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都说，最美的风景在路上，也在心
里。而我认为，最美的风景先在心里，
然后才是路上。只有心中有对美的追
求，对爱的追逐，世间很多东西才会变
得美好！

三进香格里拉，两次十月去，这次则
七月底去。秋季的香格里拉色彩斑斓，
夏季的香格里拉则是一片烂漫的花
海，每一次都令人心醉，流连忘返。

一路风景一路歌
在虎跳峡景区，山下金沙浊浪滚

滚，蜿蜒蛇行，两岸，一座座青山如黛，
高耸入云，或悬崖峭壁，气势恢宏，或稍
有平缓的地方，一个个小村庄沿河谷散
布其间，灰瓦白墙，灵秀天成，一派人间
烟火的气息。路边村口，偶尔有披星戴
月的纳西老奶奶摆着地方特色酱菜或
应季水果供路人购买享用。

七月的天像孩子的脸一样阴睛不
定。过虎跳峡之后便云飘雾绕，时淡时
浓，时聚时散，像薄纱轻拢着少妇娇羞
的容颜，像绘画高手泼墨的山水素描，
一切的存在让人有虚无感，像午夜的
梦。

进入小中甸，天又放睛，辽阔的高原
草甸上悠悠啃食移动的牛羊，穿藏袍的
牧民老爹，还有时而奔跑跳跃，时而影
子一样跟随的牧羊犬，远远近近装饰讲
究的藏式民居或散或聚点辍其间，构成
一幅天堂般的田园牧歌。

这是我梦幻的天堂，无忧的芳草
地。村庄附近，猎猎翻飞的各色经幡诉
说着高原特有的民俗历史，民族的坚
韧，民族文化的多姿多彩。在这里，我
似乎已经闻到了酥油茶的香气，舌尖也
似乎有了酥油奶渣的酸香回甜，隐约听
到了藏民虔诚吟诵的六字真言。

梦幻普达措
鹤庆到香格里拉的路途遥远，一路

走，一路玩，到香格里拉城区已是下午
四点多，朋友已订好酒店，还安排了特
色牦牛肉火锅，香香辣辣，回味无穷，旅
途疲劳消失怠尽。

第二天一早，我们开始游览普达措
国家公园。公园位于滇西北“三江并
流”世界自然遗产中心地带，由国际重
要湿地碧塔海自然保护区和“三江并
流”世界自然遗产哈巴片区之属都湖景
区两部分构成，以碧塔海、属都湖和弥
里塘亚高山牧场为主要组成部分，也是
香格里拉最重要的旅游圣地。保护区
属亚温带气候，春夏短，秋冬长，尤其是
冬季漫长而严寒，虽相距不远，但三千
五至四千多米的海拔，比鹤庆要冷得
多。

气候不同，植被也大相径庭。从普
达措国家公园门口坐车到第一站属都
湖，河谷地带一路溪流潺潺，旱柳丛生，
夏天的旱柳绿叶青碧，一树树一丛丛，
特别养眼。

属都湖入口附近，首先是辽阔的牧
场，草木不高却也一碧千里，草地上零
星散布着高原独有的畜种——牦牛，悠
闲地啃食着青草，尽享上天给迪庆高原

的恩泽。
属都湖旁是遮天蔽日的原始森林，

郁郁葱葱，山中云杉、冷杉粗壮高大，直
插云霄。湖东面有一大片的白桦林，秋
天一片金黄，层林尽染，夏天身着碧绿
丝绦，袅娜的白色舞裙，俨然灵秀的江
南女子。

属都湖碧波万顷，远处的山，近处的
树，湖边的花，还有时隐时没穿着五彩
缤纷的游人，真是半湖青山半湖水，一
路行人一路景。这幅绝美的水彩画，令
人心旷神怡，忘记了尘世的喧嚣，就像
梦中的天堂。

弥里塘，亚高山草甸，被四周林木
葱茏的高山所环绕，山接云天，草甸辽
远。牦牛像黑珍珠散落其间，如老舍笔
下“羊群一会上了小丘，一会又下来，走
到哪里，都像给绿色的地毯铺上了白色
的小花”的那种意蕴。在如此梦幻的天
堂，牛羊是何等的幸福与快乐。此时的
我，呼吸着世上最纯净的空气，欣赏着
世上最美的景，已处于无酒醉人人自醉
的迷离……

碧塔海，一颗镶嵌在滇西北高原群
山中的蓝宝石，与属都湖并称迪庆高原
上的两大高原明珠。碧塔海是普达措
的核心景区，沿湖徒步栈道4.3公里，也
可以坐游轮游玩，如我爱山爱水的人，
三次都豪不犹豫地选择徒步。记得上
次，由于穿了皮鞋徒步不太不舒服，于
是，我毅然脱下鞋子，在众多游人诧异
的目光中走完了全程，这次，我依然选
择徒步赏景。

碧塔海及整个普达措国家公园保护
区内长苞冷杉，云杉高耸入云，层次错
落，林中杜鹃、高山松、高山栎等物种丛
生，参天大树上风尘萝（树胡须）千丝万
缕，随风飘荡，这些风尘萝也是林中国
家一级保护动物弥猴的重要食物来源，
风尘萝只会在气候阴冷潮湿，降水丰沛
且空气洁净的地方才长得最好。林下
苔藓密密层层，松软而富有弹性，就像
上天赐予普达措原始林区的绿毯。

据说，林中动物资源丰富，我有幸
见到了猕猴、松鼠以及一些不知名的
鸟。小松鼠习惯了游人的熙熙攘攘，也
习惯享受游人带来的美食，因此并不怕
人，在栈道旁的树上窜上窜下，时隐时
现，或回头百媚千娇，或躲在树后半遮
半掩，或滴溜着亮闪闪的眼睛呆萌地看
着你，让人心动，爱怜。

香格里拉的天空深碧湛青，一切都
是那么宁静美好。高原湿地上烂漫的
花海，黄的一片片，紫的一丛丛，还有更
多的粉色点辍其间，一直延伸到远方，
令人心醉。

栈道上成千上万的游客络绎不绝，
而我应该是这些人中最为陶醉的一
个，或顾盼，或拍照，或近观，或远眺，流
连忘返……正当陶醉在这绝世的美景
中时，有蝴蝶居然落在我的发稍上，而
后悠闲地在我手臂上滑翔，一阵恍惚，
我仿佛看到了前世的我自由无忧地蹁
跹在这一片花海……

发展乡村游 引来好日子

乡村旅游是近年来兴起的以旅游度假
为宗旨，以村庄野外为空间，以人文无干扰、
生态无破坏为特色的村野旅游形式。

近年来，维西县塔城镇抓住自身优势，
加快旅游规划、幸福美丽新村规划“双规合
一”，推动“产、村、文、旅”融合发展，注重保
护民俗特色和农村原形态，融合美丽乡村，
激发乡村旅游内生动力。塔城镇党委政府
凭借这样的定位，用久违的乡音、乡土、乡情
以及古朴的生活、恒久的价值和传统文化，
让更多人来到这里、亲近这里，舍不得离开。

塔城有丰富的旅游资源，厚重的民族文
化底蕴，优良的生态环境，塔城镇党委政府
借助“三江并流”世界自然遗产、滇金丝猴国
家公园、达摩祖师洞遗迹、腊普河田园风光，
以“相约魅力塔城、共享美丽乡村”为主题，
大力推进美丽乡村建设。

“塔城镇党委政府把塔城作为维西旅游
先行示范区来打造，通过招商引资，引进了
奥飞集团对塔城旅游景观进行深度开发。
目前，奥飞集团和县人民政府已签订了框架
协议，预计3年内将投入10亿元人民币，对
史跨底、农古顶等景点进行打造，同时，塔城
镇着力培育了哈达公司、腊普茸乡村旅游合
作社等一批当地企业，带动发展乡村旅游。”
塔城镇党委书记付春城说。

腊普茸乡村旅游合作社集乡村旅游接
待、土特产开发为一体，自 2014 年成立以
来，已带动 200 多名村民从事乡村旅游接
待，以“建一个组织，兴一项产业，活一地经
济，富一方百姓”为目标，融合当地文化、农
业等诸多要素，形成了“公司＋合作社＋旅
行社＋农户＋基地”的“5＋模式”，挖掘腊普
的民族、民间、民宿文化特色，提高了游客的
旅游体验质量；为腊普文化的传承和保护提
供了经济保障，通过地方文化艺术演出和当
地特色工艺的制作和销售，在创造经济利益
的同时也传承和保护了当地的文化。

和新海是“腊普茸”的领头羊，从事旅游
工作20余年，他深谙乡村旅游之道，掌握了
旅游一系列运营管理模式。他以全新的操
作模式，通过不同方式的整合，借鉴网络运
营管理模式，创建起一个乡村旅游创新品
牌。

维西县哈布达旅游服务公司集吃、住、
娱于一体的民族民间文化体验中心正在抓
紧建设，藏民家访还在张罗，经理和建忠忙
得不亦乐乎。五年前，和建忠在自己家创办
了塔城首家藏民家访，成为响当当的党员致
富带头人。

一盏灯、一束花、温馨的住所、闲适的院落，和建忠
的民宿没有高级奢华的设施，但能让人体验当地风情、
感受民宿主人的热情与服务。由于客商的不断涌入，
和建忠的公司渐入正轨，今年国庆期间，和建忠的公司

共接待游客439人次，带动了松茸、藏香猪火腿等农特
产品的销售额大幅提升。

据了解，这是塔城开展腊普党建长廊建设以来，注
重党建引领党员示范的成果。乡党委充分发挥党组织
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把基层党组
织建设成了美丽乡村建设的领路人和主力军，为美丽
乡村建设提供了强调大的组织保障。

相较于和建忠商业化运作的民宿，启别万大哥的
农家小院则更显惬意。不大的院落，整洁的房舍，一年

四季绿意盎然，处处显现出典型的纳西民
居特色。夕阳西下，万大哥结束了一天的
劳作，和老友闲话家常，妻子忙着做饭。

对于这里的人来说，日出而作，日落而
息，繁衍子孙是他们生活的全部。一餐饭、
一盏茶，平凡却让他们很知足。

巴珠人用 98%的森林覆盖率告诉人
们：这里的空气有多好！他们种花、养蜂、
吟诵着古老的歌谣。

其宗村农古顶就像一颗翡翠镶嵌在金
沙江畔山腰上，村里只有13户67名村民，
200 来亩土地。房舍依山势修建而成，错
落有致。村口的老井，记录着沧海桑田中
的世代更迭。这个宁静的村庄里，墙垣就
地取材用石头一层层砌成，厚重而古朴，藏
族特色装饰给村庄添上了的浓重的民族色
彩。村里人在当地能人的帮助下，家家户
户种植重楼，出产的重楼纯天然，品质高，
给村民增加了一笔可观的收入。这里的人
们知足而快乐，和他们在一起，能忘却尘世
的喧嚣。

响古箐的滇金丝猴在林间跳跃，无论
漫山红遍，层林尽染还是寒风刺骨大雪漫
天，丝毫不影响这些红唇精灵的快乐和优
雅。每天，专业的饲养员会为它们调剂食
物的味道。观猴的人群，自然也不必为留
宿而担忧，特色小木屋就是最舒适的住
所。

多那阁的秋季是一年中最美的季
节。阳光穿过树叶，落下一地金黄，依旧
清晰的脉络，输送着最后的荣光，远山、白
云、蓝天相映成趣，仿佛时间也因为有了金
秋的色彩而停住脚步。多年来，这里的傈
僳族与周围的藏族、纳西族等其他民族和
睦共处、互帮互助，共谋发展。

在塔城，妇女是保护环境的主力军。
在任何一家小卖部里，您都买不到瓶装的
啤酒，这是禁瓶换听的最大成效。塔城出
产的哈达谷冰葡萄酒、藏红花、百花蜜等特
色农产品，带动了特色产业的蓬勃发展，也
带动了大批群众增收致富。以松赞塔城、
路易庄园、达摩饭店等50余家酒店带动了
的服务业方兴未艾。

在塔城，有古老的《格萨尔史诗》，有刚
柔并济的古典热巴，有远古传唱的《唱嘟》，
藏族、纳西族和傈僳族和谐共居，共生共
荣。在塔城，千年银杏树沐浴着腊普河畔
的阳光；雄鸡高唱，四个县的人们闻声而
动，开启一天的美好生活……

后记：乡村旅游首先是一种生活方式，
然后才是一种旅游方式。旅游化的乡村生活，不是简
单地回到以前，而是有选择地融入现代人的生活方式、
情感喜好、审美情趣，形成旅游休闲形态的乡村品质生
活，这样的乡村才有可持续发展的前景，腊普河畔春
意、巴珠绿色盛夏、哈达谷金秋、响古箐冬日，四季斑斓
的旖旎风光，吸引了南来北往的游人。随着塔城乡村
旅游的发展，更多人用农家乐、民宿留住乡愁，吸引游
客，让更多人悠然亲近乡村的小清新，回归到原始生
态、质朴本真的生活本位上来。

★ 李雄珍

天堂似的田园牧歌
♢张凤姬

（上接一版） 有时下雨路滑，为了照顾好我们，和
老师经常会滑倒在我面前，现在想起来还很感动，和老
师真不容易。”

敬业如歌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饿其体肤，空伐其身。”2009年，维西县全面实施集中办
学，中路乡和其他乡镇一样逐步将各教学点撤并到中
心完小，和建森也结束了十年的村小和一师一校教学
点的教学生涯来到了中心完小。在中心完小，和建森
在完成好学校安排的教育教学工作的同时积极参与校
园的维护、管理和建设，过去十年积累的校园维护和管
理经验在中心完小这个大平台上充分展现出来。全乡
轰轰烈烈的集中办学过程中，学校建设力度加大、维护
和管理难度加大，水电路要重新改造，总务工作压力
大、任务重。和建森临危受命，担任中心完小总务主
任。集中办学开始了大规模的校舍拆除重建，为了不
影响正常的教学工作，拆除、修缮等工作只能在学校放
假期间完成。作为总务主任的和建森，只能牺牲一个
个假期，在学校无偿加班。“从2009年集中办学以来，
学校一直在建设，和建森几乎没有好好休个一个假期，
假期中经常会看到他在校园里的检查电路、顺捡东西
的身影。”中心完小门卫和艳坤说。

2009年暑假，刚开始集中办学，要在中心完小腾出
更多的教室和学生宿舍，和建森主动留下来参加学校
搬东西、腾教室、钉线槽、布线路。

2012年暑假，完小撤除了一栋两层土木结构学生
宿舍楼，那么多的旧木料，把它收起来没地方放，被工
程队一车车拉出去又十分可惜。和建森决定把这些木
料处理后给学生食堂当柴烧，可以为学校节约一笔柴
火费，但是在工程预算中没有把旧木料处理成柴的这
笔费用，通过与工程队协商，和建森把旧木料集中起
来，然后从自己家里拿来油锯和斧头，先把大根的木料
锯断，再用斧头劈开，用了13天时间，劈出了近10卡车
柴火，为学校节约了近万元的柴火费。

随着学校规模的扩大，学生也逐年增多，学生食堂
每天都产生很多泔水，但这些泔水每天都被附近村民
免费挑走喂猪，对学校而言这是一种浪费。和建森决
定用这些泔水在学校里养猪，于是在学校领导的支持
下，他组织和带领教职工建起简易的猪圈，并走村串户
与养猪户讨价还价买回仔猪。当仔猪被养得膘肥体壮
时，和建森又化身为一个“杀猪匠”，组织男教师在课余
时间杀猪，为学生改善生活。据不完全统计，仅 2012
年，学校以勤工俭学的方式养猪近百头，给学生食堂提
供鲜肉上万斤，为学校节约学生生活费用 3 万多元。
节约下的钱款，再投入学生食堂，不断提升学生饮食质

量。
一个上千人在这里吃住的学校，保证师生生活用

水是总务主任的一项重要工作。受当地地理环境影
响，中心完小的生活用水是从澜沧江对岸的半山上用
管子引到学校里的，由于线路长，若平时对源头蓄水池
清理不及时就容易造成水管堵塞，学校断水。因此，无
论春夏秋冬每隔三五天，和建森都要到水源头蓄水池
检查和清理一次。中心完小教师余朝海说：“记得2013
年1月12日是全校学生期末考试的日子，天刚亮，我就
接到和建森主任打来电话说学校断水了，要我和他一
起去检查和处理一下。几分钟后，只见他的摩托车上
拴满了管子钳、钢锄、钢丝网、钢丝钳、铁丝等工具和材
料来到约定的地点。近40分钟的车程，我们来到水源
头，和主任先检查蓄水池，知道蓄水池没问题后，又用
管子钳顺着管子敲打检查。大约敲了20米左右，他站
住了，边敲边听，然后说问题出在这里，接头处堵塞
了。我纳闷地问他，管子是封闭的，你怎么知道？他
说，检查的次数多了、时间长了也有了一定的经验。他
让我扶住管子，自己拿管子钳扭接头。因为水压太大，
接头还没有完全打开，一股水就喷在他身上。等我们
疏通管道，重新接好管子，他的衣服和鞋都湿了，单薄
的身体在冬季的寒风中瑟瑟发抖。他说，修水管弄湿
衣服是常事，夏天就当做是冲凉，冬天的确有点老火。
20分钟后，炊事员打来电话说水来了，我俩才赶回学
校。”

“学校用水量大、输水管线路长，保证学校用水一
直是我校最大的一个困难，幸好有和建森这个‘土专家
’，近年来，师生生活用水基本得到保证。有时因为修
水管衣服被弄湿，刚换了一身干净的，又有人喊水龙头
坏了，修理的过程中又弄湿，最多时看到他一天换了4
次衣服。”中心完小校长邓红仓说。

去年，男生宿舍楼蓄水池的出水口堵住了，整栋宿
舍楼的卫生间都瘫痪了，和建森用梯子爬楼顶时，不小
心从3米高的空中摔了下来，失去了知觉。因为身边
没人，醒过来后只能在冰冷的地板上躺着，半个小时后
才慢慢坚持起来。“虽然他不说，但当天晚上我知道了
他跌倒这件事。平时给他打电话，很多时候不是在山
上修水管，就在楼顶修水修电，让我们很担心，只能嘱
咐他要注意安全。我也劝过他换一下工作，别干总务
工作了，他口头上答应去和学校领导说说不再当总务
主任，但直到现在一直没有卸掉。有时家里需要帮忙
时，他却因为工作忙帮不上。”和建森的妻子对和建森
的工作有些意见。

“其实，从那次从楼梯摔下来后，我也想过不当总
务主任了，站上讲台好好教书，但学校后勤保障真的太

重要了，总务主任任务重、责任大，如果没有适合的人
用心用情地去承担这份责任，将直接影响学校的正常
教学工作。”和建森说。

近人如哥
“森哥，我们宿舍里的灯不亮，宿管员喊你克帮检

查一下。”一个小学三年级的学生站在门卫室门口叫和
建森。刚在屋顶修完水管到门卫室休息的和建森应声
起来，和学生一起向学生宿舍走去。无论是老教师还
是年轻教师，都称呼和建森为森哥。有事找森哥，这已
成为学校师生的一句口头禅。

“总务主任在学校里大小也算个领导，但电灯不亮
了、水不来了、窗帘脱落了、门锁坏了，我们的第一反应
就是找森哥，只要接到通知他都会第一时间赶到。在
我眼中森哥是万能的，他好像什么都会做、什么都能
做，不但对工作认真负责，对待生活也成为我们学习的
榜样。他懂得尊重人、善待人，谦下、和蔼，很容易接
近，和他在一起能从他的身上感受到阳光、温暖和正能
量，就像跟自己的哥哥或父亲在一起一样。由于他的
和蔼可亲，现在连学生也叫他森哥。”中心完小年轻女
教师赵华琴说。“早上和学生一起出操看他穿的十分整
洁，但晚上再看到他是满身泥土，教职工一句‘水不来
了’的话，意味着和建森也许就要辛苦一天。虽然我是
校长，但学校里的一些事他比我还操心，有些事我还要
向他请教。”校长邓宏仓说。

来自丽江市华坪县的学校宿管员姚静说，自从到
学校后，请森哥帮做的宿管工作太多太多了，他从来没
有推辞过，感觉他就像学校这个大家庭里的家长，事事
亲力亲为。我们这些从外地来的职工也找到了家的感
觉，特别是我们这些女教职工，除了正常的工作之外早
就把他当做亲大哥，有时就连宿舍里门栓坏了也找他
修。

“我到中路认识的第一个人是森哥，从白济汛乡到
中路学校报到的那一天，人生地不熟，是森哥接待的
我，帮我提行李、安排食宿，当时，我认为他是学校专门
安排接待我们的。之后的一段时间里，经常看到他既
爬屋顶修水管，又到宿舍接线路，还到教室修桌椅，他
技术娴熟，我一直认为森哥是水电专业毕业的技术
工。”来自白济汛乡的年轻教师李习刚说。有时学校会
安排年轻男教师帮和建森搭把手，大家才发现和建森
搭干的活又脏又累还没完没了。“森哥很平易近人，经
常把他知道的东西告诉我们，慢慢地很喜欢和他一起
干活，并学到了不少技术。去年寒假，我家里装修房
子，除了泥水活外我包揽了水电工的技术活，用和森哥
学到的技术接水管、布电线、安开关，为家里装修节省
了不少钱。”谈到和建森，李习刚似乎有讲不完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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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旅游

塔城风光塔城风光。。

游客在野外烧烤游客在野外烧烤。。

通畅的道路为塔城乡村旅游奠定基础通畅的道路为塔城乡村旅游奠定基础。。

——维西县塔城镇发展乡村旅游见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