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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杨 禹

没想到，今年春节全家人西

双版纳之旅的第一个“惊喜”，竟是在

动身之前就收到了。

1月下旬的一天，记者接到了之前预订春

节之行酒店的某网站来电——“杨先生，由于

景洪当地刚公布了限价令，您预订的房间每天

的房价降了某某元，您整个订单一共可以少付

某某某元”。

还没去，先“退钱”。

做记者，必是要寻个究竟的。果然，云南省

景洪市1月12日发布了2024年重大节假日期

间住宿业客房诚信指导价。三、四、五星级酒店

最高诚信指导价分别是1200元、1800元、3000

元/间·天，经济型酒店是500元/间·天。

这件事的由头，在一年前。去年春节时，曾

有一些游客吐槽西双版纳“住宿贵”，有的经济

型酒店房价比平时高了十多倍。整改动作很

快。去年3月，景洪市发改局、文旅局、市场监

管局发出了《关于进一步规范景洪市住宿业客

房市场价格秩序的通知》，之前已有价格报备的

要求，并公布了诚信指导价。

今年的动作，显然是对去年新政的延续

和完善。大年初一，记者与家人抵达西双版

纳。入住酒店时，房价确实回落到了最高指

导价之下。

西双版纳之美，无需赘述。这是“象往的地

方”，也是多少游人向往之地。查了一下今年1

月的西双版纳州政府工作报告，“2023年全州

接待游客6209.6万人次，旅游总收入976.1亿

元，分别恢复至2019年的128%和117.9%。”

“6209.6万人次”是个什么概念？对照一

下，丽江市是6986万人次，大理州是9530.3万

人次。这几地，在云南各地市州中，接待游客数

量位居前列。

记者实地观察，比肩接踵的游客们，南北方

口音都有，国际化程度也不低。游客增长快的

原因之一，是中老铁路的开通。2月12日，大年

初三，中老铁路西双版纳站单日到发旅客突破

5.22万人次，创下新的历史最高纪录。

版纳游，必去星光夜市打个卡。位于告

庄西双景内的星光夜市，不久前刚入选国家

级旅游休闲街区。澜沧江边，3000余个摊位，

汇集着东南亚风情的小吃餐饮、民俗活动、休

闲购物等等。每晚数万人云集此处，满眼都

是穿着民族服装拍照的年轻人，灯光、音乐、

美食，人气、香气、烟火气，书写着“扎堆儿”过

年的快乐气氛。

“扎堆儿”的另一面，是大客流聚集。良好

的秩序、及时的疏散，成为平安的保障。记者在

星光夜市内外走一走，看到总体上秩序井然，进

出的密集人流分道而行，各种指示标牌都很清

楚。不过，也体验到了一点具体难题：晚22点

后，附近公交车已停驶。打车回酒店，手机上下

了各种订单，久久等不来接单者。

第二天，记者通过相关渠道，把这个情况作

了反映。很快，当地有关部门回复说已收到。

又过了一天，景洪市交通局发布了《对“告庄西

双景”景区公交站点进行临时优化调整的通

告》，增设了站点，延长运行到23点。

记者想，反映这个情况的人一定不少，自

己是其中之一吧，也算尽了绵薄之力。当重点

景区大客流激增，相关的努力，只有更好，没有

最好。

彩云之南，“含绿量”高。西双版纳，“美在

自然、优在生态、特在雨林”，森林覆盖率高居全

省第一。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有着古

老而又富有生命力的生态观。望天树景区里的

一个木牌，给记者印象很深——上书傣族谚语：

“有林才有水，有水才有田，有田才有粮，有粮才

有人”。

过年这几天，西双版纳最高气温在25℃到

30℃之间，阳光刚刚好。绿色葱茏的山岭间，很

多少数民族山寨，吸引了不少游客。记者则“反

其道而行之”，驱车往人少处寻觅，兜兜转转，进

了嘎洒镇的沙药村。

沙药的村民，以哈尼族、拉祜族为主。典型

的吊脚楼，依山势而建，古朴自然。村里没啥商

业味，就一处服务村民的小卖部，闲坐着几位老

人。经得主人允许，记者走进了几户人家。旧的

家具、新的电器，收拾腌肉的老人、放假在家的孩

子，满眼是家常的随意。

听村里人介绍，几年前这里还是景洪市脱贫

攻坚的重点村。记者细细观察，村里的主干道做

了硬化，排水沟是混凝土砌的，几个小巷拐角处

放着垃圾集中收纳桶。回酒店后再查阅州政府

工作报告，对上了——2023年，积极推广浙江

“千万工程”经验，“新增通硬化路自然村126

个”，“村庄垃圾收集、转运设施覆盖率70%”。

这个“70%”，2024年的目标是提高到75%。

在“象往的地方”，亚洲象国家公园创建

已进入试点阶段。既要保障人、象安全，又要化

解人象冲突，西双版纳这几年建立了很多相关

制度。景洪市也刚刚创建了自己的区域公共品

牌——“象往版纳”，用互联网思维，把家乡推介

给世界。

过年时，忙碌的西双版纳人很多。在原本

冬闲几个月的稻田里，乡亲们尝试着种无筋

豆、荷兰豆，收获颇丰。游客潮水般涌来，为游

客服务的本地人就很辛苦。记者有一天打了

辆网约车出门，发现车收拾得很干净，司机服

务态度也不错。跟他聊起来，晒得黝黑的余师

傅说——

“游客出了机场、火车站，最先打交道的版

纳人就是我们。我们得当好西双版纳的门面。”

□ 本报记者 田新元

龙年游龙江，一路向北方。在祖国最

北端的黑龙江省漠河市北极村，天南海北

的游客春节期间纷纷来到这里喜迎新春，

感受浓浓的年味。

春节里的北极村银装素裹、喜气洋洋，

到处充满节日的喜庆氛围。大批游客特意

来到北极村过年，体验冰天雪地里的传统佳

节，坐着马爬犁去找北，一起赏冰玩雪、挑战

极寒，畅游北极村里的一个个“北”字地标。

“孩子特别想来这儿，是中国的最北边

嘛，这里的年味特别浓，晚上我们还放了烟

花，虽然天气很冷，但是心暖暖的。现在过

年，不论在哪里只要家人在一起，在哪里都

是过年。”北京游客高某说。

“神州北极”，是旅游的一大卖点。漠河

市审时度势把旅游业确定为支柱产业进行

培植，主打“北”字品牌，重点突出北极生态

理念、神州北极天象、神秘源头、大冰雪、大

界江、大森林特征，用不一样的文化体验吸

引各地游客。

春节期间，络

绎不绝的游客走进中

国最北邮局，选几张具有漠河

特色的明信片，盖上纪念邮戳，为远方的

亲友送上美好祝愿。“我从来没有来过东

北，这一次特意到漠河来过年，就是想来

感受一下这个最冷极的天气，挺开心的。”

重庆游客班某说。

北极村的冬天，夜幕早早降临，每家每

户、大街小巷都是张灯结彩，大红灯笼高高

挂。来自南方的游客欢聚在中国最北村庄

的农家民宿，一起吃饺子、品尝地道东北

菜，在这里欢度春节。

这几天，村里的很多民宿晚上组织游

客一起包饺子，感受北方最传统的新春味

道。吃过了地道的年夜饭，游客们纷纷来

到冰雪户外，体验泼水成冰、溜冰滑雪等

娱乐项目，感受冰天雪地里的浓浓年味。

“来感受一下这里的氛围，感受这里的

快乐，很开心很快乐。”湖南游客邓某说。

□ 本报记者 杨 虹

进入农历甲辰龙年，我们一家人来到了有

“中国砚都”之称的广东省肇庆市，第一次来到

南方过了一个不一样的春节。满眼绿色，气候

湿润，屋外暖洋洋是初到这里最大的感受。

大年初一，我们沿着灯笼红火的古城墙去感

受这座千年古城的古风古韵。从古城墙上的记录

可知，这是肇庆境内最具有代表性的文物古迹之

一，外形古朴，历史悠久，一砖一瓦都为肇庆这座

城市增添了浓浓的古文化韵味。坐落于古城墙西

段的披云楼，为端州知州郑敦义将端州土城拓

为砖城时增建，因楼矗立在城墙最高处，云雾常

绕而得名“披云楼”，又有“飞云楼”之称。作为

广东现存唯一主体和城周基本完整的古城墙，

红墙白瓦，让人恍惚间穿越千年。

沿着古城墙再往里走5分钟路程，便是肇

庆骑楼街。这条街的两旁满是广府韵味的建

筑——骑楼，上楼下廊，一楼街道的部分建成行

人走廊，走廊上方则为二楼的楼层，仿佛二楼骑

在一楼上面。复古招牌和霓虹灯装饰着每一家

商铺，西关岭南风情迎面而来。

听当地人讲，这骑楼街建于清末民初，曾是

当地繁荣的商业贸易中心，浓缩了肇庆的百年

历史，见证了曾经的商业辉煌。然而，随着现代

商业发展模式的创新，兴盛的骑楼街渐渐“退

圈”。2023年以来，借助广东省“百千万工程”

的东风，肇庆市端州区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

文，坚持修旧如旧，将百年老街与现代时尚潮流

有机融合，打造“肇庆府·宋城骑楼街”项目，对

骑楼街物业进行多方改造，对街区150家物业

进行统租开发，喜茶、童年大风车零食、食出腊

味煲仔饭、巧心面店、端州月饼等50多家知名

品牌和本地老字号商家入驻。据介绍，肇庆骑

楼街以复古、非遗为核心元素，聚焦博物馆、非

遗传承、旅游、手信、美食、艺术等内容打造集历

史、文化休闲、娱乐于一体的肇庆旅游“新名

片”。餐饮、杂货铺、邮局、音乐、青少年画展等

各门类齐全，市民游客们可在美食、文化体验中

尽情感受肇庆文旅魅力。

老屋，经历了岁月的洗礼；旧铺，承载了情

怀和记忆。复古的建筑吸引了游客们驻足拍照

留念，到黎雄才艺术纪念馆去追寻一代艺术大

师的成长足迹，牙鹰楼藏宝的传说让古老洋楼

显得更加神秘。美食摊的裹蒸、云吞、牛杂等特

色小吃也汇聚了众多的食客。

阵阵铿锵有力的锣鼓声传来，舞龙舞狮队

伍从街口牌坊处欢腾跳跃而来，瞬间点燃了现

场氛围，街道两旁的游客们欢呼着，时不时拿起

手机拍照。锣鼓声、欢笑声、叫卖声交织在一

起，到处洋溢着浓浓的“年味”。

“晚上再来看看，肯定更带劲。”熟悉而亲切

的东北口音吸引了记者的注意。于是，我们和从

哈尔滨过来的一家三口边走边聊。“今年我们也

是头一次南下过年，感觉跟咱们那儿有点不一

样。”老大哥连连感叹，“这边还是暖和、空气好，

人也挺热情！”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宋城骑楼街复古招牌霓

虹闪烁，重现了旧时端城的繁华盛景。骑楼的檐

柱、梁架、屋顶充满着光影变化，多只调皮可爱的

“大熊猫”攀骑上骑楼街，憨态可掬。千灯长廊，明

灯错落，游客们沉浸在千年古城内的人间烟火中，

在这极具浪漫诗意的氛围里品味着“慢生活”。

去“象往的地方”过年 北极村里感受浓浓年味

肇 庆 古 城 看 舞 龙

□ 本报记者 丁 南

一大早，国网福建电力“双满意”（福

州红色榕光）共产党员服务队的供电师

傅就背上工器具包，前往永泰县霞拔乡

锦安村附近的黄氏“父子三庄寨”——谷

贻堂、绍安庄和积善堂，为这片有着170

余年历史的古庄寨景点开展安全用电隐

患排查。

连日来，福建多措并举强化春节期间

电力保障供应，国网福建省电力有限公司

各地员工坚守能源保供一线，牢牢守住大

电网安全生命线和民生用电底线，全力满

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用电

需要。

在国家级4A景区——中国云顶，驾

驶着新能源汽车的游客正体验着便捷高效

的充电服务。截至2023年，国网永泰县供

电公司在10个乡镇累计投运82个电动汽

车充电桩，总用电量达21.17万千瓦时，乡

镇充电桩覆盖率居福州市第一，为乡村文

旅发展打造低碳绿色引擎。

结合居民自住、经营、生态旅游等要

求，国网厦门供电公司采用“快充+慢充”

“低压接入”等模式，实现充电桩下乡。在

翔安区大帽山景区，此前游客想给自家的

汽车充电，就得开到山下的充电站，单是路

上就要花上20分钟。如今，景区新安装了

多个充电桩，有效缓解了新能源车主上山

的“里程焦虑”。

为服务“电动福建”建设，

2023年，国网福建电力加大充

电网络建设力度，促进新能

源汽车产业发展，加快推动终端用能电气

化。目前，福建全省高速服务区充电设施

覆盖率接近90%，全省乡镇充电设施覆盖

率超75%，各市区已形成3公里公共充电

服务圈，确保人民群众过一个光明温暖的

新春佳节。

春节假期本应是一家人团圆的时

候，却是电力人全年里最忙碌的时期。

国网莆田供电公司南日岛供电所党支部

书记黄毅如往常一样，迎着凌冽的海风，

利用无人机、红外测温仪等手段，仔细巡

视着 10千伏东岱线等每一个电力设施

的运行情况。

“以前我们巡线就靠一双眼睛两条

腿。现如今，岛上刚刚投用了无人机自主

巡检示范区，实现无人机自主巡视全岛全

覆盖，通常一个航次15分钟就能完成人工

1小时的任务量。”黄毅感慨地说，有了数

字技术加持，现在全岛供电越来越可靠，客

户用电越来越安心。

无独有偶。国网厦门供电公司电缆修

试班班长谢维，今年已是连续25年在春节

值守了。但和往年不同的是，他的身边新

增了机器狗、无人艇等高新装备。

新年不懈怠，守护灯火忙。如今的福

建，一条条电力“高速公路”连接起能源基

地与负荷中心，正源源不断为经济社会高

质量发展提供绿色动能。

电力“守护人”温暖团圆时
云南景洪告庄西双景内的星光夜市熙熙攘攘。 本报记者 杨 禹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