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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旅游

对于塔城的美丽，我在早年即目有所悦，心有
所赏。对于塔城的神奇，我却至今心少领悟，神
寡交会。对此，作为一名民族文化爱好者，每每
思之，无不汗颜连连，遗憾有加。为排遣这心灵
之痛，决定猴年春节之际，暂停傈僳语言的学习
与研究，以老迈之身行走塔城。于是，便与文友
邓虹老弟约定于正月初六日走访神川，寻芳腊普
河。

为使这耄耋之年的塔城之旅收获更为丰富，
感受更为深切，行前，我仔细擦拭心窗蒙尘，竭力
回忆那些关于塔城的最初而肤浅的印象。

1964 年盛夏，我应同学邀请，取道塔城多那
阁、双江马、响鼓箐等地赴德钦县霞若游玩，首次
取道神川大地。后因腹痛不得不于半途折回，对
塔城只留下“青山不墨千秋画，碧水无弦万古琴”
及“平畴绿禾携风舞，高天牧歌逐云飞”的朦胧影
像。

1991 年，也是盛夏之时，县教师进修学校到
塔城办班培训教师，时隔27年，我第二次走进塔
城，课余入农家闲聊，感受到了当地古朴、率真、
坦诚、睦和的民风。4年后，因撰写县志语言文字
篇之需，我约请塔城中学校长和玉龙老师到海
尼、汝柯等地采集玛里玛萨文，对当地丰富多彩
的语言文字和民风民俗又有了进一步的认知。

2013年，我们维西一中高4班同学毕业49周
年聚会时，组委会特别安排专程赴萨马阁滇金丝
猴国家公园游览，并赴时已进入“中国美丽田园”
网络评选的启别哈达特色农庄观光。在群峰争
云、层林竞翠、人猴相悦的响鼓箐感受到了人与
自然和谐相处的上古葛天之乐，在“绿树村边合，
青山廓外斜”，田畴层接，房舍错落，金蜂摇花树，
翠叶戏葡萄的哈达村领略到了“放眼祖师香雾
袅，置身哈达笑语欢”和“银杏展枝写桑田，衙门
留迹话临西”的人文历史情怀。

正当我反复梳理关于腊普河的零星记忆之
际，又从香格里拉高中同学那里传来了好消息，
说英都湾的杨润勋同学盛情邀请州内同学猴年
正月初四、初五到他家做客，并游览达摩祖师
洞。英都湾是神川热巴的发源地和传承地，是走
进塔城人神感应的古老艺术热巴文化的必到之
所。而祖师洞则是县、州及周边县市乃至全国藏
传佛教信众朝拜的胜地。众所周知，宗教文化是
人类文化的珍贵遗产之一，也是人类文明的重要
组成部分。塔城民俗文化中有藏传佛教文化的
内容，也兼有其他宗教文化的因素。我不是宗教
徒，但基于对民族文化的热爱，对广为流传的达
摩祖师独具慧眼，便欣然决定提前往访。

猴年大年初四（公元2016年2月11日）上午8
时许，我们县城的同学和家属一行4人冒着濛濛

细雨，驱车前往塔城。大约一个小时后，喜逢身
着节日艳装，手捧香酒、甜果和白色、黄色哈达的
藏族、纳西族男女青年的盛情迎接，塔城民风温
馨与甜美的氛围一下子就温暖了我们的身心。
等与香格里拉来的两路人马在文化广场汇合后，
主人便引领我们往塔城村东北进入英都湾村。
在尽情品尝了一村喜庆的空气、一村光鲜的笑
脸、一村灿烂的笑声、一村好客的热情后，我偷空
拿出相机，对这个有史以来保存较为完好的藏族
村落走马观花了一番。只见多数民居依山形地
势而建，交错有致，落落大方。道路顺房舍钩连
网接，开合得体。四处充盈着谐和自然、顺从人
性、尊重历史的文化气韵，不愧为建筑文化上乘
之地。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片多情的土地养育
了创制、传播、传承古老的人神感应艺术——神
川热巴的英都湾人。

中午时分，我们在主人新建的院落里放开肚
皮尽情饱餐了以藏族饮食特色为主，兼有纳西
族、汉族风味的丰盛午饭后，即与英都湾依依惜
别。在导游的带领下驱车东向，到他洒后便沿着

“之”字形的盘山公路经阿黑罗回旋登上达摩山，
在停车场下车稍作准备后就冒着纷飞的雪花，入
山门，沿山道迤逦而行。一路上与朝拜者和游客
攀谈，听到不少关于达摩祖师洞的神奇传说。有

说达摩祖师从印度到中国传教，在少林寺17年
后回国经其宗看到北面山顶岩洞满盈佛心，是弘
扬佛教的好地方，便上山修建寺宇，再传教17年
才归国。有人说达摩祖师年轻时云游中国途中，
有一神仙相告其母之灵变成一只小虫，被压在云
南鹤庆一家铸锅师傅的旧铸锅模子底下。祖师
遂跋山涉水，历经千辛万苦，到铸锅师傅家为徒，
只求饭食，不取报酬。3年期满后，恳求师傅赐给
铸锅旧模，获准后救出小虫背负回国，途径其宗
地界见北面山顶悬崖峭壁上有一岩洞，清静无
比，是难得的修炼佛法极好去处，便上山入洞，在
母亲灵魂的陪伴下捧经潜学，面壁10年得道成
佛后方背负母亲灵魂回印度。又有人说很久以
前高僧活佛达巴桑杰到祖国各地云游，看到在滇
西北腊普一带山好、水好、人好，便选定东北面山
峰岩洞静坐修持多年，得道成佛后广施慈悲，行
善地方，深受民众景仰，被尊称为达巴祖师。并
经过30多年辛苦匠作建成达巴寺庙（汉文称达
摩祖师洞），虔诚供奉。据我所知，上述几种传言
都未见于汉文史籍，请教同行的志诚老同学，回
答说亦未见于藏文文献。我想，历史上某个事物
在民众心中位置越大，时间越长，关于它（他）的
传说就越繁多、越瑰丽、越神奇。第一种说法大
约是出于美好的愿望，把生活于 5～6 世纪的我
国南北朝时期那位汉传佛教创始人达摩即美国
学者洛克所称中国禅宗第一创始人波德达摩混
为一谈了。第二种传说有明显而浓厚的民间版
意味，因为许多学者认为维西县境道教是由鹤庆
中转传入的，把达摩祖师成功救母之灵的事与鹤
庆这个道教胜地缀连起来，自然有着一定的宗教
相融的合理性。至于第三种传说，则较为广泛和
一致，很有些稗史的意味，也易与生活于12和13
世纪之交的达波噶举派创始人达波拉杰及其佛
事钩通衔接，或许至少可以证明在18世纪祖师
洞建成之前的较早时期，维西县境就有藏传佛教
活动了。

正思忖间，忽然听到杨老师和导游在前边路
旁一个小平台上大声提醒：天快放晴了，这里上
可仰观祖师洞侧面尊荣，下可鸟瞰其宗、春独江
山美景，赶紧欣赏拍摄。我同几个同学连忙打开
相机、摄像机镜头盖。天上夹雨雪尚未全停，达
摩山烟霭朦胧，祖师洞若隐若现，平添了几分神
秘色彩。少倾，云渐散，天渐开，依山向东南眺
望，只见云蒸霞蔚、紫气升腾；田畴棋布，村落星
罗；群峰磅礴来朝，层峦逶迤往拜；烟村闪烁林间
而不忘争瞻山寺，碧水浩渺东去而不忘回眸祖
师。好一派达摩山君临众山，祖师洞气贯长虹之
迷人惑神景观！

不等眼睛打完牙祭，导游又催促继续登攀，不
一会便到了祖师洞脚下，沿石磴拾级而上，终于
在嵬嵬绝壁上找到了祖师当年面壁修持的山
洞。在洞边我驻足良久，凝目壁上祖师身影，让
思绪信马由缰，脑海里不多时便幻化出一幅祖师
盘坐于千仞悬崖之上，手捧佛经，口中念念有词，
白昼背对巍峩群山和涛涛丽水而不顾不闻，夜来
披星戴月而秉烛依旧的聚精治学、会神修炼的肃
穆庄严、神圣至尊的达摩修佛图。再联想到曹雪
芹著《红楼梦》“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
常”和范文澜“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
空”的事理、名言，感悟良多，受益匪浅。

告别祖师洞下山时，我们交替结对，不断交流
着，游览心得，不知不觉间回到停车场。因即将
各奔东西，我们便频频握手，依依话别，白发相
向，皱额互对，颇有些“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
噎”的苦涩凄清味道。我们维西县城同学驱车沿
着与原路相反方向的公路盘旋而下，经说朋通至
格里卓转而西进，直奔哈达村参观维西县哈达农
庄生态养殖场，探访元或清代衙门遗址。

经农庄生态养殖有限责任公司副董事长董
陈武电话安排，和厂长及一位年轻的工作人员
热情接待了我们。在他们的引领下，于侧门消
毒室消毒后进入场办公区和生活区。据宣传栏
资料及和厂长他们的介绍，得知维西哈达农庄

生态养殖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2012年11月，是
一个以农牧业生产、农畜产品加工和销售为主，
以资源循环利用，促进生态农业发展为目的的
有限责任公司。2013 年，公司在哈达村建成生
猪规模化养殖场。2014年由养殖场牵头成立了
维西腊普河谷生态养殖专业合作社，以养殖厂
为核心，采取公司+基地+农户的运作模式带动
周边群众共同脱贫致富。

哈达村生猪规模养殖场由生产区、办公区、
生活区、生态环境调节区等组成，原占地面积
7420余平方米，房舍建筑面积约5640平方米，总
投资1109万元，现新增生猪放养区约5600平方
米。全场职工21人，其中生产车间11人，市场营
销10人，工人全部由当地招收，年支付薪酬70余
万元。

听取养殖场基本情况后，笔者获准参观了
生产区。生产区主要由生猪放养区、标准化养
殖厩舍、疫病隔离房、待售厅等组成。其中，生
猪放养区由位于最南端山坳下约5600平方米的
灌木、杂草丛生斜坡地围栏而成，目前放养生猪
100余头。养殖厩舍从南向北、从高到低按阶梯
式分7台建筑，每台由东向西建有2间，每间320
平方米，共 4480 平方米。厩舍按不同功能依次
为种猪舍、妊娠舍、哺乳舍、保育舍、育肥舍，每
舍640平方米，各舍都建有生猪档案。如妊娠舍
记录有打防疫针、配种、怀孕、妊娠时间，哺乳舍
记录有进入时间和保温情况等，保育舍记录有
进入和断奶时间等。此外还建有疫病隔离房、
配料房等。所有建筑内都配置有相应的现代化
设施，确保养殖系统化、科学化。

养殖场采用自繁、自育、自销的一条龙系统
产、销模式运作，目前已与村内外128 户农户签
订合同，以优惠价格供应农户仔猪，以不低于市
场价格及每头奖励 50 元的方式回收架子猪育
肥，让利加盟农户，使其不断增加收入，改善生
活。在生产的每个环节，均按照公司的规定严
格执行保障食品安全制度，定期对各生产场地、
房舍和周边地带进行消毒。此外，为确保饲料
安全，严禁加入泔水和未经消毒的自来水。

关于肥猪发售流程，和厂长介绍说，肥猪出
栏发售前经厂部检疫后送至待售厅（顾客选购
处），由经营个人或小组择定后先送塔城镇检疫
部门检疫，再送县食品公司屠宰、检疫，最后由
营销人员分别车送各销售点或配送单位。目前
共有塔城村、哈达、海尼、巴珠、其宗、塔城完小
高年级部、塔城完小低年级部、县城门市、维西
一中、维西三中、维西民族小学、保和镇第一小
学、保和镇第二小学、县幼儿园等13个销售、配
送点。供应德钦县事宜正在洽谈之中。

关于销售情况，和厂长以2014年6月至2015
年末为例介绍说，2014年6月起，养殖场开始引
进能繁母猪和架子猪，繁殖和育肥并举，至9月
肥猪开始上市，到2015年末，共销售3000多头，
纯利润达 150 万元。在销售中给予学校每斤低
于市场价格 4～6 元的优惠，并及时按要求加工
成排骨、肉片、肉末等配送。县城门市供应、配
送量日均800-1000千克，绿色安全，质量上乘，
价格合理，深受顾客点赞。目前，年出栏生猪
6000 多头左右，今后随着销售渠道的进一步畅
通和销售点的增加，年出栏数将逐步增至 8000
头或 10000 头，市场前景看好。州、县、村、组集
体和养猪专业户纷至沓来，前往参观学习。

参观结束后，和厂长特别强调，养殖场在发
展生产、普惠民众的同时，也十分注重防止环境
污染、保护生态的工作，正积极筹资在原先建有
420立方米粪污处理池的基础上，再行建设大型
粪污处理池和沼气池，并加强堆肥区安全建设
力度，为农田提供更多的优质有机肥，防止化肥
污染，为哈达村跻身中国最美乡村行列作出贡
献。

走出养殖场大门，时已向晚，已无到衙门遗
址的探访时间，只好决定择期再赴哈达村，于是
便驱车往西南回县城。

至本文脱稿时，哈达农庄生态有限责任公司
又有了新的巨大变化，在精准扶贫工作中取得
诸多上乘业绩。公司在不断扩大规模、优化生
产流程、提升市场供应质量的同时，积极响应省
工商联、省扶贫办、省光彩事业促进会“深入开
展万企近万村，民营企业参与社会扶贫”的号
召，全力参与县域精准扶贫和奋力脱贫工作，相
继与塔城镇、保和镇、康普乡、白济汛乡、攀天阁
乡等专业养殖合作社及 400 余户养殖农户签订
了生猪养殖合作协议，让利、惠民。议定由公司
统一提供给合作社及农户仔猪和种猪，由公司
收购其出栏生猪。收购实行保底价格和奖励办
法，即按每市斤7元标准收购，并对单户出栏超
过20头、合作社出栏超过50头者，由公司按照每
头50元标准予以奖励。公司收购生猪后，按国
家相关部门要求统一防疫、统一饲养，既保障了
合作社和农户生猪销售渠道的畅通，又为市场
提供了大量优质肉食产品，用实际行动为维西
精准扶贫作出新的贡献。（连载）

6 月 2 日的《作家文摘》刊载出这样两条新
闻：一是，在山东济南的街头，有一名别出心裁
的乞讨者。他乞讨却不要施舍者给的零钱，而
是要别人刷他手中的付款二维码。每当有人要
掏钱给他时，他却说：“谢谢，请扫码。”很多人看
了既好笑也好奇，于是都冲着他来了一个：“我
给你扫一元。”二是，杭州两名蒙面男子，连着抢
了三家便利店，却只抢到两千多元现金。两个
人气愤地质问最后所抢的店员：“你们这么大的
店，怎么一天就卖这点钱？”店员说：“现在的顾
客大都用微信或支付宝支付，已经很少有人付
现金了。”两蒙面抢劫者只好垂头丧气地离去。

从以上两则新闻中可以得出，无现金社会确
实已经到来了，或许不用再过几年，我们就将基
本进入到无现金社会。所谓无现金社会就是
说，凡是能用现金支付的地方，都能用上网络支
付。交易双方在不见货币的情况下，已经完成
支付方式。当然，这不是彻底“消灭现金”，而是
让支付不再受现金的约束。

今年初笔者在昆明就亲历过了一次这样的
事。 在春节购买年货中，我和妻子到了一家商
场购物，当选购的货物堆满了购物车后，推到收
银台付款时，经扫码后营业员请我付款，我这才
发现没带钱包，营业员说：“没带现金不要紧，可
以刷卡。”哪知我银行卡也没带在身上。这让我
十分尴尬，也让后面排队付款的人对我指指点
点，我一时感到好没面子不说，想到连回去的车
费也没了。这真让我是进退两难。好在收银员
提醒我：“您带手机了吗？”我回答：“带了。”又
问：“您手机卡连接了银行卡吗？”我回答：“连着
的。”于是她说：“这好办啊，你可以用手机付款
啊。”我一阵高兴，拿出手机扫描支付二维码，再
输入金额和密码便完成了支付。

从这天起，我尝试到了手机转移支付给生活
带来的方便和快捷，更使我喜欢使用手机转账
方式或扫描支付的方式完成付款，这样既省去

了携带大量现金，支付时验证真币和找补零钱
的麻烦。以后更是注意到昆明几乎所有经营场
所都可以刷卡消费或转移支付，就连卖菜摊位、
卖馒头店铺都有支付二维码，大大方便了买卖
双方。可以见得，无现金社会的已迈开了脚步，
正向我们迎面走来。这不仅是是经济社会发展
的时代产物，更是我们现代化生活的体现。它
确实给我们带来了消费的轻松和便利，解除了
我们携带现金出行的困扰，和存放现金不安全
的麻烦，同时还可降低使用假币和盗窃行为的
发生。

在追逐现代生活潮流中，手机转移支付给人
带来了愉悦和快感。当我把省城的这一新鲜话
题告诉在香格里拉工作的女儿时，女儿却对我
说：“手机支付已经不是新鲜事了，香格里拉很
多商场、餐馆、旅游景点早都用上了手机刷卡，
手机使用者群体中，相互转款、送红包更是普遍
现象，只是您过去不大关注罢了。”女儿的话让
我欣慰，香格里拉与时代同步、与快捷同行更令
人喜悦。至此更让我们清醒地感到，无现金的
支付社会并不放弃任何一个地区。

但有人说，无现金社会的动力，是年轻人的
尝新力量。无现金社会的阻力，是老年人的守
旧力量。我觉得这话说的人很偏执，老年人固
有守旧的一面，但当今消费群体的主力军是年
轻人。而许多老年人并不落伍，正在追赶潮
流。关键是年轻人更有着责任担当，促进这一
新事物的发展。一种潮流到来，我们要躲是躲
不过去的，只有迎头赶上。相信不论老年人还
是年轻人，只要肯学习，就能做到不仅能抓钱，
更会支付钱。从而提高我们社会的非现金支付
率，实现电子转账支付的“换道超车”，从而提高
我们社会的文明程度和现代化生活水平。

寻芳腊普河
●吴成虎 文／图

人在旅途
“无现金社会”向我们走来

●殷著虹

旅游漫谈

我国将提升公路交通的旅游功能。18
日，交通运输部联合国家旅游局等６家单位发
布关于促进交通运输与旅游融合发展的若干
意见，目标到2020年，基本建成结构合理、功
能完善、特色突出、服务优良的旅游交通运输
体系。

意见提出，推动高速公路服务区向交通、
生态、旅游、消费等复合功能型服务区转型升
级。结合地方特色因地制宜在高速公路服务
区增设休憩娱乐、物流、票务、旅游信息和特色
产品售卖等服务功能，设置房车车位、加气站
和新能源汽车充电桩等设施，鼓励有条件的高
速公路结合重要景区灵活设置出入口。

在完善普通公路旅游服务设施方面，以国
省干线公路服务区试点建设为契机，鼓励在路
侧空间富裕路段设置驿站、简易自驾车房车营
地、观景台、厕所等设施。根据需要在农村公
路沿线增设简易驿站、港湾式停车带和观景
台。加大景区和乡村旅游点停车场建设力度，
鼓励在干线到旅游景区之间增设停车场并实
现景区接驳服务。

意见提出，建立健全交通运输与旅游融合
发展的运行机制，基本形成“快进”“慢游”旅游
交通基础设施网络，使旅游交通产品供给能力
明显增强，旅游交通服务功能明显改善，服务
质量有效提升。

我国将提升公路交通的旅游功能

故宫邀小朋友“到家中做客”
体 验 紫 禁 城 前 世 今 生

“六百年，人和事，这故宫，看得见。昔紫
禁，帝王殿，今故宫，博物院……”在18日开幕
的“我的家在紫禁城”教育出版主题展览上，稚
嫩的童音朗诵着“故宫三字经”，将紫禁城近
600年的前世今生向人们娓娓道来。

“今天印象最深的就是故宫的叔叔阿姨为
我们准备的拓片制作体验活动，非常有意思。
今天的展览，让我对下学期即将开始的故宫课
程充满期待。”受邀来参观展览的首都师范大
学附属小学３年级学生孙明赫兴奋地说。

“我的家在紫禁城”展览由故宫博物院与
香港康乐及文化事务署共同举办，面向广大青
少年儿童，以宣传故宫文化和传统文化为宗
旨，由展板、立体模型及多媒体影片构成，力求
为“前来做客”的孩子们呈现一场既活泼又具

现代感的展览。
据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介绍，此次展览

展示近10年来的出版、教育、展览、多媒体及
文化创意的成果，是一次角度新颖、意趣盎然、
充满创意与互动的新型故宫展览。展览分为

“游宫院”“看宫殿”“皇家树”和“动起来”四个
部分，并配以“出版及教育分享”，分别介绍了
皇家宫院和建筑的特点，工匠的智慧和秘诀，
皇家的教育和生活。

他说：“紫禁城已经走过了近600年岁月，
积累了丰富的文化瑰宝，通过立体布展让陈列
展览活起来，研发文化创意让历史文化活起
来，借助多方力量让传播方式活起来，这是故
宫博物院近年来进行的实践探索。”本次展览
将持续至10月，展览不单独售票。

新疆旅游专列为游客提供全新的旅游体验
湖光山色、草原风光、戈壁沙漠，７月的新

疆正迎来一年中最美的时节之一。如今，新疆
铁路部门开行的旅游专列将多种旅游景点串
联在一起，为国内外游客提供全新的旅游体
验。

新疆占国土面积六分之一，幅员辽阔，旅
游景点较为分散，往往一周上千公里的大巴旅
行让很多游客身体吃不消。自6月15日开始，
新疆开行环北疆“金三角”旅游专列，每天两列
向伊宁、阿勒泰方向双向对开，运行区段贯穿
乌鲁木齐、伊宁、阿勒泰三地，游览喀纳斯、那
拉提草原、赛里木湖和巴音布鲁克等多个黄金
旅游景区。

重庆游客朱新明，日前走进Ｙ951次环北
疆“金三角”旅游专列上的全国首家“火车邮
局”，预约了“时光慢递”服务。伴随着环北疆

的旅游行程，一封加盖途经景点邮戳的邮件将
让他的朋友们领略“大美新疆”的魅力。“我母
亲70多岁了，坐长途汽车担心她身体受不了，
这趟旅游专列正好满足我们全家的出行需
求。”首次带着亲人在新疆旅游的秦沧生特意
订了家庭包房。

为满足游客环游“大美新疆”的需求，新疆
铁路部门在既有环北疆旅游线路的基础上，设
计了接力游览吐鲁番、天池、天山大峡谷等景
点的全套旅游服务，提升了“坐着火车游新疆”
的品牌影响力。自环北疆“金三角”旅游专列
开行以来，越来越多的国内外游客喜欢上了这
种“铁路＋旅游”的旅游新模式。截至目前，新
疆铁路部门已开行环北疆“金三角”旅游专列
62列，累计发送旅客60175人次，带动了新疆
区域旅游产业转型。

▶近日，由大理智慧旅
游发展有限公司主办，罗荃
半岛旅游区承办的“‘心随
风动，梦回童年’2017 来大
理—罗荃半岛大型风车节”
在罗荃半岛景区启动，活动
将持续至9月9日。

旅游大观

▲听农庄介绍情况。 ▲规范而科学的养殖设施。 ▲生态猪肉销售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