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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 合 主 办
邵阳日报 铜仁日报

黔东南日报 团结报 边城晚报

邵阳日报讯 （记者 朱大建 通讯
员 江劲辉 杨泽坤） “‘同土同根血相
通，同乡同宗心连心’。我们在遥远的故乡
轻轻唱着对您的思念，声声呼唤您的归来；
诚邀您加入为邵阳市旅游学会联谊分会会
员，回家乡游故乡，美丽的邵阳欢迎您
……”9月1日，邵阳市旅游学会联谊分会在
娄底市新化县渠江源世外山居大酒店举行
成立大会，随即举行首次邵阳市与娄底市文
旅产业互动发展的旅游学术研讨会，并向海
内外的邵阳老乡发出了公开联谊信。

旅游是文化的载体。我市旅游资源丰

富，已有景点350多个，同时，我市民间传统
文化积淀深厚。近年来，我市高度重视旅
游产业的发展，大力发展全域旅游，积极向
外推介文旅产品。邵阳市旅游学会联谊分
会的成立，是为了响应市委市政府向海内
外邵阳人发出“迎老乡，回故乡，建家乡”的
号召和配合“天下邵阳人爱邵阳”的活动开
展，向外展示邵阳2500多年来厚重的人文
历史和当代邵阳人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
凝聚邵阳人爱邵阳的故土情怀，进一步促
进我市精品文化旅游产品、旅游营销推广
方面与邵阳境外、海内外邵阳老乡展开深

入的交流和发展，发展形成产业发展、旅游
富民的互动多赢的广阔天地。

该分会新当选会长夏延良表示，市旅游
学会联谊分会以加强与海内外邵阳老乡的联
谊，理顺交流渠道，宣传好邵阳，推介好邵阳
优秀自然资源、人文资源、旅游资源和地域
文化，充分利用分会的平台优势和掌握的
资源优势，充分发挥海内外邵阳老乡、专家
学者的智力、资源优势，做邵阳旅游业发展
的探索者、研究者、推动者，促进我市旅游业
的发展，做强做大邵阳文旅产业，成为搭建政
府与企业、招商与投资的重要生力军。

邵阳市旅游学会联谊分会成立

以荷入菜，自古就是中华民族的传统饮食习惯。
入夏以来，洪江市黔城镇长坡村三十余亩荷花次第盛
开，当地村民们纷纷采摘荷花、荷叶、莲蓬、莲藕等新鲜
荷产品，制作出荷花鱼、荷花鸡等一道道精美的菜肴，
吸引了一拨又一拨前来赏花品荷宴的游客。

近日，笔者来到长坡村，目睹了当地大厨王先武制
作荷宴全过程。长坡荷宴就是他在搜集整理民间美食
食谱的基础上，对荷之根、茎、叶、花等深入研究而烹制
的美食。

长坡荷宴主菜，当属荷花鱼。该村荷花鱼喂养在含
富硒山泉水的荷塘里，生长周期在9个月以上。相比普通
鱼类，荷花鱼肉质更为鲜嫩香甜，而且食之可去湿养颜。

在当地长寿谷农庄，王先武将刚从荷塘里抓来的鱼
切块后，放入盐、醋、姜等佐料腌制去除腥味。随后，他将
精选的农家菜籽油倒入锅中，大火翻炒姜、蒜、辣椒后，加
山泉水入锅烧开。

水开后，王先武将腌制好的鱼肉放入锅内用柴火烹
煮。同时，把采摘的荷芯洗净切块，和鱼汤一起慢火细
炖。鱼的香味和荷花的清香在空气中慢慢飘散开来，一
锅色泽浓郁、热气腾腾的荷花鱼就可以出锅了。

荷花全身是宝，花朵有去湿、养心、降血压的功效，
荷花的根、芽、叶、花、籽都均可食用。王先武还研制出
了荷花鸡、莲子炒鸭、莲子炖排骨、荷叶包肉、酸辣藕尖
等10道菜肴。

“这道菜的食材就是鲜嫩嫩的荷叶和上好的新鲜
土猪肉沫。用开水除水后去掉荷叶苦味，然后手工把
肉沫卷到（荷叶）里面，用文火蒸十五分钟后即可。”王
先武打开蒸笼，端出一盘香喷喷荷叶包肉告诉笔者。

经过两个小时的忙碌，一桌赏心悦目、鲜美可口的
荷宴出炉了。整桌宴席菜品的配伍合理，色泽搭配巧
妙。无论是凉拌、清蒸、爆炒、油炸、焖煮，都不改食材
固有香味，色香味俱全，让人食欲大开。

“没想到长坡村不仅有美景还有美食，来这里玩真
是值！”来自怀化的游客唐珑瑜告诉笔者，自己是第一
次品尝荷宴，味道超级棒，感觉满嘴都是盛夏的清凉与
荷香！”

据悉，长坡村是省级贫困村，也是知名的长寿
村，现有八十岁老人上百人，距市治黔城约 8 公里。
境内有清代书法家王继贤故居，天云洞瀑布群，万亩
竹海景观，罗家盘古村落，以及天然奇特的丹霞丛林
峡谷等自然奇观，是让人摆脱喧嚣、放松身心、流连
忘返的绝佳康养胜地，也是洪江市乡村旅游“网红打
卡”热门景点。 （李林 黄泽 张丽珠）

洪江市：长坡荷宴引客来

又一次来到城步白云湖，已近初秋的黄昏。走进
白云湖，无须刻意挑选角度，微眯双眼，湖边随意一站，
手机随手一拍，就是一幅幅浓淡相宜的青绿油画。树
是绿的，山是绿的，水是绿的，树连着树，山连着山，水
连着水，而绿连着绿，仿佛连空气都是绿的了。

在夕阳的余晖下，那样绿汪汪的一湖，浑然天成，
绿得宁静内敛又肆意张扬，绿得让人心尖儿都忍不住
一颤，水光潋滟了我的眼。突然想起沈从文书信里的
一句话：“我就这样一面看水，一面想你”。一片深情，
仿佛沾了水，就浓得再也化不开。想起那些生命里过
往的人和事，不论是快乐的还是忧愁的，到最后想说的
还是感谢，就像是水和都是大自然给予我们的恩赐。

心思轻轻拽回来，抬头，我已伫立在白云湖的眉眼
盈盈处，湖上的云，一团团的都忙着和初秋的夕阳吻
别，而有那么几片，被青山悄悄扯下，遮那淡淡的羞
涩。青峰倒映在绿油油的湖里，它们到底谁是谁呢？
互相倾慕又互相辉映，山的温柔和坚强都揉碎在了水
里，于是白云湖才那样柔媚那样深情，此方天与地，不
是太阳的，也不是月亮的，它只是白云湖的。此时，是
化作一朵白云飘过还是一缕清风吹过？抑或是化作一
尾鱼在湖里自在游弋？其实，什么也化作不了，那么，
就从白云湖轻轻走过吧，从那铁索桥上晃悠悠的走过，
就好像走过了悠悠岁月悠悠人生，而此刻，我不再是过
客，我是归人。“一折青山一扇屏”，四面青山如屏，水在
山里轻流慢淌，挡住了尘世的纷繁，过滤了尘世的喧
嚣，白云湖那份骨子里的与生俱来的宁静安详，让有的
人千里迢迢奔赴，也让土生土长的人来来往往。

黄昏已尽，山上山下，湖里湖外，相距遥远又紧紧
相依，而人间烟火，相继生起。黄昏白云湖，不知是谁
感动着谁？

又见白云湖
肖碧云

随着暑期结束，携娃出游的家庭已陆续回到家中，但暑期旅游遭
遇的种种窘境却依然记忆犹新。学生放假带动家庭出行，致使部分
热点景区纷纷“爆棚”，酒店涨价入住难，飞机高铁一票难求，扎堆休
假让“休闲游”变“受累游”，假期“恶补式旅游”如何解？

暑期扎堆请年假 携娃出游变“受累”
——假期“恶补式旅游”为哪般？

任卫东 白丽萍 刘能静

9月1日，航拍下的
洞囗县 溪瑶族乡宝瑶
村村寨。2015 年帮扶
工作队进驻宝瑶村后，
从实际出发，引导村民
发展乡村旅游。这个在
2015 年前集体经济收
入为零的“深度贫困村”
如今发展到年集体经济
收入稳定在 20 万元以
上 ，村 民 人 均 年 收 入
8000 余元。该村先后
被评为湖南省脱贫攻坚
示范村，少数民族最美
特色村寨，全国最美休
闲村寨。

滕治中 摄

西北师范大学旅游学院院长把多勋分析认为，旅游业
要驶上“快车道”，首先要保证国民“有假可度”。集中放假
必然会导致游客扎堆出行、热点景区“压力山大”，若针对
中小学假期实现动态调整，不仅能一定程度为景区降温，
还能延长旅游资源的“适游期”。

事实上，2014年8月9日国务院发布的《关于促进旅游业
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就鼓励高校和中小学调休、增加春假。
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激发文化和旅游消费
潜力的意见》也提出，落实带薪休假制度，鼓励单位与职工结
合工作安排和个人需要分段灵活安排带薪年休假、错峰休假。

假期本来是工作和学习之余对身心健康的有效调节，
并不是一场“冲锋陷阵”的苦战。“让家长根据学生放假时
间来选择自己带薪休假的时间，这样既能为景区‘减负’，
也能使家庭游成为一种真正的享受。”高亚芳说。

“可以考虑从暑寒假中掐头去尾各拿5天，分别设立
春假和秋假。”兰州市第十四中学校长姚富荣说，“寒暑
假设立的初衷不是为了旅游出行，而是避开炎热和严寒
的天气，让学生有个放松调节的时间。如果设立春秋假，
对于中小学师生而言，并不会大幅度增减假日天数，还可
适当规避寒暑假这样并不十分适宜出游的时节，家长可
自行选择春假或秋假带孩子出游。”

动态调整假期，丰盈孩子体验

今年暑期，景区爆满的新闻
占据不少媒体头条。游人爆满，
梵净山景区连续9天门票售罄；丽
江玉龙雪山连续几天达到最大承
载量，景区为此发布公告采取限
流措施；在7月31日之前，八达岭
长城景区已接待游人超223万人
次，发布红色预警4次……

到敦煌旅游的四川游客孙
丽说：“长假只有春节和十一，其
他小长假都没法出远门旅游，春
节还要回家探亲也不适合外
出。”部分网友调侃道：这边厢，
景区里人山人海；那边厢，游乐
场排成长龙。要么启程时，酒店
机票高得离谱；抑或归程时，高
铁火车一票难求，旅行体验大打
折扣。

事实上，为了引导、控制客

流，不少景区已推出相应政策。
有的景区通过网站、广播、手机
短信和景区显示屏，告知游客拥
挤程度、景区的承载空间甚至采
取限流售票措施。然而暑期长
达一个多月，积蓄已久的旅游需
求正是集中释放期，这些措施能
起到的作用也十分有限。

文旅部门工作人员表示，景
区的承载量是有限的，暴增的游
客给景区管理带来极大挑战。
据甘肃敦煌鸣沙山景区工作人
员介绍，七八月学生放假期间，
景区一天最多接待超过4万人。

眼下，随着暑期结束，许多景
区的“红火期”逐渐降温，有的城市
和景区甚至在短短几天内，酒店
房价从暑期的上千元跌至两三百
元，住客也变得寥寥无几。

景区“人山人海”成暑期主风景

明知景区“人山人海”，为何依旧“偏向虎山行”？万千
拥挤和所有疲惫，都是因为孩子。记者在几个热点景区观
察后发现，携学生出游的家庭和高校学生，是寒暑假期出
行的主体。

孩子平时要上课，舍掉五一、十一可携子同游的公共
假期外，家长能够带着孩子“放风”的时间，就只剩下炎热
的暑假和寒冷的寒假了。

兰州文理学院教授高亚芳认为，旅游热潮基本与孩子
们的寒暑假重叠，只要孩子们有空闲旅游，家长们就会想
方设法把自己宝贵的年休假拿出来。

因此，请年假带娃出游成了不少家长在假期的必做之
事。扎堆请年假，批还是不批？让不少单位企业陷入“两头
难”的境地。一些单位和企业负责人表示，一方面，对于部分
特殊行业，暑期是最忙碌的时段，工作任务繁重；另一方面，职
工确实有休年假的现实需求，这种矛盾很难平衡。

费尽心思争取到年假，带孩子暑期出游却身心俱疲。“我
的孩子上一年级，体验了一把爆满的暑期档。”兰州市民王炎
无奈地说，“本来想去云南旅游，机票酒店价格高，高铁不是站
票就是没票，直接放弃了。我们选择去了西安，天气炎热，走
哪都是人挨人，这个暑期就是这样度过的。”

假期“恶补式旅游”皆因孩子

▲暑期北京大学门前游客扎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