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 旅游
审稿：朱长青 责编：邓娴 版式：邓娴 总检：尹一冰2019年12月4日 星期三

11月19日，湖南省旅游景区质量等级评
定委员会发布公告，永州市桐子坳景区、永州
市江永勾蓝瑶寨景区、怀化市溆浦穿岩山景区
3家景区达到国家4A级旅游景区标准要求，经
公示无异议，确定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

桐子坳景区位于永州双牌县，有“中国银
杏第一村”的美誉。景区一带共有银杏树
200余株，其中上百年的有90余株，每年秋末
冬初，叠翠流金，美轮美奂。

江永县兰溪瑶族乡勾蓝瑶寨是一个保存
完好的瑶族祖居地，山奇水异、民风醇厚。瑶
寨至今保留明、清的民居300多栋，“洗泥节”

“勾郎配”等民俗文化传承良好。
溆浦县穿岩山国家森林公园，以古村落、

梯田、山峰、峡谷等丰富的资源组合为特色，
集山水观光、休闲度假、户外运动、文化体验、
科普教育等为一体，由湖南雪峰山生态文化
旅游有限责任公司开发，现有穿岩山、蒲岩
冲、雁禾界、枫香坪、观音洞等多个景点。

省文化和旅游厅相关负责人表示，我省
此次授牌的3家国家4A级旅游景区都在乡
村，景区质量提质将助力乡村旅游产品品质
升级，对带动群众脱贫致富，加快当地发展有
重要意义。 （孟姣燕）

我省新增3家国家4A级景区

假期出游又多了好去处

近日，全国多地气温明显下降。笔者从
各大旅游机构了解到，寒冷的天气并未影响
人们的出游热情，不少冰雪游目的地的搜索
量逐步上涨，今冬的冰雪旅游季正式开启。

马蜂窝旅游网大数据显示，11月雪季开
始以来，“滑雪”关键词旅游热度上涨了
21.7%。马蜂窝旅游研究中心负责人冯饶介
绍，目前国内滑雪人群呈现爆发式增长，大量
游客对滑雪表现出强烈的关注意愿，其中大
多是初次尝试滑雪的新手。在目的地选择
上，冰雪资源丰富的东北地区是中国游客最
向往的滑雪目的地，关注度最高的5个目的
地中，有4个位于东北地区。此外，拥有众多
雪场且毗邻北京的崇礼也榜上有名。冯饶分
析，东北地区滑雪运动发展较早，山地众多，
有很多著名的滑雪场。同时，东北雪季较长，
冬季除了滑雪之外还有很多其他的冰雪项目
和冬季体验可以选择，因此，全国各地的游客
都会选择冬季前往东北，在滑雪之余体验北
国风光。

去哪儿网大数据则显示，11 月 15 日至
今，冰雪游目的地搜索量环比上周增长
86%。同时，随着冬奥会临近，冰雪运动受到
越来越多的关注。东北地区凭借丰富的冰雪
资源，成为国内热门冰雪游目的地。去哪儿
网数据显示，哈尔滨、沈阳、长春进入东北地
区冰雪游目的地 TOP3。已经拥有“冰雪
节”、“冰雪大世界”等旅游产品的哈尔滨，成
为热度最高的冰雪游城市。在东北三省中，
辽宁省游客流量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幅第一，
高达173%。

除了冰雪运动，温泉旅游也是冬季的热
点，“冰雪+温泉”一直是中国人的最爱，而每年
的11月份是国内温泉度假消费旺季的开始。

“不少都市白领会选择在周末前往周边享受一
次短暂的温泉休闲游，放松身心。”同程艺龙相
关负责人表示，国内温泉旅游的出行方式以1
至2日的短途游为主，北京、广州、上海等则是
温泉度假消费需求最旺盛的城市。

哪些人最喜爱冰雪游？去哪儿网数据显
示，前往东北看雪的游客出发地前十分别是，
上海、北京、深圳、青岛、杭州、南京、广州、西
安、烟台和三亚。其中西安游客流量与去年
同期相比，增长达到255%；紧随其后的是深
圳 、杭 州 、广 州 ，同 比 去 年 增 幅 均 超 过
150%。 （田 虎）

“冰雪+温泉”逐渐走热

邵阳自古以来人文鼎盛，如今不只保留着
古朴徽派等民居村落，更有苗、侗、瑶族别样风
情村落。

今天小编就带你一起去看看邵阳最美的
9处古村落。

西村坊村

西村坊村坐落在新宁一渡水镇，距新宁县
城约70公里。西村坊村古民居依山傍水，坊前
面绕流着小溪，溪名为龙溪。清澈的水缓缓流过
村头人家的门口，人们就在水边洗衣、淘米。

西村坊古民居是典型的清代早期砖、木结
构建筑，其木材、土石均来自当地，砖料、石灰、
青瓦等都是就地烧制。

据湖南三溪《李氏族谱》记载，西村坊古民
居是由李氏第十六代祖先，清代朝议大夫李景
昌主持修建的供族人居住的场所，乾隆二十五
年竣工，距今已有将近300年的历史。

溪的这边，是新村，溪的那边，是古宅。要
去到古民居，需穿过巷子上桥过河。巷子中间
光滑油亮的石子路带着岁月的痕迹，提醒着人
们，这里也曾人来人往，热闹非凡。

走在青石板上，仿佛置身于时光隧道，与一
段凝固的历史展开了对话，耳边回响着前人的跫
跫足音，在历经近300年的风云变幻后，古老的
建筑被岁月洗尽铅华，古人的智慧透过悠久的岁
月，在这些保存完好的古建筑上熠熠生辉。

看看天井里的石臼，摸摸硕大的台柱，坐
坐门前的石墩，时光在这里变得悠闲而缓慢，
一颗浮躁的心也变得平静起来。

屋檐下精致的雕花、扇形凹墙里的毛笔
字、泥塑窗上的大福字、地面上的铜钱漏都在
经受时光的打磨，石板路的街巷里、屋顶窗台
的瓦檐上、大门口的石墩前、环抱石阶的小溪
边，西村坊到处都散发着它的魅力。

上堡村

上堡古村位于绥宁县黄桑坪苗族乡，是
一个以苗族为主，侗、黎、瑶、汉杂居的多民
族部落。

上堡古村四周青山环抱，三面溪水绕流，
山川形胜，钟灵毓秀。这里是苗族历史上第一
次建立自己政权的首都遗址，也是他们的政治
活动中心，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明朝正
统元年至天顺年间，湘、黔、桂交界的苗民以上
堡为中心发动了大规模的武装起义，并最终建
立苗族王国。

从这深山老宅、幽深溪水之中，能轻易找
到当年苗民起义的痕迹。每家每户，都有由片
状石头垒起的高墙，俨然坚固，以备防御之
用。庭院街道之间，旗杆石随处可见，拴马树
比比皆是，无数的痕迹时刻提醒过客，这里曾
经有着一支英勇威猛的苗族队伍。

老寨门，古树，石板路，就构成了这座古村的
面貌，时而从侗家屋内传出动听的侗歌和欢笑。

崇木凼村

隆回县虎形山-花瑶景区的传统村落
——崇木凼村位于隆回县虎形山，是我国最大
的花瑶聚居地。崇木凼村于2012年入围首批
中国传统村落，2014年7月被列为湖南省集中
成片传统村落整体保护与利用名单。

崇木凼村，又称为“中国花瑶第一村”。崇
木凼，顾名思义，就是崇拜树木。崇木凼村古
树林面积3.8公顷，有百年古树325株，其中树
龄在300年以上的28株，最古老的树距今已达
1000多年，其“古”不言而喻。

崇木凼村有建筑150余栋，传统建筑的比例
高达83.93%，多为单层或双层花瑶传统木构建

筑，顺应自然，因地制宜，以适应山地茂林潮湿温
热的气候。村寨内有成片的千年古树林和上百
座瑶族民居木楼群，其中最古老的一座是沈姓迁
居此处第二代先祖的住房，为四扇三间，每扇只
三柱落地，面积约100平方米，历经200余年风
雨，仍保存完好，现为其后辈子孙居住。

崇木凼村传统民居多为穿斗式木构建筑
的形式，风格自然纯朴且结构完整。花瑶的传
统木构建筑类似湘西吊脚楼，一般建两层，楼
梯在外可见。二层常作架空层，以储物为主，
有需求时可将木板壁围合成墙壁而作房间。

崇木凼村保留着自然生态的完整格局，而
瑶族村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恬淡的田园生
活，也是一部延续至今的行动的历史。天气晴
朗的时候，在通往古树林的路上，很可能会偶
遇几位花瑶的老妇人，她们席地而坐，以手中
雪白的线为画笔，以墨色的布为底，一针一线
绣出她们心中的图景。

宝瑶村

洞口宝瑶村，湘黔古道生财之“道”。在这
个位于雪峰山腹地的瑶族村寨，至今保留着煮
熬茶迎贵客的独特习俗。

历史上，湘黔古道使得宝瑶古驿站一度繁
华，落脚的客商喝熬茶解乏的习俗，流传千年，
现已融入当地村民生活的日常。2016年， 溪
熬茶被列入湖南省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

易家村

资水河畔，郁郁青山之间，邵阳县黄亭市镇
易家村古村落掩映其间，静静地守护着一代又一
代文化的传承，镌刻着一波又一波游子的乡愁。
在那里，岁月放慢了脚步，春秋封印了历史。

该村现保留着2600余平方米70余座明朝
嘉靖年间的古民居群，40 多座古民居仍居住
着原住民，距今有近500年历史了。

在村间行走，古色古香的易氏宗祠、青瓦
民居在不经意间映入眼帘，废弃的泥墙上光影
斑驳，藤蔓植物爬满了屋顶和窗沿，还有古老
的石砖缝里密密麻麻的青苔，以及旧木门旁边
零星的野花……这些建筑，是古村落历史的见
证，也是它文化传承之所在，更是游子乡愁的
寄托。

百年古村，虽已淡去了昔日的繁华，漫步
于古村小巷那铺满乡愁的青石板路上，与一扇
扇斑驳的木门、坑洼的土墙擦肩而过，满世界
的嘈杂便顿时归于宁静。

桃林村

在城步苗族自治县丹口镇，也有这样的一
个“世外桃源”，沿着桃林河岸夹道居住着千年
前从江西迁徙来此定居的苗族人，村落唤名

“桃林村”，是一个典型的苗族古村落。
桃林村坐落在城步南山脚下，地处两江峡

谷国家森林公园中心地带，村中的“奇山寨”分
布着猪蹄峰、奇山大王峰、金鸡独立峰等40余
处景观。桃林村人对这些天赐的“宝藏”格外珍
惜，要求世代保护。上了年纪的古树，在村里更
是可以“称王称霸”，一棵要三人合抱才能围起
的铁杉树被尊称为“铁杉王”而名满天下。村民
享受着得天独厚的自然风光，仿佛生活在与世
无争的世外桃源。村民们写诗、种田，过着“采
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诗意生活。

桃林村因桃林得名，也因桃林而名满天
下。全村各处遍布着5000余棵桃树，每年二、
三月份桃花争相开放，油菜花与桃花交相辉
映，争奇斗艳，好不壮观，吸引着来自各地的游
客。村民潘必伟讲述，一到桃花盛开的季节，
来自各地的小车就陆陆续续开进了村，村里的

路边都停满了，一直停到了村外几里路去。
除了优美的自然风光，作为苗寨自然少不

了苗族风光。桃林村文化底蕴浓厚，苗族文化
传承和保存较为完整。目前村中保存着吊脚
楼、风雨桥、戏台、凉亭、钟楼、牌坊、九层识字
炉宝塔等建筑，传承着跳傩戏、舞草龙、唱山
歌、饮油茶、打糍粑、挤油尖、打泥脚等苗族文
化传统习俗。

大寨村

大寨村在城步苗族自治县长安营乡，全村
六百八十人，耕地四千亩，有侗、苗、瑶、回、汉
等八个民族，侗族为主，占百分之六十五。

村中有三十九棵古杉树，树龄最大的一千
六百岁，也是中国目前发现最大的杉树，高三
十公尺，树内有洞，可容八人站立，堪称“杉
王”。现大寨村获湖南省“十大旅游名胜村”等
荣誉称号，每到旅游旺季，游人如织。

浪石村

武冈浪石村，中国古楹联第一村。楹联文
化遍及神州各地，但保留如此集中、完好的石
刻古楹联，未曾见过。

此处现存明末清初时期始建的建筑 88
座，总面积逾万余平方米，保存完整的55座。
浪石古民居群具有典型的湘中地域特色，排列
整齐，样式古朴，布局精巧是它的主要风格。

这里的防火墙别具一格，有“品”字头，
“山”字头两种形式，翘角细而尖锐，墙头以丰
富多彩的彩塑装饰。每一栋的地基均以条石
铺垫，左右槽门也都以条石拼镶，上设楣跺门
当，下设石槛石墩。

这里现有保留的石刻楹联41副。这些楹
联的书法字体多样，甚至一副联中就有行、草、
楷体三种字体。这些楹联笔力遒劲、或清秀飘
逸灵动，或粗犷恣意飞扬。据考证，有些书法
出自清代著名书法家何绍基之手。这些楹联
或写景言志，或抒归隐养生之道，多为工对，故
平仄讲究，不仅寄予先贤们高雅志趣和博大胸
怀，也寄托着人们对田园耕读，恬静舒适生活
的追求和向往，蕴含着深厚的儒家文化思想，
具有深远教化意义。

大园村

大园村位于绥宁县关峡乡，始建于清代乾
隆年间。大园古苗寨是湘西南苗族建筑中的
一颗璀璨明珠，整个寨子倚山而建，伴水而
筑。山是青龙山，古松挺拔，生生不息；水是玉
带水，波光潋滟，亘古长流。 （宗 合）

都想走一遍，散落在邵阳的古村落

崇木凼村崇木凼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