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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台纵横

在疫情管控前提下，
“休闲旅游”之旅游已暂时
性不存在，只剩下了休闲。
这从今年五一假期出现的

“露营热”可管窥一斑。
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

中心测算，2022 年五一假
期5天，全国国内旅游出游
1.6 亿 人 次 ，同 比 减 少
30.2%，按可比口径计算，仅
恢 复 至 疫 情 前 同 期 的
66.8%。在多地“非必要不
出省”的倡议下，周边短途
游满足了城市人群的出行
需求。其中，露营显然是今
年五一假期的“顶流”。携
程数据显示，五一假期首
日，“露营”在平台的访问热
度达到历史峰值，搜索热度
环比上周增长90%。

作为五一假期的“流量
担当”，露营旅行的辐射效
应凸显，其流量直接带动了
露营地周边的旅游商家热
度，对目的地旅游经济亦产
生带动效应。由此亦可佐
证，在本地游和周边游占据
主导的前提下，旅游消费市
场呈现出近程化、深度化、
休闲化的总体特征。

当旅游圈“炫”起了一
股都市户外风，以露营为首
的户外活动被“卷”上新风
口，仿佛一夜之间，任何有
河有树有草地的地方，都可
以成为“篷户区”。假日里，
笔者与友人驱车进山，连前
往月山寺的山路岔道口，也
见到了露营基地的指示牌。

但愈是如此热浪迎面
扑来，愈是要时刻保持冷静，
值得思考流量究竟从何而
来？毕竟，当各地刮起“露营

风”时，最能撩拨人们前往的
营地多少得有些能拿得出手
的特色，比如自然景观、差异
化的营地体验、满足多元需
求的露营游乐综合体。事实
也证明了这一点，那些“网红
景观+特色玩法”的景区更
易快速出圈。

其实，露营整体更趋向
于文旅产业，可以说是一门
重资产运营的生意。故此，
尽管正当风口，但作为一个
回报周期慢、利润率较低的
业态，其品牌的忠诚度或许
更加重要。毕竟，露营作为
住宿的一个载体，最终是要
打造多元化的商业综合体，
而目前露营的高曝光率源
于疫情的催生，加速了行业
的成长，同时也意味着露营
经济正面临营地水平参差
不齐、多数难以赢利的困
境，如何找准市场定位、探
索经营模式是亟待解决的
难题。特别是，随着露营经
济的发展，露营营地将走向
风格多样化的发展道路，目
前已经出现了“营地+景
区”“营地+田园”“营地+研
学”“营地+演艺”等诸多模
式，预计未来露营营地仍会
朝着多样化、创新化道路发
展。

诚哉斯言，对于行业而
言，不管眼下的风口能持续
多久，露营都会成为后疫情
时代一种新的微度假旅游
体验方式，并以“露营+”的
形式长久存在，而运营能力
及能否提供全流程的舒适
服务、中高端的体验以及跨
界联动的能力，才是最终比
拼的关键。

近日，宝泉景区的天气
较为调皮，薄薄的小雨如婵
翅一般轻轻落下，为宝泉笼
罩了层层仙气，此时的宝泉
更如人间仙境，明净而又通
透。

绿色是初夏的开场白，
更是治愈一切烦恼的良
药。世间的温柔皆如清新
的绿色和你，让我们一起在
宝泉的丹山碧水间遇见绿
色初夏。

经过雨水的洗礼，宝泉
的树以及花花草草都挂上
了凝珠，树叶显得更加青翠
欲滴。

“天街小雨润如酥，草
色遥看近却无”，潮湿清新
的气息，带着树木泥土的芳

草味，深吸一口气，身体顿
时放松下来，让我们在这美
丽的时刻，感受宝泉的恬
静！

初夏是远道而来的浪
漫和热情，5月的宝泉仙气
飘飘。红尘太纷扰，唯有山
间清风明月，不需要讨好。
世间繁华皆如云烟，山中岁
月逍遥如仙。

世外桃源只存在于两
个地方，一个在陶潜的笔
下，一个在你心里，山有约，
水不负，所有的不知所措，都
能慢慢释怀。宝泉景，层峦
叠嶂，碧波荡漾，感染快乐，
俊男靓女舞动初夏。你喜欢
的水上娱乐项目也不少，游
船、摩托艇、水上飞人……

春花娇嫩、夏木茂盛……四
季更迭，赋予了它独特的魅力，
野性十足又浪漫无比。青龙峡
有你期待的风景，是那样的纯粹
而绝美，准备好了就出发吧！

经过几天小雨的滋润，爱情
圣地青龙峡的烟岚刚刚好，朦朦
胧胧，若隐若现，如隐世仙境，看
云海、观奇石，细雨过后，山上经
常云雾缭绕，时聚时散，聚拢时便
出现了浩瀚无际的云海！泛舟湖

上，春风徐徐，清凉的空气中夹杂
着植物的香甜，平静的湖面上漾
出一圈圈涟漪，也许这就是深山
之中的慢生活吧！

爱情一号公路全长 9.9 公
里，寓意天长地久，是该景区山
门通往“中国爱情第一村”陪嫁
妆村的公路，这条网红公路吸引
来自各地的骑友、情侣打卡。

千年榔榆林下，执子之手，
白头偕老，四季更迭，想与你走

过每个春夏秋冬，互许终身。“天
空之恋”，翡翠湖上出挑36米，
直入云天，唯美又清幽的仙境，
相遇一场浪漫邂逅。“巨型钻
戒”，让爱情有仪式感，爱情承诺
的开始，一场充满美好回忆的婚
礼，能让恋人在心里记一辈子。

爱情，所有美好的样子，你
都值得拥有，不容错过的浪漫青
龙峡等你来！

夏日时光，赴一场云海盛宴，
邂逅一场山盟之约，登高揽胜，亲
近山野，享受自然，青天河的初夏
满目皆是小美好，热情拥抱一切，
给初夏一个满满的仪式感！

初夏的青天河，美得自成一
派，美得震撼人心，漫步栈道观绝
美风景，乘船赏醉人山水。坐在豪
华游船上，欣赏由山水组合成的秀
丽风景，吸一口清新怡人的空气，
将平日里的烦闷随着呼气而出消
散在这美轮美奂的景色中。

两岸惟妙惟肖的奇峰怪石
映入眼帘，或憨态可掬、或凶猛
强悍……青天河的网红打卡地更
能让你的表白很甜、很暖心！

峡谷深幽，栈道依水而建，
曲曲折折，引人入胜，沿道而游，
如进画中，步移景异，一条条蜿

蜒的山路串起花海，一座座古朴
的亭廊塑石点缀其间，一片片摇
曳的翠竹苍柏婷婷袅袅，令人流
连忘返。夜幕降临，月光下的青
天河多了几分神秘。

5月，绿叶渐深，蝉鸣渐起，
青天河初夏的小美好等你一一
体验！坐一次高空索道，感受穿

云揽雾的美好；走一次玻璃栈
道，体验空中漫步的惊险刺激；
感悟一次知青生活，穿越时空，
回味知青的岁月；看一次绚烂日
出，一览山河壮美；打卡一次网
红景观，留下爱的印记。

上图 游客乘船赏美景。
（青天河景区提供）

悠悠夏风来，惊鸿飞天舞，
这个夏天来云台山体验一场国
风与山水穿越时空的对话，全天
20余场国风演艺轮番上演，持
年卡免费开启唯美奇幻之旅！

云台山最精致的地方是红
石峡，由于峡谷幽深而狭长，所
以形成了冬暖夏凉的气候。因
岩石中铁矿物质的氧化，长年累
月，崖壁被染成了红色，所以称
为红石峡。红色的层积岩，斑斑
驳驳，显示着岁月的沧桑。嫩绿
的树木野草经过雨水的洗涤，更
加清亮、油绿。

群峰间弥漫着云雾，缥缈缭
绕，甚是壮观。奇石、山泉、花
香、飞瀑组成了美妙的峰谷交响
曲。细细的雨点打在树叶上，发
出阵阵沙沙声，像树叶在说悄悄
话，又像在欢迎游客的到来。

顺着红色的山路走去，水流
声越来越大。这里三步一泉、五
步一瀑、十步一潭，呈现出千变
万化的飞瀑。翡翠潭，深不可
测；碧玉潭，碧绿秀美。潭背面
有一漏斗，常年流水，有泉水从
离地一米高处喷薄而出，这就是

不老泉。
不止美景，还有高颜值小哥

哥、小姐姐等你邂逅，在云台山
水间，来一场穿越古今之旅吧！

山水丽人行，清脆的琴声响
起，水面腾起云雾，翩翩佳人嬉
戏笑闹，为夏日带来丝丝凉意。
碧波上，书生奏笛于扁舟，渔夫
摇桨悠然而至，碧波、红岩、翩翩
少年……如画卷缓缓展开，行至
游人的面前。

《七贤游园》带你梦回魏晋，
神仙眷侣、王维之思、山水丽人
行，碧波上十余场演艺节目，让
你身临其境。

相约云台山游园式演艺《王
维之思》，亲近山水，探寻名士的
人生故事，烟雨云台、磅礴云海、
游园演艺，在这里收获不期而遇
的美好！

上图 云台山国风演艺全
天上演。 （云台山景区提供）

云台山国风演艺全天上演
本报记者 齐云霞

青龙峡有你期待的风景
本报记者 齐云霞

青天河带你邂逅初夏小美好
本报记者 齐云霞

露营热的冷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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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宝泉的恬静
本报记者 齐云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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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接上期）郑乃谦说：“2019年11
月，《焦作晚报》以6个整版，将全文1.7
万字分期连载。市水利局领导看到报
纸后，特意安排我结合主题教育，在焦
作水利大讲堂给局机关的党员干部作
了分享。当初写作此文时，万万没有料
到会产生如此巨大影响。自己一年的
付出，得到社会各界认可，还有什么比
这更欣慰、更踏实？”

郑乃谦给记者开具了一份“乡村人
物与乡村记忆”系列的文章清单，总计
68篇共计18.17万字。诸如《古栎沧桑
寄乡愁》《寻幽访古平顶窑》《神奇山村
甲板创》《山美水美田坪人》《狼患》《古
树》《老井》《窑洞》等篇章文笔优美，资
料翔实，人物描写生动，历史记录真实，
社会纪实性强，不但揭示了山区人民的
精神内涵，而且具有较高的社会学研究
价值，件件作品浸透了他对祖国、家乡、
生活、大自然的无限热爱。

修武政协文史学者王保成感慨
道：“郑乃谦笔下的每一篇文章，都是
用他的脚板硬生生在大山里走出来
的，经常是经过十天半个月的采访才
能出手一篇，对一个残疾人来说，这些
成绩的取得真是太不容易了！”

大南坡村作为修武县乡村振兴
和乡村美学建设的一个重点项目，
如何丰富其历史文化内涵，成为该
项目设计团队的一项重大课题。近
年来，郑乃谦对于该乡红色历史和
英雄人物事迹的发掘、研究和整理，
使他在这方面拥有不可比拟的优
势。大南坡规划的总策划、安徽大
学副教授左靖和焦作市乡村旅游顾
问陈奇女士，两人不谋而合地想到
了郑乃谦，并约他为《大南坡》杂志
创刊号撰写文章。郑乃谦深入采访
村民，悉心搜集资料，历时两个月奉
献出《光荣的村庄 英雄的人民——
记战争年代南太行的红色堡垒大南
坡》一文，为大南坡的乡村美学建设
涂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2021年 4月 23日，郑乃谦应邀
走进大南坡村社区营造中心，对修
武各乡镇宣传委员以及大南坡村的
师生、村民百余人进行党史宣讲。
讲座共分为“西村乡红色历史”“大
南坡村红色历史”“不朽的村根、永
恒的村魂”三个章节，郑乃谦通过讲
述那段刻骨铭心的红色岁月，带领
大家追寻红色足迹、缅怀革命先烈、
传承红色基因。其激情澎湃的宣
讲，加上精心选择、颇具震撼力的大
屏幕画面，一次次将现场氛围推向
高潮，演讲赢得群众阵阵掌声。

谈起郑乃谦对大南坡村的贡献，
该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赵小红
赞不绝口：“郑老师这些年为了宣传大
南坡，搜集整理了大量资料，写村史，
写人物，讲党课，讲乡村故事，为村民

培根铸魂，为大南坡新农村建设尽心
尽力，称得上咱大南坡村德高望重的
荣誉村民！”

中站区十二会村，号称“焦作的西
柏坡”。郑乃谦受此启发，依据大量的
革命历史资料率先提出：西村乡是“焦
作的小延安”。这一提法得到了社会
各界的广泛认可，为革命老区西村乡
依托红色文化发展红色旅游，实现乡
村振兴，找到了核心竞争力，争得了话
语制高点。

发掘红色文化

为英雄人物树碑立传

大南坡村，一个群英荟萃、藏龙卧
虎之地，抗日战争时期是南太行的红色
堡垒，享有“修武县抗日模范村”之美
誉。战争年代，这个仅有300人的村子
就有50多人参军入伍、近20人从事地
方革命工作，其中10多人牺牲，涌现出
一批夫妻英雄、父子英雄、叔侄英雄、兄
弟英雄、兄妹英雄。仅从该村西小庄古
槐旁一户普通的农家院里，就走出了我
军两位营职干部——赵连枝、赵胜利父
子，一个为建立新中国浴血奋战，一个
为建设新中国努力拼搏。

放眼整个西村，为了建立新中国，
有200多位优秀儿女献出了宝贵生
命。郑乃谦在发掘西村历史人文资源
时，不断被这些英雄人物的事迹感动，
于是萌发了为西村英雄人物树碑立传
的想法。

“习近平总书记说过，一个有希望
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
国家不能没有先锋。英雄是民族最闪
亮的坐标。”郑乃谦每每以总书记的教
诲激励自己。

关于西村的英雄人物，郑乃谦在
早年从事摄影创作时就为健在者拍摄

过一些人物专题，如甲板创的人民功
臣赵成金、葡萄峪老八路武元甲等，如
今整理文字便有了清晰的线索，撰写
起来自然是轻车熟路。

记者浏览了一下郑乃谦的“红色
文化”系列篇目清单，总计有53篇，共
计19.66万字。其中《大南坡村的领
头雁》《侦察英雄赵福全》《当阳峪村有
功臣》《黑岩的红色家庭》等英雄传记
或红色家史超过一半，共计35篇，涉
及英雄人物50多位。除了自己倾心
创作，他还多次邀请焦作、修武的作家
到西村乡采风。

为了搜集抗美援朝英雄营长赵连
明的事迹，2020年8月1日，郑乃谦与
其家人远赴信阳采访故事影片《上甘
岭》中英雄连长的原型人物张计发，并
到湖北孝感参观15军军史馆。

郑乃谦的敬业精神深深感动了老
英雄赵连枝的儿子、参加过对越自卫
反击战的赵胜利。他鼓励郑乃谦把有
关西村红色历史和英雄人物的所有文
章结集出版，并率先向几位英雄后人
和乡村干部发出倡议，集资赞助郑乃
谦出书。

在党的百年华诞来临之际，由郑乃
谦编写、知名书画家薛垂广题写书名、
焦作市委党校常务副校长侯志强作序
的《山门河畔——西村乡红色历史散
记》以内部资料结集出书，共收录郑乃
谦的44篇文章、共计18万余字。该书
印出后，向社会各界捐赠500余册，为
当地的党史学习教育增添了一份内容
翔实的红色乡土资料。

西村乡磨石坡村，一个普通山
村，却拥有着厚重的红色历史文化
资源。如何挖掘、开发、利用好红色
文化资源，更好地向广大青少年传
承红色基因，助力乡村振兴，成为磨
石坡村党支部、村委会一项重要的
工作任务。以弘扬西村红色文化为
己任的郑乃谦，自然成了该村特聘
的文史顾问。

“革命烈士韩秩吾是焦作教育界、
新闻界的革命前辈，他1934年加入中
国共产党，据考证是磨石坡村，也是西
村乡第一位共产党员。受韩秩吾的感
召，西村涌现出一大批英雄人物为了
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浴血奋战。从
抗日战争至抗美援朝战争，仅磨石坡
村就有6位英雄献出了宝贵生命，每
个村民引以为荣。”郑乃谦对磨石坡村
的红色资源情有独钟。

“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磨石
坡村的红色基因传承面临着严峻挑
战。”韩秩吾烈士的侄孙、该村前任党支

部委员韩满常感慨万千，“前些年，村里
的年轻人忽视了政治学习，有些人走上
邪路。我们村的几个老党员认为不能
再这样下去了。受到郑老师《满门忠
烈 名扬太行》一文启发，我们决心筹建
韩秩吾烈士纪念馆，传承红色基因，把
磨石坡建设成一个青少年教育基地。”

2021年年初，由韩满常发起，在
社会各界和亲朋好友的帮助下，韩秩
吾烈士纪念馆在庆祝中国共产党百年
华诞之际正式开馆，成为西村乡政治
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在筹办纪念馆期间，郑乃谦应邀
承担了文字编辑、图片拍摄工作。为搜
集韩秩吾烈士的生平资料，郑乃谦与韩
满常等人远赴山西左权、河北涉县等
地，实地采访韩秩吾的感人事迹，获得
了大量的图文资料，为纪念馆提供了丰
富的展示内容和革命教育素材。“纪念
馆共有展板80多块，总面积160多平
方米。开馆以来，吸引了社会各界一批
又一批的参观者，郑老师都是义务解说
员。如今村里年轻人重新认识了先辈
们建立的功绩，也开始自觉约束自己的
行为，努力向英雄看齐。”韩满常对郑乃
谦的付出连连称赞。

“红色文化，青山绿水；两翼齐飞，
振兴西村。”近年来，郑乃谦正默默地思
考着“发掘文化资源，服务乡村振兴”这
样一个课题。据悉，由郑乃谦主持编写
的《薪火相传磨石坡》一书即将付梓。

“此书以传承红色历史文化、助力乡村
振兴大业为目的，让更多人为磨石坡村
的发展献计献策。”郑乃谦说。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
年，壮心不已。”如今，年届花甲的郑乃
谦，还在逐梦之路上踽踽独行着。当下
他的梦想是：把自己十几年来写的文章
正式出版，成立山门河红色文化研究
会，与志同道合者共同传承红色精神。

告别记者时，郑乃谦深有感触地
说：“乡村振兴,文化铸魂。发掘红色
文化，为英雄树碑立传，旨在赓续红色
基因，振奋民族精神，实现乡村振兴，
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十分
现实的意义！”

记者闻言，心中慨叹：郑乃谦，真
乡贤也！

有诗为证：凝聚精神勇向前，弘扬
传统立德言。心怀天下行大道，文化
兴邦效先贤。（完）

图① 郑乃谦。
图② 郑乃谦与磨石坡老党员韩

满常（右一）、赵继忠（左一）在商议韩
秩吾纪念馆有关事宜。

本报记者 李相宜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