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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明媚，青山如黛。巍巍双髻山脚
下，闽西上杭县溪口镇大岭下自然村里，矗
立着一座庄严的革命纪念亭。这座亭子纪
念的是当地走出的抗日名将廖海涛。

1941年，在江苏溧阳塘马战斗中，廖
海涛为掩护新四军十六旅旅部机关和苏
南抗日根据地干部突围转移，率部与日伪
军浴血奋战，最终因伤势过重壮烈牺牲，
年仅32岁。

大岭下村是革命基点村。1929年4月，
当地就成立了农会，刚入党不久的廖海涛是
主要组织者之一。廖海涛出身贫苦家庭，参
加革命后，根据组织安排参与策划多次暴
动；发展赤卫队、少先队、儿童团、妇女会等，
吸收超八成村民；建立乡、区苏维埃政府并
任领导职务等。

随着革命形势发展，1931年，闽西红军
兵工厂迁到大岭下村。1933年 9月至 1934
年7月间，廖海涛先后任新成立的中共代英
县委领导和中国工农红军代英独立营营长
等职务，持续在上杭开展革命斗争。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后，留下的
各级党政干部和红军指战员，在大岭下村旁
的双髻山等据点建立根据地，开展艰苦卓绝
的游击战。廖海涛领导的队伍也长期活跃
于此。

“在此期间，反动势力采取各种毒辣手
段，对根据地军民疯狂报复。”上杭县党史和
地方志研究室副主任李金昌说，廖海涛付出
母亲、妻儿被杀的代价，但他始终坚定“只有
铁骨铮铮的共产党员，没有屈膝投降的布尔
什维克”的信念。

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廖海涛于 1938年
3月随新四军二支队北上苏皖抗日前线并
担任四团政治部主任，在恢复、建立苏南抗
日根据地斗争中，先后参与和指挥战斗数
十次。

1941年 11月 28日，苏南抗日根据地党
政机关、十六旅旅部驻地江苏溧阳塘马村突
遭敌袭。廖海涛毅然拒绝先行突围，率 500
多名战士阻击7倍于己的日伪军，从28日凌
晨激战至上午十时许，后遭敌军火力覆盖，
中弹牺牲。

廖海涛牺牲后，新四军军部通电全
军，高度评价廖海涛“为我党我军之优秀
老干部，为党为革命奋斗十余年，忠实、
坚定、勇敢、负责，艰苦缔造苏南根据地，
卓著功绩”。

2003 年来，当地先后在大岭下村
原有革命纪念设施基础上，修建了革
命纪念亭、抗日英烈廖海涛生平事迹
展馆等，并提升改造为“忠诚”教育基
地。每年清明节、烈士纪念日，当地中
小学生、干部职工都会前来开展祭扫、
学习活动。

“近年来，我们还组织编写了《红色
溪口》等红色历史教育丛书，并深挖红色
资源，发展研学游、乡村游，学好党的历
史，传承先辈精神，走好未来的路。”溪口
镇党委书记王如永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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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海涛像（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

炎炎夏日，不少人渴望到山野间寻
一份清凉。夏季平均气温仅有 22℃的
留坝县，成为隐匿在秦岭山中的“宝藏
避暑地”。

这座仅有4.2万人口的小城，森林覆
盖率高达 92.03%，年均空气优良天数超
360天。依托得天独厚的“凉资源”，留坝
倾力打造涵盖自然风光、历史人文、体育
赛事、康养度假、民俗体验等多领域的旅
游产品。3年来，留坝年均接待游客超百
万人次。

近日，沿着蜿蜒的公路行至火烧店
镇烧房坝村，笔者一行来到掩映在竹林
深处的溪桥竹苑民宿。

“朋友先前在这里住了近一个月。
一周前，我应他的邀请来长住，体验非常
好。每天推门见山，满眼都是绿色，饭后
吹着山风散步，整天都是愉悦的。”宝鸡
市民赵琼璋说。

47岁的薛顺国是这家民宿的主理
人，在外务工 20多年。他怎么也没想到
回到家乡后，自己竟然走上一条从未设
想过的新路。

两年前，看着留坝的人气越来越旺，
薛顺国响应号召改建自家房屋，建起溪
桥竹苑民宿。

“建设过程中，我们在细节上花了
很多心思。打造观赏鱼塘、种植花草蔬
菜……一切都是为了给游客提供原汁原
味的乡村生活体验。”薛顺国说。

近年来，留坝以“秦岭十景、十色生
活”为主题，从无到有，从有到优，打造了
十大特色民宿集群，构建起全域民宿产
业新格局。目前，散落在留坝绿水青山
间的民宿院落达 182家，“秦岭原乡·宿
在留坝”旅居品牌越叫越响。

不仅民宿火爆“出圈”，留坝县品牌
赛事的影响力也在日渐提升。

今年 3月底开始，留坝县常态化举
行陕西留坝商会超级公益足球赛，目前
已举办了52场比赛。

“陕西留坝商会超级公益足球赛不
仅是球迷的盛会，还是留坝文体商旅融
合发展的生动实践。赛事期间，非遗展
演、民俗歌舞表演、乡村美食文化节、商
超夜市等业态为游客提供了全方位、沉
浸式的旅游体验。”留坝县文化和旅游局
局长王大伟说。

留坝对游客的强大吸引力，不仅在
于丰富多元的旅游业态，还在于已经
逐渐渗入乡村肌理的乡村美学与田园
气质。

在武关驿镇河口村，闲置的旧农具
成为勾起乡愁的“文物”，废弃的木桩变
身为原生态的标识牌，杂草堆、乱石堆被
改造成小花园等微景观。小小的村庄，
让游客每走几步都能“撞见”融入村民日
常的乡村美学。

在留侯镇庙台子村，316国道旁，一
座被数百件根雕装点的农家小院吸引

着来往游客。80岁的村民张秉刚热爱
木雕，一次偶然巡山时，一个形状独特
的树根引起他的兴趣：“这么美的纹
理，当柴烧太可惜了。”正是这份对自
然馈赠的珍视，让张秉刚踏上了根雕创
作之路。

“七分天成、三分雕琢”，几年来，张
秉刚创作了大量体现秦岭特色的根雕艺
术品。这些饱含乡土气息与艺术匠心的
作品，不仅受到过往游客的青睐，还被众
多艺术爱好者收藏。

白墙彩绘之外，留坝的乡村美学还
巧妙地融入本土的村庄风貌中。“望得见
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成为留坝乡
村的美丽底色，也是让游客意犹未尽、流
连忘返的田园气质。

如今，凭借丰富多元的旅游业态和
乡村美学的文化内核，留坝构建起四季
皆有景、季季景不同的文体旅新格局：春
赏紫柏山盛放的杜鹃花海，夏季体验商
超球赛的激情与火热，秋季漫步“秦岭最
美廊道”看层林尽染，冬季在紫柏山滑雪
场雪道上飞驰……

“我们将紧扣打造国内知名旅游目
的地目标，统筹推进文化旅游产业链、千
亿级文旅产业集群、‘放心游留坝’品牌
建设各项任务，深挖乡村旅游、避暑经
济、全域旅游潜力，努力把留坝从‘旅行
目的地’打造成游客‘精神归属地’。”王
大伟说。

盛夏时节，商洛市洛南县薛村、营房村河道内流
水清澈见底，树荫庇护形成了天然的纳凉避暑地，吸
引众多游客和市民前来。图为7月23日，市民游客在
这里露营、烧烤、戏水。

商洛位于秦岭腹地，生态环境优美，夏季平均气
温只有22℃，森林覆盖率达70％，有3A级以上旅游

景区50家，相继获得“中国气候康养之都”“美丽中
国·深呼吸之都”“中国最佳康养休闲旅游市”等

多项“国字号”荣誉。
通讯员 杨鑫 陈亚民 摄影报道

本报讯（张潇）石峁遗址位于陕西省神木市高家堡
镇，是目前我国已发现的龙山晚期到夏早期时期规模
最大的城址，其核心区域皇城台位于整个城址的西
部。规模这样大，营造的石料、石雕从何处来？大台基
是否是一次建成？近日，“石峁遗址大台基出土石雕的
科学分析及相关问题”论文发布，指出石峁遗址绝大部
分石雕和石料系本地生产。大台基极有可能是一次性
规划建成，石雕从大台基建成之初就放置于此。

考古专家指出，有 70件石雕发现于南护墙墙面及
“夹道”中。其中，21件石雕仍然嵌筑于南护墙墙面之
上，它们的排列组合并无明显规律；1件矗立在“夹道”
的地面之上，其余石雕出土于南护墙与夹墙之间的倒
塌堆积内（即“夹道”内）。这些石雕大多保存较好，图
像清晰，少量残碎不全或图案因风化不好辨认。

论文指出，石雕一经发现就引起学界的广泛讨
论。绝大多数为雕刻于石块一面的单面雕刻，少量为
双面，以减地浮雕为主，还有少量阴刻、圆雕。石雕按
照不同图案种类可划分为动物、人头、符号等三大主
题。其中以动物形图案发现最多，包括蛇、牛、虎、蟾
蜍、羊、马等。

石料从何而来？制作石雕的石料与修建城垣的石
料在来源上是否有区别？考古专家研究调查并比较58
件石雕和72件大台基石墙石料的化学成分数据，利用成
分数据的多元统计分析结果并结合其他考古证据，初步
探讨石雕产源、使用情境及其内涵，尝试为深入理解石
峁社会的发展程度及其复杂化水平提供新的信息。

这次的主要研究对象为大台基南护墙一段长约 5
米的墙体，包括石雕 5 件及砌筑石墙的块状石料 72
件。分析了大台基南护墙其他墙体中的石雕 53件。
最终分析石雕 58件、石料 72件，样本合计 130件。论
文指出：除第 53号石雕外，石雕与石料在化学成分上
均表现出较高的相似性。分析结果表明，石峁遗址绝
大部分石雕和石料系本地生产，仅 53号石雕有外地流
入的可能。

据了解，“大台基”特指该遗址核心区域——皇城
台顶部的巨型夯土台基遗存。研究指出：大台基极有
可能是一次性规划建成，石雕从大台基建成之初就放
置于此。当下杂乱的石雕排列极可能维持了石峁文化
最晚阶段最后一次修葺使用的状态，并不能代表石峁
精英集团往日的辉煌。

7 月 22 日晚，大荔县东府
广场人头攒动，“百日千万招
聘专项行动”暨高校毕业生夜
市专场招聘会在此举行。

此次招聘会由大荔县人
社局主办，采用“线上网络直
播 +线下现场招聘”模式，现
场有 55 家企业参与，提供 500
余个岗位。同时，“直播带岗
政策解读”线上活动观看人

数近万人，搭建起一座高效对
接的就业桥梁。图为市民咨
询招聘信息。
通讯员 李世居 肖红 摄

连日来，西安酷热高温。莲湖区青年路街道发布
“清凉地图”，地图上的12处“爱心驿站”织就一张细密
的清凉之网，为环卫工人、快递员、外卖员等户外劳动
者提供温馨的“歇脚地”“加油站”和“避暑港”。这张

“清凉地图”不仅是一份“避暑指南”，更是西安这座城
市人文关怀和文明温度的展示图。

冷可取暖、热可纳凉、渴可喝水、急可如厕、累可歇
脚、伤可用药……近年来，遍布西安街头的爱心驿站成
为不少户外劳动者和群众“临时的家”。自2017年起，
西安就开始了爱心驿站建设，当时西安市总工会积极
开展户外劳动者爱心驿站和爱心服务点建设。目前，
已建成1000多家“爱心驿站”，形成了工会组织与政府
公共服务站点、临街商超、酒店、医院、景区、公园游客
中心以及党群服务中心等共建共治共享的格局，全面
覆盖主城区，实现“15分钟服务圈”。

从城市发展角度来看，这些“爱心驿站”充满人情
味、烟火气，其中的便民举措更是提升了广大市民的获
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见证爱心流动，彰显城市温度；
从个人感受来说，一杯热水、一张桌椅解决了许多户外
劳动者“冷暖饥渴”的应急需求，可谓是以“小切口”做

好公共服务“大文章”。
关注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需所盼，为其提供暖

心关怀，是城市治理题中的应有之义，服务群众永无止
境。从目前情况看,“爱心驿站”的建设和发展仍有进
步空间，正如媒体报道中所说，大家对一些“爱心驿站”
的知晓率还不够高，站点周边的户外劳动者对其位置
和功能比较了解，但快递员、外卖员、网约车司机等新
就业群体及普通群众对“爱心驿站”的了解还不够多，
存在“不清楚、找不到、不敢进”的情况。

因此，不仅需要平时加大宣传力度，利用各大主流
媒体、短视频平台、微信公众号等宣传“爱心驿站”的功
能作用，提升知晓率；也需要在夏季高温或者冬季严寒
时节，全市“爱心驿站”集体开展一些有针对性的活动，
扩大影响力。

酷暑严寒虽然是自然给予人们对温度的感知，
但不断提升城市公共服务水平，升级爱心驿站功能，
扩大覆盖面，将其建成
繁忙城市中的“休憩港
湾”，才是一个城市的
文明温度。

“清凉地图”彰显城市文明温度
杨斌鹄

石峁古城建筑所需石料“就地取材”

最新研究发现：

夏 日 消 暑 好 去 处夏 日 消 暑 好 去 处

7月 17日晚，延安市宝塔区河庄坪
镇赵家岸村，村歌村舞亮点纷呈、安塞
腰鼓豪放激昂……充满乡土气息的“村
晚”，为游客带来别开生面的陕北文化
盛宴。

暑期以来，赵家岸村的窑洞民宿迎
来大批游客，几乎天天爆满。来自河南
的游客赵春艳说：“我们住在窑洞民宿，
舒服又凉爽。村上看‘村晚’，让我们了
解了延安的民俗文化。”

近期，黄河壶口瀑布（陕西侧）旅游
区迎来旅游高峰。奔腾的黄河水撞击岩
壁，激起漫天水雾，折射出七彩霓虹，引
得游客啧啧称奇。在景区的“壶口·弧幕
影院”内，3D动感影片《黄河之水天上
来》展示了黄河从巴颜喀拉山脉奔涌而
下的磅礴气势、壶口瀑布四季更迭的雄
奇景观，以及黄河流域百万年的地质变
迁，让观众全方位领略“天下奇观、民族
之魂”的独特魅力。

“太震撼了！画面扑面而来时，我仿
佛置身于黄河激流之中，连飞溅的水花
都带着沁凉的触感。”来自北京的游客张
雯说。

走出影院，不少游客选择搭乘直升
机开启低空游览之旅。从百米高空俯
瞰，黄河宛如一条金色巨龙在晋陕大峡
谷间奔腾咆哮，蒸腾的水雾与彩虹相映
成趣。“我搞摄影 20年，从未见过如此动

人心魄的景象。”广东佛山的摄影爱好者
刘建国不断调整相机参数，力求完美定
格黄河之水的震撼瞬间。在九曲黄河漫
游馆内，通过虚拟现实技术，游客可以

“触摸”黄河的历史脉络，感受母亲河千
万年来的沧桑巨变。

大型实景演艺《黄河大合唱》在瀑布
背景下震撼上演。当激昂的合唱与自然
的轰鸣产生强烈共鸣，许多观众情不自
禁流下热泪。来自南京的退休教师李女
士在朋友圈分享：“壶口之行，不仅是观
山览水，还是一场精神的洗礼。在这奔
腾不息的浪涛里，激荡着中华儿女永不
言败的民族魂。”

宜川县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刘海
亮介绍，宜川县今年通过打造“沉浸式
文化消暑游”项目，将自然奇观与数字
科技、历史文化深度融合，极大提升了
游客体验感，目前，黄河壶口瀑布（陕
西侧）旅游区单日接待量已突破 1.1万
人次。

黄龙县作为黄土高原上的一片“绿
洲”，给游客带来舒爽的体验感。

7月 16日，在黄龙县白马滩镇的石
门峡漂流，湍急的水流推着皮艇疾驰而
下，游客的尖叫与欢笑声在峡谷间交织
回荡。凭借 8公里天然河道、16处急流
险滩，石门峡漂流成了众多游客到黄龙
消暑的必选项目。“漂流既刺激又凉快。

这里空气新鲜、温度适宜，住着特别惬
意。”甘肃游客张丽丽说。

据了解，漂流项目不仅带动周边 30
余户村民就业，还盘活了沿线农家乐、民
宿等业态。

在黄龙，“清凉”的魅力，不止嬉水之
乐。广袤的原始森林和丰富的生物多样
性，为林间露营增添了魅力。

“这里的空气带着草木香。”7 月
16 日，西安游客胡进一家抵达位于黄
龙山国家森林康养基地的清风宿黄
龙森林度假营地。他每年都带家人
来黄龙县避暑露营，伴着清风、溪流，
喝下午茶、听音乐，享受远离城市喧
嚣的惬意。

基地负责人段军伟忙得连轴转，一
边对接研学团队，一边协调客房安排。

“这两天接了 3个研学团，木屋每天都满
房。”段军伟说，最近，12间新打造的木屋
将投入运营。

“为进一步丰富旅游业态、提升旅
游品质，我们创新推出‘周末游’‘节庆
游’‘主题游’等常态化旅游产品，同时
常态化开展水舞表演、篝火晚会等文
艺演出活动，吸引游客玩在黄龙、住在
黄龙，努力将黄龙的凉资源转化成驱
动全域旅游升级、赋能乡村振兴的‘热
产业’。”黄龙县文化和旅游局局长游向
东说。

感受黄土高原上的凉爽延安延安延安延安延安延安延安延安延安延安延安延安延安延安延安延安延安延安延安延安延安延安延安延安延安延安延安延安延安延安延安：：：：：：：：：：：：：：：：：：：：：：：：：：：：：：：
王婕妤 李文振 高亚蓉

乐享“秦岭十景、
十色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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畅游22℃天然氧吧商洛商洛商洛商洛商洛商洛商洛商洛商洛商洛商洛商洛商洛商洛商洛商洛商洛商洛商洛商洛商洛商洛商洛商洛商洛商洛商洛商洛商洛商洛商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