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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巳蛇年，春织浙绮梦

岁月，宛若织女穿梭于云锦之间的巧

手，轻轻一挥，便织就了2025年的华章——

乙巳蛇年，一个智慧与神秘交织的年份。

在这片被历史风霜雕刻、被文明之光照亮

的浙江大地上，春，以她独有的柔情与韵

律，缓缓铺展一幅幅绚烂多彩的画卷，引领

我们步入一个全新的纪元。

乙巳之年，宛如一颗璀璨的星辰，在时

间的长河中熠熠生辉。它不仅是时间的更

迭，更是心灵的觉醒，是对未来无限可能的

深情呼唤。当春风轻拂过西子湖畔，那碧

波荡漾的水面，仿佛是大自然最细腻的笔

触，在这方天地间勾勒出一幅幅关于希望

与重生的绮丽诗篇。柳丝轻舞，桃花嫣红，

每一缕风、每一片叶、每一朵花，都在以它

们独有的语言，诉说着春天的故事，吟唱着

生命的赞歌，让人忘却尘嚣，沉醉其中。

而浙江的文化底蕴，则如同一坛陈年

老酒，越品越醇厚，越陈越香浓。从良渚文

明的神秘莫测，到南宋都城的繁华盛景；从

浙东唐诗之路的书声琅琅，到海上丝绸之

路的波澜壮阔，浙江的历史与文化，如同一

幅幅波澜壮阔的历史长卷，让人不禁为之

倾倒。

新的一年，浙江的文旅产业正以前所

未有的活力与创造力，迎接着新的机遇与

挑战。在消费升级与旅游转型的大背景

下，浙江正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吸引着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无论是自然

风光还是人文景观，无论是历史文化还是

民俗文化，浙江都以其独特的魅力，成为了

人们心中向往的旅游胜地。在这里，每个

人都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宁静与喜

悦，感受到生命的美好与希望。无论是天

一阁的藏书之韵，还是鲁迅故里的文学之

魂，都让人沉醉其中，流连忘返。这些文化

瑰宝，不仅见证了浙江的辉煌与荣耀，更成

为了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桥梁，引领着我们

走向更加灿烂的明天。

青山绿水间，浙江的古村落如珍珠般

散落，它们以古朴的姿态，静静地诉说着千

年的沧桑与变迁。春节期间，这些村落被

喜庆的红色装点得格外耀眼，家家户户灯

火通明，欢声笑语在夜空中回荡，勾勒出一

幅幅温馨而又生动的乡村年味图。在这

里，你可以放慢脚步，细细品味那份久违的

宁静与淳朴，让心灵在自然的怀抱中得到

真正的休憩与净化。

民俗，是浙江文化中最生动、最鲜活的

部分，如同一串串璀璨的明珠，镶嵌在这片

古老的土地上。春节期间，各地民俗活动

轮番上演，金华的板凳龙、舟山的涨潮谢

年、绍兴的社戏、温州的分岁酒⋯⋯这些传

统习俗不仅增添了节日的喜庆气氛，更让

人们深刻感受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与

力量。浙江的手工艺人们用灵巧的双手，

将传统技艺与现代审美巧妙结合，创作出

了一件件精美绝伦的手工艺品。剪纸的细

腻、泥塑的生动、糖人的甜蜜⋯⋯这些作品

不仅承载着匠人的智慧与匠心，更成为了

连接过去与现在的纽带，让人们在欣赏中

感受到传统文化的温度与深度，仿佛穿越

千年时光，与古人共赏这份美好。

让我们以一颗诗意的心，去拥抱这个

乙巳蛇年的春天吧！在浙江这片古老而又

年轻的土地上，让我们携手同行，共同编织

属于我们的千年绮梦。让我们在青山绿水

间寻觅灵感，在历史文化中汲取智慧，在民

俗风情中感受温暖，在这片充满生机与希

望的土地上，共同见证乙巳蛇年的辉煌与

荣耀，共同书写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浙江

传奇”“中国故事”！

【旅游文学】

当新年的钟声敲响
◎ 李广媛

不知不觉，又到了辞旧迎新的时

刻。我走进书房，合上甲辰龙年的日

历，不禁感慨：三百六十五个日夜，就

这样真实而又缥缈地过去了⋯⋯

遂从光阴的流里，溯溪而上，将

大朵大朵的快乐拾遗。它们藏在三

月的雪柳里，只要你放慢脚步，就会

嗅到它们的芬芳；它们钻进茅家埠

的油焖春笋，等你来风和日丽的小

院儿品尝，唇齿间的鲜香，多么令人

难忘；它们点缀在龙坞的茶芽上，哼

着婉转的曲调，等一位素未谋面的采

茶姑娘⋯⋯

原来，幸福就在春日的原野。

于是，人们奔走相告，曼妙的花

裙子飞舞在林间、湖畔。直到湘湖的

睡莲开了，中山公园传来一阵蝉鸣，

方知入了夏。何以消烦暑？且随我

去龙鳞坝，一边泡水，一边吃瓜；或是

凌晨出发，披着漫天星辰爬上仰天

坪，等一场壮观的日出云海；抑或躲

入雁荡深处，在银龙般的大龙湫脚下

“虚度时光”⋯⋯

原来，快乐就在夏日的水滨。

白露过后，时光陡然折笔，将丝

丝清凉写进秋的下半阕。它落墨在

松阳的古村里，点染了几朵秋花；它

落墨在云和的梯田上，风吹稻浪，泛

起层层金黄；它落墨在龙泉的瓷窑

中，上釉的素坯便迎来千峰翠色，淬

火后绽放出如玉般的光泽⋯⋯盈盈

墨痕，既有秋水泠泠之美，又有桂花

馥馥之香。

原来，喜悦就在秋日的眉梢。

天气日渐寒凉，人们纷纷奔赴热

气腾腾的事物。有人沁入深山的汤

泉，在氤氲的雾气中，万事万物都和

煦起来；有人围坐在炉火旁，翻烤至

味，慢煮诗意，与久违的故人相谈甚

欢；还有人沐浴爱河，在无数个如意

或失意的夜晚，与爱人紧密相拥⋯⋯

多少霞光与梦境，多少温情与笑容，

皆是岁月赠予我们的。

原来，感动就在冬日的心田。

细数过去一年中的难忘时刻，

我们爱过、痛过，我们笑过、哭过，

我们奔跑、也曾摔倒，我们翱翔、也

曾跌落⋯⋯正如歌中所唱：“世界赠

予我虫鸣/也赠予我雷霆/赠我弯弯

一枚月/也赠予我晚星/赠我一场病/
又慢慢痊愈摇风铃/赠我一场空/又

渐渐填满真感情⋯⋯”无论结果如

何，只要我们每一天都努力过，这一

年就是值得的！

亲爱的，请学会爱自己，如果你

不能选择性忘记，就请选择性记忆。

让我们铭记所有的幸福、快乐、喜悦

和感动，比如春日的“千里莺啼绿映

红”，比如夏日的“沉李浮瓜冰雪凉”，

比如秋日的“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

飘”，比如冬日的“绿蚁新醅酒，红泥

小火炉”⋯⋯

新的一年，愿我们既有飞蛾扑火

的勇气，也有潇洒转身的底气；既有

破茧成蝶的努力，也有及锋而试的运

气；既有滴水穿石的耐心，也有把握

机遇的智慧⋯⋯“假如花满都/那我

们就为花停步/假如山有雾/迎风便

是去路⋯⋯”

当新年的钟声敲响，无论身在何

方，唯愿你和我一样，举杯，就唇，给

当下更多温柔。

◎ 智 媛

乡村旅游创意：农文旅融合的“最后一公里”
去年年末, 应供应商邀请前往云南

腾冲进行了为期 5 晚 6 天的旅游线路考

察。地接社独具匠心, 精心设计的旅游

线路和项目，让我充分领略到了云南腾

冲这座历史古城的魅力：这里有万年的

火山热海，千年的古道边关，百年的玉都

文化，今日的康养圣地；还有以边境文

化、马帮文化和中西建筑风挌共容为基

础的5A级景点——和顺古镇等。

整个行程可以用六个“一”概括：一

座世界名山——高黎贡山，一泓热海

——腾冲热海大滚锅，一条古往今来的

南亚大通道(从腾冲至缅甸再至印度)，一

块百看不厌的玉石(腾冲翡翠文化)，一段

荡气回肠的历史和一部完整的边地“汉

书”(腾冲是云南边境县中唯一以汉族为

主体且汉文化始终处于主导地位的地

区)。当地旅行社与乡村共同开发的农文

旅项目——大地茶海景区，给我留下了

深刻印象。该景区依托边境文化、马帮

文化等，充分挖掘其优秀的传统文化特

色。通过旅游+农业的模式,形成大地草

海森林康养基地，包含茶海餐厅、茶文化

体验区、森林自然教育研学基地、森林拓

展训练、茶海欢歌民族团结狂欢晚会、马

帮老学堂,森林骑行、UTV 机车驾驶等休

闲运动，游客能体验乡村乐趣，享受田园

生活，体验民俗风情，真正让游客了解乡

村、爱上乡村。

置身郁郁葱葱的茶山，围栏平台点

缀其间。平台上，参与者跟随瑜伽教练

呼吸着带有淡淡茶香的空气，眺望着满

眼的绿意和湛蓝的天空。在教练的引导

下，伸展身体，放松心灵，体验着无比的

舒适与愉悦。

在翠绿茶园的映衬下，一排排乳白

色帐篷连成的长廊显得格外亮眼。木结

构的茶几上陈列着当地研发的各类茶叶

产品。茶园服务员自然朴素、举止文雅、

笑容亲切。她们一边沏泡着绿茶，一边

向大家介绍茶园的种植历史和茶叶加工

流程，耐心地引导大家品尝各款红茶和

绿茶。

马帮老学堂。这是基于一座废弃百

年的马帮学校改造而成的，由当地农村

共同投资重建。我们以学生的身份置身

其中。我们在课堂上聆听教书先生讲

课，认真回答问题；课间，我们也如学生

一般嬉笑打闹，沉浸在课间的欢声笑语

中。“上课啦！同学们快回教室坐好！”老

师的摇铃声响彻校园，在山谷回荡⋯⋯

古老的课桌椅、斑驳的黑板以及严肃的

教书先生，这座学堂处处都透露着历史

的痕迹，让我们深刻感受到了那个时代

的教育氛围。而在这里品尝的马帮特色

餐饮，更是让我们对那个时代的生活有

了更为直观的了解。

通过这次行程，我们不仅感受到了

乡村的美丽和宁静，还了解到了乡村的

历史和文化，这对于促进乡村旅游的发

展，推动农文旅融合，具有非常重要的意

义。

【文旅观察】

专家评

◎ 徐辉 浙江旅游职业学院 副教授

创意旅游通过积极参与和体

验，为游客提供学习和发展的机

会。它基于文化，通过深度挖掘和

创新表现形式，促进文化传承和传

播。互动式学习是其核心，旨在实

现个人成长和目的地的社会经济

发展。

乡村旅游同样需创意开发。

上文提及的大地茶海景区项目便

是通过创意开发，将马帮文化、互

动瑜珈和特色茶园等乡村元素融

入旅游产品，让游客在体验中感受

到乡村的独特魅力。该项目以文

化为核心，以互动体验为手段，以

经济发展为目标，使村民成为员

工，乡村成为景区，促进了乡村振

兴，吸引了青年返乡创业，真正将

农文旅融合的“最后一公里”落到

了实处。这一成功案例不仅为乡

村旅游的创意开发树立了典范，也

为其他地区的乡村旅游发展提供

了有益的借鉴与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