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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待上林花似锦，出门俱是看花
人。人间四月天，正是出门踏青赏花
的时节，乡村游也迎来了一年中的第
一个旺季。踏青游、近郊游、乡村游等
需求加速释放，中国旅游研究院调查
显示，57％的游客参与踏青郊游，
32.5％的游客体验游园赏花。

赏花经济正如火如荼，但花只开
一季，如何让乡村游一年四季都保有
持续吸引力？如何在遍地都是“桃花
节”的热潮中，花开“别样红”？从近年
来各地的实践来看，注入新鲜、独特、
丰富的文化内容势在必行。

体育赛事
打破乡村旅游季节性

2021奉化海峡两岸桃花马拉松在
浙江省宁波市奉化区开跑，吸引了
8000多名跑步爱好者参加。

在落英缤纷的乡间奔跑，这个被
誉为“全球最浪漫的赛事”今年已经是
第五届。赛事以“桃花”为主题，赛道
沿途经过溪口古镇、林头村“天下第一
桃园”、曰岭以及滕头村等生态美丽乡
村，对于跑者，这不仅是一场体育比
赛，更是一次独特的乡村游。

乡村与体育天然亲近，尤其是在
全民健身和户外运动热的背景下，将
体育运动与乡村游结合，不仅丰富了
乡村游的内涵，更培育出了乡村游的
新业态。

体育能量注入为现下的乡村游增
添了新鲜、时尚、动感的元素，从推动
全国性的大型赛事下沉到村，建立专
业化的乡村体育训练基地，到承接业
余户外拓展训练需求等，体育经济将
为乡村常年带来持续性人流，从而打
破乡村游的季节性难题。

研学基地
耕读教育的最佳场地

当重庆城口蓼子乡梨坪村漫山遍
野的油菜花竞相绽放时，来自四川美
术学院的百余名学生在花田边支起了
画板，将这满目的金黄与翠绿描绘于
画纸上……

如梨坪村的油菜花一样，四川金
堂县栖贤乡的梨花沟、安徽省池州市
的杏花村等村也都在“以花为媒”、以
乡村之美，吸引院校、社会组织、企业、
艺术家等“下乡”与村庄共建各种主题
的研学基地，盘活旅游资源，促进农文
旅融合，加速形成旅游产业链。

而且，乡村研学基地还能成为大
中小学校开展农耕教育的最佳场
地。“开展耕读教育”已经被写入今年
的中央一号文件，农耕是丰衣足食的
前提，而衣食足又是一切人类文明的
前提，让更广大的人群去乡村接受耕
读教育，体会、学习、运用、发挥传统
农耕文化中包含的农业智慧和精神
价值，将对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农业

农村现代化产生重要的作用。在国
家推动“开展耕读教育”的政策引领
下，乡村研学基地游也将迎来发展机
遇期。

民俗民艺
越乡村越魅力

如果说体育和文艺是引入的城
市文化资源，那么民俗民艺则是乡
村的本土文化资源。乡村是以非物
质文化遗产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
的基因库，尤其是在传统文化形态
保存比较完整的古村落，民俗民艺
资源富集，也是乡村游发展得最好
的一批村落。

重庆着力将乡村农耕、农事、农活
技艺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民族民俗等
转化为乡村旅游体验活动，依托文化
遗产和巴渝文化、三峡文化、大巴山文
化、武陵山苗家土家文化、盐丹文化等
特色乡土民俗文化，全方位展现乡村
诗歌、神话、故事、传说、谣谚、山歌、舞
蹈、戏曲等民间文化艺术。

文化是旅游之魂，乡村文化也是
乡村游之魂，但这个文化不是静止不
变的，新时代的乡村文化正在形成中，
这里面既有对优秀传统农耕文化的传
承，也有当今时代鲜活新元素的融
入。乡村游的发展前景是广阔的，因
为它不仅能够安放住城市人的乡愁
情，更能托起乡村人的振兴梦。

在由潘玮柏所演唱的歌曲《壁
虎漫步》中，“壁虎”们虽然慢吞
吞、懒洋洋地往上爬着，但目的却
是追寻自在而喜悦的生活。在山
城，一条蜿蜒在山中的小巷里，就
爬满了这样的“壁虎”。高楼林立、
车水马龙、灯火通明的重庆城时尚
而繁华。但在林立的高楼之中，却
隐藏了一条以这座城市别称命名
的巷道——山城巷。

依山而建、面临长江的山城
巷呈石梯状分布，远远望去，犹如
一座蜿蜒在山间的街市。同时，
经过不断的升级打造，古老的街
市已经呈现出时尚的现代新风
貌，吸引了无数热爱生活的“壁
虎”到此攀爬打卡。在文学家郭
沫若的笔下，原名“天灯巷”的山
城巷中闪烁的街灯，仿佛天上的
星星一般明亮。 （本报综合）

今年的4月22日是第52个世界
地球日，其主题为“珍爱地球 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2021年世界地球日主
题宣传活动周时间为4月19日至4月
25日。

近日，为迎接世界地球日的到来，
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主办、重庆
市地勘局川东南地质大队承办了此次

“穿越重庆山脊——走进华蓥山”科普
活动，组织重庆市地质专家、村镇工作
人员和地质学爱好者共同观察华蓥山
的地质遗迹，感悟地质运动的神奇，欣
赏宝鼎好风景。

“大家是不是觉得奇怪？明明在
山上，为什么会出现波痕构造的岩
石？”川东南地质大队高级工程师任廷
聪为大家进行了科普解说，“这就要从
重庆还是一片海的时候说起了……”

“早在2.52亿—2.47亿年前的早
三叠世，四川盆地主要为浅海环境，沉
积了巨厚的碳酸盐岩层。大约在 2.3
亿年前，受到地质构造运动印支运动
的影响，重庆地区的地壳被抬升，海洋
逐渐退去成为陆地。而后在距今约
0.95亿年前的燕山运动中，这些岩层
受到水平挤压力的作用，形成褶皱构
造，使水平岩层发生倾斜。大家现在
观察到的波痕构造就是流水运动形成
的。”任廷聪介绍道。

3 号考察点位于宝鼎光明寺北
200米的公路旁，这里是重庆唯一的
火山岩观察点。

“这里有化石！”眼尖的地质学爱
好者兴奋地喊道。“这里不仅有化石，
关键还是火山岩里面的化石。”地质学
专家点出了问题的重点。

原来，在中二叠世（二叠世：开始
于约3亿年前，结束于约2.5亿年前），
沿华蓥山断裂至少溢流了两期玄武
岩，此时华蓥山地区为沼泽，熔融岩浆
在水体中快速冷凝，局部岩浆包裹腕
足等动物形成化石。

参加活动的地质学爱好者表示，这
次科普活动让他们体验到了专业的地

质观察视角，还在交流中增长了知识。
据重庆市川东南地学旅游研究

院副院长唐用洋介绍，此次世界地球
日主题活动的考察区域位于重庆市
渝北区与四川省华蓥市交界区域，跨
越川渝两省市，由5个观察点组成。
考察区域内自然风景优美，人文文
化、乡土风情浓厚，具备发展旅游、科
普产业的良好前景。此次活动致力
于推广地质学知识，引导市民朋友们
和社会大众发现身边地质资源，激发
社会公众的兴趣。

乡村游如何实现“花”开四季
■ 周涵维

“穿越重庆山脊——走进华蓥山”科普活动举行

这里竟然有重庆唯一的火山岩观察点
本报记者 李彦霏

山城巷

灰岩中的腕足化石。 本报记者 李彦霏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