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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约记者 杨训波
通 讯 员 王永虹 白家伟 适志宏

提起南涧无量山樱花谷，云南人都
不陌生，每年 12月中旬，全国大部分地
区天寒地冻，而地处大理州南涧县无量
山里的樱花谷里却春意盎然，上万株樱
花如约竞相怒放，漫步云雾缭绕的千亩
茶园，碧波荡漾的翠绿映衬着如霞似火
的粉色樱花，仿佛置身于油画中。12月
5日中午时分，我们来到无量山樱花谷，
在 1号景区、2号景区、3号景区甚至还
未开发的茶园流连忘返，在那里已有不
少外地游客驱车前来，徜徉在樱花谷醉
人的天然氧吧里了，他们有的在拍照，
有的行走在浓荫遮蔽的 214国道上，有
的在购买品尝山货，可谓自得其乐！

遇见梦中老家——“晶品山庄”

从樱花谷驱车沿着 214国道前行，
十分钟后就见一个写着“晶品山庄”的
牌子，右拐进入就到了山庄，步入山庄，

有大片大片阳光从天空倾泻下来，温暖
着这个叫做“晶品山庄”的农家乐，天蓝
得仿佛伸手可及！树屋帐篷营地里十
多个帐篷虚位以待。

走上山庄特设的观景台，层层叠
叠沙乐的梯田奔来眼底，远处还未散
去的云雾还在流连在澜沧江上空。庄
主施宗向说，你们来迟了个把小时，否
则就能拍到相当漂亮的云雾了。喝着
施宗向特意烤制的罐罐茶，沐浴在暖
融融的阳光下，连空气都是甜甜的，吐
纳间，满满都是无量山的味道。可不
是，整天窝在家里或在办公室里，突然
来到无量山中，整个人都仿佛一下

“活”了过来！
这是一个“藏”在无量山深处的山

庄，空气、阳光、森林、茶园、罐罐茶、树
屋露营帐篷、打歌场、农家小菜园、蓑
衣、斗笠、炊烟、鸟鸣构成了不可复制的
山庄特色，成为现代人梦寐以求的“老
家”和人类始终寻觅的“乡愁”！

“我这里主打自驾游，一天能接待

100人以内的团队！客人来到这里，可
以品尝到无量山农家小吃，体验传统的
南涧跳菜，彝族打歌！”说话间，他带着
我们到餐厅，只见餐厅的一侧，一个新
搭建的舞台赫然出现在眼前。台下有
四张八仙桌，客人们围坐在这里正好观
看南涧跳菜表演！

千万里追逐你的美丽

在一号景区观景台回眸，华庆茶庄
园镶嵌在无量山沿山势攀爬的绿色茶
园里，路边几株冬樱花树花团锦簇，繁
花似锦，有开成大红色的，浓得娇艳欲
滴，有开成淡红色的，轻柔婆娑似娇羞
的女孩。一对身着白色T恤、白色蕾丝
连衣裙的情侣正在花下不停拍照留影，
原来他们是从广州乘飞机到昆明，又从
昆明租车来无量山看樱花的。听说 12
月份南涧无量山樱花谷美如仙境，他们
就慕名而至，可谓千万里我追寻着

“你”——无量山樱花谷，可是“你”却并
不在意——还没有为我们绽放最美的

容颜，你怎么舍得让我难过，你不像是
在我梦里 ，在梦里你是我的唯一 。

其实，这对年轻人也许不知道，看
樱花也和谈恋爱一样，是需要讲求缘分
和时机的，早来了不行，晚来了也不好，
要不早不晚才好。

守住网友心中的“无量仙居”

从214国道边的“雲锦别院”进入商
贸街继续往下，直接深入到二号景区，
这里是樱花谷的核心区，行走在“樱缘”
路上，目光穿越一片片碧波荡漾的茶
园，不时见到片片微红，偶尔也有艳红
的樱花独立在茶园中。沿着这条弯弯
曲曲的路，我们来到谷底人家李发的
家，这是一个坐落在景区边缘的农家小
院，曾被网友誉为无量仙居，爆红网
络。2012 年起，李发夫妻二人白手起
家，在自家院里开起农家乐，接待南来
北往的客人。一年又一年，生意越做越
大，不断翻新扩大家园，成为樱花谷发
展造福当地百姓的记录而被人们津津

乐道。
也许有一天，无量山樱花谷可能会

被其他地方复制，但当樱花、茶园、无量
山原始生态系统三个要素有机的融合
在一起时，能复制到的仅仅是相似的
美景。而世世代代繁衍生息在这块神
奇的土地上人们创造出来博大、包容
的无量精神以及驰名中外的南涧跳菜
文化是无法复制的。“樱为爱茶，茶出
无量”一句话道出了三者相依相伴的
关系，正是无量山包容、博大的胸怀，
育孕了云南樱和乌龙茶的相依相伴；
正是无量山神奇、秀美的风光，造就了
云雾和暖阳的交织交融。据说，北纬
25 度是最适宜种茶的地方，无量山樱
花谷正好处在这个纬度上，独特气候
环境吸引台湾茶人不远万里来到无量
山，二十年如一日痴心种茶，精心耕耘
茶园，为世人捧出了世界上最美的茶
园。其实，神奇无量山，美何止只有樱
花和茶园，能在最美时候遇上你（樱花
谷）是我的缘。

□ 杨中兴

美丽神奇的云南，冬游的好去处很多很
多，刚刚观赏过洱源热水城里冬天桃花开放
的奇观异景之后，几个兴趣爱好相同的文友
又结伴而行，要去腾冲看看火山热海的奇妙
景观。

对我来说，旅行真正的快乐不在于目的
地，而在于它的过程。遇见不同人的，遭遇到
奇奇怪怪的事，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听不同的
语言，都是很大的快乐。虽说一地一境界，一
花一天堂，更何况世界上不只是一地一景，世
界是多少奇妙的现象累积起来的。

腾冲位于云南的西部，与缅甸为邻。古
称腾越，相传为秦、汉时期的“乘象国”，后也
称为“滇越国”。汉置郡县，唐南诏时“畴壤沃
饶，人物殷凑”，为云南西部重镇。明代筑有
坚固的石城及关隘，以作防御。城内街道俨

然，设有各种商行，万商云集，工商兴旺，手工
业发达且有悠久的历史特别是玉石工艺较为
发达，是云南缅玉的加工与集散地，又有“翡
翠城”的美称。还是古代西南丝绸之路的要
隘，被誉为“极地第一城”。居住着汉、傣、傈
僳、回、佤、阿昌、白等十多个民族，特别是华
侨和归侨较多，素有“侨乡”之称。

腾冲地处横断山脉南端的西部峡谷，这
一带地壳运动活跃，属地震多发地带。温泉
火山群位于腾冲县城西 10 公里，海拔 2614
米，火山面积 750 平方公里，属新生代火山
区，是我国目前保存最完好、最壮观的火山群
之一。境内的打鹰山、石头山等处，曾发生过
多次火山喷发。打鹰山为高锥状火山，周围
排列着 70 多座火山，形成一组庞大的火山
群，气势蔚为壮观。打鹰山北还有大空山、小
空山、黑空山、城子楼等火山喷发口，喷发面
积约为 30平方公里。火山口附近有许多浮

口，火山弹及火山爆发流出的熔岩流。腾冲
火山众多，亦被人们誉为“火山城”。

过去，我们只知道西藏羊八井地热发电
站，但不知道“地热火山”伴生的世界奇迹就
在腾冲。现在身临其境，腾冲的地热资源十
分丰富；温泉也是火山及熔岩流而伴生的自
然物，共有各种汽泉、热泉、沸泉等温泉群
80 余处。泉水的温度高达 90℃以上的泉群
10 个，以“一弘热海”的硫磺塘及攀枝花硝
矿、轮马石花洞、瑞滇、大塘、瞻扎等温泉最
为著名。其中最壮观的为硫磺塘，在 8.7 平
方公里内，较大的热气孔有 19处，出口温度
高达 94℃以上，较小的气孔和热泉遍地皆
是。“大滚锅”是温泉中最大的一个，直径
6.12 米，水深 1.5 米，喷高 0.3 米，水温高达
105℃。地下泉水雷鸣般地从岩石中喷涌出
来，好似滚锅，沸水翻腾，蒸气弥漫。在硫磺
塘的高山峡谷中，处处皆是热水、热田、热蒸

气、热河、热地，整座山间热雾腾腾，温泉遍
地，称之为“热海奇观”。游人来到这里，完
全置身于一个热海的世界，奇趣无穷。我们
乐不知疲，流连忘返，不知不觉中已玩了三
天。第四天我们离开火山热海的时候，一
种爱恋的感情油然而生，真是有些依依不
舍。是啊，热海是个谜，腾冲是个谜。历代
文人墨客游历腾冲，面对赫然屹立的火山，
绿幽幽的火山湖，埋锅做饭可为千家炉的
地热以及不会沉的火山浮石，鸟过落塘的热
气奇异现象，写下了不少秀章警句。铭刻在
游人心中。

腾冲的火山热海不仅是全国唯一的，而
且它声名远播，魅力无穷，吸引着五洲四海的
游人亲近它，投入它的怀抱。尤其是当北方
千里冰封，万里雪飘，南方一九二九不出手，
三九四九冰上走的时候，冬游腾冲火山热海，
更给人一种温暖如家的美好享受。

□ 向晓英

农历冬腊月份，正是弥渡腌制咸菜的好时节。入冬以后，
家家户户都会备上大大小小的土陶罐，或多或少制作一些咸
菜，作为越冬和来年餐桌上的备办，这一传统由来已久。在过
去，农村主妇能否腌制出一手好咸菜，往往代表着主妇操劳家
务的本领。因此，练习掌握腌制咸菜技能，是农家闺女的一门

“必修课”。
弥渡咸菜的种类繁多，主要有酸腌菜、腌豆腐、扑菜、制酱

豆、制糟辣子、腌豆豉、腌萝卜干、腌蒜苗等10余种，其中又以
酸腌菜和腌豆腐最为常见，也最能代表弥渡咸菜的风味特色。

弥渡酸腌菜以大青菜为原料，在田里养透后收割回家，经
过太阳暴晒变蔫后用清水洗去泥沙，然后挂到室外晾晒，趁着
少许水气小段切开，先放大量食盐除去大量残留的水分，而后
再加入少量食盐和够量的辣椒面搅拌均匀，即可装进土罐，然
后等待着腌菜慢慢发酵，七八天后即可食用，如需尽快吃到，
可拿到太阳下或土灶上加温。腌制豆腐则有更多讲究，取毛
豆腐若干，用刀打成小坨后放太阳下晾晒，待到豆腐坨表面变
干变黑不再软烀，就可以与事先备好的鲜姜丝、食盐、辣椒面
和少量白酒混合，搅拌均匀后即可装入土陶罐中。腌豆腐又
分干稀两种，稀的需要拌拢米釉做的“甜米酒”，干的则可以不
添加什物，或者用一片片青菜叶包裹佐料拌匀后的豆腐坨，一
团团放入土罐中腌制。干制豆腐有几个好处，不易变酸，且从
罐中取出时不易弄碎，更耐得住储存。让腌豆腐长期保存的
不二绝招就是拌和大量香油，把生香油与腌豆腐一齐放入罐
中，油轻而上浮，能够很好隔绝霉菌的侵扰，不会轻易“上花”
霉变。

高度白酒是制作咸菜不可或缺的材料，清洗土罐需要高
度白酒，让咸菜长期保存也可适量添加白酒，白酒的发明与杀
菌似乎早有联系。另外，水也是隔绝氧化腐蚀的妙物，故而，
弥渡的土罐一般都的“转的”，只要“转的”水不干，就能很好地
让咸菜保持与外界的隔绝状态，不致腐坏“上花”。保存良好
的土罐咸菜，颜色金黄，味道酸香扑鼻，食之香辣爽口，十分

“送饭”（弥渡方言，指爽口的食物就着米饭入口的感觉）。
弥渡咸菜，讲究的是那个味道，倒不十分在意其外形。无

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吃惯了咸菜的弥渡人对咸菜总有一份特殊
的感情。子女远处求学、馈赠亲戚朋友，往往都会稍送上一罐
咸菜，虽然从经济价值上计较值不了多少钱，但却饱含了一份
浓浓的亲情。对于远方的游子，咸菜所代表的很可就是家乡。

在这小小的咸菜里，浓缩着家乡的所有味道，是游子无尽
的乡愁！是母亲佝偻身躯腌制咸菜时的那酸楚，是咸菜散发
出的令儿时无比难忘的嘴馋，是游子心中悲怆的“离歌”……

12月18日，冰雪工匠们在冰雪
大世界一处景观旁清理地面。

坐落在太阳岛上的冰雪大世界
是黑龙江哈尔滨市最负盛名的冬季
冰雪旅游景观之一。目前，经过上
万名冰雪工匠们昼夜连续奋战，冰
雪大世界园区内各主要景观的主体
工程基本完工，开始进入精细打磨
和测试阶段。园区将于12月21日
试开园。

近日，大理古城玉洱路、三塔公园、大理大学等地
的银杏争相泛黄披金，一树树金黄的银杏为冬天的大
理增光添彩。

图一、三塔公园大银杏。
图二、三塔公园小银杏树林。
图三、大理古城玉洱路银杏之一。

［赵锐明 摄］

期待在最美的时候遇见你 无量山樱花谷

冬天里的春天·腾冲火山热海

弥 渡 咸 菜

12月15日，游客在长白山天池
雪滑雪场体验滑雪。

近日，随着积雪增多，位于吉林省
抚松县境内的长白山西景区迎来最美
时节，吸引了各地游人前来参观。

这是12月15日拍摄的尕海湖
湿地。

近年来，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
州大力推进国家级甘南黄河重要水
源补给生态功能区建设，通过筑坝
蓄水、围栏育草、建设生态补水渠和
禁止采挖药材等措施逐步恢复尕海
湖湿地、玛曲湿地等黄河上游重要
湿地的生态功能。有着“中华水塔”
之称的甘南湿地不仅美景如画，更
逐渐成为维护黄河中下游地区生态
安全的天然屏障。

□ 左荣彪

漕涧具有丰富的山野菜资源，其中，野蒜花是深受人们喜
爱的一种。每年的盛夏时节，漕涧铁厂村山头毗近老君山一
带的野生蒜花打苞成熟了，这里的村民们纷纷上山，采收蒜
花，然后到集市去卖。过去在漕涧的大多数人家，要到街上买
上几十斤的野蒜花，自己回家加工储存几罐，到了年关才拿出
来，成了过年一家餐桌上一道必不可少的家菜。近年来，因野
蒜花醇香开胃，并有一定的消炎作用，漕涧包家抓住商机，创
办了一家腊味厂，将漕涧的野蒜花加工作为一个品牌来打造，
现已具有一定的规模，并具有了一定的声誉。野蒜花成了漕
涧人馈赠亲朋好友的“土特产”。

漕涧野蒜花

12月19日，牡丹江市区银装素
裹。

当日，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出现
雾凇景观，城市在雾凇的装扮下呈
现别样风情。

本报讯（通讯员 杨宋） 弥渡县以乡村旅
游、温泉度假为定位，以小河淌水故乡、花灯
之乡为优势旅游品牌，积极融入大理南部旅
游环线建设，建设集观光游览、休闲娱乐、温
泉度假、民俗文化体验为一体的乡村休闲养
生旅游区，促进县域经济发展。

今年以来，弥渡县充分发挥乡村景色靓
丽、温泉资源丰富、人文底蕴深厚的优势，加
快开发和建设省级密祉旅游小镇、白总旗温
泉、大理热海旅游生态城、天生桥景区、铁柱
庙景区、雾本特色旅游村、2000亩玫瑰园等精
品景点，发展乡村休闲养生旅游。全面推进
省级密祉旅游小镇建设，依托得天独厚的文

化资源和生物资源，投资 600万元，完成马帮
文化展示室修缮及布展、原国民政府办公旧
址修缮及花灯文化传习所、花灯文化陈列馆、
民国第五区区公所布展；建成尹宜公故居公
厕等旅游公厕2座，完成亚溪河联庆桥至珍珠
泉的河段景观绿化、亮化、硬化工程，打造景
区景点。扶持特色农家乐，开办特色旅游商
品店和特色客栈，让游客有玩处、有吃处、有
住处，还有特色产品带走。密祉镇永和村委
会文盛街居民石兴才说：“我在文盛街开了土
特产商店，随着来密祉镇旅游的人越来越多，
商店生意兴隆。其中，我今年卖了当地特产
腌豆腐500罐，卖腌豆腐的收入有5000元。”

弥渡县加快建设雾本特色旅游村，投资
425万元，建成雾本村村内3公里游步道、龙树
林景观、旅游厕所1座、停车场1个，拓宽改造
进村道路；扶持 4 户农家乐提高食宿接待水
平；连片种植冬桃、向日葵、万寿菊，打造田园
风光，雾本村村民年人均纯收入达１万元。投
资110万元，栽植1.5万株景观树木、冬桃，打造
苴力镇五台村13公里绿色长廊，形成独特的乡
村自然风观，发展五台村红色旅游。投资90万
元，开发德苴乡花鱼洞景点，供游客划船进入
溶洞观赏美景。今年1至10月，弥渡县接待旅
游人数126.35万人次，同比增长0.43%；旅游收
入达到15.95亿元，同比增长0.46%。

弥渡县乡村休闲养生旅游红红火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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