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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春季旅游旺季的到来，中南门历史文化
旅游区以其独特的“一红一绿”文化品牌吸引了
大量游客。景区以朱砂文化和抹茶文化为核心，
推动文旅深度融合发展，进一步丰富旅游业态，
成为春季旅游市场的一大亮点。

“一红一绿”品牌赋能，旅游业态焕新升级。
铜仁本地朱砂文化“红”+抹茶文化“绿”构建有
力的旅游经济增长点。铜仁市梵城丽锦景区运
营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张长福介绍：“中南门目
前已有十多家朱砂相关商家入驻，并成功培育出
四个抹茶品牌。”

在朱砂文化体验区，游客不仅可以欣赏到精
美的朱砂工艺品，还能参与朱砂制作体验活动。

景区内一家朱砂店的店主李女士表示：“我们的
朱砂产品融合了传统工艺和现代设计，深受游客
喜爱。春季以来，店内客流量明显增加，尤其是
朱砂手串和摆件销量大幅上升。”

抹茶文化体验区同样人气火爆。抹茶品牌
“27度葉”的负责人徐先生介绍：“我们推出了抹
茶冰淇淋、抹茶饮品等系列产品，游客反响非常
好。春季是抹茶产品的销售旺季，尤其是周末高
峰期抹茶饮品和甜品非常畅销。”

文化融合助力旅游，游客体验全面提升。中
南门历史文化旅游区通过“一红一绿”文化品牌
打造，丰富了旅游业态，提升了游客文化体验
感。来自湖南的游客张静表示：“这里的朱砂文

化和抹茶文化很有特色，既能买到精致的朱砂工
艺品，又能品尝到地道的抹茶美食，体验感
非常棒。”

随着“一红一绿”文化品牌的深入推进，中南
门历史文化旅游区旅游市场持续升温。3月以
来，朱砂和抹茶相关产品的销售额也实现了大幅
增长。

接下来，中南门历史文化旅游区将继续深挖
朱砂文化和抹茶文化的内涵，进一步丰富旅游业
态，提升服务质量，为游客带来更加多元化的文
化体验，助力铜仁文化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

“一红一绿”扮靓中南门春季旅游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刘雨谢宗沛

在碧江区，社饭是家喻户晓的美食。它不只
是一道美味佳肴，更是承载了千百年来碧江历史
文化与风土人情的灿烂瑰宝。

春日清晨，阳光洒满碧江区坝黄镇白果村。
村民欧晓英吹着和暖春风，挎着竹篮穿梭在田间
地垄，寻找制作社饭的关键食材——蒿菜。

“清明前后摘的蒿菜又嫩又香，用它做出的社
饭味道最好。”

吮吸了春雨滋润的蒿菜长得格外青翠，欧晓
英俯身在田间，手法娴熟地采摘着蒿菜最鲜嫩的
部分。采摘好后，她来到河沟边，在清澈的溪流
中仔细清洗，蒿菜的阵阵清香散逸而出。不过，
要想保留蒿菜独特的风味，还需经过切碎、揉压，
挤出蒿菜中的苦水。“切好后要再清洗，把苦汁去
除，然后慢慢焙干，再和肉一起炒。”

蒿菜搭配野葱，赋予社饭最本真的清香，再
加上腊肉的咸香，几种简单的食材相互融合，碰

撞出独具风味的味蕾记忆。
说起社饭的起源，可追溯至古代“春社日”祭

祀土地神的传统。汉代以后，以立春后第五个戊
日为春社，每逢社日，人们便以社饭、社酒祭祀社
神。在碧江，社饭与当地“挂社”习俗紧密相连。
光绪年间《铜仁府志》记载：“三月前后数日，剪白
纸标，挂祖墓上，谓之挂社。若服未阙者，先于挂
社扫墓，以野蔬和饭祀之，谓之社饭。”这一仪式
被列入贵州省第五批省级非遗名录。

正因如此，每逢清明前夕，碧江群众不约而
同上山采摘蒿菜、挖野葱，炒出腊肉浓厚的油
脂做成社饭，以此表达对自然的敬畏和对祖
先的追思。

对于有着几十年社饭制作经验的欧晓英来
说，这些看似繁琐的工序早已驾轻就熟。“炒好的
腊肉、蒿菜、野葱、大蒜和糯米、粘米混合在一起，
蒸出来的社饭才美味。”

蒿菜嫩绿，野葱飘香。随着灶火燃起，一锅
社饭在热气腾腾中慢慢散发出独特的山野气
息。欧晓英与邻里分工协作，从采蒿菜、挖野葱
到蒸煮，每一个环节都充满仪式感。刚出锅的社
饭，蒿菜的清香与腊肉的脂香完美交融，被大家
誉为“春天的味道”。

“我们从小就跟着家里老人学做社饭，社饭
不只是一道美食，更是对老一辈技艺和传统习俗
文化的传承。每年清明前后，大家都会做社饭
吃。”欧晓英说。

如今，社饭被赋予了很多意义。社饭的香气
里蕴含着村民对土地的眷恋、对传统的坚守以及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从祭祀仪礼到日常美食，这
道融合自然馈赠与生活智慧的传统美食，正以全
新的姿态滋养着每一个碧江人的心灵，成为大家
共同守护的文化符号。

碧江：舌尖上的春日社饭与文化传承
何玉琳黄雪芬

春风拂过黔东大地，玉屏侗乡风情
园迎来一年中最富诗意的季节。连绵的
樱花烟霞海与数万只五彩风车交相辉
映，别开生面的军事国防科普展吸引众
多家庭参与，春日限定美食“侗家社饭”
满足游客的味蕾期待。

华灯初上，风情园化身为欢乐的海
洋。侗族同胞以芦笙舞、多耶舞迎接八
方来客。游客们手拉手围绕篝火踏歌而
舞，火光映照着笑脸，原生态侗族大歌在
山谷中回荡。

胡攀学 郑倩月 余霜梅 摄

阳春三月，万物复苏，生机盎
然。在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朗
溪镇万亩石漠化公园内，桃花、李
花、梨花竞相绽放，石山上景美如
画，吸引了大批游客纷至沓来，共
同 见 证 这 自 然 与 生 态 治 理 的
奇迹。

朗溪镇石漠化问题由来已久，
一度是周边一带出了名的“石头
山”。当地流传着一句谚语：“开
荒开到边，种地种上天；春种一大
坡，秋收几小箩。”这不仅是对当
地农民辛勤耕耘却收获甚微的真
实写照，也是对传统农业种植在
这 片 土 地 上 艰 难 生 存 的 真 实
反映。

近年来，随着国家对生态治理
的高度重视和一系列科学治理措
施的实施，朗溪镇石漠化问题得到
了有效解决。

昔日石山换新颜。在河西、昔
蒲等石漠化核心区域，村民们积
极响应政府号召，通过培土增地、
退耕还林、植绿护绿等措施，逐步
改变了土地面貌。昔日的石窝窝
里被种了一棵棵果树，不仅有效
遏制了石漠化的蔓延，还为当地
带来了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
提升。

如今，1.2万亩经果林覆盖在
曾经荒芜的石头山上，为这片土地
披上了一层色彩缤纷的外衣，石漠
化治理激发勃勃生机。

随着石漠化治理的初见成效，
当地进一步创新发展思路，打造石
漠化生态体育公园。公园内，彩虹
道蜿蜒曲折，穿梭于花海之中，为
游客提供了一个亲近自然、感受生
态治理成果的平台。春夏之交，桃
花、李花、梨花竞相开放，空气中弥
漫着淡淡花香，漫山遍野的花朵让

人流连忘返。
游客纷纷寻香而来，或漫步彩

虹道上，或徜徉花海中，尽情享受
着大自然的美好。摄影爱好者们
更是不甘落后，纷纷拿起相机、手
机，从不同的角度记录下独具特色
的春日美景。镜头下，一树树李花
似皑皑白雪，一簇簇桃花似片片胭
脂，构成了一幅幅动人的春日
画卷。

游客陈丽丹感慨地说：“这里
的春天万紫千红，与石漠化形成极
致反差，给人一种向上的力量。我
想，这就是具象化的锦绣河山、大
好河山吧！”另一位游客徐阿媚也
表示：“美好天气配上此时此刻的
美景，真是春日里的小美好。周末
带上家人和朋友一起来，真的是太
美了！”

石漠化生态体育公园的建成，
为游客提供了一个休闲度假的好
去处，也为当地乡村旅游产业的发
展注入了新的活力。村民们通过
发展“花经济”和“致富果”，实现了
家门口就业和增收的愿景。河西
村群众田茂刚就是其中的受益者
之一，“过去我们这些地方全部都
是石窝窝，挖出来后每一个石窝窝
栽一棵果树。现在，我们村大概栽
有三四千亩果林，果园得收大家都
受益。”

印江石漠化治理在朗溪镇的
成功实践，为其他乡镇提供了宝贵
的生态治理经验。坚持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理念，印江不断加强石漠
化治理和生态保护工作，努力让这
片土地变得更加美丽富饶。同时，
依托山清水秀的生态优势，大力发
展乡村旅游产业，推动当地经济社
会持续健康发展。

印江：繁花开遍石漠化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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