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月 29日，骑遍四川·2023年“环茶马古道”雅安国际公路自行车
赛汉源赛段暨闭幕式在“花海果乡阳光汉源”举行。随着本场赛事的顺
利完赛，也标志着历时 10天、覆盖全域雅安 2区 6县和经开区的 2023
年“环茶马古道”雅安国际公路自行车赛正式宣告收官。

汉源赛道作为比赛的最后一站，更是此项赛事中唯一一处环湖绕
圈的赛段，依山而建的汉源县城，坡陡弯急，风景甚美，堪称此项赛事
中的“皇后赛道”。赛道以汉源县体育中心为起终点，运动员沿滨河大
道、环湖路、108国道、富林大道、迎宾路等地点，最终回到汉源县体育
中心完成绕圈。赛道单圈长 14公里，绕行 5圈，总里程 70公里。运动员
们在这里接受连续急弯和上下坡的挑战，这对自行车运动员的技术水
平、体力和意志力都是极大的考验。现场气氛欢快，观众们纷纷为选手
加油鼓劲，展现出汉源人民的热情。

最终，来自中国 KUNG洲际队的马泽全凭借着 5站红衫加身的
实力，夺得了骑遍四川·2023年“环茶马古道”雅安国际公路自行车赛
大中华个人总成绩第一名。

当下，体育赛事的影响力已经超过了体育本身的范畴，不仅提升
了举办城市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也将更多的文化旅游资源展示给民
众。“体育 +文旅”概念的落地实施，为文化旅游及体育产业的发展开
拓了新的方向。

位于北纬 30度，冬无严寒、夏无酷暑的汉源，素来有着“攀西阳光
第一城”“中国花椒之乡”“中国甜樱桃之乡”的美誉。西南最大的人工
湖———汉源湖，碧波荡漾、沙鸥翔集；国家 4A级景区“花海果乡”桃红
梨白、美如画卷；“微缩版可可西里”———轿顶山，云蒸雾绕，朝看日出、
夜摘星辰；“中国十大最美峡谷”———大渡河大峡谷，雄奇险幽，绝壁千
仞。畅享花海果乡慢时光，徜徉湖城一体景色里，沉醉于“一山一峡”，
做足花果、水韵、自然风光三篇文章，汉源旅游活力不断迸发。

近年来，汉源县结合其人文、地理、气候等实际情况，依托西南最
大人工湖———汉源湖，探索挖掘天空之城滑翔伞、水上运动基地等运
动休闲项目；依托“微缩版可可西里”轿顶山 360度观景平台，着力打造
自行车越野体验路线；依托“中国十大最美峡谷”大渡河大峡谷，全力开
发休闲徒步攀岩之旅。汉源县体育发展中心相关工作人员表示，汉源将
进一步推动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文化产业的互动发展，打造出独属于
汉源的运动康养旅游品牌。

近日，一场别开生面的“大熊猫
国家公园成都片区原生态产品推介
活动”在四川成都宽窄巷子举行，吸
引了众多市民游客驻足。这个活动由
大熊猫国家公园成都管理分局主办，

现场气氛热烈。
现场采用了“原生态产品推介会 +

原生态产品集市”结合的模式，多家不
同品类的大熊猫国家公园原生态产品
企业、优选产品企业在现场进行产品展

示宣传，让市民游客们近距离感受到了
大自然的魅力。

主持人现场为大家介绍了 9款原
生态产品的独特之处。在诙谐幽默的讲
解和互动中，这些原生态产品如同穿越
山林般直观地呈现在大众面前：青城雪
芽的醇厚清香、枇杷茶的独一无二、川
熊猫笋的鲜嫩爽口、猕猴桃的独特风味
等等。市民游客们热情高涨，纷纷到集
市区进行品尝购买。

活动中，企业代表分享了原生态产
品认证后的企业发展情况。活动现场还
邀请更多人以研学活动、自然教育等形
式走进大熊猫国家公园，通过亲身体
验、动手实践，更深层次地学习了解相
关知识。

（成都熊猫分局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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茫崖是个地名，蒙古语意为“额
头”，隶属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
州。

茫崖地处柴达木盆地最西缘，海拔
3188 米，气候极端干燥，水资源贫乏，
自然条件恶劣。茫崖是一座被无人区包
围的城市，东边是人烟稀少的柴达木盆
地，西边是阿尔金山无人区，南边是可
可西里，而北边是罗布泊无人区，离它
最近的城市是相隔 390公里的敦煌。每
每听到茫崖的名字，就想起“苍茫之崖”
四个字，感觉那是一个遥不可及的地
方。

生命中的有些遇见，也许就是在
一个对的时间和一个对的瞬间。今年
6月，我应挚友相邀，同走西部。原因
是我们拜读《我们的柴达木就像画一
般》这本书时，被书中所记载、所描述、
所讲述的文字深深触动，并为之涕泪
感怀。书中说：“记取一路山水远，也是
行程也是禅。”于是，我们在一场雨中
一路向西。

雨雾中，层峦起伏的阿尔金山和延
绵的昆仑山脉在阴沉的天空下影影绰
绰，它们在西南方矗立，如一块巨大的
磁石吸引着我们。沿途 500公里荒芜人
烟，是典型的戈壁荒原，它们静悄悄地
存在着，此情此景特别适合思索一些关
于遥远的话题。

到达茫崖花土沟镇时，接待我们的
是海建、文青以及他们的同事和朋友。
他们中大多数都是石油工人，尽管说着

各自的方言，但看得出他们的心灵是相
通的。海建已在花土沟生活和工作了
30年。他说：“我们把青春都献给了花
土沟，献给了祖国的石油事业。”

花土沟，想来该是一个鲜花遍地的
温软之地，而茫茫戈壁是既没有土也没
有花的沙砾之地。然而，其八百里瀚海
的神秘吸引着无数为祖国石油事业奉
献终生的铮铮铁汉，无数建设者在几十
年风雨历程中不断挑战，用青春和激情
在戈壁荒原书写人生。觥筹交错间，我
不禁感慨：定是有一种无形的力量支撑
着眼前这群人，才使他们在这片土地上
几十年如一日始终不渝地坚守着。眼前
的他们只是茫崖石油发展史上的几朵
浪花。

在去茫崖石棉矿的路上，我们在青
年湖停下来拍照。这里是个风口，冷风
吹得我们喘不过气，凌乱不堪的头发在
风中东倒西歪。青年湖，一个充满青春
气息和朝气蓬勃的名字，如同眼前这些
芳华已逝的石油人。我想，青年湖的由
来与他们的青春年少必是有关的，湖水
不枯竭，石油人在茫崖奋进的脚步永不
停歇。

20世纪 50年代，由 17把铁锨人
力开挖的石棉矿给茫崖人留下了太多
太深的记忆，老牌国企石棉矿同时也在
中国经济发展的历程中留下了浓墨重
彩的一笔。那个年代，一大批来自祖国
四面八方的有志之士，响应国家开发柴
达木盆地的号召，主动来到祖国的西部

边陲，在茫崖扎根安家落户，为地处偏
远、人迹罕至的这片蛮荒大地带来了无
限生机，为带动整个柴达木经济发展立
下了汗马功劳。

在铅华已逝的茫崖小镇，我们见到
了在石棉矿工作和生活的章力捷夫妇。
他们是第二代石棉矿子弟，大学毕业的
高才生在这里一待就是 29年。他们没
有丝毫埋怨，依然对这片土地爱得那么
深沉……他们用信念继承了父辈事业，
默默坚守在这里，他们无疑是茫崖的脊
梁。

西宁作家胡增寿在他的作品《最忆
是茫崖》中，写下 20 世纪 80 年代茫崖
现状的记述：“茫崖，既体现了地域的苍
茫和与世隔绝的凄凉,也有一种生命被
逼到绝壁死谷的深刻灼痛和对生命的
渴求……”

胡增寿曾经在茫崖工作了两年，多
年后忆起这片土地时依然饱含深情。曾
几何时，冷湖、花土沟、格尔木、甘森、油
砂山、尕斯库勒湖等，一次又一次成为
众多走出柴达木和依然坚守这片土地
的人们，笔下描绘和讴歌的对象。如今，
茫崖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高楼大
厦鳞次栉比，无数石油人搬进了新居，
宽广坦荡的柏油马路四通八达。茫崖正
用一种青藏高原的大美和静谧吸引着
无数热爱自然、热爱生活的人前往。一
座新兴石油城在柴达木盆地不断熠熠
生辉，并散发出经久不息的光芒。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到鸳鸯池森林公园看红
叶太方便了，下高速再开十多
分钟的车就到了曾家镇，道路
两旁，鲜花盛开，公路也成了
旅途中的一道风景。”近日，陕
西汉中游客何先生一家驾车
行驶在曾家山旅游快速通道
上，不时发出赞叹。

近年来，四川省广元市朝
天区锚定曾家山国家级旅游
度假区创建目标，积极构建曾
家山交通骨干网络，以“快进”
促“慢游”，持续推进交旅融
合，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
展。

沿曾家山旅游快速通道
向上，自然风光尽收眼底。曾
家山旅游快速通道全长 22公
里，按照二级公路标准建设，
路基宽度 12 米和 16 米，于
2022年底建成通车，该道路有
效改善了曾家山道路交通瓶
颈，使交通区位优势转化为发
展动能，为生态康养旅游加快
发展创设了良好条件。

在曾家山旅游快速通道
建成之前，原中曾路一直承担
着进出曾家山的重要交通职
能，而随着曾家山旅游产业的
不断发展，该道路的通行条件
已不能很好满足游客与群众
出行需求，加之曾家山冬季气
温低，原中曾路部分路段路面
积雪结冰严重，给通行带来很
大不便。

旅游快速通道的建成投
用，让游客下了高速、高铁就
能安全、快速地直达曾家山。
除了快速通道外，在曾家山，
一条条连通各个乡镇、景区的

道路纵横交错，构筑起了曾家
山完备的内部交通体系。

全长 53 公里的曾家山生
态旅游环线盘旋于花海松林
之间，道路中央红、黄、蓝三色
相间的标线，如彩带般在山间
飘舞；道路两旁，林海碧浪连
天，鲜花芬芳扑鼻；驾车、骑
行、徒步其中便让人萌生出
“人在画中游”的美妙之感。

环线还将沿线自然生态、
美丽乡村、景区景点、特色小
镇、特色产业等有机串联起
来，不仅解决了曾家片区近 6
万群众安全出行问题，进一步
提升了旅游服务水平，促进了
曾家山生态康养旅游产业升
级迭代，成为一条名副其实的
旅游路、产业路、致富路。

同时，2022年 4月开通运
营的曾家山旅游环线公交也
进一步提升了曾家山旅游度
假区公共服务配套，极大地满
足了游客及沿线群众的出行

需求。该环线公交共有 16 辆
20班次，共开设 4条线路，沿
曾家山生态旅游环线设立公
交招呼站 14个。

旅游环线公交的开通，在
便民的同时，也让当地群众真
正成为“交通 + 旅游”的受益
者，除当地的土特产通过环线
公交送达到销售门店与游客
手中外，沿线主打避暑休闲、
康养度假的各类民宿、农家乐
也随着旅游产业和交通路网
一起红火起来了。

从“藏在深山人难至”到
“全域旅游引客来”，畅达便捷
的交通路网串联起了曾家山
各景区景点，带动了川洞天
坑、石笋坪等主景区发展，丰
富了汉王老街特色街区、荣乐
商业街区等旅游业态，助推了
曾家山康养旅游产业跨越发
展。今年中秋国庆双节假期，
朝天区共接待游客 72.02万人
次，实现旅游收入 5.77亿元。

相约宽窄巷子
品味山水之味

大熊猫国家公园成都片区原生态产品推介活动举办

□本报记者赵蝶

四川省广元市朝天区：

以“快进”促“慢游”交旅融合助发展

□张敏乔攀祥本报记者魏彪

文
体
旅
融
合

打
造
运
动
康
养
旅
游
品
牌

年
﹃
环
茶
马
古
道
﹄
雅
安
国
际
公
路
自
行
车
赛
收
官

□本报记者赵蝶文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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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秋时节，四川省内江市威远县骑龙坳景区云雾环绕，水墨如画，宛若仙境，美不胜收。
骑龙坳因其独特的山水地势，造就了奇甲川南的云雾美景，被评为“中国最美雾乡”“四川 100个最美观

景拍摄点”。 特约记者 兰自涛摄

骑龙坳美景如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