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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产大型邮轮发布首航日期：2024年商业首航

   新华社上（记者贾远琨） 
   19 日，国产大型邮轮运营
商爱达邮轮有限公司在“2023
吴淞口论坛”上发布，旗下首
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
号”将于 2024 年 1 月 1 日从
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启航，
正式开始商业运营。首航船票
自 9 月 20 日起发售，宾客可
登录爱达邮轮官网和微信小程
序订购。
  “爱达·魔都号”全长
323.6 米，总吨位 13.55 万吨，
拥有2125间豪华客房和套房、

22间各具特色的餐厅及酒吧，
满载可容纳 5246 名宾客。
   “爱达·魔都号”上的文
化产品丰富，有“开心麻花”
打造的多场经典喜剧和沉浸式
音乐秀，可容纳千人的大都会
剧院将上演《马可·波罗 - 丝
路情缘》及精彩梦幻的《魔都
Magic City》歌舞秀。此外，
AI-STEAM 海上探索营、AiS 积
木课程、主题竞赛及多项特色
活动，将给孩子们奉上寓教于
乐的海上之旅。
   “爱达·魔都号”实现 5G

覆盖，搭载最先进的无线技术，
宾客可在旅途中体验多媒体、
实时交互和个性化的服务。
   融合东西方美学，交汇传
统与现代灵感，“爱达·魔都
号”致力于打造海上“丝绸之
路”艺术空间，多幅艺术壁画
和艺术装饰品从邮轮大堂延伸
至大剧院等主要公共区域，重
现昔日陆地、海上丝绸之路的
壮观图景。
   “爱达·魔都号”在论坛
现场公布了从上海出发的东北
亚航线，未来，还将开辟中国

至东南亚国家的邮轮航线，并
适时推出“海上丝绸之路”等

中长航线，打造长、中、短相
结合的多样旅行度假选择。

 　9 月 17 日，中国“普洱景
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申遗项
目在第 45 届世界遗产大会上
通过审议，列入《世界遗产名
录》，成为中国第 57 项世界
遗产。喜讯传到景迈山，身着
民族服饰的人们唱起歌、跳起
舞蹈庆祝。

 　公元 10 世纪，布朗族先民
迁徙至景迈山，发现和认识野
生茶树，利用森林生态系统，
与后续来到的傣族等各族一
起，探索出“林下茶”种植技
术，历经千年的保护与发展，
形成这一林茶共生、人地和谐
的独特文化景观。

普洱景迈古茶山上的新生活

   “哇，这瓜炸开多好看，
快拍个视频发抖音啰！”9 月
19 日，湖南省隆回县金石桥
镇茗水桥村八月瓜种植基地，
来自新化县水车镇和周边乡镇
的市民和游客，正在体验采摘
八月瓜的乐趣。  八月瓜又称
“八月炸”，农历八月间果实
成熟，以果皮炸裂成两瓣仿佛
“张大了嘴”的特征而得名。
八月瓜浑身是宝，种子可榨油，
果实既能鲜食，还可酿酒、制
作果酱和饮料，具有极高的经
济和观赏价值。八月瓜果形似
香蕉，富含糖、多种维生素和
丰富的游离氨基酸，是新一代
的食疗性水果，果味香甜，口
感滑似奶糕，有“野香蕉”之
称，是天然无污染的绿色食品，
市场前景广阔。
    金石桥镇茗水桥村谭绍新
与罗飞在上海务工时看到八月
瓜畅销城市，通过多方搜集信
息，了解到家乡独特的气候、
土壤和海拔条件十分适合八月
瓜种植，于是萌发了回乡创业
的念头。2020 年，他俩辞工
回乡，在村“两委”的支持下
流转了 60 多亩土地，通过学
习种植技术与摸索经验，种植

八月瓜获得成功。基地内一个
个饱满壮实的八月炸挂满枝
头，今年进入盛产期迎来丰收
季。   走进八月瓜种植基地，
只见翠绿的枝叶与藤蔓交织，
成串的“八月炸”挂在枝头，
部分成熟的果皮已经自然炸
开，露出洁白透亮的果肉，散
发出淡淡清香，让人垂涎欲滴，
吸引不少游客前来品尝和采摘
购买。
   “我通过抖音和朋友圈看
到这里有八月瓜，今天跟朋友
一起过来采摘。这个八月瓜真
的好吃，入口即化，糯香可口，
这里的自然环境也非常优美，
溪水潺潺的，空气也特别清

新。”来自新化县的游客奉女
士如是说。 “基地全部采取
原生态种植模式，种出来的‘八
月瓜’个头大、品质优、口感佳。
目前，基地主要以零售、电商、
入园自由采摘等形式销售，采
摘周期将持续一个多月。”基
地负责人谭绍新介绍。尽管每
公斤售价高达 20 元至 30 元，
但闻香而来体验采摘的游客仍
络绎不绝。下一步除了游客现
场采摘之外，基地还将采取直
播带货等方式进行营销，进一
步拓展销售范围，使“八月炸”
走出深山、销往四面八方，促
进乡村产业振兴与农旅融合发
展。（贺上升）

湖南隆回金石桥镇：“八月炸”结出“致富果”

完工试航途中的“爱达·魔都号”。（中船邮轮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供图）

图为瓜炸开模样

这是 9月 18 日拍摄的景迈山云海（手机照片）。

杭城亚运桂子靓

　  这个秋天，杭州即将迎来
亚运盛会。四海的宾朋来杭州
赏秋，馥郁的桂花香也和运动
健儿的拼搏热情相互交融。
　　始建于 1966 年的杭州体
育馆，是本届亚运会拳击项目
比赛场馆。它那独特的马鞍形
屋面，刻在了很多老杭州人的
记忆中。如今，场内设施焕然
一新，场外桂花盛开，香气宜
人。
　　这些桂花树树龄四五十
年，几乎从体育馆初建时便生
长在这里。出于办赛需要，场
馆改造提升的同时，周围环境
布置也进行了调整。改造期间，
门口的 34 棵桂花树“寄住”
在桐庐县大奇山脚的杭州市足

球运动管理中心，由专业绿化
公司负责养护。
　　今年年初，杭州体育馆工
程竣工验收，阔别两年多的桂
花树也陆续“回家”，重新栽
种在体育馆前。桂花飘香，体
育场路的秋天就来了。闻着花
香，感受运动的乐趣，这是杭
州独有的体验。
　　亚运村中，一座名为“云
桂”的木结构建筑下，许多技
术官员和媒体记者正在等候接
驳车。作为亚运村配套设施，
“云桂”将为入驻人员提供休
憩服务。“云桂”一词源自唐
诗“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
空中俯瞰，设计师别出心裁地
以形似桂花花瓣的几何结构拼

接屋顶，透着浓浓的杭州韵味，
也表达了办赛城市对盛会的热
烈期盼。
　　亚运赛场上，夺牌的运动
员登上领奖台，收获的颁奖花
束取名为“硕果累累”，其中
花材就有桂花枝。之后进行的
杭州亚残运会，奖牌名为“桂
子”，出自名句“山寺月中寻
桂子”，饱含江南意境和浪漫
色彩。仔细观之，奖牌上漫天
飘洒的桂花图形，将良渚玉璧
和杭州市花桂花融为一体，象
征运动员向往美好、积极进取
的精神追求。
　　　　( 人民日报 本报记
者 窦 皓 )

 　多年来，当地政府和村民
都致力于保护景迈山“山共林、
林生茶、茶绕村”景观结构。
保护好完整的自然景观和传统
村落，也要让村民过上现代化
的生活。在景迈山，汽车、电
视机、智能手机、5G 互联网
都不稀奇。许多村民用智能手
机在直播间卖茶，或者将自家
采茶、制茶的照片发布在社交
媒体，吸引人们前来观光、买
茶。
　　年近八旬的布朗族老人苏

国文说：“遗产是人创造的，
守住遗产也要靠人。要继续弘
扬民族传统文化，世代保护好
这片土地。”
　　如今，通过产业联动、完
善服务体系等方式，景迈山走
出了一条“以茶促旅、以旅带
茶、茶旅互融”的乡村振兴之
路。在保护中发展，满山绿叶
变“金叶”，越来越多游客和
茶商慕名到景迈山，带动当地
餐饮、住宿等发展，村民的生
活越过越红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