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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

春 种 一 粒 粟 ，秋 收 万 颗
子。金秋，不仅是个美丽的季
节，更是个收获的季节。

有别于常见流行的赏叶等
秋游活动，在这个硕果累累的
季节，去观赏丰收的稻田、果园
和村庄晒秋，更能为游客带来
不一样的喜悦感受。

●南北赏秋收地理

秋天，常常让人想起“春华
秋实”。在这个丰收的季节，最
能代表收获的自然是果园里、
田野上压弯枝头的累累硕果。
成熟果实，彰显着生命的饱满
与成熟，虽然我们不是农夫，但
是面对大自然的恩赐，也是满
心喜悦。于是，大家就有了走
进硕果累累的田园的冲动。

在南方，最能体现累累果
实的壮观景象，当然是“地球最
美曲线”梯田上翻滚的金色稻
浪。无论是云南、贵州、广西，
还是湖南省内的梯田，都将在
金秋的10月里陆续开割。这是
梯田春耕灌水之外，又一不可
错过的壮阔美景，无论是专业
相机的“长枪短炮”，还是手机
摄像头，都在努力地记录这让
人激动的时刻。

而无论南北，在弥漫着甜
蜜芬芳的果园享受摘果乐趣，
一直是热爱自然的游客的心头
好。在北方，秋天里最具代表
性的水果就是梨和苹果，而酸
酸甜甜的山楂树也是别有特
色。因此每年山东、河南省等
著名水果产地的果园都会成为
秋游的热点。

在南方，柚子是秋天里深
受喜爱的水果之一，也是不少
地方中秋节必备之物。在广
东、福建等主产区，自然硕大的
柚子吸引游客目光。当然，太
行山区、婺源等地山村老房子
衬托下色彩艳丽的“晒秋”，也
是摄影爱好者眼中的至爱景
象，游客纷至沓来。

●赏秋收推荐地

湖南
紫鹊界的稻谷成熟了，一

阵灼热的微风拂过，到处扬起
一片片稻花的清香，不知不觉
之间，颗粒饱满的稻谷变得沉
甸甸的，黄澄澄，金晃晃一片。
紫鹊界梯田位于新化县西部山
区，是苗、瑶、侗、汉等多民族历
史先贤共同劳动的结晶。

正值秋收季节，郴州禾坪
梯田，满山遍野都是金黄色调，
仿佛上天打开了黄金宝库，将
黄金洒落人间，景色丝毫不输
给春天的油菜花海。

广东
梅州市梅县区是全国最大

的沙田柚生产基地之一，各乡
镇均有大面积种植，为“中国金
柚之乡”，每年柚子成熟期都能
吸引大量游客采摘。

贵州
每年秋分时节也是贵州的

秋收季，黔东南州从江县加榜
乡东北面的加榜梯田，居于梯
田间的山村、小寨与梯田环境
相辉映，给人“世外桃源”的感
觉，成为“秒杀”摄影师的梯田
摄影胜地。由于海拔高低不

同，同处于一座山坡的梯田，黄
色由浅变深，形态各异，共同组
成了一幅幅精美的金秋美景
图。“天眼”所在地平塘县，阡陌
纵横，沉甸甸的稻穗涌动起金
色的稻浪，牙舟镇翁片村千亩
梯田更是风景如画。在丹寨县
高要村，年年岁岁演绎着特有
的农耕文化与大地艺术，可领
略了千亩稻谷的绝美风光。

广西
位于广西桂林龙胜县东南

部和平乡境内的龙脊梯田，金
秋时节，漫山铺金，层层梯田似
级级金阶，梯田环绕的山峰又
似座座金塔，特别适合摄影。
目前已形成三大观景区：平安
壮族梯田观景区、金坑红瑶梯
田观景区、龙脊古壮寨梯田文
化观景区。

山东
烟台莱阳市被誉为“中国

梨乡”，在五龙河流域，梨乡风
情旅游区是摘梨、吃梨、赏梨的
好处。栖霞市享有“中国苹果
之都”之称，栖霞苹果成熟时，
当地还举行苹果艺术节，展演
民俗。烟台市区的烟台山公园
中保存了各国不同建筑风格的
历史建筑，百余年的开埠文化
尽在其中。

河南
河南新乡南太行旅游度假

区的万仙山是河南著名的山楂
生产地，山楂树更是漫山遍野，
有数万亩之多，核桃、柿子也比
比皆是。这里还有绝壁长廊而
为人所知的太行山郭亮村，完整
地保留着古朴自然的罗姐寨。

丰收在望，一起出游拥抱收获季！
黎存根

▲9月20日，在贵州省铜仁市松桃苗族
自治县盘石镇当造村，人们游村庆丰收。

伍卫东 摄

▲近日，贵州省从江县加榜梯田种植的
水稻迎来收获季节。 杨文斌 摄

由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香港商报承
办的粤港澳大湾区媒体高层文化名流旅游达人
湖湘文化探秘采风团9月16日至17日到我市采
风，并与当地文旅广体部门负责人进行多场座
谈会，就湖湘如何做好产业旅游扶贫、吸引粤港
澳大湾区客源、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后花园献计
献策。

9月16日，采风团一行走进新宁崀山，体验
了“瑶王宴”，感受了“丹霞之魂”和非遗文化的
神奇魅力。采风团一致认为崀山景区作为世界
自然遗产、国家5A级旅游景区，景区规模宏大，
文化底蕴深厚，神奇美丽的丹霞景观不计其数，
是一方看得见山，望得见水，拍得到星空，记得
住乡愁的风水宝地。大湾区本身就有很大的市
场，很大程度上也引领着世界华人旅游的方
向。希望双方加强交流，进一步了解市场的消
费需求和旅游习惯。同时建议在一些国际性社
交平台上推广崀山，不断提高崀山知名度。

据悉，粤港澳大湾区一直是崀山的重要客
源地。新宁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局长蒋新华介
绍，崀山接待的旅游人次中有三成来自广东，新
宁将加大力度吸引粤港澳游客。

9月17日，采风团来到被誉为“中国金银花
之乡”的隆回县，参观湖南盛世丰华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金银花益生菌车间。隆回现有金银花种
植面积21万亩左右，是全国最大的原生态种植
区，年产干花1.2万吨，年产值10亿元左右，全国
50%以上的金银花来自隆回。

高山云海、峡谷飞瀑、天池梯田、古寨幽径、
名人传奇，邵阳丰富的文化底蕴和旅游资源为
文旅融合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采风团在隆
回深刻感受到荒山变美景的神奇。

9月17日，隆回崇木凼古瑶寨古木参天，银
花遍地，采风团游览了崇木凼古树林。花瑶姑
娘小伙站在千年古树下，呜哇山歌嘹亮，穿越林
海，回荡山间。崇木凼古瑶寨是首批“中国传统
村落”、首批“湖南特色旅游名村”。隆回县委县
政府对崇木凼进行了保护修缮，结合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花瑶挑花、花瑶呜哇山歌及多项

省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打造了以具有浓厚的
花瑶民族特色的传统村寨。

在旺溪瀑布景区，采风团看到一条非常秀
美的旺溪大峡谷贯穿其中。这里原始次森林覆
盖率高达90.7％，整个景区峰峦重叠，山势雄厚
险峻壮观，2018年荣获“湖南人最喜爱的避暑胜
地”。旺溪大峡谷五叠级瀑布群，名闻遐迩，跻
身中国十大著名瀑布，乃名望所归。雪峰山高
山台地，素有“山有多高水就有多高”美誉。

白水洞梯田分布于虎形山瑶族乡白水洞
村、岩儿塘村、周朋村，约1500多亩，以山坳梯田
为主。山坳梯田与山脊梯田交相辉映，山体陡
峭，垂直高度达600多米。

“真是太壮观了！”采风团成员在游览时发
出阵阵惊叹。

近年来，雪峰山旅游景区开发，以山水资源为
依托，以贫困乡村为重点，以森林旅游为平台，积

极参与精准扶贫，使8个村村民近万人受益。
隆回县加强生态环保建设，注重文旅融

合，疫情之下取得意想不到的成功。据统计，
从 5 月 22 日确定此次乡村文化旅游节在隆回
举办以来共接待游客 52 万余人次，实现旅游
综合收入2.6亿元。“十一”长假即将到来，隆回
县内各景区纷纷出台“十一”期间各种优惠措
施，大花瑶-虎形山景区、魏源故居景区、向家牛
天岭景区、龙瑶幽谷景区、魏源温泉景区等 3A
以上景区一个不落，门票折扣都很大，魏源故居
免门票。在“十一”黄金周期间，隆回县文化旅
游广电体育局安排100名文旅志愿者，进入景区
为游客们服务。

粤港澳大湾区采风团邵阳探秘
邵阳日报记者 朱大建 通讯员 陈芳

新华社9月20日电 （记者 孙亮
全） 为统筹做好疫情防控、游客接待服
务和旅游秩序管理等各项工作，大同市
有关部门日前对云冈石窟、华严寺、恒山
景区等在国庆节假日期间的开放事宜进
行了公告。

公告称，云冈石窟、华严寺、恒山景
区在国庆节假日期间对全国游客不再
免首道门票，自 2020 年 10 月 9 日起恢
复周一到周五工作日期间对全国游客
免首道门票政策。

公告还称，根据疫情防控要求，景区
日接待量不超过景区最大承载量的
50%。其中云冈石窟日接待量为 15000
人次，华严寺日接待量为 7500 人次，恒
山景区日接待量为 17000 人次，超过上
限将停止接待。

云冈石窟、华严寺等景区

国庆假期“限流”

新华社9月20日电 （记者 袁慧
晶） 记者从江西省文化和旅游厅获悉，
江西省在国庆、中秋假期推出“游江西·
有好礼”主题活动，外省游客在“云游江
西”支付宝或微信小程序申领“友邻卡”
后，有望获得三重好礼。

国庆、中秋假期，申领“友邻卡”的外
省游客在参与活动的景区可凭“友邻卡”
二维码获得伴手礼一份，每个景区仅限
领取一次；活动结束后，还将获得景区统
一安排寄送的景德镇精美瓷器一份。此
外，通过朋友圈、抖音或其他互联网平台
发布江西旅游攻略，并将截图上传至“云
游江西”平台的“友邻卡”外省游客，还可
参与公开摇奖赢取景德镇陶瓷大师手工
定制高端瓷器一份。

此次参与活动的景区共 18 个，其
中包括九江市庐山风景名胜区、吉安市
井冈山风景旅游区、上饶市三清山风景
名胜区、鹰潭市龙虎山景区、景德镇市
古窑民俗博览区、瑞金市“共和国”摇篮
旅游区、南昌市滕王阁旅游区、宜春市
明月山旅游区、萍乡市武功山景区等
5A级景区。

江西推出“友邻卡”

18个景区赠好礼

▲9月17日，崇木凼景区游客中心车辆摆放有序，景区青峰绵延，风光秀美。
邵阳日报记者 朱大建 通讯员 陈芳 摄影报道

邵阳日报讯 （记者 朱杰） 9月
18日上午，首届“情满中秋话都梁”王城
文化学者论坛在武冈市举行。论坛旨在
通过学术交流，推动都梁文化的保护传
承和创新发展，同时通过挖掘、运用都梁
文化元素打造“都梁王城”，展现武冈文
化的魅力。

武冈早在新石器时期开始有人类聚
居，自汉代置县距今已 2200 年建城史，
广大人民群众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
中，孕育了绚丽多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如武冈丝弦、傩戏、阳戏、民间技艺以及
饶有特色的民间风俗、传说等。这些非
物质文化遗产在民间广为流传，具有深
厚的群众基础，与群众的生活息息相关，
直接表达着武冈地域文化的个性特征、
亲和力与凝聚力，是武冈人民智慧的结
晶。建设中的都梁文旅休闲特色小镇在
规划和建设中充分融入各种艺术元素，
以期努力打造文化IP，形成旅游特色小
镇的文化旅游业态，让游客充分融入到
特色小镇的浓郁文化气息中，找到民族
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情满中秋话都梁”

——武冈首届王城文化学者论坛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