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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时候，人的情感会受事件影
响，比如对一座城市的念想，风平浪静
时觉得稀松平常，但当经历过惊天动地
的生死考验后，一下子感到了它的深刻
和厚重，往昔熟悉的景物人事突然间变
得陌生——一种历经沧海浴火重生后重
新打量的陌生。

对武汉，我当下的情感便是如此。
我曾去过武汉多次，对那些有名景

点也大致熟悉。但2020年一场突如其
来的新冠疫情，让全世界的眼光都聚焦
在了武汉。那是一段痛彻心扉、至死难
忘的日子，武汉作为战“疫”最前线让
全中国人民牵肠挂肚、念兹在兹。

转眼一年多过去了，在疫情得到有
效控制、人民生活回归正常后，我又燃
起对武汉的向往，想去看看重生后的武
汉那些生动丰富的人间烟火。

就此出发。
高铁经过5个小时车程到达汉口火

车站后，我第一个举动就是去站前广场
拍了张照片，回想起封城时车站那萧条
的画面，内心油然而生再见武汉的感动。

我们预定的纽宾凯酒店位于武昌老
城，地段绝佳，酒店过街就是中华路一
号码头，而户部巷、武汉革命历史博物
馆、黄鹤楼等也近在咫尺。

先去户部巷。这是一条以小吃闻名
的特色街，建筑朴素陈旧，却是街坊里
弄的百姓本色。说是户部巷，实际上是
一横两纵的片区，进入其间，扑鼻的烟
熏火烤、油炸水煮，一派活色生香场

景。一些排队的门店自然是人气网红，
我们也凑热闹地买上一份三鲜豆皮，当
街而食，乐味其中。

待到傍晚时分，肚子和思想又百转
千回地念叨起一个熟悉的名字：武昌
鱼！武昌鱼！武昌鱼！

一条普通的畅游在长江水域的鳊
鱼，撂在平时还不一定爱吃，但到了武
汉却成了必点菜肴。我想奇迹主要归因
于那首千古传诵的诗句：才饮长沙水，
又食武昌鱼……

武汉的烟火是从早上开始的。武汉
人将吃早餐俗称为“过早”，而“过
早”的主要内容少不了热干面。热干面
之于武汉人好比鱼水情深。在去年那个
生死时刻，有多少武汉人在与死神抗争
时面对一碗热干面泪流满面。

当地人“过早”首选粮道街139号
的赵师傅热干面。第二天早上，我们冒
着小雨寻找到这家破陋的沿街店铺，排
队吃上了一碗热干面外加一份油饼包烧
卖。实诚地讲，这热干面油咸的味道不
是吾等江南人所爱，但武汉人的烟火就
这样特立独到，拥挤的小店和延伸的长
队见证了生龙活虎的武汉人生活。

见证生活的还有司门口川流不息的
车辆和铁轨上隆隆驶过的列车。我无法
想象一个上千万人口的特大城市，当摁
下暂停键的那一刻会是怎样的景象，现
在身临其境，不由深深佩服决策者的果
敢和担当。

武汉是依江而建的城市，市域因长

江汉江而分为武昌、汉口和汉阳三大区
域。轮渡是武汉人的出行常态。到了武
汉，必须去坐一回轮渡。

我们是从中华路1号码头坐船去汉
口的，票价1.5元，可以刷公交卡。在甲
板上，我摁下了背靠长江大桥、人们稀
疏而坐的照片，以此纪念疫后的武汉。

到了汉口，我们先后去了汉口江
滩、黎黄陂路、汉江路步行街等地方。
曾经的万人空巷已经无法追忆，面对热
气腾腾的生活涌动，只想感叹活着真
好。人们又可以漫步江阔浪急的江滩，
徜徉文艺清新的黎黄陂路、流连琳琅满
目的汉江路步行街，气定神闲地喝一杯
咖啡、点一份美食，把生活过出诗意。
很多事物，当我们拥有它时不觉珍贵，
但失去后便觉弥足稀缺。所以要好好珍
惜当下，过好生活的每一天。

离开汉口，接着去汉阳的晴川阁。
因为崔颢的一首“晴川历历汉阳树，芳
草萋萋鹦鹉洲”诗，晴川阁名声大振。
同样免费进入，这让人感到武汉的大气
和开放。登阁眺望浩浩长江，武汉的地
位就显赫起来了。

这一趟武汉之行，无论是晴川阁、
黄鹤楼还是湖北博物馆、东湖景区，以
及革命历史古迹等，都见到了络绎不绝
的游人，这让人高兴。

在武汉的四天三夜，我处处感受到
了疫情过后武汉正在恢复的生机。无论
是江滩码头还是街边公园，武汉人或吹
拉弹唱，或踢毽起舞，把曾经的伤痛隐
忍起来，还一个蓬勃的武汉展示给关心
它的人，这是武汉人的血性和刚强。

夜幕降临，我坐在开阔的江堤，望
着奔腾的长江和对岸华丽的霓虹灯，我
静默以对却心潮起伏。我在心中默默祈
祷：你好，武汉！

（作者系杭州市政协干部）

重游武汉 英雄依然
王翔

本报讯（记者 刘圆圆）
日前，记者从文化和旅游部
获悉，2022“东亚文化之
都”终审活动在北京举行。

评 审 活 动 上 ， 2022 年
“东亚文化之都”5个候选城
市太原、温州、济南、淄
博、烟台市代表围绕“东亚
文化之都”城市创建工作成
效及城市文化体系建设、城
市发展规划等方面进行了精
彩陈述与答辩，来自城市品
牌建设与城市规划、对外文
化交流、公共文化服务、非
遗传承与保护、文物保护利
用、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等
领域的15位评审委员进行了
评审。此次评审活动是文化
和旅游部2019年启动的2020
年至 2022 年“东亚文化之
都”申报与评选周期中的最
后一轮评审活动。

“东亚文化之都”是实现
中日韩文化部长会议成果、
服务国内文化和旅游建设，
加强对外文化旅游工作的重
要抓手，也是配合国家“一
带一路”倡议的具体举措。
该项工作自 2012 年启动以
来，中国已有 9 座城市获此
荣誉。

2022年“东亚文化之都”

终审活动在京举行

延安是一座去了就会收获满满
的城市。作为爱国主义、革命传
统、延安精神三大教育基地，这里
生动鲜明的红色符号，能非同寻常
地打动和鼓舞着人心。

我曾经多次去延安，最早一次
是在2000年。记得当时，我创立
的企业正面临制度藩篱、技术壁
垒、发展瓶颈，有很多的实际困难
和挑战。辗转中，我决定带着集团
的优秀党员、干部到革命圣地延安
参观学习。我相信，这样的行程一
定会带来新的启发。

那几天，实地探访、现场学
习，我们沉下心来追忆历史，感受
老区的风土人情。在延安革命纪念
馆，一场党中央在延安13年的革
命历程汇总展中，老一辈无产阶级
革命家的初心和使命令人深受触
动。我认识到，这种初心和使命感
犹如火炬，为我们国家发展提供了
源源不断的内在动力和精神支撑。
而这种感受，又让我们茅塞顿开，
获得更大的信心，以更开阔的视野
投入到国家的建设中去。

这次学习归来，每个人都获得
精神上的成长。我们团结一致，一
鼓作气攻克难关，为企业长足发展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是这次考
察，我深刻地领会到，传承和弘扬
延安精神，就要把延安精神存之于
心，践之于形。

此后再去延安，接受红色精神
洗礼的同时，也为国家的快速发展
为延安带来的变化而欣喜：天更蓝
了，水更清了，路更宽了，城更美
了……如今，行走在延安城区，一
座座地标性建筑拔地而起，一批批
公园、绿地、广场相继建成，革命
圣地延安的城市面貌正发生着日新
月异的改变。

在国家的大力扶持下，延安旅
游产业取得了巨大成绩，满足了数
千万游客的精神文化需求，富裕了
当地百姓的生活。

我们看到，今日的延安红色旅
游环境持续优化，景区基础设施日
益完善，红色旅游产业融合发展，
宣传营销手段不断增强。红色历史
舞台剧《延安保育院》、实景演出
《延安保卫战》、舞台情景剧 《延
安·延安》等一批红色文化旅游演
艺剧目多姿多彩，大型灯光山水秀

《延安颂》，更是吸引了很多年轻人的
青睐。同时，延安创造性地利用红色
旅游景区建设带动周围的乡村旅游发
展，推出了宝塔花园屯民俗文化村、
延安国家森林公园等生态农业，为传
承延安红色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

最近一次，我去延安观看了历史
舞台剧 《延安保育院》，深受感动。
舞台剧讲述了战争中的革命后代和
烈士遗孤被送到保育院，在院长妈
妈和保育员精心照顾下，孩子们的
心结渐渐被打开的故事。全剧让人
身临其境地感受到了战火纷飞的战
争年代中延安人民的大爱，感受到
无私的教师之心，无畏的战士之
心，无瑕的赤子之心，每一颗心的
拳拳爱意感人至深。

当然，我对延安有特殊的感情，
还跟我的归侨身份有关。因为延安不
仅是中国革命圣地，还是中国侨联的
发祥地。抗战时期在延安成立的华侨
组织为新中国成立后侨联的建立和发
展奠定了基础，积累了经验。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
日民主统一战线，吸引着无数海外华
侨不远万里奔赴延安，为抵御外敌、
保卫国家贡献出自己的青春和热血。
侨界前辈在延安留下的英雄事迹在今
天依然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激励和
鼓舞着当代侨胞热爱祖（籍）国，不
忘民族气节。我也希望，更多的红色
革命圣地能够成为海外侨胞寻根追
梦，了解国内发展的重要窗口。

也希望延安抓住建党百年的历
史机遇，积极探索“文化+旅游”
的产业模式，在高质量发展方面下
足功夫，提升红色旅游的“软实
力”。比如，进一步提高公共服务信
息化程度，搭建智慧旅游平台，整
合休闲农业、林业、文化体育、商
业、康养、教育培训等相关产业融
合发展，积极开发夜间、冰雪等文
化和旅游产品等。也不妨借用当前
热度较高的宣传手段，借助线上线
下活动和知名大V等名人效应互动
营销，整合延安核心旅游资源，塑
造城市品牌形象，全面提升延安红
色旅游影响力和美誉度。

延安是一座去了就收获满满的城
市。无论去过几次，总让人期待下一
次，接受洗礼、领略新貌。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侨
联副主席）

延安：一座去了就收获满满的城市
朱奕龙

初夏的闽西大地，千峰竞秀，万木葱茏。驱车行进在连绵起伏的武夷山脉之中，一路皆能仰视高
山，深感巍峨苍茫。

在闽粤赣三省交界处，有一块面积19000多平方公里的红色土地——福建龙岩。这里是全国著名革
命老区、原中央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红军长征的重要出发地，是全国赢得“红旗不倒”光荣赞誉仅
有的两地之一，峥嵘岁月为这里注入了奔涌的红色激情。

最美的课堂在路上，行走的梦
想在脚下！学习不仅仅在校园内，更
需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去广泛接
触社会，去融入更加广阔的集体。

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的达人村
就是这么一个亲近自然，从而达到
学有所思，学有所获，旅有所感，
行有所成的中小学生劳动教育实践
基地。

在这个“村子”里，孩子们换
上布衣布鞋，化身成勤劳的小农夫。
池塘边，可以拿起网兜和小蝌蚪玩闹
嬉戏。采摘区里，孩子们种下一棵棵
蔬菜，期待着它们快快长大。

“在达人村的植物大棚里，我
第一次见到了紫色的番茄，第一次
知道有一种茄子叫‘白茄’，还认
识了无花果、生菜。在观看春耕秀
的表演中，我还知道了牛是如何在
田里通过犁耕种的，这些我以前只
在书上读到过，今天亲眼所见，新
奇又兴奋。”宁波市惠贞书院小学
部201班的蔡承晏沉浸在大自然中
开心极了。

这个村子，不仅能让孩子们
体验一把小农夫的生活，还能让
孩子们化身一个个身姿挺拔的小
军人。“向前看，齐步走。”一个
口令一个动作，孩子们听指挥，
做行动，步调统一，展现了祖国
花朵的风采。让孩子们最激动的
是可以上手摸“枪”，瞬间感觉个
个都是小小神枪手。

“研学既能把课本的知识进行
实践，又能把课外的所见所闻带回
课堂。在和同学互帮互助分享成长
乐趣的同时，又深刻体会到独立解
决问题的必要性。”在带队老师看
来，这样亲近自然，带有主题的研
学活动对孩子很有意义，孩子的每

一段经历，每一次出发，都是一分收
获、一种成长。

“小农夫和小军人项目是我们针
对低年级学生设置的研学项目；针对
高年级学生，我们设置了田园小达人
项目。”达人村景区总经理王世杰告
诉记者，如今，达人村研学游越来越
受到家长、孩子的欢迎，仅4月就有
4万多名学生参加了研学。

近年来，研学之旅正在成为农旅
融合的新尝试，作为首批国家农村产
业融合示范园、江北区农旅融合项目
之一，达人村还融入了不少“智慧”
元素。10多米长的绿植墙上栽种着
300多棵水果番茄，无土栽培的生菜
长势喜人……走进农业科技馆，可以
看到光照强度、土壤温度在LED显
示屏上实时显示，整个科技馆是一间
占地约 5亩的种植大棚，馆内共有
200余个品种的作物。

最显眼的，还是科技馆正中央养
锦鲤的水池，馆内农作物的灌溉用水
都来源于此。“农业科技馆内采取了
智能化管控、灌溉等方式，大大节约
了劳动成本，提高了农产品的产量和
品质。”科技馆负责人李红勇介绍
说。在科技馆内，学生们通过近距离
的观察，对管道水培技术、蔬菜管道
栽种知识有了了解，感受到了大自然
的奇妙。

“景区内原本就有一处革命旧地，
我们今年新推出了‘山野红色小战
士’成长记。”景区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通过队列训练、山野小长征千米
拉练、同舟共济等项目，让孩子们做
一天红色小战士，带小朋友走进山
野，体验最真实的大自然军旅生活。”

不远处的绿野达人谷，学生们
的研学之旅也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
中……

走，一起研学去
本报记者 鲍蔓华 通讯员 王溪

“因红而兴”旅游路

“五一”假期清晨，记者赶早排
队后走进古田会议纪念馆，耳畔是军
歌嘹亮，入眼是旌旗猎猎，后头进馆
的排队长龙已绵延百米，许多讲解员
在纪念馆外就开始对这处全国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进行介绍，还有不少参观
者干脆在“古田会议永放光芒”8个
红色的大字下先行拍照留念。

“今年春节过后，纪念馆迎来客
流高峰，仅前 4个月接待游客超过
64 万人次，同比增长 154%。‘五
一’假期的客流量较往年也有了大幅
增加，仅5月1日当天游客人次就已
过万。”古田会议纪念馆馆长曾汉辉
告诉记者，“近年来纪念馆新增游客
互动多媒体设备，增强了展览的参与
性，目前共接待国内外观众4000多
万人次。其中，每年接待研学学员已
超过10万人次。”

记者此次探访，正值“五一”假
期，又适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之际，慕名前来古田旅游区缅怀革命

先辈业绩、接受红色革命教育的游客
络绎不绝。他们或穿上粗布红军服，
重温入党誓词，重上一节党课；或穿
草鞋、吃“红军饭”，体验一回红军
长征的艰辛，在浓厚的教育氛围中，
达到“游中学、学中游”，寓教于
游。在这里，有毛泽东、周恩来、
刘少奇、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
命家从事伟大革命实践的深深印
记：新型人民军队定型地之古田会
议会址、联系群众的光辉典范之溪
乡调查旧址、“农村包围城市 武装
夺取政权”中国革命道路理论形成
的标志之协成店……

近年来，龙岩以红色文化为核心
内容，融合闽西客家、生态特色文
化，大力发展红色旅游，突出“红
色+客家人文”“红色+研学”“红
色+绿色”“红色+乡村”等“红
色+”品牌，不断开发和完善“百里
红色旅游文化长廊”、红色闽西游等
红色旅游精品路线，形成红色旅游

“生态搭台、红色唱戏”的发展模
式，促进了老区经济社会发展。借
助“红色”旅游资源，福建龙岩走
出 了 一 条 因 “ 红 ” 而 厚 重 ， 因

“红”而兴盛，因“红”而丰富的综
合性旅游路线。

在距古田会议旧址仅2公里的五
龙村，当地村民更是凭借红色旅游的

“东风”，由党员带头、八户为一组，
干起“农家乐”生意。收入增多了，
日子也更有盼头了。整个“五一”假

期，忙得分不开身的邹
德芳却喜笑颜开。

而在“红军长征第
一村”——长汀县南山

镇中复村，烈士后代、长汀红色义工
“岩”讲家宣讲团成员钟鸣正向研学团
队讲述家乡的“红军故事”。

“我们把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
神与红色历史、红色故事相结合，通
过接地气的学习宣讲让全会精神更加
入脑入心。”他说，“从研学到党建团
队，每年前来听讲的游客有近10万
人次，最多时一天讲解30多场。”

新兴产业新增长

夕阳西下，踏上石碣路，来到红
军街，彼时红军时期的贸易中心已被
打造成远近闻名的“电商一条街”，
街道两旁的店铺纷纷悬挂着“汀农淘
宝”“长征淘宝”“美山淘宝”等招
牌，电商直播销售场景随处可见，
100多个家庭农场和农民专业合作社
均在此设立了产品展示窗口和接待
处，成为中复村红色旅游的一道亮丽
风景线。

“2015年，得知县委、县政府大
力支持景区发展，鼓励大家吃旅游
饭，我就和家人商量回乡创办火妹子
家庭农场，现在生意可好喽。”从

“直播小白”到“长汀网红”，是蔡火
妹用勤劳汗水与经营智慧换来的，加
之红色旅游招牌日益响亮，游客纷至
沓来，用蔡火妹的话来说，“这碗

‘旅游饭’是端得更加稳当，吃得更
加舒心了”。

为把“景点”变“经典”，龙岩
古田旅游区创新方式方法，引入中央
苏区文化园等大型红色旅游综合体项
目，与现有红色景点串联成片，规划
设计小学、初中、高中阶段的研学实
践教育线路，推出了当一回红军战
士、听一个红军故事、唱一首红色歌

谣等“十个一”特色研学课程，着力打
造面向全国青少年的综合研学实践教育
基地。仅2020年，古田旅游区累计接
待培训班次653期、3.37万人次，接待
研学班次236期、2.25万人次。

在红色文化产业上，龙岩还规划培
育新的增长点，围绕中央苏区第一个股
份制银行、第一个邮政总局、第一个粮
食调剂局等“共和国金融摇篮”主题核
心，改造建设新罗中央苏区金融街暨恋
城 1908 文创街区，成为凸显文化展
示、建筑创新、文创聚集的一处“网
红”打卡点，打造起多元文化体验的综
合型旅游目的地。

目前，龙岩以建设全国著名的红色
旅游目的地为目标，初步形成了以古田
为核心，覆盖古田、才溪、长汀、连城
的红色旅游产业集群，现拥有17家A
级红色旅游景区，闽西红土地的品牌日
益成熟。

“趁着‘五一’假期，我第一次来
龙岩，原以为龙岩只有生态美，没想到
几天下来，在这‘红色土地’上，我深
深感悟到了龙岩独特的红色文化内
涵。”在长汀县的福建省苏维埃政府旧
址，来自福州的游客林小菲对记者说。

“贫苦农民有了党，红色政权遍天
下。”“乌云盖了几千年，红军来了晴了
天。”……当一首首经典的旋律再唱
起，激情燃烧的岁月在眼前拉开帷幕，
红土地上再次掀起红色旅游热潮。老区
人民借古田这方热土，携水碧山青之
美，再次迎来一批批追“梦”人。

万里红色朝圣之旅
——探访革命老区福建龙岩

本报记者 王惠兵

游在红色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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