养殖合
作社，并成功注册“傈家黑乌鸡”商标，带动周边
村组群众科学饲养傈家乌骨鸡。在他的带动引
导下，更多的村民投入到土鸡养殖这一行。为
让广大村民尽快上手，沈雁冰把多年来的致富
经验传授给他们，市场信息与大家分享，并亲自
为村民解决资金、技术等方面的困难。在党员
的带动下，干坝子村362户人家，近2/3的农户
开始养殖土鸡。沈雁冰让他的傈乡黑乌鸡变成
了凤凰。

和沈雁冰一样的党员致富带头人还很多，施
底村王符全和他的宝贝“共园猪”，统维村洛吉
古方又多和他的“贡玛蔬菜”，干坝子村和云雕
和他的“生态肉牛”，这片土地，因为有了他们而
变得生动起来。

小维西距离县城有45公里，是一个纳西族、
傈僳族聚居的村寨，小村坐落在形似拳头的土
包上，由东向西倾斜，延伸到澜沧江边。

位于统维村的小维西天主教堂，亦名圣心
堂。1870年由法国人修建。由于民族众多，兴
建的教堂也都分别浸染上了浓郁的民族气息，
小维西教堂就是依照传统纳西族民居风格建造
的。白墙、青砖、灰瓦，如果不是房顶上高耸的
金色十字架，谁也不会联想到这会是一座教
堂。教堂的葡萄园，每年都能出产优质的波尔
多葡萄，这里管事一直按照洋人神父教的方法
酿造葡萄酒，久而久之，这里的村民都能酿造出
与法国相媲美的正宗葡萄酒。接过刘会长的红

酒，轻抿一口，浓郁的果味自舌尖蔓延，一种纯
美爽净的愉悦感，让人欲罢不能。手执一杯红
酒行走在澜沧江边，江水、白云在峡谷中流淌，
这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意境，文化的冲突、交融或
许就像这流动的风景一样，永远不会平息。

碧罗雪山是喜玛拉雅山的余脉，属于横断山
脉，是贡山县与迪庆州交界线及怒江与澜沧江
的分水岭。碧罗雪山原始生态系统保存十分完
整。山中气候变化异常，飞瀑密布，高山湖泊云
集，被人们称作“万瀑千湖之山”。春夏之交，山
中云雾腾升，登临绝顶观旭日东升或夕阳西下，
颇为壮观。我远远的看着碧罗雪山，山顶的白
雪还没消融，阳光下，雪山闪耀着圣洁的光芒。

我曾熟识的一位小友，写了一首关于碧罗雪
山的歌，很多次，看他弹着吉他，唱起这首关于
故乡的歌谣时，眼角闪动着泪光。无论离开多
久，那一缕抹不开的乡愁，依然是内心绵延不绝
的惆怅。

我曾经去过大山深处的碧罗村。驱车沿碧
罗河逆流而上，尽管只有大约8公里的路程，但
崎岖的山路，加上下雨，我们足足走了20分钟才
来到碧罗村委会驻地咩朵，这里只有12户村民，
都是傈僳族。咩朵，因山中杜鹃花品种多而得
名，当地人习惯称杜鹃花为山茶花。这里的姑
娘很漂亮，唱起调子来，声音好似林中山雀。

今年春天，唐姓小友即将告别过去，去往碧
罗村担任村党总支书记。我拍拍他的肩膀，告
诉他那里的乡亲们热情淳朴，期待过上幸福的
生活。心怀忐忑的他，用力点点头。看着他离
去的坚毅背影，我仿佛看到了碧罗村美好的明
天。祝福小唐，也祝福乡亲们。

思乡湖在白济汛乡共乐村山顶，为吉岔河的
源头，东临澜沧江，西眺怒江，湖水清澈，其旁繁
花似锦，竹林茂密，重峦叠嶂。因历来是维西至
福贡要道的咽喉所在，来往的人们每至此湖旁
常常驻足回望故乡的炊烟，取一块石头把思乡
的心情寄托于湖旁，久之，石头汇集，成堆成墙，
故名思乡湖。

山高水长、风雷闪电、岁月转换，怎么都隔不
断的只有心灵深处的惦念。思乡，是游子心底
曾经千万遍响过的声音，也是他们梦里曾经唱
过的歌谣。

碧罗雪山的山茶花，每到春天依然灿若云
霞。思乡湖底的石块啊，与白云的倒影相依相
恋，已经不再寂寞了。 （连载）

长江中游8城

开启房车露营旅游

近日，长江中游城市群省会城市第五届旅游
会商会在武汉市召开。武汉、长沙、合肥、南昌四
省会城市旅游部门负责人汇聚一堂，岳阳、黄石、
九江、安庆等四个“观察员城市”旅游部门首次亮
相商会。

长江中游城市群自驾游十大产品正式发布，
包括全景线、红色线、休闲线、生态线、文化线、赏
春线、戏夏线、惜秋线、玩冬线、房车线等十条特
色线路。以赏春线为例，游客自驾游将享受到与
传统旅行社春季踏青线路不一样的体验：从武汉
出发，途经钟祥、彭墩、常德，到达长沙，一路上，
游客可探幽世界溶洞一绝黄仙洞；徜徉在万紫千
红植物园，融入四季花海；在莫愁湖畔倾听楚国
莫愁女的唯美故事，在彭墩看油菜花海，寻访陶
渊明笔下三五桃花源……

自驾游线路的设计均来源于旅游产品智能
决策平台——“旅行工匠”系统，该系统由中国地
质大学（武汉）指导开发，可利用大数据云计算，
合理组织目的地旅游资源，为游客自驾游提供便
利。

长江中游城市群4省会城市和4个“观察员
城市”旅游局（委）负责人共同签署了《长江中游
城市群深化旅游合作暨促进自驾车房车露营旅
游发展合作协议》。

云南旅行社

签“自律公约”出现“不合理”加倍赔偿
在4月11日的举行云南省旅行社行业转型

升级发展大会上，来自昆明、大理、丽江、香格里
拉、西双版纳等地的200多家旅行社签订《云南省
旅行社行业自律公约》，并承诺诚信经营，积极构
建健康和谐的旅游市场秩序。接下来，全省800
多家旅行社还将陆续签订诚信经营承诺书。

根据《公约》，云南旅行社将摒弃低价旅游、
恶性竞争的经营模式，全面清理下架所有“不合
理低价游”产品，不得再以不合理的低价进行组
织、招徕、接待旅游者和团队，必须执行云南省旅
发委、云南省旅行社协会发布的旅游线路产品诚
信指导价。

在组织、招徕、接待进入云南旅游的旅游者
及团队以及实施旅游行程活动中，旅行社将不得

在《旅游合同》中安排旅游者及团队的购物活动；
在行程外的时间内，游客自行要求进店购物的情
况，旅行社不得从中获取不正当的利益，确保游
览行程的质量完整。坚决杜绝在旅行社接待的
旅游者及团队里发生强迫进店、胁迫购物的行为
和乱象，清除行业内的负面灰色链条，禁止以购
物游模式来形成旅行社的垄断经营行为。

对严重违反《公约》的旅行社企业，省旅行社
协会和属地协会在调查核实后，将报请并积极协
助旅游和工商行政执法部门依据法律、法规给予
责令停业、暂扣或者吊销经营许可证和营业执照
等处罚；对违法和违规的会员单位，云南省旅游
协会还将视情在行业内通报和给予警告、开除会
员资格等处罚。

简朴雅致的白族民居、清新舒适的度假海景
房……近年来，环洱海的客栈民宿，已成了云南
大理鲜明的旅游特色标志。不过，缘于一场治污
行动，洱海边近2000家客栈餐馆，将在一段时间
内退出人们的视野。

环湖客栈餐馆一律停业
3月31日，大理市发布了《关于开展洱海流

域水生态保护区核心区餐饮客栈服务业专项整
治的通告》，宣布划定核心区。要求在4月10日
前，包括核心区以及核心区划定红线经过的洱海
环湖自然村，所有相关餐饮、客栈经营户一律自
行暂停营业，接受经营证照、环保等核查。

4月10日，在洱海边的村间小道，记者看到
很多客栈门口贴着停业告示。见到客人，员工或
店主客气地提醒：“不好意思，我们暂停营业了。”
一改往日喧嚣的车流和穿梭的游客，一路上，除
了随处可见的“保护洱海”“抢救洱海”宣传标语
外，许多路段被围挡起来，开展环湖截污工程施
工的机械隆隆作响。

“抢救式”保护迫在眉睫

作为一个旅游热点城市，把近2000家客栈
餐馆叫停，地方政府整治的决心可见一斑。

据有关权威调查，2016年，洱海流域污染负
荷排放总量与2004年相比增加了50％以上。在
各种主要污染来源中，餐饮、客栈服务业带来的
污染是增长最快的。

大理市洱海环湖截污工程还在建设。原有
村落和一些餐饮客栈的污水处理设施能力十分
有限，特别是核心区，排出的污水、中水对洱海的
污染最为直接。面对洱海保护治理的严峻形势，
对餐饮客栈服务业的规范整治势在必行。

客栈将“总量控制只减不增”
对于整治行动，一些人担忧以后洱海是不是

再无“海景房”了？
大理市一位政府官员介绍，核心区内按照

“总量控制、只减不增”的原则，已暂停餐饮、客栈
等经营性场所审批，并禁止新建除环保设施、公
共基础设施以外的建筑物、构筑物。但对现有客
栈餐馆并不是要管“死”，而是通过规范，引导完
善相关经营条件，进而实现有序发展。

洱海治污 ：关停近2000家餐馆客栈
国家旅游局发布春季假日文明旅游提示

春季踏青赏花人流激增，各地迎来旅游高
峰，游客在旅游过程中要积极争当优美自然人文
环境的共同维护者，做到文明出行。

一、确保交通安全
自驾游行程中，避免疲劳驾驶。遇大风、扬

尘、降雨天气，应减速行驶，自驾出行前，对车辆
进行一次全面检查，避免发生意外。

二、注意饮食卫生
要特别注意饮食卫生安全，切忌食用无安全

保障的食品，谨慎吃生食或光顾路边无牌照摊
档，预防食物中毒。

三、警惕野外火灾
野外踏青，要注意防火避灾，不要在草木繁

盛、树叶堆积等易燃物聚集的地方进行烧烤。
四、预防传染疾病
春季是流感、肝炎等传染病高发季节，要注

意在出行前提前了解目的地情况，谨防传染病流
行，外出旅游要携带常用药品，患病要及时到医

院就诊。
五、尊重秩序良俗
要遵守旅游目的地的法律法规、社会公共秩

序和社会公德，要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文化传
统和宗教信仰。

六、保护当地环境
要珍惜自然环境，不乱扔垃圾，不采摘花卉、

伤害树木，不践踏农田草地，不追逐野生动物。
要爱护文物古迹，不在建筑物、展览品上乱涂、乱
画，坚决抵制在景区景点刻字等不文明行为。

七、合理维护权益
游客既要维护个人正当权利，同时要坚持理

性、合理维权，需要咨询和投诉请牢记全国旅游
服务热线号码“12301”，及时拨打以寻求帮助。

旅游大观

人在旅途景点景区

▲▼白济汛的生态葡萄酒让人享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