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康新欣
下过一场薄薄的雪之后，奉化在一夜之间入了冬，不管是

城区还是山村，在没有阳光的时候，不免显得有些萧瑟，每个

人裹着厚厚的外套，行色匆匆。

江南的冬天不比北方那么旷野浓烈，即便室外零下十几

度，雪深几尺，人们在室内依旧可以剥着花生米，围炉煮茗，烘

烤地炉和暖炕，一派乐融融的画面。奉化的天已经阴冷了数

日，上一次看到阳光大概已是半月前，灰蒙阴沉、落叶满街，总

觉得缺少一些活力与气息。

从城区到何应村不远，驱车沿着弥勒大道直行，10多分

钟就可到了。何应的建村时间并不久，2004年时，何家和里

应合并之后，故称何应，何、应自然是村里的两个大姓。

村子里，除去离开故乡去异地打拼的人，仍有许多年轻人

生活着，白天去城区上班，晚上下班后回到家，早出晚归，十分

便捷。或许由于天气太冷，在何应村闲逛之时，并无看到什么

人影。

走在村子小径内，不时能看到许多参天古树，香樟、银杏

……据了解，光何家村就有古樟树、古枫树、银杏树十几棵，均

有几百年历史，有几株甚至需要三人才能合抱过来；里应的胜

因寺附近同样有二十几棵枫香、苦槠，形成了一片独具特色的

古树群，后人栽种的樟树更是不计其数，宛若小森林一般，若

是夏天来此，成片的树荫让人倍觉清新舒适。

秋天是金黄色的，不管是丰收的稻谷还是翻飞的银杏，美

得让人惊心动魄。当初，正是偶然看到了何应村那落了一地

的银杏叶，让人念念不忘，才寻迹而来。但是一阵冬雨一阵

寒，待我到何应村时，树上的银杏叶早已落尽，只剩下满地金

黄，心中难免不觉遗憾。据传，这株银杏树是宋朝时期留下

的，已有800余年历史。

银杏树后，是高低绵延的山脉。这里的山名都颇有趣味，

如狮子山、凤凰山、绣球山等。狮子山与绣球山遥相呼应，远

远看起来宛如正在嬉戏玩耍的一只小狮子；凤凰山的外形看

起来仿佛一只张开翅膀意欲起飞的凤凰，村民也叫它上天凤

凰，奉化城区的凤凰山则是落地凤凰，两只凤凰刚好是一对。

除了山脉，何应村还有 5个岭，分别是日岭、月岭、黄泥岭、葡

萄岭和城头岭，各自通往不同的地方。

在日岭山上，有一个日岭夫人的传说故事。相传，很早很

早之时，奉化是一片汪洋大海，日岭一带住着一对年轻夫妻，

男的叫玉林，女的叫绣姑。丈夫出海打渔，妻子养蚕织布，两

人相依为命。但是，天有不测风云，有一天风浪夺走了玉林的

生命，葬身海底。绣姑就每天望着丈夫去时的方向，痴痴盼望

他归来，从天亮等到天黑，日久天长，终成化石。后人称其为

望夫石，又叫妇岩，因其丈夫名叫玉林，也叫玉林夫人，有地方

官命名为日岭夫人。如今，从山脚下望去，还能依稀望见日岭

夫人化石的残像。

狮子山并不高，将何应村分成了两部分，山脚下是一条环

村路，路两边则是农田，种着各种花木，尤其以桃树为盛。只

不过这个时节，看不到一丁点桃花的身影，只有光秃秃的树枝，

但是看着漫山遍野的桃树，可以想象在桃花季时，这里会有多

美。正是一派“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

在丛中笑”的写照，画里的十里桃林大抵也不过这样了吧。虽说

无缘见得桃花遍地争艳的样子，但是这时的红枫，却异常动人亮

丽。在何应村除了桃树，枫树也不在少数，灰冷阴沉的天，突

然看到一抹艳丽的红色，不禁感觉心情也跟着明媚了一些。

绕环村路走一圈，又回到了最初的起点。虽然村子有些

冷清，但是新翻修的祠堂里颇为热闹，老年活动室坐满了人。

甚至在室外都有老人围坐着一圈，悠闲地打着牌、谈天说地。

祠堂历史悠久，是南宋理宗时期所建，正中间挂着大大的“明

德堂”三个字，后毁于天灾人祸，现明德堂重建于道光年间，至

今已有 190余年历史。门上的黑漆已经落了一层厚厚的灰，

久未开启，村民说只有办白事时才会把大门打开。

明德堂不远处的护国夫人庙同样如此，大门紧闭，只有每

年护国夫人生日的那天才会打开，村民们济济前来，上香祈

福，一天结束之后，大门又被紧紧关上。护国夫人庙大约也有

500余年历史，从何时建起已无具体的考究和说法。但是村

民保护得很好，戏台、墙壁刚翻新不久，走近了还能闻到淡淡

的油漆味。老人说，为了庙的翻新讨个好彩头，打算在过年时

请戏班子来唱一唱戏，也能让村里的年味更欢快一些。

冬日的天总是黑得特别快，尤其是在这样没有太阳的时

候，下午 4点就已经预告了夜幕的临近。冷风一阵一阵直把

人吹得往屋里躲，冬天的寂静和浪漫总是不明显，有时候却甘

愿一个人耐着严寒在窗前坐着，听屋外呼啸的风声，等雪花飘

落。这是冬季的魔力吧，能引出某种感情，让你独自行走在这

样的村落和小路上却感到充实，一切慢慢沉淀在心底。天快

黑了，气温又降了几度，向村里的老人告别后匆匆踏上了归

程。等到明年桃花季时再来何应，或许会有不一样的心境。

正是一年好冬景

落雪时节遇到何应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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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资讯

旅友视界

近日，全国大部分地区气温骤降，南方甚至

飘起了大雪，冬季旅游大幕徐徐拉开。对景区

管理者来说，如何做活冬季旅游市场、带旺景区

人气，又一次成为摆在案头的重要课题。

纷纷推出优惠政策

12月 6日，乘坐首列开往宁夏的冬季旅游

国际专列的游客，抵达了贺兰山脚下的西夏陵

景区。游客在景区内游览、拍照，自己动手制作

旅游纪念品、购买文创产品，玩得不亦乐乎。尽

管园区内温度偏低，但独特的文化内涵、丰富的

游玩项目，还是给游客留下了异常深刻的印象。

西夏陵景区相关负责人表示，西夏陵是宁

夏历史文化旅游景区的典型代表。以前景区门

票价格为 75元/张，11月起，按照国有旅游景区

门票降价要求，调整门票价格为 68元/张。而

进入 12月后，景区开始实行淡季门票半价优惠

政策，同时持“银川市冬季旅游护照”的游客可

享门票免费等优惠活动。

“冰清美如画滑雪神农架”，冬季的湖北神

农架旅游别具风味。据介绍，2018年 11月 26
日-2019年 3月 25日期间，神农架六大景区联

合促销票全价票从原来的挂牌价 130元/人调

整至 99元/人，特殊群体联合促销票门票半价

优惠价格按50元/人执行。

同样推出冬季旅游优惠活动的还有湖南武

陵源。据了解，从 2018年 12月 1日-2019年 2
月 28日，武陵源核心景区冬季门票价格为每人

次115元（官网旺季价格为每人次225元），连续

4日有效；提前 10天以上在网络渠道购买门票

的游客可享每人次91元优惠价。

特色活动精彩纷呈

近期，北京南山滑雪场迎来第 18个雪季，

多样的主题活动和专业的赛事为游客献上一抹

靓丽的风景。

与往年相比，雪场今年亮点更足。为丰富

首都人民的健康夜生活，南山滑雪场增设夜场，

即每天 18:00-21:30开放 9条夜场滑雪道，票价

也更加优惠；增设国际交流和儿童滑雪事业部，

增进与法国、新西兰、加拿大等教学体系的交

流；开办丰富多彩的儿童青少年滑雪培训课程，

培养青少年“雪二代”健康积极的生活态度。

今年，为突出神农架冬季冰雪主题，神农架

各大景区将陆续推出冰雪“微缩集景”，增设雪

雕、冰雕欣赏，堆雪人、打雪仗、赏雾凇等旅游产

品，增加游览内容。依托冰雪资源和客源优势，

目前神农架已建成神农架国际滑雪场、天燕滑

雪场、中和滑雪场、龙降坪滑雪场等 4座滑雪

场，单日总接待量可达 2万人次，已成为中国南

方规模最大、功能最全的滑雪胜地，满足了当地

市民、游客滑雪休闲的需求。

为了实现淡季不淡，西夏陵景区正在抓紧新

场馆的搬迁，尽快运营 3D影片《宋夏情缘》、4D影

片《西夏陵奇幻之旅》以及新西夏文木活字印刷体

验馆，通过有故事情节、有真实感受的高科技文旅

项目，让游客更直观、立体地感知西夏历史文化。

同时加快研发充电宝、IP摆件、U盘、文具、手机壳

等文创产品，满足游客购物需求。与教育部门开

展合作，组织中小学生走进景区开展研学旅游活

动，强化景区的文化价值和社会担当。

努力提升二次消费

“景区推出的各种降价优惠活动，尤其对主要

依靠门票收入的老景区来说影响很大。”西夏陵景

区相关负责人坦言，多年来，肩负着旅游开发和文

物保护的双重任务，西夏陵景区的收费项目并不

多，门票始终是很重要的收入来源，但是为了吸引

游客到访，做活冬季旅游市场，摆脱门票经济的束

缚，景区必须让渡一部分利润给游客。他说，想要

做活冬季旅游市场，就要不断挖掘景区的亮点、提

升游客的参与积极性，这样才能刺激游客的消费

神经，同时赢得游客的口碑。

自 2013年以来，湖北襄阳古隆中景区以创建

国家 5A级旅游景区为抓手，投资逾 11亿元，先后

改造提升了诸葛亮故居片区（原隆中景区），整合

开发了植物园景区、广德寺景区，投资新建了游客

中心片区、草庐剧场片区，形成了“1+4”大隆中景

区。为方便游客游览，景区取消了园区内观光车

费用和草庐剧场白天 50元/人的参观费用，增加

了白天免费的文化演出、电子语音导览等项目。

目前，景区除了门票收入外，酒店、滑道两大项目

的收入正逐渐提升，营收新格局正在形成。古隆

中景区相关负责人介绍，下一步，景区将持续提升

产品品质，根据市场反应有针对性地打造体验性

活动、季节性产品，全面激活市场，拉动二次消费，

让景区的盈利板块更加均衡。

在武陵源区旅游局工作人员吴勇兵看来，除

了门票，旅游六要素皆是景区收入的重要环节。“长

期以来，在门票经济的影响下，景区淡旺季收入差

异愈加明显。想要做活冬季旅游市场，就必须调

整景区盈利模式，摆脱门票经济的束缚。”他说。

近年来，武陵源通过科学调研，主动研判市场

形势，不断创新营销方式，推出丰富的旅游产品、

策划多元的主题活动，逐渐打开了淡季旅游人气

不旺的局面，这几年冬季旅游综合收入增长明

显。同时，借力于“冬游张家界”品牌的整体影响

力，“冬游武陵源”的产业格局日趋完善，品牌影响

力正在形成。“希望更多游客能够到武陵源旅游休

闲，看看不一样的自然美景，感受非同寻常的人文

风情。”吴勇兵说。

据《中国旅游报》

景区频出招 冬季旅游渐入佳境

石塘半岛拥有阳光、石屋、沙滩、岛礁、人

文、乡土等资源组合丰富的独具魅力的自然和

人文景观，是中国大陆新千年第一缕曙光首照

地，素有“画中镇”的美誉。作为浙江省首批 21
个旅游风情小镇创建名单之一，石塘是台州市

唯一入选的单位，它是温岭的一张旅游金名片。

这里石墙、石屋、石路倚山而建，随地升降，

错落有致，极具地中海小镇风貌，有“东方圣托

里尼”的美誉。在这里，可以漫步于石阶老巷，

想要泼墨挥毫到处是画，拿起手机拍摄随处是

景，还能走进渔民家中体味一番浓郁的渔家传

统，做一天闲散的“海边人”；在这里，可逐浪追

涛，观赏到“阳光碎落成海”的日落景象；在这

里，可骑行散步，在滨海绿道上凭海临风；在这

里，可放慢生活，到隐匿于山海之中的石屋民宿

里追逐个人时光；在这里，可寻访古堡碉楼，聆

听娓娓相传的渔家传奇；在这里，可游离于石阶

古巷，品尝独具特色的风味美食；在这里，可走

访船模大王陈祥荣、手工达人陈祥来、水晶雕塑

师傅张永彬等民间艺术大师的工作室；在这里，

可拾级狮子山头俯瞰石塘全景，领略渔船点点、

帆影片片的渔镇风情。在这里，有人们所能想

象到的一切美好体验的海滨生活。

位于石塘半岛老公山下，有一条全长约 8
公里的生态绿道，连接着台州最美渔港——钓

浜渔港和浙东第一湾金沙湾，它邻山傍海，蜿蜒

于石塘半岛特有的红礁石间，亲水听涛，移步换

景，是游客漫步休闲、健身赏景的好去处。绿道沿

线依山势“隐居”着 30多家高端石屋民宿，蝶来三

舍·日出、海山生活、栖衡石舍、隐想家半岛民宿、

流水人家、星罗海野等，依海而居，依山而建，现已

成为体验当地风土人情和生活文化的极佳方式。

就近还有洞下沙滩、金沙滩、三蒜岛等沙滩岛礁可

供玩耍，吹着海风，踏浪玩沙，好不惬意。

来到温岭，最不能错过的就是美食，其中海鲜

为最。《嘉靖太平县志》记载，太平所产，皆珍奇异

品。温岭三面环海，海岸线长 317公里，沿海基本

以滩涂为主，海鲜肉质细腻，尤其鲜美。有外地游

客在博客中写道：饕餮一餐鲜活的海味，满脑子都

是温岭的记忆，这就是温岭饮食的超凡魅力。随

意走进温岭的大小酒店，都能品尝到各类鲜活的

海鲜，琳琅满目，应有尽有。

除了海鲜，石塘闽南特色风味小吃也自成一

派，主要有“一粽”“二面”“三圆”“四羹”“五花色”，

还有嵌糕、麦饼、麻糍、糕干胚、青团、“冬至圆”、泡

虾等，都是地道的温岭小吃，这些流转于街头巷尾

的小吃美食，留驻成这座城市千百年来饮食脉络

的一道道独特风景。

据统计，目前石塘共有精品民宿 31家，普

通渔家乐130多家，3000多位渔民转产转业，走

上了新的致富路。石塘人都说，从那一间间被唤

醒的石头房子里，他们看到了渔家生活的新模样、

新希望。

据《中国旅游报》

石塘半岛“东海好望角”全景体验

村内小径 明德堂 戏台

枫叶红了 村内一角

紧闭的大门 护国夫人庙

小名片：
何应村由何家和里应在 2004 年合并而得名，位于萧

王庙街道西侧，同山西麓，距奉化城区 5公里，交通便捷，

生态优美。

全村有人口 1700 余人，占地 3.5 平方公里，耕地面积

1315 亩，山林面积 6728 亩，桃山 2300 余亩。桃林是村民

的主要经济收入来源，人均年收入1万余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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