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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威传播公信新闻 深情反映大众心声
ZHAOTONG RIBAO假日生活

在时光的轻抚下，盐津——这座悬
缀于滇东北峡谷间的玲珑小城，将彩虹
般跃动的生机与漫山的苍翠融合成一
幅令人魂牵梦萦的生活长卷。

在这里，生态是流淌的底色。盐津
以山川为卷，以匠心为笔，绘就休闲旅
游的灵动画卷。创新如一泓清泉，浸润
着“一线城市”的险峻风骨，也浸润着村
落阡陌的悠远乡愁。那些散落的文旅
瑰宝，被悉心拾起、精心打磨，终成可触
可感的诗意图景。

盐津精心织密文旅脉络，铺展引人
入胜的漫游小径。当您穿行于“一线城
市”的奇崛与空灵之间，身心便悄然沉
浸于这片绿意绵延的诗意栖息地。步
履渐缓时，山野的馈赠在舌尖绽放——
醇厚的高山腊肉、糯香的“石门三粑”
（猪儿粑、黄粑、桐子叶粑粑），氤氲的茶
香与崖畔灯火、市井喧声交织，绘就一
幅烟火升腾的鲜活地图。每一次驻足，
皆是风物对心灵的慰藉；每一次回望，
皆为时光镌刻的温柔烙印。

且让关河的清风拂去尘嚣，让深谷
的雾霭涤荡心神。盐津，是喧嚣之外的心
灵栖息地，让你在市井的鲜活韵律与山水
诗篇的交叠处，寻得那份深藏的安宁。

和美乡村：静候心灵栖息的旅人
在层峦叠翠间，盐津的山水仿佛被

时光浸染。青山如黛，深情环抱碧水；绿
水蜿蜒，倒映天光云影。山水对望处，一
个个和美乡村如明珠散落，宁静诗意，静
候每一位寻觅心灵栖息地的旅人。

走进兴隆乡大田村田坝子村民小
组，仿佛坠入绿意浸染的梦境。5000亩
茶花吐艳，8000 亩生态茶园如绿毯铺
展，白墙黛瓦的屋舍安然依偎其间。微
风过处，茶浪轻涌，花香暗浮。田坝子
水库碧波粼粼，将村庄的朦胧轮廓、葱
茏茶山轻轻揽入怀中。一项总投资达
2000余万元的乡村振兴示范工程已悄
然建成，一幅宜居、宜业、宜游的乡村新
画卷正徐徐展开。

这幅画卷的绘就，离不开脚下的沃
土与青山碧水的深情滋养。“5000亩茶
花既是风景，也是乡亲们的‘钱袋子’。”
大田村党总支书记杨宗奎目光笃定地
说道。特色产业与碧波荡漾的田坝子
水库交相辉映，成为乡村振兴发展的

“双翼”。建设者秉持“重保护轻开发”
的理念推进该工程，矢志打造“无愧子
孙的精品工程”。“这项工程带来了就业
岗位，增加了群众收入，盘活了乡村资
源，为建设美丽乡村注入了新动力。”杨
宗奎欣慰地说道。

漫步田坝子，环湖步道如丝带轻
绕，串联起听瀑亭、垂钓台与亲水栈
道。湖畔茶廊里，袅袅茶香与徐徐湖
风交融。水岸船屋与精品民宿静立，
将山居诗意融入现代舒适空间。乡村
振兴广场上，村民闲话家常。农房墙
面披着彩绘新装，农家乐里炊烟袅
袅。基础设施筑牢发展根基，文化记
忆脉脉流淌。农村寄递服务站内，山
野珍馐正整装待发。

休闲时分，游客纷至沓来，为乡村
注入勃勃生机。湖畔，热情奔放的民族
舞蹈点燃欢快的氛围，彩衣舞者以翩跹
舞姿传递真挚的情谊。兴隆乡的悠长
历史、独特风情与茶桑物产，在讲解员
生动的叙述中一一展现。午间，地道农
家菜香气四溢——鲜嫩土鸡、清甜时
蔬、风味小吃，让味蕾沉醉于山水的馈
赠。饭后沿湖信步，但见茶山叠翠、湖
光潋滟，游人情不自禁地赞叹：“真可谓

‘人在画中游’！”
游客的笑语未散，发展的引擎已然

轰鸣。兴隆乡党委书记罗艳洞悉深层
嬗变：“我们实现了生态环境、乡风文

明、产业发展的同步提升，生态宜居、产
业富民、文明和谐的蓝图正在变为现
实。”村民王前琴站在水岸屋前，眼中闪
烁着希望的光芒：“家就在水边，一天比
一天美！待配套设施完善后，这里会更
加迷人！欢迎大家常来做客，我们的日
子，一定会越过越甜！”

田坝子以生态为笔、文旅为墨，在
保护与发展中走出稳健而轻盈的舞
步。当绿水青山化作百姓的幸福靠山，
这幅美丽乡村的长卷便拥有了永不褪
色的生命底色。

盐津和美乡村的诗篇，继续在牛寨
乡万和村谱写。作为沪滇协作的又一

硕果，“山水灵动·和美万和”乡村振兴
先导示范工程惠及 7个村民小组，依托

“一环五区十节点”构思，坚持农文旅一
体，融合农耕文明、田园风光、村落建筑
与乡村生活，延伸产业链条。

如今的万和村，焕然一新。道路洁
净，河道清澈，文化墙色彩斑斓，田园风
光如画。康养民宿、垂钓基地、休闲长
廊、彩虹步道、星空露营地……交织成
业兴村强、民富人和的新画卷。

漫步在提质升级的老街街区，时光
仿佛放缓了脚步。古铜色门窗与斑驳
的外墙，历史气息氤氲，仿佛披着一层
记忆的薄纱。幽深的街道两旁，早餐
铺、理发店、酒吧、民宿林立，历史韵味
与现代活力和谐共生。

“现在村里有产业、有风景、有奔
头！”村民们眼角眉梢都挂着掩不住的
笑意。“以前外出打工，一年到头见不着
家人几面。如今在家门口创业，赚钱顾
家两不误。”核桃湾村民小组长王存芬
细数家乡的变化，“路宽了，环境美了，
游客多了，投资商也来了。在家门口就
能赚钱，日子越过越红火。”

牛寨乡党委书记向成云道出深意：
“工程改善了人居环境与生态，提升了
治理能力，带动了乡村旅游与产业兴
旺，促进了农村全面发展、农业升级、农
民增收。”开园以来，万和村以其独特的
魅力，迅速成为热门目的地，游人如织，
为村民带来了甜蜜的期盼。

行走在盐津的山水间，无论是田坝子
茶香湖光的诗意栖居，还是万和村古韵新
生的和美画卷，都印证着朴素的真理：当发
展根植生态，当振兴回望乡愁，当乡亲笑颜
成为最暖标尺，这片土地便能生长最动人
的风景，滋养最温暖的家园。

盐津深处，山水深情相拥。茶山青
翠，是大地绵延的生机；湖光潋滟，是岁
月沉淀的宁静；老街灯火，是人间烟火
的守望。每一次呼吸都浸润自然芬芳，
每一次凝望都收获山水馈赠，每一次聆
听都触摸乡村脉动。盐津以其山水韵
律与乡村新貌，向所有追寻宁静、渴望
归真、热爱生活的人们发出邀约：来吧，
把心安放于此，让灵魂在田园间找到那
份久违的诗意与归属。茶山青，湖光
醒，老街灯火，永远为你点亮，静候归
来，细品漫漶时光、浓浓乡情。

“一线”城市撞进“多巴胺”的童话里
清晨的薄雾，像山谷轻轻呵出的气

息，温柔地缠绕着盐津城。依山而建的
房子仿佛揉着惺忪的睡眼，悄悄醒来。
第一缕阳光像调皮的精灵，穿过窄窄的
崖缝，“叮”地一下便点亮了那些粉墙、
蓝窗、黄檐——那色彩，被清冽的关河
水濯洗过，纯净清亮得如同刚拆开的糖
果纸，甜滋滋地晃着眼眸，也漾在心尖
儿上。人们踩着薄薄的晨光，走在窄窄
的街巷里，脚步轻轻，仿佛怕惊扰了这
场峡谷精心编织的梦。每一步，都像是
踩在柔软的云朵上，又像是翻开了缓缓
流动的童话画页，每一帧都是惊喜。

这就是盐津老城，一个被山峦深情

拥抱的“一线”城市。峡谷是它最宽厚
也最“小气”的臂弯，最窄处只留下30米
宽的空隙，奇迹般地孕育了这方烟火人
间。当“一线”的奇绝险峻遇上“多巴
胺”的明媚鲜亮，会擦出怎样的火花？
答案就藏在这一栋栋糖果色的房子里，
藏在那让旅人跨越千山万水也要奔赴
的惊叹里。“哇！原来童话世界真的存
在，它就藏在云南的深谷中，染着彩虹
的颜色！”一位初到盐津的上海小姑娘，
举着相机，笑得比阳光还灿烂。

这座小城的脉搏，跳动着古老的歌
谣。布满深深浅浅马蹄印的千年古道
上，苔痕是时光的印章，诉说着滇川通
道上不息的足音。那峭壁上悬着的僰
人棺椁，是岁月凝固的谜语，带着古老
民族未尽的低语在风里轻轻吟唱。走
在峡谷间，幽深的崖壁仿佛在和你耳
语，悄悄述说着亘古的秘密。而空气里
飘荡的，不只有古老的故事，还有馋人
的米香——软软糯糯、香甜可口的“石
门三粑”在街角巷尾散发着诱人的香
气。蒸腾的热气里，仿佛裹挟着关河的
湿润和峡谷的清新，一口咬下去，是盐
津最踏实的烟火味道，是让人念念不忘
的舌尖记忆。

盐津没有辜负这峡谷慷慨赠予的
流量。巧手执笔，盐津以“一城三片区”
的妙想细细描摹：让老城卸下烦冗，披
上精心调制的“多巴胺”彩衣；让黄桷槽
焕发新颜，霓虹点亮滨河的夜色；让水
田新区舒展生长，添上生态园林的诗
意。滨江大道焕然一新，宛如一条铺满
鲜花的彩色缎带。健康步道蜿蜒其间，
小花坛里的花朵探出俏皮的笑脸，精致
的景观小品调皮地眨着眼睛，那跃动的
运动图案点缀其中。

清晨，家住附近的钟大爷在这里悠
悠打着太极，脸上是藏不住的舒心，嘴
里是说不完的赞美：“这里敞亮，空气很
好，鸟儿叫得好听，花儿也香，说是仙境
也不为过。”

在全网拥有 800 万粉丝的“羊毛
月”，也被峡谷里的彩色童话吸引，用镜
头把盐津的惊艳传递给了天南地北的网
友，让更多人向往着这片“一线”奇境。

当暮色像柔软的毯子轻轻落下，晚
霞便慷慨地为层层叠叠的彩楼披上金
红的霓裳。游客们在滨江步道上流连，
脚步放得轻轻的，舍不得离开这份温
柔。几个小娃娃踮起脚尖，小手好奇地
摸着被霞光映得更加温润的彩色墙壁，
咯咯地笑出声来，仿佛真的摸到了童话
书里会发光的城堡。

盐津的美，是峡谷用亿万年的深情
浸润，再以鬼斧神工在悬崖峭壁间雕琢
出的一颗彩色糖果。她窄窄的臂弯里
裹着让时光忍不住放慢脚步、让心灵忍
不住随之起舞的丰饶与绚烂。当峡谷
的风再一次掠过斑斓的屋宇、拂过静静
流淌的关河，这座小城便像清晨草叶上
最透亮的那颗露珠，映照着生活最本
真、最动人的欢愉与色彩——只要你肯
弯下腰，伸出手，仿佛就能轻轻拢住一
整片映着彩虹的天空。

还未从“多巴胺”的童话色彩中走
出，晨雾已漫过峡谷，彩色小楼在薄曦
中苏醒，一阵阵米香从老街飘散开来。
盐津这座小城的烟火气，从一屉屉冒着
热气的粑粑中升起。

“石门三粑”舌尖乡愁
清晨的盐津老城，薄雾如轻纱般缠

绕峡谷。沿关河而建的彩色吊脚楼渐
次苏醒，蒸腾的热气裹着米香从街巷深
处飘来。老街的转角处，竹制蒸笼被轻
轻揭开，一团白雾裹着清甜的香气扑鼻
而来——洁白的猪儿粑“躺”在碧绿的
良姜叶上，晶莹的黄粑透出蜜色的光
泽，桐子叶包裹的三角粑散发着山林气
息。这座“中国最窄县城”在悬崖间辟
出一方烟火人间。在最窄处不足 30米
的“一线”天地间，“石门三粑”的香气已
飘荡数百年。

“‘石门三粑’在清朝盛极一时，主要

是给赶马人当干粮。”豆沙古镇的木牌坊
下，一位老人指着青石板路上深深浅浅
的马蹄印说道。豆沙关，古称“石门关”，
是中原入滇的第一道险关。峭壁对峙如
门，关河奔涌其间，开凿于秦代的五尺道
如青黑色绸带缠绕山腰。当年，马帮载
着货物往来不绝，清晨出发前，赶马人总
会买几个桐子叶粑粑揣进怀里。“桐子叶
粑粑的清香能驱散长途跋涉的疲惫，热
吃软糯香甜，冷食筋道顶饿。”美食节上，
一位手艺人一边制作黄粑一边讲述，“尤
其是这小黄粑，用竹叶包裹，可存放多
日，途中架火一烤便香气四溢。”

穿过“僰道春深”牌坊，石板路两侧的
粑粑摊升腾起绵密的白雾，四周弥漫着良
姜叶的清香，那是盐津山野的气息。“猪儿
粑的‘魂’，就在这片良姜叶里。”老字号店
主陈三娃手指翻飞，将馅料放入米浆，再
用宽厚的野生姜叶细细裹好。蒸熟的猪

儿粑洁白如凝脂，叶脉在上面印出淡青色
的纹路。一口咬下，糯米的绵软与良姜叶
的清香在齿间绽放。

黄粑的诞生是一场时间的修行。
糯米与籼米交融成浆，加入古法熬制的
红糖与新鲜猪板油，再用清香的竹叶包
裹，然后放在蒸笼里蒸熟。出笼时，琥
珀色的膏体晶莹透亮，红糖的焦香与竹
叶的清新在热气中缠绕升腾。

桐子叶粑粑是季节的馈赠。端午
前后的油桐叶肥厚光润，主妇们将其采
回洗净并卷成漏斗状，再倒入拌着红糖
猪油的米浆。蒸熟后轻轻剥开叶片，淡
黄色的粑粑松软如云，带着一股特有的
草木清香。这味道总让盐津游子想起
童年：“母亲包桐子叶粑粑时，满屋都是
山野的芬芳。”

腊味入舌 山野之韵
高山腊肉是盐津冬日里最醇厚的

记忆。当峡谷飘起初雪，家家户户便挂
出古法腌制的腊肉，任其在寒冷的高山
气候中慢慢风干，吸收山林中的雾气与
松柏的清香。

走进任何一户人家，灶台上方垂挂
的腊肉便是最动人的风景。柏树枝熏
烤出的琥珀色油脂如蜜凝结，一刀切
开，透明的肥肉与玫瑰色瘦肉层层交
叠。清蒸时，腊香随蒸汽升腾；与青蒜
同炒，咸鲜在铁锅里迸发；切成薄片覆
在桐子叶粑粑上同蒸，山野芬芳与谷物
清甜便完成一场绝妙的交响。

烟火人间 乡愁永续
豆沙古镇美食节上，粑粑摊前人潮

涌动。“专程从上海来，就为这一口！”年
轻女孩捧着刚出炉的桐子叶粑粑，热气
瞬间模糊了眼镜片。摊主李婶笑道：

“今早蒸了300个，晌午就卖光了！”
黄粑摊前，游客在老师傅指点下学着

用竹叶包裹米浆。“红糖要选精制的，甜而
不腻；猪油得用板油，蒸出来才透亮。”这
些古法技艺借着旅游热潮悄然延续。

转角处的快递点堆满了印着“石门
三粑”的包裹。老板娘手指飞舞：“昆
明、北京、广东……最远寄到过黑龙
江。”真空袋里封存的，不仅是山野风
味，更是一份可邮寄的乡愁。

暮色中的滨江大道，彩色民居次第
亮起暖黄的灯光。游客捧着刚出笼的
猪儿粑凭栏远眺，关河倒映着斑斓的光
影。孩童踮着脚问：“妈妈，那些彩色的
房子会吃粑粑吗？”身边的游客听后笑
开了，惊飞了电线上的雀鸟。

彩色的吊脚楼里，腊肉垂挂成帘。
女主人割下一块红白分明的腊肉，准备
烹饪美食。暮色四合，万家灯火亮起，食
物的香气在“一线天地”间交织升腾——
这是盐津人永远走不出的温柔乡愁。

乡愁在市井烟火中升腾

（本版文字和图片均由通讯员黄成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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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津

航拍盐津老县城。

猪儿粑。 黄粑。 桐子叶粑粑。 高山腊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