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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主题为“康养
安顺 旅居安顺 乐享安
顺 热爱安顺”的巴渝孃
孃旅居安顺联谊晚会暨
奥体太极队成立三周年
太极展演活动在安顺奥
体中心举行。来自巴渝
孃孃太极队、毕节市队、
织金队、普定队、奥体太
极队等队伍100余人参
加展演。

早报记者 卢
维摄影报道

安顺文庙，作为一座有着600多年历史底蕴的
古建筑，不仅见证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繁荣与传承，
更以其独特的建筑风格和深厚的文化内涵吸引了
无数市民游客前来探访。炎炎夏日，安顺文庙的
宁静和清凉，成为许多游客避暑旅游的理想去处
之一。

“妈妈，这个叫什么星门？”8岁的彭赫第一次
走进文庙，对很多事物充满好奇，不停地问着身旁
的妈妈，妈妈也很有耐心地给他讲着孔子的故事。

彭赫和妈妈来自重庆，趁着暑假到安顺避暑
旅游，他开心地说：“在这里我不仅学习了孔子的故
事，还看到了考古漫画展，非常有趣。”

彭赫口中提到的考古漫画展，即为正在文庙
展出的《软萌的硬知识之一起考个古》考古科普漫
画展。

“考古科普漫画展是由安顺市文体广电旅游
局、贵州省图书馆主办，采用上百幅展板和立体装置
形式，把贵州历年获得的8个‘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贵州盘县大洞遗址、赫章可乐遗址、毕节威宁
中水遗址、遵义海龙囤遗址、遵义新蒲播州杨氏土司
墓地、贵安新区牛坡洞遗址、贵安新区招果洞遗址、
贵安新区大松山墓群考古成果进行展示。”安顺文庙
管理处负责人谢开然告诉记者，该展览在安顺文庙
展出时间为8月10日至8月18日，在安顺市图书馆
展出时间为8月19日至8月25日。

来自河南郑州的游客郭松娜带着孩子刚到安
顺文庙打卡，就遇到了考古漫画展，她开心地说：

“感觉这里的文化氛围非常浓厚，孩子从小很喜欢
看书看漫画，一走进这里就问很多问题，更是在漫
画展前认真地看起来。这轻松幽默的描述，加上Q
版的考古学者，让我们眼前一亮。”

“来到文庙，不仅感受安顺本地对儒家文化的
传承，领略六百多年古建筑的风格和工艺，还意外
看到贵州考古成果这样生动形象地展示，挺有意
思的。”天津游客李彦告诉记者。

目前，安顺文庙开放时间为每周一至周日早9时
至晚22时，入内参观只需进行身份信息登记即可。

游文庙
看画展 品文化

早报记者胡典实习生刘喜梅

日前，紫云自治县板当镇同合村
森林民宿迎来了一批来自湖南、江苏、
山东等地的游客，他们住在树林下的
尖角木屋里休闲度假，听蝉鸣鸟叫，享
受着自然的清凉。

“每年夏天，我都要寻找清凉的地
方度假一段时间，我们住过各种各样的
民宿，这次住森林民宿让我感受到树下
乘凉的静谧。”来自山东的满孝伟说，森
林民宿区域内设有一个做饭的地方，距
离民宿2公里就是小高寨乡场，赶集天
去买点土货来自己煮饭，住森林民宿吃
上绿色蔬果，这种感觉真好。

同样，住在同合村森林民宿的杨
立平告诉记者，来自湖南长沙的他，在
寻找清凉地方避暑时，偶然间在网络
上刷到了同合村森林民宿，来到这里
住了两天就不想走了。

“与我一起住进同合村森林民宿
的5位朋友，都来自湖南长沙，白天，我

们一起在森林里散步，坐在树下的椅
子上乘凉、聊天，早晚时分还可以到森
林民宿的鱼塘钓鱼。”杨立平说，在这
里让他感受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
美好，真正体验到回归大自然的乐
趣。明年，还要多带些朋友来这里避
暑度假。

目前，同合村森林民宿里，住有20
多名休闲避暑的游客。其中，一位来
自江苏南京的游客王茹明告诉记者，
他是一名旅游博主，这次走到这里，体
验很棒，空气清新，气候宜人。

“别看这些民宿建在森林里面，蚊
子还很少，中午开着门睡午觉，既凉爽
又没蚊子，感觉非常好，非常安静，挺
好的！”王茹明说，第一天住的星空房，
早上初升的阳光照射在床上，感觉很
舒服，晚上躺在床上还可以看星星。

同合村自然环境优越，山坡多，平
地少，森林覆盖率达 75%，改扩建的

G354国道从村中穿过，境内有国家达
II级综合型黄家湾水库。

“2020年，我们依托本村良好的生
态资源禀赋和交通区位优势，打造了
占地200亩的乡村旅游综合体项目。”
同合村村支书李正斌说，该综合体设
有森林民宿、生态鱼塘、打靶训练、真
人CS、丛林穿越游乐等项目。为吸引
更多游客，森林民宿推出了优惠政策，
希望通过合理的价格、优质的服务、舒
适的环境，吸引更多的游客前来游玩。

李正斌表示，下一步，将继续完善
配套设施，提升乡村旅游服务水平和
游客体验，让同合村乡村旅游综合体
成为大家追求“慢生活·亲自然”乡野
生活的好地方，让森林民宿成为游客
流连忘返的“天然氧吧”，吸引更多游
客前来体验生态旅居，让乡村民宿真
正成为“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
乡愁”的诗和远方。

进入暑期旅游旺季以来，天龙屯堡以
不断涌现的新业态、新场景让游客在身临
其境的“沉浸式+”中解锁文旅新体验，领
略屯堡文化的独特魅力。

7月 19日，一场以“屯聚山水·古韵福
地”为主题的屯堡文化宣传月活动在天龙
屯堡古镇拉开帷幕。“山歌展演”“地戏展
演”“屯堡服饰展演”“屯堡文化综合展
演”，每周一个主题，周周不重样的展演方
式，让很多远方而来的游客倍感惊喜。

“‘屯堡山歌’就像是 600多年前传唱
于屯堡村寨的‘流行歌曲’，表达了一种自
由而快乐的状态。”在首场山歌展演活动
中，来自上海的柳海林和同行的姐妹们分
享着山歌里的歌词词意，大家跟着音乐哼
唱着，摇摆起手机，记录下这美好时刻。

“这个季节全国大多数城市都在经历
高温‘烤’验，但是安顺气候凉爽适宜，风景
迷人，无论是雄伟壮阔的黄果树大瀑布，还
是像天龙屯堡这样有着悠久历史的人文景
观，每一处都令人流连忘返。”柳海林说。

8月 9日，当夜幕降临，古老的天龙屯
堡被歌声与星光点亮。经过一轮又一轮
的激烈比拼，期待已久的平坝区第二届乡
村歌手大赛终于迎来了最闪耀的时刻
——决赛之夜！这不仅是一场音乐的盛

宴，更是一次心灵的触动，每一刻都扣人
心弦，让人沉醉。

比赛现场气氛热烈，舞台上，选手们
状态昂扬，用真挚质朴的情感，为现场观
众呈现了一场视觉和听觉完美融合的音
乐盛宴，赢得了阵阵掌声和欢呼声。

“我们一家是来贵州避暑旅游的，本来
计划住在安顺市区里，听说天龙屯堡这里
每周五都有文化展演和歌唱比赛，于是就
带着孩子住进了村里的民宿。”决赛当天，
来自安徽的汪杰带着孩子早早等在了场
边，来天龙屯堡旅游的这些天，古镇的街头
巷尾几乎成为他与孩子每天的打卡点。

来自铜仁的巩欢则是在网上看到直
播预告后，特意在决赛前赶来。在她看
来，能够在欣赏一场比赛的同时享受一段
旅行，是一次不错的体验。

“白天逛古镇，夜晚观比赛，确实有一
种不同的感受。”巩欢笑称。

不论是文化展演，还是赛事举行，都
为天龙屯堡聚集了大量人气，在点燃乡村
活力的同时，也有力带动了周边住宿、餐
饮、交通出行等领域的消费增长。据统
计，与 2023年同期相比，在为期一个月的
屯堡文化宣传月和乡村歌手大赛比赛期
间，天龙屯堡游客月均净增超万余人次，

决赛当天游客同比增长近30%。
沉浸式的“演艺+旅游”作为一种时

尚、特色的文化旅游资源组合，为天龙屯
堡的文旅融合打开一扇新的大门，助推消
费业态更加蓬勃丰富。

一条清澈见底的小河穿古镇而过，光滑
的石板路，围坐在石头房子前“长衣大袖”的
屯堡女人……漫步走在古镇中，游客仿佛穿
越回600年前的明朝，这里的一砖一瓦、一
草一木，吸引着无数游人目光，有人举起手
机拍照留念，有人驻足演武堂听一场非遗地
戏……古老的屯堡文化让游客们沉浸其中。

“屯堡村寨我去过不少，但天龙屯堡最
具有烟火气息。这里的古建筑保留得比较
完整，基础设施也比较齐全，每年我都要带
学生来这里写生创作，感受屯堡文化氛围。”
贵州省美协副主席、贵州师范大学美术学院
教授朱世伟挥舞着手中的画笔，一笔一画勾
勒着屯堡沉淀了600余年的文化色彩。

过去的游客来到天龙屯堡，大部分只
是走马观花看一遍，对屯堡文化知识了解
知之甚少。而今，丰富多彩的体验式赏景，
把游客从过去单一游览景区，到今天融入
景区，成为其中的一份子，游客的消费方式
正在发生转变。年轻消费者不仅喜爱新
奇、互动、体验，更愿意自发在社交平台分

享感受，这也进一步助推了天龙屯堡景区
开展‘沉浸式’业态的火热。”安顺旅游集团
天龙屯堡景区副总经理叶超表示，天龙屯
堡正在不遗余力地完善交通、住宿、餐饮、
娱乐等配套设施，全方位提升市民游客在
屯堡观演、观赛、游玩的体验感和舒适度。

“这个夏天，天龙屯堡活动不断，除了
继续做优旅游环境、擦亮屯堡旅游品牌，
景区还聚焦避暑游产品不断推陈出新，让
避暑旅游在这个夏季持续‘井喷’。”叶超
说，通过各类活动和比赛，吸引更多的外
地游客选择住在屯堡。目前，景区内的优
途丝路房车露营基地以及红椤香居民宿
都已住满了前来避暑旅游的游客。

“我们将打造‘沉浸式+’体验作为天龙
屯堡文旅产业发展亮点，通过修缮老建筑、
还原历史布景，将独特的建筑风格、地道的
当地美食、传统的节庆表演展示出来，人文
古韵和商业氛围融于一体，游客深入其间，
不仅能满足休闲、娱乐、社交等需求，也能
更深入地读懂屯堡文化的深厚底蕴。”叶超
表示，未来，还将充分发挥更多赛事、文艺
活动的引流作用，进一步深化文旅融合，让
人文历史生动起来，让文物鲜活起来，让屯
堡文化走进大众内心，促进文旅消费，让古
老屯堡焕发强劲活力。

天龙屯堡：“沉浸式+”解锁文旅新体验
早报记者 桂传念

板当镇同合村：

森林民宿凉资源带来休闲避暑“热”
早报记者姚福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