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化 2023年7月19日 星期三
编审：黄桥路 责编:黄文生 美编：戴琛 校对：陈缘缘 刘敏6 旅游

本报讯（万其昱 龚思绮）动感的音乐、炫酷的舞

台、沸腾的人潮……7月 14日至 15日，安远县东江源

三百山音乐节热浪来袭。夜晚的三百山热闹非凡，吸

引了湾区游客与老区人民一起欢度音乐节。

在音乐节现场，尽管气温居高不下，依旧挡不住

歌迷们与粉丝的热情。舞台上，乐队和歌手激情演

绎，舞台下，乐迷们高举着双手，大声跟唱，尽情享

乐。赵磊、后弦等知名音乐人和乐队轮番上场，掀起

了一波又一波的高潮。此次音乐节还融合了美食、旅

游、文创、无人机表演等玩法，全方位向游客展示安远

特色和安远风采。

“通过音乐节+文旅的模式，还有明星效应，可以

快速地将三百山向大湾区、向全国进行推广。此次三

百山音乐节举办得非常成功，经济收益超过 100 万

元。”安远县三百山营销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刘林辉

自豪地说。

据了解，今年以来，安远县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

文旅消费活动，吸引了大湾区游客约200万人次。

盛夏音乐节
“热”了三百山

本报讯（廖君福）随着暑假生活的深入，近日，大

余县丫山特色户外露营区、梅关银杏园露营基地、天

华山景区等露营景点景区的露营游客暴增。

沉浸密林中听流水潺潺或风过林木，置身山地草

坪寻一片安宁或赏看星星点灯，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在

大余露营，体味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梅关景区银杏园

占地面积 500余亩，数千株高大挺拔的银杏树绿茵如

海，意境优美。夜间，烧烤派对、超燃音乐会、露天电

影……尽享自然野趣别有的惬意。

露宿在大余县的最高峰天华山，更能真切地体味

天人合一的博大意境。清爽的夜间，不少亲子露营的

孩子对父母说：“站在天华山顶，真有‘手可摘星辰’的

感觉。”“露宿天华山，对‘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有

着更真切的体会。”“每年夏秋时节，我们这群‘驴友’

都会来到大余在几个景区轮番露营。”深圳“豹狼”自

驾游车队负责人如是说。

如今，露营已经成为生态旅游的重要项目，能亲

近大自然，增进亲子关系、促进家庭和睦、拉近朋友

关系，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青睐。对此，大余县切实把

野外露营项目做精做实，在一些景点景区得天独厚

的露营场地优化配套设施，让游客拎包就能露宿；大

力营造景区景点绿色氛围，增强露营吸引力；不断加

大合规露营场地的供给，加快完善户外拓展体验区、

特色美食品鉴区、森林足球场、歌舞娱乐、篝火晚会

等露营项目；加强安保工作，确保游客放心安心舒心

露营；强化生态保护，有效解决露营过程中带来的植

被损毁、环境污染、用火隐患等问题，把露营对环境

的影响降到最低，确保复营指数稳中有升。

大余露营景点景区
游客暴增

本报讯（特约记者詹继成）近日，定南县九曲度

假村在江西气象网主办的2023年江西“寻找避暑旅游

目的地”活动中，获评避暑胜地称号。

定南县九曲旅游度假村在45家景区中脱颖而出，

获得“避暑胜地”称号，荣誉的背后是当地得天独厚的

生态优势。据悉，该旅游度假村依托原生态的自然山

水 ，以客家文化为特色，打造集动植物研学、旅游观

光、休闲度假、健康养生为一体的休闲度假景区。近

年来，该旅游度假村不断进行改造升级，其中自 2021
年成立九曲度假村运营管理公司以来，先后投入3400
万元用于景区升级改造，修缮了度假生活区客家围

屋、食为先宴会厅以及大型会议室，度假娱乐区新增

了丛林穿越、卡丁车、电动游船、画舫、水上桨板等生

态旅游项目。如今景区面貌焕然一新，交通区位和生

态的旅游优势逐步显现。

定南九曲度假村
获评避暑胜地称号

本报讯（记者刘庆元 通讯员谢岚）近日，于都县

委宣传部、于都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历史博物馆共

同举办了 2023年红色文化讲解员培训班。本次活动

为期3天，参加培训的为各乡镇、各单位选送的讲解员

代表及历史博物馆部分职工，共计120余人。

此次培训采取理论知识讲解+现场教学的形式展

开，主要围绕于都历史文化及县情介绍、政务接待注意

事项、讲解礼仪、红色歌曲教学等主题进行授课。授课

老师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使讲解员能够全面认识和了解

于都历史文化背景，提升其讲解词撰写、讲解礼仪等能

力，为于都红色旅游的推广和发展作出贡献。

“非常高兴能够参加本次培训课。在这次培训课

上，各位老师通过理论联系实际，向我们传授了他们

的经险，让我们也更加了解于都历史文化以及讲解技

巧，收获颇多。”培训学员陈舒雨说。

培养专业的红色文化讲解员成为传播红色文化

的使者能够更好地推动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也可以

让更多人了解红色文化的价值观念和精神力量。据

了解，此次培训最后通过现场考核的方式选出19名优

秀讲解员。

于都红色文化讲解员
集体“充电”

桃江——信丰的母亲河。

悠悠桃江河，九曲十八弯，一湾成一

景，湾湾是风景。

在这条“绿色飘带”的中游,有一个近

90度的自然河湾。河湾东侧有一个美丽古

老的村落叫沛东村——信丰县第一人口大

村，村民八千有余。“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

排闼送青来”的诗意田园风光在这里演绎

得淋漓尽致。沛东村靠山槐树葱茏，依水

垂柳依依，绕村古樟蔽日，村中巨榕葳蕤。

清澈碧绿的桃江水滋润万物、惠泽众生。

得天独厚的山水生态环境孕育了古村千年

人文，馈赠了沛东人民地阜物丰。

走进沛东,榕抱金樟，100余棵高大的

香樟榕树郁郁葱葱，芳香扑鼻。树树旺气

盛，棵棵乡情浓。尤为显眼的是，最大的一

棵香樟和榕树，经考证树龄均有 535年以

上，他们相依相偎，像一对慈祥的老者屹立

村中，伟岸矍铄，其投影面积足有两个篮球

场大，树干十人合围有余。古樟最美的是

俊美雄奇，树枝茂密，绿荫如盖；榕树最美

的是树根，龙似的树根，错杂交叠，盘曲延

伸，深扎大地。那粗壮、硕大、灰褐色的树

干，直耸云天，傲视苍穹；盘曲嶙峋的虬枝，

左拐右转，上顶下钻，四面奔突，尽现树颜

的古朴与苍劲、岁月的绵亘与久远。特别

是春天，香樟榕树千枝竞绿，万叶流翠。那

古得发黑的虬枝，顶着碧绿的、嫩嫩的树

叶，在阳光下熠熠发亮，风中曼舞，充满旺

盛的生命力。

走过厚重老墙，可以看到四个“苍榕恋

墙”的奇特景观。粗壮交错的树根缠绕着

古墙，共同托起一片浓浓的绿色，绿叶对古

根的情意，古根对古墙的依恋诠释了一种

树墙共生的历史承载和深情。

爬上村子南边的山岗，很远就能看到

一个类似“城堡”的古老建筑。村民介绍，

这是近 200年历史的牛口围，该古围濒临

桃江，石崖陡峭,地势险峻,西面紧连险潭。

牛口围是一个防御战事、防治暴乱的“城

堡”，围墙全由砂子、石灰、黄泥、桐油混合

而成，十分坚固，风雨难以剥蚀，雷霆不可

摧毁。围墙从上到下开了瞭望洞、枪眼，借

助此，围墙外动静可一目了然，曾一度发挥

保护地方平安的作用。

站在高高的牛口围上，俯视全村一览

无余。六排整齐排列的近 200 多米长的

古老民居尤为显眼，这就是当地有名的

“围高六巷”。老宅粉墙黛瓦，气势恢宏，

历经百年岁月的洗礼，依然保留着赣南

客家民居的建筑风貌。用漂亮鹅卵石铺

成的小巷纵深延展，徜徉在古韵悠长的

小巷中，仿佛还能听到旧时邻里的朗朗

笑声。

沛东村是赣南红色名村，处处浸润着

红色印迹。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

失败后，中央红军被迫退出中央根据地，进

行长征。国民党在红军长征途中设置了四

道封锁线，其中第一道封锁线设置在安远、

信丰、南康一线，形成了一道以桃江为天堑

南北长 120多公里、东西宽 50多公里的弧

形封锁线。经过英勇的战斗，红军在沛东

等地渡过桃江，取得了长征突破敌人第一

道封锁线的胜利。为弘扬红色文化，沛东

人民还原历史场景，打造了沛东“时钟红色

广场”“沛东红渡馆”“红军大讲堂”“红军步

道”等多个红色体验区，如今，前来这里体

验“红色游”的客人络绎不绝。2022年沛东

村被纳入“第三批中央红色美丽村庄建设

试点村。”

桃江造就了沛东良好的土壤环境。肥

沃的土地给勤劳的沛东人民带来饶谷多

粟，村里有萝卜、红瓜子、槐米等生态主导

产业。沛东是“信丰萝卜第一村”“江西槐

米第一村”。有道是：“槐林五月漾琼花，郁

郁芬芳醉万家，春水碧波飘落处，浮香一路

到天涯。”盛夏的沛东，山坡上和宅院里到

处都是高大密匝的槐树林，一串串洁白的

槐花缀满树枝，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素雅的

清香，沁人心脾。

徜徉在生态优美、红色铸魂、绿色赋

能、文旅融合的沛东古村，魅力沛东绽放

出独特的“古绿红”色彩。凝望着古樟古

榕，古村的乡情乡愁、古风古韵、厚重人文

际天而来，缕缕不绝……生态宜居的自然

环境、原汁原味的农耕生活着实令人神

往。栖息其间，远离喧嚣的世事纷扰，如

梭的光阴不知不觉会让你放慢脚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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沛东渡口。

沛东八景之一“苍榕恋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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沛东广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