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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揭阳市、揭西县摄影家走进大鹿农业公园采风

台青云南“寻根”：感受民族文化两岸传承

   春光无限好，正是采风

时。3月 11 日，广东省揭阳
市摄影家协会、揭西县文联
和摄影家协会以文艺的形式
推进精神文明建设，用摄影
作品展现精神文明建设的丰
硕成果，在京溪园镇大鹿农
业公园开展了“绿美山水、
和美人文”主题采风创作活
动。活动由揭西县文联、揭
阳市摄影家协会、揭西县摄
影家协会共同主办，60 多位
摄影师、20 多位模特参加现
场创作。
    阳春三月，绿意融融，
公园内一派蓬勃生机，红艳
似火的三角梅、粉白镶嵌的
格桑花、疏影暗香的桃花、
黄如金甲的风铃木竞相绽
放，争奇斗艳。摄影家们带

着“长枪短炮”，发挥专业
技巧，以自己独特的视角，
捕捉一个个精彩画面，定
格－幅幅绿美风光，体验乡
土乡情，感受乡村变化。
    揭西县摄影家协会会长
李维照说 :“这次组织采风
活动，就是为了通过摄影家
的视觉、把绿美揭西的美丽
风光传播出去，吸引更多人
前来揭西观光旅游！通过这
次采风活动、把揭西美丽的
风光和美好的自然人文生态
传播出去、积极为乡村美颜
值、提气质，擦亮乡村振兴
的美丽底色。”
    据悉，大鹿农业公园由
揭西县尚绿生态农业发展有
限公司投资建设，规划面积
1600 多亩，现已开发面积

700 多亩。该园致力于打造
集农耕体验、游玩观光、乡
村文化、休闲娱乐以及园艺
研学、健康养生、生态度假
等功能于一体的乡村农业休
闲综合生态示范区。目前，
农场内已建成情人谷、彩田
花园、爱心长廊、儿童乐园、
莫问壶、紫藤长廊、茶花世
界、百果园、桃花林、樱花
步道等景点，设置温馨茶社、
瞭望台、观景台、炒茶屋等
特色体验区，并大面积种植
红枫树、紫薇花、香茶花、
金花茶等既兼具观赏价值与
经济价值的花卉苗木、摄影
为主题的现代化农业新园
区。（记者 常魁星 通讯员 
温锦胜））

  作者 熊佳欣

　　“两岸本是一家亲，同
宗、同源、同根，丰富多彩
的民族文化是共同的财富，
也将两岸同胞紧紧连在一
起。”近日，台湾青年柯顺
泉接受中新社记者专访，讲
述他在台湾、云南两地生活
所感受到的民族文化之美。
   1991 年，柯顺泉出生在
台湾桃园一个来自云南的家
庭，其祖父母来自西双版纳
傣族自治州，外祖父母来自
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我是
傣族和傈僳族的后裔，祖父
在世时常提起家乡云南，告
诉我们无论走到哪里都不能
忘记自己的根。”
   位于中国西南边陲的云
南，有 26 个世居民族，各
民族交往交融历史悠久，创
造了丰富灿烂的民族文化，
成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
的重要组成部分。柯顺泉从
小就对民族文化充满热爱，
赴云南“寻根”更是他一直
以来的梦想。
   柯顺泉一家住在忠贞新
村附近，这是一个被称作
“云南村”的知名眷村。因
此虽远隔祖地，柯顺泉的成
长依然浸润在云南民族文化

之中。他告诉记者，忠贞新
村居民祖籍多为云南，有傣
族、白族、景颇族等，每当
泼水节、火把节等民族传统
节日时，大家总会举办活动、
盛装庆祝。过桥米线、饵块、
米干等云南美食在当地颇受
欢迎，吸引许多游客慕名前
来品尝。
   5 年前，凭着对大陆的
眷恋与向往，柯顺泉来到福
建厦门工作，并开始通过互
联网寻找在云南西双版纳的
亲人。2020 年，得到线索
的柯顺泉前往祖籍所在地勐
海县，在当地台办的帮助下，
成功寻找到旁亲和姑祖母，
并揭开了一段尘封百余年的
往事。
   民国初年，云南省督府
在景洪 ( 时称车里 ) 设立普
思沿边行政总局，管辖西双
版纳州全境，柯顺泉的曾祖
父柯树勋时任总局长，全权
管理地方所有事务，实施改
土归流，改善地方交通，清
剿麻匪，为当地发展创造有
利条件。
   “提起曾祖父的名字，
当地许多同胞仍知晓他的
事迹，作为后代我倍感荣
幸，更增添了对云南的归属
感。”2021 年 11 月，柯顺

泉到云南昆明定居，并很快
爱上了这座四季如春的城
市。
   在柯顺泉看来，民族文
化是云南的底色之一，其丰
富、深厚程度远超想象，不
仅保留在博物馆里，更融入
当地人生活的点滴之中。“在
街头巷尾，随处可见身穿民
族服装的同胞，广场公园里
市民们演奏民族乐器、跳民
族舞蹈，一切都是那么自然，
那么美好。”
   为了让更多人领略民族
文化魅力，柯顺泉身穿定制
的傣族、傈僳族服饰，学习
民族歌舞，品尝特色美食，
寻访非遗技艺，并拍摄短视
频分享到社交平台，获得众
多网友点赞。他还讲述了陪
伴自己成长的“云南村”，
大陆网友纷纷评论“真是
令人意想不到的‘云台情
缘’！”“有机会一定要去
看看。”“想去台湾旅游的
愿望更强烈了！”
   最近，柯顺泉有了新的
计划，他打算前往外祖父母
的家乡——云南怒江旅行，
“听傈僳族朋友说，怒江发
生了‘千年跨越’的巨变，
我想亲眼去看看，并分享给
两岸的朋友们。”

图为摄影作品

江南游
李奇良

   三月八日上午，滨江小镇江南
镇长江村， 宽阔的广场，彩旗招
展，人头攒头，笑语喧哗。广场
左侧高高的舞台，上嵌八个白色
大字：“天下洞庭，花约临湘”。
第五届江南油菜花节在这里盛大
开幕。    
   悠扬的歌声响起，舞台上，数
名身著旗袍的美女，手摇团扇，
踏着优美的旋律，翩翩起舞；几
位身穿古装的须眉男子，度着方
步，且歌且吟。身旁不停地翻动
变换着字牌：唐虞蛮楚地，龙窖
莫徭天。屈子行吟处，松风奏古
弦。五尖峰岭秀，江渚石矶圆。
平畴千顷稻，天岳万寻巅。荆楚
罗帏绚，峒瑶云髻妍。一位年轻
男子，用浑厚的声音，朗颂着乡
人陈仲伯先生的《五古赋临湘》。
且歌且吟且舞的精彩节目，融诗
情画意于一炉，气象万千，呈现
着临湘的自然人文景观与厚重的
文化历史。舞台的周围是一片浩
瀚的花海，铺天盖地，蔚为壮观。
一场轰轰烈烈的花事，正在这广
袤的田野上正式上演。湿漉漉的
轻风，夹带着清香从田野上掠过。
鸟儿在飞，蝶儿在舞，风筝在游
弋，无人机在盘桓。风飘飘而吹
衣，香阵阵而神迷。    漫步田
间小道，两旁摆放着长长的摊位，
半透明的甘蔗节，粉红色的煨藕，
碧绿的辣菜；干萝卜片，干辣椒，
干豆角；炸爆米花，炸红薯片，
炸臭豆腐；土鸡、水鸭、肥鹅，
泥鳅、鲫鱼、桂花鱼……各种农
副水产，琳琅满目，应有尽有。
村民们像赶集一样，把家里藏了
一冬的农产品物堆放在路边上，
任人选购。这长蛇阵般的购物长
廊，尽情展示着江南水乡的物阜
民丰。在围满游人的摊位前驻足，
满米糕、谷糖、麻块、薯片、芝麻饼、
爆米花等各种特产小吃，令人口
舌生津。但见一位水灵灵的村姑
高声呦喝：“江南特色，地道小吃，
欢迎品偿”。我拈了一小块谷糖
放入口中，又甜又脆，唇齿留香。    
   “花开了，你在哪，快快来看
花……”一阵歌声，把我吸引到

风车下面的大平台边。周围聚集
了很多人。只见一位年轻女子，
头戴太阳帽，上穿白衬衣，下穿
红裤子，在一群挥动彩绸的舞者
中，踏着节奏明快的旋律，跳着
热情奔放的劲舞，挥洒自如，轻
盈灵动，魅力四射。诚如人在花
中舞，人比花更美。    中午时
分，太阳终于从厚厚的云层中顷
泻而下，无边无际的油菜花海，
像辽阔无边的织锦，大地一片金
碧辉煌。    走进江南兄弟餐馆，
主人热情地给我们打着招呼，递
上热气腾腾的芝麻豆子茶。刚刚
坐下，文友郑文容绘声绘色地给
我们介绍她的家乡名菜：江南三
蒸。香、甜、软、糯是江南三蒸
的主要特色。不一会儿，各种菜
肴端上了饭桌。粉蒸藕、粉蒸肉、
蒸鱼头，江南三蒸一齐上。粉蒸
藕，清香满口，唇齿生香；粉蒸肉，
肥而不腻，落口逍遥；蒸鱼头，
红黄相间，酸辣可口。
   在春风浩荡的三月，感受江南
一望无际的油菜花海，品尝闻名
遐迩的江南三蒸，物我两忘，飘
飘欲仙。明年，江南油菜花节，
我还来！
  

图为摄影协会拍摄过程

湖北武汉：樱花绽放醉游人

近日，湖北武汉东湖樱园的樱花竞相绽放，吸引众多游客前来踏青赏花，乐享春光。

3 月 14 日，游客在东湖樱园拍照。 图为航拍武汉东湖樱花园樱花。邹浩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