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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春节的脚步越来越近，有着
走出去过年想法的市民也已经在安排
假期出游。昨日，记者从市内各大旅
行社了解到，目前已经进入了春节出
游报名的高峰期。和往年相比，自驾
游和自由行游客的比例呈现上升趋
势，尤其是随着西成高铁的开通，不少
人选择坐高铁去古都西安过节。此
外，高性价比的周边游、省内游，以及
海南、东北“一冷一热”的常规线路持
续火热。春节到底应该怎么玩呢？

春节出游期间，除了平时的景点
以外，各地的年俗文化、灯会庙会以及
相伴的美食品尝也是吸引游客的一个
亮点。相对于平时出游来说，除了观
景以外，还能更深入的了解和体验当
地的民俗文化。相对于自由行来讲，
跟团游相对来说性价比更高，避免了
订房难、吃饭难以及涨价等影响。市
内各大旅行社也推出了各种主题行程
来供市民选择。随时都能成团又便捷
实惠的周边游深受市民喜爱，比如曾
家山2日游、金佛山2日游、阆中古城
1日游、重庆石柱1日游……

历史厚重的西安以及陕西美食令
人期待；海南的阳光、沙滩、海水也让
达州的市民感受了温暖和玩海的乐
趣；东北漫天飞舞的雪花、冰雕、滑雪、
温泉弥补了达州没有雪的遗憾，也体
验了不一样的玩雪乐趣，同时东北的
民俗和地道的美食，能让打算在当地
过春节的游客感受一次“东北味”的春
节。

出境游方面，今年春节出境游的
热门线路和往年区别不大，海岛游的
热度不减。日本、泰国、越南、马来西
亚、柬埔寨、老挝等适合家庭或者亲子
出游的常规线路，依然深受达州市民
欢迎。如果是自由行，需要提前做好
功课，预定好机票及酒店，办好签证，
同时需要了解清楚目的地的出入境规
定。临时预定，各方面的价格都会有
所上浮。

除此之外，优雅、闲适、自由的邮
轮旅游也开始受人追捧。在这个海上
漂浮的度假村里，省去车马劳顿，享受
旅游的每分每秒。邮轮的精彩生活一
般从晚上开始，盛大的晚宴、各色酒
吧、演出、剧场会让黑夜变得那么短
暂。而中午则是邮轮的早晨，只有吃
完午饭，才开始热闹起来，在甲板上享
受日光浴、打高尔夫，在泳池游泳，在
健身房做运动，在美容室做SPA，在咖
啡馆聊天，如此享受生活!亚洲近海，
航程短、行程丰富、价格低廉的日韩线
及东南亚线都是体验邮轮不错的选
择。

（李智 本报记者 戚劲松）

春节将至：
达城市民旅游过年安排要趁早

小帅哥“琴”有独钟
外孙子刚满三周岁，遂请了公休假带他去新疆

游玩。
新和县加依村是国务院命名的“国家级非遗传

承基地”和国家旅游局命名的“乡村旅游示范村”。
小家伙在龟兹文化乐器展示中心转了一圈，径

直走进手工乐器制作销售合作社工作室。从没碰过
提琴的他，拨弹起提琴来，引得自治区非遗传承人肉
孜�巴吾东也忍俊不禁。

“小木屋”咏叹调
不知是不是外孙子因水土不服的缘故，当抵达

禾木村时就哭闹着要回家。
禾木村在美丽的喀纳斯湖旁，它素有“中国第一

村”的美称。禾木村是图瓦人的集中生活居住地，是
仅存的三个图瓦人村落（禾木村、喀纳斯村和白哈巴
村）中最远和最大的村庄，总面积3040平方公里。这
里的房子全是原木搭成的，充满了原始的味道。炊烟
冉冉升起，形成一条梦幻般的烟雾带，胜似仙境……

好说歹说不管用，用零食转移了小家伙的注意
力。不过，管了一会儿又闹开了，又用手机儿童游戏
哄着，终于趋于了平静。

夜幕时分吃晚餐，我们从寒冷的户外走进温馨
融融的小木屋，他高兴地边吃面条边手舞足蹈。他好
奇地打量着小木屋，在床上蹦跳着哼起了歌谣，直到
夜半12时才酣然入梦……

翌日上午9点，把他从睡梦中叫醒，吃过早餐的
他，更来劲儿，只管自个儿欢快地在大道上奔跑，外
孙子竟喜欢上这个小山村了。

一路美景一路歌
此番旅途何以选择新疆呢?弟子沈明发赴疆发

展廿六载，近年数次受邀未能成行。他说今年“活路”
少可陪陪我,又适逢外孙子放暑假便欣然前往。他从
库车县来乌鲁木齐接机，小汽车开了9个小时,接下
来11天行程3000余公里,从乌鲁木齐到布尔津700
余公里，中途仅在克拉玛依市停留用午餐。我们成年
人面对驰骋而过的美景很容易产生审美疲劳，小朋
友又是如何度过漫漫旅途的呢？

小家伙喜欢在手机上玩“宝宝巴士”游戏，引得
他一路兴奋不已；他喜欢吃新疆麻辣牛肉、瓜籽等零
食，整得车舱内一片狼藉；他喜欢顺势靠在大人怀里
呼呼大睡，均匀的鼾声应和着有节奏的季节。

更多的时候，小家伙说飞机与宝马车轮子不一
样，所以既可以地上开也可天上飞，嘴里不断吐出
“为什么”的稚音；更多的时候，外孙子缠着我讲故
事，既要听“小兔子拔萝卜”，又要自个胡编故事情
节，争得面红耳赤又乐在其中……

一路上，外孙子还喜欢唱歌，点击率最高的就是
《世上只有妈妈好》、《我上幼儿园》和自编的歌曲，是
不是一路美景拨动了他想念爸爸妈妈、老师同学那
根情弦？

一路美景一路歌，心醉外孙子那酒窝窝!

游新疆三趣闻
�何武�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我住原达县老城
上后街。上后街老衙门口对面那家茶馆，是我
心智开启的乐园。

记忆中，上后街青瓦木板房相连，始于凤
凰头止于马蹄街。街不长，百米左右，相邻老
衙门口，正街，宅第店铺鳞次栉比，不少茶馆
酒铺。

那个年代，达县人多爱泡茶馆。各行各
业、三教九流各种不同身份的人都有。有的人
天天上茶馆喝茶，休息、品茗、聊天、会友和议
事，茶馆是人们社交的主要场所。上后街有两
家茶馆，临近老衙门口对面那家茶馆，我叫它
上茶馆，另一家则叫它下茶馆。

茶馆靠墙的座位是用竹片串成的凉（躺）
椅。茶客或坐或卧，或闭目养神。茶馆中间摆
了几张方桌和条凳。

茶具多是盖碗茶。茶碗和茶盖是瓷制，茶
船多为金属制成。

茶馆最里面设置了一个大火炉，分设几
个小灶孔，从早到晚不熄火，无论何时，黑黑
的红铜制茶壶必有一两壶沸腾的开水，便于
冲茶。附近居民也可花钱来打热水。店里备有
大水缸，挑夫担来河水后，必用明矾搅动净
水，桶底积贮一层沉淀物，上面的水清澈透
亮，口感微甜，那时州河水没有受污染。

上后街的茶馆属于“下里巴人”类型。主
要卖的是花茶、沱茶两大类。多数人爱喝沱
茶，口味特别浓郁，经熬泡。喝茶时若外出，可
吩咐留茶，回茶馆时还可以接着喝，汤色依旧
酽然。

在茶馆喝茶，有的是约人办事，或者洽谈
生意，而更多的人则是吃闲茶。寻常百姓在工
作之余、劳动之后，总爱到茶馆去泡上一碗
茶，不慌不忙，优哉游哉，这份休闲和惬意只

有泡茶馆者才能体会。
泡茶馆的人大都爱摆龙门阵，凡进茶馆

者，不论街坊邻居，也不论萍水相逢，都可视
为摆龙门阵的伙伴。他们的话题往往是天南
地北，古今中外，漫无边际，东拉西扯，道尽人
间的丑恶和不平。但，龙门阵打伙摆，茶钱各
给各。

茶客们泡在茶馆里，肚饿时便喊一声：
“来碗抄手！”街对面的“一瓯香”面馆会立即
送上色味俱佳的“罗包面”。或者，叫茶老板去
不远的锅盔店帮忙打购一个锅盔。此时，有端
盆兜卖水八块的小贩来到茶馆，可要一块红
油鸡片，或麻辣肺片，怀中掏出酒来，咂吧有
味地慢嚼，悠然自得。

我的住家在上茶馆斜对面，那时我不到
读书年纪，常提着茶瓶去打开水，或站立在茶
馆门口听评书。有一位打快板的说书人，因眼
睛有疤痕，大家都叫他扯疤眼。快板响起来
时，我会从家中飞跑过去。他的《乾隆皇帝下
江南》和《水浒传》说得很精彩。他说书时，手
舞足蹈，快板与说话的声音相互交融，绘声绘
色，很有吸引力，常有喝彩的声音。他说书到
关键时便会停下来，说是休息时间，有人便沿
座收钱。这时，拥挤站立在门口的听书者会作
鸟兽散。有时剩下我一人，会掏出节省的零花
钱，英雄式的慷慨解囊。更多是我与这些听客
一样匆匆离去，快板响时再来。

多少年过去了，上后街的青瓦木板房已
换成钢筋水泥青砖。茶馆已变成有沙发有包
间的“茶坊”，富丽堂皇。人们去茶坊不一定是
喝茶，也不再摆龙门阵，多是“斗地主”、打麻
将，少了联络感情“吹牛”的机会。

不知咋的，我特别爱回忆上后街老茶馆
那些事儿！ �秦巴闲士�

老达县城上后街茶馆那些事儿

人在旅途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