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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旅游

世外桃源攀天阁
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

阡陌交通，鸡犬相闻。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
——摘自陶渊明《桃花源记》
陶渊明的田园诗，最适合在我们这样的年龄

里吟诵。老人健朗，孩子绕膝，夫妻和睦。可以
欢愉地谈笑、安静地看书亦或是自虐地行走。

每一次都会选择在极度烦躁的日子里，选择
去攀天阁，或是沿工业园区徒步穿行至柯功河，
或是在攀天阁坝子漫无目的的徘徊，或是沿工农
河溜达，不为别的，只因为攀天阁能给我这个外
乡人以慰藉，让悸动的心归于平静。

行走在攀天阁，忘却的不止是烦恼、忧愁，更
能一扫躁动，让内心归于平静。它没有澜沧江边
的炎热，没有腊普河畔的热情，但总会静静地聆
听，静静地陪伴。

第一次到小火山村民小组（工农村），眼里心
里看到想到的词语就是“世外桃源”。初春时节，
桃花盛开，这一树，那也一树。勤劳的人们，背着
厩肥去往自家田地，有规律地散开，黑色的肥，碧
绿的麦苗，偶尔传来声声鸡啼犬吠，黄牛随意地
在屋外嚼着草料，孩童在河边嬉戏，大人们在劳
作间隙，闲话家常。见到我们，大声地邀请到家
里做客，端上一杯热茶，磕着瓜子、剥着板栗、惬
意得像极了一家子。

告别小火山，我们沿工农河顺流而下，坝子渐
宽，一座矗立的白塔告诉我们：这是个藏族村
寨。村庄的建筑融合了藏、汉、纳西等民居风格，
村边的河水清澈见底村里居然还有一座小型发
电站。

认识喃茂辉已经很多年，他虽然个子不高，在
工农村却有着很高的威望。虽不健谈，却一言九
鼎。2007年当选为工农村第三届村民委员会主
任。被评为 2014 年度云南省最美村官，入选
2015 年度云南省“最美十大人物”候选人名单。
工农村也先后被评为州级文明村、县级社会治安
综合维稳先进村。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明显提
高。在2007年以前，工农村人均收入为1760元，
通过这几年的努力，现已达到5482元，整整翻了
两番。

从工农村到安一村，汽车大约走了一个小
时。乡村路虽然不太宽，但都是水泥路面。沿途
看到的云南松又粗又直，都是栋梁之材，朋友戏
称：就像这里人的性格。大约这是也我见过的面
积最大的成片“栋梁”。

李大爹热情的接待了我们，为了参加县里的
节目，他们的瓦器器表演队伍正在紧张的排练
着。我熟识的阿娟也在人群里，穿着艳丽的傈僳
族服饰，和其它参舞者围成大圆圈，手牵手按顺
时针方向转动，挺胸、平视前方，以跺、踢、悠踢、
抬腿，音乐和舞蹈和谐一致，节律鲜明，刚柔兼
济，错落有致，这就是僳僳族的音乐舞蹈史诗瓦

器器。李大爹退休后，一直致力于挖掘、保护和
传承瓦器器歌舞。

村里的长者告诉我们：安一村的先民，是从遥
远的地方迁徙而来，见到这里山清水秀，就在这
里定居下来，这里的汉族就是他们的后裔。他们
谨遵儒家思想作为祖训，教育后代要仁、义、礼、
智、信、恕、忠、孝、悌。他们更希望安一村能改回
原来的村名：安逸村。这是一种期许，更是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

同行的伙伴，想要在安一村找一个“老庚”，问
其原由，他说：烦躁的时候想来这里度假，可以忘
却尘世的纷扰。我们都深有同感。

走进攀天阁，就像走进了大自然赐予的天然
氧吧。这里森林覆盖率达到78%，工农村、安一
村更是高达95%的森林覆盖率。

说到攀天阁坝子，有这样的文字记载：攀天阁
坝子原本是一块沼泽地，是普米族放牧的地方。
清光绪年间，广西通判冯舜生发动当地百姓开挖
引水渠，并造田，引进了原始水稻品种老黑谷，开
启了世界上最高海拔产稻区纪元。

在海拔2680米的攀天阁坝子，有1300多亩的
水田，由于气候原因，攀天阁的水田只产一季。
有人说：攀天阁老黑谷是世界上唯一的最高海拔
原生水稻品种。

攀天阁坝子地势平坦，地层为草煤，保湿、保
温性强，矿物元素丰富，较适宜“老黑谷”种植。
从2007年，攀天阁乡党委政府开始投资打造“老
黑谷”特种稻谷品牌，实施提纯复状工程，着手把

“老黑谷”向无公害、绿色、有机特种稻谷米方向
推进。黑色的稻谷成熟了，碾出来的米是粉红色
的，最高亩产才有500 市斤左右。这也是“老黑
谷”成为驰名品牌的原因。

2016 年攀天阁迎来了第一届维西攀天阁黑
谷文化旅游节，节日期间还举办了民俗表演、摄
影展、徒步穿越挑战赛、长街宴、山地自行车赛等
丰富多彩的活动。

攀天阁乡依托丰富的旅游文化资源，大力发
展乡村旅游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从 2015 年
起，攀天阁乡村旅游累计接待游客 30000 人次，
随着“老黑谷”品牌蜚声海内外，攀天阁乡村旅游
文化产业必将迎来蓬勃发展的春天。

熊智深，普米族，是攀天阁完小的老师，认识
他也有一些年了。他酷爱自己民族的文化，不遗
余力地为挖掘、传承攀天阁普米文化贡献着自己
的力量，他在业余利用时间，互联网等媒体推介
着这里的山水、风情。因为他，来到攀天阁的游
客越来越多。

曾经有一次，在熊智深的邀约下，我有幸参加
了攀天阁的揭秘之旅。到达攀天阁才知道：这一
行48人的体验旅游团队来自全国各地，很多是
从事媒体的朋友。在为期两天的民风民俗特色
体验活动中，我们深切的感受到了当地人的热

情。
攀天阁境内居住着普米、藏、纳西、傈僳族为

主的7种民族，各个民族均有自己的民俗特色，
各不相同，各具特色。每次有大批游客到来，纳
西族、傈僳族、藏族和普米族迎宾队伍都会身着
盛装，各自唱着不同的敬酒歌，跳着不同的舞
蹈。普米族的苏玛里酒、藏族的青稞酒、傈僳族
的大麦酒、纳西族的米酒，一口口喝下去，很热狠
辣，宛如他们热辣辣的欢迎仪式，四道关、四杯
酒、四首欢歌，四倍的情不自禁。

乘着酒兴，我们徜徉在攀天阁坝子。坝子好
像一个巨大的聚宝盆，田里早已插上了秧苗，水
天一色间，微风轻拂，映衬着远处的雪山，不时传
来的蝉鸣鸟语，奏响了一曲曲乡村小调。

攀天阁普米族的长街宴是我最期待的。赴宴
前，所有的客人要跨过一个烟雾缭绕的火盆，以
此祛除身上的邪气。吃饭的座位也很有讲究，男
子坐在左边，女子坐在右边，按照年龄从老至幼
依次坐好。吃饭前，村里的老者主持了隆重的祭
祖仪式，每个客人要向祖先上香敬茶，默念着各
自的愿望，老者也会说一些祝福的话。祭祖仪式
完成后，客人们就可以一饱口福了。满桌的生态
菜肴，土鸡、腊肉、焖罗锅饭、农家水酒等特色美
食，让人垂涎三尺，频频举杯，说着心里话，唱着
欢快的小调。月上柳梢头，大家围着篝火，纵情
跳跃。

几乎在每一个季节，我都会应约来到攀天
阁。春天和朋友们在坝子里的水渠边植树，惬意
的吃上一餐农家饭，包谷面裹饭、农家菜豆腐、加
上大块的火腿肉。夏天，赤脚坐在水渠边，脚丫
拍打着哗哗的水流，头上戴着用柳条编成的“草
帽”，真正验证了“我心素已闲，清川淡如此”的意
境。初秋时节，我们吟诵着辛弃疾的“明月别枝
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
声一片。”畅快淋漓。冬天，银装素裹的攀天阁坝
子就像洁白的瓷碗，干净剔透。

我们相约在美洛村果杂底赏雪景。果杂底海
拔超过 3200 米，是一个天然草场。果杂底的雪
下得很厚，我们几个人穿着厚厚的羽绒服，肆意
在雪地里打滚、滚雪球、打雪仗，大笑着、打闹着，
像孩童般忘却了烦恼。

一位从事农业科学技术的朋友告诉我：今年
已经有蓝莓基地落户攀天阁，坝子里已经在培育
莲花、牡丹等观光农业，相信不日之后就能初显
成效。我期待着“沉醉不知归路，误入藕花深
处”。

大千世界中，每个人都在寻找内心的香格里
拉。在攀天阁，人与人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分
外和谐、各种文化相互交融。与尘世隔绝的安逸
闲适，可以“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体会

“去留无意，望天空云卷云舒”的人生意境。
这里就是我的香格里拉！ （连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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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在旅途

我的梦是一座城
——香格里拉影像行记

●静子 文／图

梅里雪山：谁在烟云处琴声长
这是我第二次来梅里雪山了。2012年秋天

我在飞来寺欣赏过太子十三峰的真容，2013年
夏天卡瓦格博却始终躲在云中不肯相见，但我
们幸运地看到了梅里雪山上的彩虹，2014年夏
天我再次朝觐这座神山，在雨崩近距离地依次
瞻仰了神女峰、五冠峰、将军峰。我就这样与梅
里雪山结下了不解之缘，家住尼农的向导斯那
定主一直热情邀请我第二年来梅里外转山，藏
历羊年可是梅里雪山的生日哟.

熟悉的飞来寺观景台，2013 年和2014 年我
都来过。升平镇到飞来寺的一路风景十分壮丽
秀美，路不远，就15分钟左右。看见一位修路的
藏族阿妈，开主汪扎特意把车停下来，递给阿妈
20元钱。他说阿妈们自发来修路，很不容易。

维西：群山深处有人家
维西县地处世界自然遗产“三江并流”腹地，

位于云南省西北隅，迪庆州西南端，东与香格里
拉市隔江相望，东南与丽江市玉龙县接壤，南与
怒江兰坪县相连，西与怒江州贡山县、福贡县为
邻，北与德钦县衔接，国土面积4661平方公里。
县城保和镇距省府昆明737公里，距州府香格里
拉市219公里。

维西境内最高海拔为碧罗雪山的查布朵嘎
4880 米，最低海拔是维登的碧玉河 1480 米，海
拔高差3400米。维西资源富集，素有“横断山脉
中的绿宝石”的美称，被誉为“兰花之乡”、“药材
之乡”、“天然杜鹃花园”和“滇金丝猴的大乐
园”，特别是水资源、矿产资源、生物资源和旅游
资源极为丰富。

一路上，可以看见澜沧江边的松树，传说是
当年文成公主进藏时的护卫化身而成。中午，
在距维西县城半小时车程的“湾子阁山庄”吃
饭，在山庄里看到不少从未见过的花草，大开眼
界。

饭后，我们没有马上进城，而是先去了同乐
傈僳族山寨。同乐村傈僳族传统文化保护区位
于维西县叶枝镇同乐村，距离维（西）德（钦）二
级公路仅7公里，地处澜沧江东岸海拔2700米
的山区，是“三江并流”的核心腹地，也是目前全
国最大的傈僳族山寨。至今这里还生活着傈僳
族同胞106户，563人。

这里的民居为井干式木楞房。寨子内，至今
没有一栋水泥建筑，全部都是傈僳族同胞的木
头房，依山而建，层层叠叠，林林总总有 500 多
栋。而有关傈僳族同胞的服饰、语言、风俗习惯
等在这里都看得到。家家户户外出时，都没有
锁门的习惯，而是用几块木板挡住门口，防止牲
畜走进家里搞破坏。在外界常见的盗窃现象，
在这里也绝对不会发生。此外，傈僳族特有的
舞蹈——阿尺目刮，把山羊在山崖间跳跃的动
作全部表现了出来。后山属白马雪山自然保护
区，有原始森林、杜鹃花海及滇金丝猴，生态环
境较好。

进村的山路十分狭窄，车子开到山下就不能
再进了，只能步行上山进村。山寨里果树很多，

苹果和梨树都有，土鸡和黑猪满地乱跑。每家
木屋都不上锁，可以直接推门而入，不过房间里
条件十分简陋。维西的核桃非常有名，在同乐
山寨就种植了非常多的核桃树。我是第一次知
道核桃果是长这样的呀！

维西县城比德钦县城要繁华得多，面积更
大，地势也更安全，我看好她的发展。

塔城滇金丝猴：魅色红唇
在维西工作了三天后，我们取道塔城返回香

格里拉，在塔城追寻滇金丝猴的身影。
塔城滇金丝猴国家公园位于香格里拉以西

“热巴艺术之乡”塔城，是一个集原始生态、新石
器遗址、宗教朝拜圣地、滇金丝猴乐园、多民族
风情为一体的国家公园。景区以茂密的森林与
珍稀动植物、达摩祖师洞等宗教文化与寺观名
胜以及藏族“热巴”、傈僳族风情等最为突出。
保护区拥有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滇金丝猴亚群数
百只。

我们一路快行上山，要赶在饲养员喂食结束
前到达观赏点，迟了猴子们就吃饱归山啦。终
于没有辜负我一路的气喘吁吁，一大群滇金丝
猴还在悠哉悠哉地吃早餐。它们主食松萝针叶
树的嫩叶和越冬的花苞以及叶芽苞，也食植物
嫩芽及幼叶，7、8月还吃箭竹的竹笋和嫩竹叶，
冬季也吃漆树的果子。

滇金丝猴号称“第二国宝”。这些雪山精灵
终年生长在海边3000米以上的深山，体型粗壮，
身上的毛又厚又长，背部和肩部的毛长可达150
毫米，臀部的毛可达250毫米。一只成年大公猴
体重可达30公斤。它们身体背面、侧面、四肢外
侧，手、足和尾部均为灰黑色，在背面还具有灰
白色的稀疏长毛，而颈侧、腹面、臀部及四肢内
侧均为白色。此外，它们具有一张最像人的脸，
面庞白里透红，特别是雄性，具有明显的美丽红
唇，堪称世间最美的动物之一。 （全文完）

针 对 不 文 明 旅 游
应堵住“假证游”的窟窿

特殊证件本是国家给予社会弱势群体和特
殊群体的惠民政策，然而有人就是看准了这个

“空子”，通过办理假证，妄图投机取巧。其中，
最常见的就是骗取景点的门票优惠。如同新闻
所说，有些人在路上还生龙活虎的，一到了买门
票时却都成了“残疾人”，委实太过荒唐。而据
张掖这一景区所在的派出所民警所言，在5月至
10月旅游旺季，几乎每天都会接到使用假证的
警情，2015年没收假证接近1000本。

按说，使用假证是违法行为。根据治安管
理处罚法第52条，买卖或者使用伪造、变造的国
家机关、人民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或其他组织
的公文、证件、证明文件的，处10日以上15日以
下拘留，可以并处 1000 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
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500元
以下罚款。也就是说，使用假证最低处罚也是
行政拘留。一场快乐的旅游，瞬间就能变成“拘
留所N日游”，很多公职人员甚至仅凭这一点就
可以被开除。显然，其违法成本并不低。

那么，假证何以会如此猖獗？首先，还是因
为很多人不懂法，没有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认

为只想省点门票钱，没什么大不了。其次，导游
等旅游从业者并未给予足够的说明。再次，警
方能为游客着想，的确出于善意，但单纯采取口
头教育，也在一定程度上起了纵容违法的负面
效果。

必须明确，使用假证不仅违法，也有违诚信
原则，自然也属于不文明现象。每个人都应该
懂法律，树诚信，守规矩，不能为了沾一点便宜，
就去揩公共资源的油。事实上，这也是对弱势
群体的一种伤害。旅行社、导游等应切实尽到
责任，把好第一道关，打消游客的侥幸心理。警
方则应该严格执法，并从源头入手，严厉打击制
假造假的违法行为，不能让法律形同虚设。

另外，也要完善相关配套措施。比如，今年
黄金周前夕，12301全国旅游投诉平台手机版上
线，游客权益如果受到侵犯，可用手机直接投
诉。那么平台可否增设功能，让旅行社、景区和
警方等将使用假证等违法行为上传，建立相关
数据库，记入旅游征信系统，问题严重的还可纳
入“旅游黑名单”。让旅行社、景区和警方有更
多的手段打击假证，多方共举，堵住窟窿。

三亚

旅游监测体系开建
三亚市旅游发展委员会介绍，三亚国际化

旅游发展监测体系正式开始建设，将在两个月
之内建设完成。

监测体系选取普吉岛、巴厘岛、关岛、夏威
夷等11个国际知名热带滨海旅游目的地与三
亚进行比较分析，并设置了价格竞争力、旅游
吸引力、公共服务竞争力、国际游客满意度以
及目的地营销竞争力等监测指标，评价三亚国
际化旅游发展现状及前景，旨在为政府提供动
态、详实的决策依据，更加科学有效地助力三
亚国际化旅游目的地建设。旅游监测体系将
通过常态化监测，分月度、季度和年度提交监
测报告，同时借助数据可视化技术在多种互联
网终端上进行展示，推动“旅游＋大数据”产业
深度融合，通过建立完善的指标体系来全面评
估三亚国际化旅游的发展现状和前景。

湖北开通首条低空旅游线路
游客可乘直升机鸟瞰美景

湖北省首条低空旅游线路
近日在武汉市蔡甸区开通运
营。乘客可乘坐直升机在 200
米的空中，多角度、全方位观赏
武汉的优美自然风光。

负责这条低空旅游线路运
营的是武汉蔡甸祥云通用航空
公司，由两架罗宾逊Ｒ４４直升
机搭载游客游览。首条低空旅
游线路主打“后官湖空域游”，游
客每人花费 550 元到 800 元不
等，即可乘坐体验鸟瞰 2000 多
公顷的后官湖湿地风景。

据介绍，除后官湖湿地公园
空域游外，目前蔡甸区低空旅游
线路还规划了围绕着长江、汉江

流域的“两江游”；九真山、嵩阳
寺的“观山游”两条线路。此外，
运营方还计划拓展武汉市内低
空游，供游客乘坐直升机前往东
湖、黄鹤楼等区域，领略武汉美
景。

目前，武汉市蔡甸区正规划
打造一座占地总面积1.6万亩的
通航产业园。在低空旅游项目
中，将投资 15 亿元建设包括飞
机销售、飞行体验、商务休闲等
功能的航空小镇，并在湖北省及
中部地区景区设立不少于30个
飞机起降点，进一步扩大低空旅
游辐射范围。

云南强化税收征管
助力提升旅游“颜值”

4月24日，云南省国家税务局、
云南省地方税务局共同召开全省
税务系统推进旅游市场税收秩序
整治工作视频会议，共同部署开展
旅游市场整治的13条措施，从加强
户籍管理、发票管理、个体工商户、
房屋出租等方面入手，通过第三方
数据运用、纳税评估和税务稽查等
措施，进一步强化对云南旅游市场
税收秩序的整治力度，国地税深度
合作，整合征管资源，协同共治，共
同提升七彩云南旅游“颜值”，助力
云南旅游“金字招牌”再铸辉煌。

近期，云南出台了“史上最严”
的22条措施，重拳整治旅游市场乱
象。云南省国税局、云南省地税局

在总结前两年旅游市场专项整治
工作的基础上，提升站位，主动作
为，对进一步公平税负、堵塞税收
漏洞，提升旅游行业的税收征管水
平，促进行业的健康发展、转型升
级作出了部署，全力配合全省旅游
市场的专项整治工作。

在旅游市场税收秩序整治过
程中，税务部门将围绕提升云南旅
游“颜值”的战略目标，守住阵地，
拿下擅长的领域，通过加强部门协
作、信息共享、宣传引导和征管服
务，着力解决税收环境不够优、全
社会诚信纳税意识不够强等问题，
进一步整治和规范全省旅游业税
收秩序。

云南导游张宇斩

获全国导游大赛金奖
在刚刚结束的第三届全国导游大赛总决赛上，云南

选手张宇获得金奖、最佳应变奖，云南选手曹璟获优秀
奖，云南省旅游发展委员会获最佳组织奖。

“作为云南一名普通的旅游工作者，很荣幸有这样的
机会为家乡发声，展示云南旅游。”张宇表示，比赛中印
象最深的是到江西实地带团环节，为期三天的现场考核
是对他 10 年从业水平与能力的检测，也学到了很多东
西。据了解，张宇就职于丽江白鹿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是一名多语种导游兼领队。在他从业的10年中，共接待
了1000多个团队，近4万名游客。曾先后获得云南省导
游服务技能大赛“银牌导游”、云南省导游服务技能大赛

“金牌导游员”、“丽江最美导游”等称号。

旅游大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