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夜有风吹过田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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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弓打核桃、搓玉米、鸡公车运南瓜、空中吊环、原地踏
步、抱树耐力比赛……近日，2024中国曾家山（原乡）全民健身
挑战赛（第一季）在四川省广元市朝天区曾家山体育公园拉开
帷幕，来自广元市四县三区的群众、运动达人和曾家山游客等
500余人参加比赛，上演了一场场激情赛事。

乡村赛事“燃起来”，康养旅游“火起来”。近年来，朝天区
积极搭建乡村赛事舞台，以赛事“流量”变消费“增量”，通过文
旅体产业特有融合效应和带动效应的引擎，为曾家山康养发
展注入新的活力，迎来更热闹的风景。

趣味多样 让乡村赛事“燃起来”

“活动很有意思。”80多岁的张顺菊是一名来自达州市的
游客，前几天听说这里有一场全民健身挑战赛，就立马报名参
加。挑战赛现场，她精神抖擞，双手紧握吊环，身体挺直放松，
双腿自然下垂，悬空吊起，很轻松地完成了比赛。

比赛现场，掌声、欢呼声、呐喊声此起彼伏。“我们设置了
跳绳、踢毽子、独轮运瓜等挑战项目 10个；设置了打飞盘、原
地踏步、眼疾手快等全民健身体验项目 8个。”朝天区体育发
展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项目丰富多样，十分有趣。
“重在参与，开心就好！”来自南充的游客冷女士今年 86

岁，她在女儿的陪同下参加搓玉米比赛，是本次“村赛”活动年
龄最大的参赛者。“虽然没有获奖，但我很享受这场比赛。”
“我今天一共参加了 6项比赛，5个项目获了奖。”64岁的

王长学是土生土长的朝天村民，他很喜欢体育运动，已多次参
加当地体育运动赛事活动。“下一季曾家山全民健身挑战赛，
我还来！”王长学说。
“村赛”不断创新玩法，塑造了朝天康养旅游新形象。据介

绍，全民健身挑战赛立足曾家山的运动传统、多彩的民俗文
化、淳朴的乡村民风等资源禀赋和深厚底蕴，通过设置丰富多
元的活动项目、持续创新的办赛形式，提升了群众参与健身的
热情，带动了各类人群重视体育运动、强健体魄、健康工作、愉
快生活。
“充分释放出乡村赛事活力，真正让赛事新场景成为康养

旅游发展的新引擎、新动能。”朝天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国
章介绍，朝天区将进一步打造更加贴近群众、深入基层、广泛
参与的“村字号”全民健身品牌，不断推动群众体育高质量发
展，以实际行动为全民健身事业发展赋能添彩。

打造赛事 让康养旅游“火起来”

“村字头”赛事人气出圈，如何让赛事热度激活康养旅游
更多潜力？

近年来，朝天区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
念，依托曾家山良好的生态资源优势，主动把体育融入大生
态、大健康格局，努力“唱好三字经，打好体育牌”，强力推进
“体育 +”持续健康发展，形成“以体为主、以体促养、以体助
旅”的融合发展模式，构建了一批集运动康养、户外休闲、网红
打卡、体育旅游于一体的沉浸式体育新空间。
“我们积极加快推动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同频共振、竞技

体育与群众体育同步发展、体育产业与文旅融合同向发力，不
断完善公共体育服务体系，高标准建成曾家山体育公园、壁虎
运动乐园飞拉达、曾家山滑雪场、望远山（单板）滑雪赛事中心
等基础设施项目。”朝天区体育发展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

正是因为这些完善的体育设施，朝天区成功举办了全
国女子门球赛、全国公路自行车赛、万人八段锦集中展演、
冰雪季等一系列体育赛事活动，不断丰富了群众健身活动，
提升了朝天对外影响力和知名度。还先后三次被评为“全国
群众体育工作先进单位”，成功创建为四川省山地户外运动
基地、四川省体育产业示范基地、四川省户外运动产业试点
县。目前，正加快创建曾家山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全国第二
批全民运动健身模范区。

乡村赛事和康养旅游的深度融合，让曾家山的康养旅游
充满了激情和乐趣。“来朝天旅游不仅有完善的旅游基础设
施，还能参加各种乡村赛事活动，充满了乐趣。”游客张宇在这
次挑战赛中获得了趣味冰壶比赛第一名，他表示，明年将带着
家人朋友前来旅游打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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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到成都温江，立马想到那句“金
温江，银郫县”的顺口溜。大隐隐于市，温
江文庙就隐藏于人声鼎沸的闹市区。温
江文庙在温江城区文庙街，又称柳城文
庙或鱼凫文庙。进入东大街，温江文庙便
矗立眼前。走到文庙正门口，一街之隔的
文庙·印巷招牌林立，工业风楼梯成为入
口的吸睛亮点———即便入口是一条不大
的巷子，但从这里路过，几乎没有人会错
过它。
“文庙大门、开元书坊、各类服装商

店繁华依旧，与我学生时代的记忆几乎
一致。”附近居民李先生说，“但新街区改
造后，整个街区和建筑都变得更年轻更
有活力了。”作为文庙片区城市有机更新
项目的首期更新项目，近期，文庙·印巷
文创街区通过城市更新，推动业态蝶变，
已成为新旧碰撞的“网红”打卡聚集地。
该项目打造呈现后，成为导入文庙片区
的重要节点，串起以文庙为核心的新文
化休闲区域。

虽说街区入口是一条不大的巷子，
但整个巷子口的建筑布局，以及错落有
致的门头招牌，有一种复古霓虹美感，晚
上亮起灯后会更有氛围。据介绍，这条不
大的巷子可大有来头，清代曾在此设学
堂，于是起名为社学巷。音乐学家、社会
活动家王光祈曾于此念私塾，所以在这
条巷子内，仍保留着一处四合院古建
筑———王光祈读书处。从入口走进去，3
栋老式居民楼建筑组成了这个文创街区
全景。红墙青瓦与大面积水泥灰墙面的
视觉组合中，点缀着咖啡馆和文创小店，
让这里既展现出现代艺术建筑美感，又
很好地保留了旧时光风情。

此外，这里也是成都为数不多把防
空洞与开放式商业相结合的范例之一，
在中心广场穿梭至下沉防空洞内看展，
颇有一番探险趣味。一圈逛下来，文庙·
印巷整个街区复古与现代融合的氛围感

极强，穿行于老院落之间，小而美的生活
氛围扑面而来。最后再登高到 7楼，直达
网红玻璃观景台，可远眺整个文庙全景：
魁星楼、文庙大成门遥相呼应，颇有一番
古朴静谧的别样城市风情。文庙历来是
记录地区文化传承的地方，温江文庙既
庄严，又富有生活气。日常里，戟门两侧
钟鼓二亭坐着不少“观敌料阵”的棋民与
牌友们。文庙旁边还有一条商业街，在此
可感受生活美学与烟火交织。此外，和其
他地方的文庙不太一样的是，它把博物
馆融入其中。顺着柳城大道漫步，还能去
柳浪湾小吃网红一条街大快朵颐，这里
不仅是大学城学子们的“食堂”，更是成
都好吃嘴们的打卡地。

文庙·印巷无疑是这两年温江社区改
造大事件之一。据介绍，该项目注重利民
性、公共性和开敞性，在历史与现代、古典
与时尚的交融中，彰显城市品位和价值，

从复古到访古，“老地方”焕发出了“新活
力”。“在推进项目更新改造的过程中，我
们坚持‘只搞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原
则，进行活化利用、引流聚势。作为城市有
机更新项目，通过打造独具特色的人文广
场形态，既焕新了城市面貌、提升了城市
功能品质，也回应了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我们将坚持系统谋划、整体推进文庙
片区城市有机更新项目，以有机更新激发
城市活力，以场景营建彰显城市特色，持
续优化城市功能品质，不断提升市民群众
获得感、幸福感。”温江区城市有机更新中
心筹备组相关负责人说。

千年古城、宋代文庙、古城墙、中式
园林景观……在探索温江城市生活的过
程中，无论是对文化古韵的保留，还是街
区改造后的新商业语言的呈现，都能从
中感受到一个商业与文化共生的、更加
立体的街区空间。

不知不觉间，眼前便出现一位从诗画
中走出的女子，带着淡淡的哀愁与沉静的
美丽。她没有春的娇艳，没有夏的热烈，却
有着独特的韵味：一种历经岁月洗礼后的
成熟与从容。这，便是秋。

立秋之后，当有一缕风儿拂过你脸庞，
带来丝丝凉意，让你不禁打了个寒颤时，秋
天的使者———秋风便来了，它仍在沿用最
原始的方式报信。这风，虽不如春风那般温
柔，但多了几分沉稳与内敛。它吹走了夏日
的燥热与喧嚣，吹来了秋天的宁静与深沉。
走进森林，听得见风中的树叶在沙沙作响，
经不住秋风吹拂的叶片，像一只只翩翩起
舞的蝴蝶，飘飘悠悠地落下来，给大地铺上
了一层金色的地毯。

抬眼望去，秋天的天空格外湛蓝，宛如
一块巨大的蓝宝石。云朵洁白如雪，形态各
异，有的像棉花糖，有的像骏马，有的像山
峰……它们在天空中自由自在地飘荡着，
让人生出宁静而悠远的遐想。偶尔有几只
大雁向着南方飞去，留下一声声清脆的鸣
叫声。这声音，在寂静的秋天里显得格外响
亮，仿佛在诉说着它们对北方的思念。

远处的山峦在秋的晕染下，也换了身
衣裳。原本郁郁葱葱的山林，渐渐染上了金
黄、橙红、深褐等色彩，犹如一幅绚丽多彩
的油画。山间的小溪潺潺流淌，清澈见底。

溪水在山石间跳跃、流淌，发出悦耳的声
响。溪边的树木倒映在水中，随着溪水的流
动摇曳生姿，美不胜收。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田野里，金黄的稻
子一望无际，沉甸甸的稻穗压弯了稻秆。庄
稼人在田间地头挥刀舞镰，脸上洋溢着丰
收的喜悦。他们用辛勤的汗水换来了这沉
甸甸的收获，这是大自然对他们的馈赠。果
园里，红彤彤的苹果挂满了枝头，像节日里
一个个喜庆的小灯笼；黄澄澄的梨子你挤
我碰，争着让人们来采摘；悬垂的葡萄像一
串串珍珠，散发着诱人的光泽。看着这丰收
的景象，果农们心里乐开了花。他们小心翼
翼地采摘着果实，生怕弄坏了这些宝贝。秋
天的收获，不仅仅是物质上的富足，更是一
种心灵上的满足。

秋天的雨，是一种别样的温柔。它不像
夏天的雨那么猛烈，而是淅淅沥沥地下着，
如丝如缕，给人一种朦胧的美感。秋雨打在
窗户上，仿佛是在弹奏一首优美的钢琴曲。
雨滴落在地上，溅起朵朵小小的水花，好似
大地在开心微笑。秋雨过后，空气格外清

新，带着一股田园芬芳，沁人心脾；树叶上
的水珠，在阳光照耀下闪闪发光，如同珍珠
般璀璨。秋天的雨，洗净了夏日的尘埃，带
来了秋天的凉爽，也让人们的心灵得到了
一次洗礼。

秋天的夜晚，格外宁静。明月高悬，洒
下一片银辉。最是中秋节的那一轮圆月，让
多少人魂牵梦萦。星星在夜空中不停地闪
烁，仿佛在告诉人间宇宙的奥秘。草丛里，
蟋蟀们欢快地歌唱，恰似在为秋天演奏小
夜曲。坐在院子里的人们，品尝着秋天的硕
果，欣赏着秋夜的美景，感受着秋天的宁静
与美好。秋天的夜晚，没有了夏日的闷热与
蚊虫的叮咬，唯有凉爽的微风和宁静的氛
围。在这惬意的夜晚，人们放松了心情，很
快就沉醉于幸福的梦乡。

秋韵，是一首悠扬的歌，是一幅奇妙的
画，是一首动人的诗。它使我们感受到了大
自然的神奇与伟大，体会到了生命的轮回
与不息。珍惜这个季节独特的时光，用心去
感受秋天的韵味，记住一年之中秋天的美
好。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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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交融
文庙·印巷文创街区蝶变

秋韵
唐代贤

□本报记者马工枚文 /图

立秋次日，天色将暮未暮中，我回到
半隐居的小院，听到秋虫唧唧唧地弹奏着
小夜曲，接替了俗得让人生不出嫌隙的蛙
鼓。果然，身在乡镇更能感知季节分明的
界限。

偶尔从城市庞杂的车辙和浮躁的霓
虹中突围到乡镇，在窗前聆听风吹过田畴
以及虫鸣蛙鸣的声响，麻木的知觉被唤
醒。从小耳闻父母说庄稼人一辈子在背太
阳落山，可见就乡镇生活本身而言，是艰
辛的。但当我们远离乡村，走了很远的路
后，才蓦然发现所有的跋涉都只是让心更
接近原乡。

就是在这样的情致下，读到冯国平的
系列乡土散文《寻找村庄》《炊烟袅袅思故
乡》和《芦花丛中忆母亲》。炊烟、芦花、老
屋和庄户人家，熟悉又典型的人事，是乡
村的具象也是意向。字里行间从青瓦屋顶
悠然升起的炊烟，是冯国平家乡巴中市平
昌县的炊烟，亦是萦绕在无数背井离乡游
子心头的炊烟。“大一些时，我知道它是村
庄的生命之本。我在悠悠飘远的一缕缕炊
烟中，看到每一户人家锅里的饭。”刘亮程
笔下的炊烟是乡村的根；“芦苇弯腰喝水
的地方 /顺便请烟囱 /在天空为我写一

封长长的信……”洛夫诗里的炊烟是一支
笔；冯国平笔下的炊烟是一封家书，跨越
了几个时代的潮起潮落，抵达一缕缕炊烟
舔舐过的灶台边，给一位贤惠、慈祥的女
性———母亲。

冯国平是重情的人。其实我极少定义
一个人。记得与冯国平初见是在成都市微
型小说学会的一次聚会上，饭局阑珊处，
他兴起，现场声情并茂地朗诵了一首诗。
诗的详细内容我记不全了，但记得是写给
母亲的诗———《母亲的背影》：“母亲的背
影总是很瘦 /瘦成我手中的笔 / 当我轻
轻拿起时 / 便会写下行行对她的思念
……”诗句仿佛情之所至，从心底自然流
淌出来的。

母亲、父亲、土地和作物，平静而朴素
的叙述中自有直抵人心的力量，再次印证
了诗人胸口熊熊不灭的亲情与乡情。《说
唐》“守几亩田园，供养老母，村酒野蔬，亦
可与知己谈心”，写尽远行之人内心最诚

挚的愿望。大抵，世间的唯美不是得偿所
愿，而是怅然若失。是的，又有几个人真正
回得去曾经的故乡呢？无数个黄昏以炊烟
召唤孩子归家的母亲不在了，一回回长望
故乡，望一回、伤一回。
“儿时的伙伴星散天际，只有在过年

的时节倦鸟归林……他们认识我，但不认
识我的那些分行的文字。”诗人写道，童年
的玩伴散落天涯，偶尔归来相见，发现心
与心已隔了千山万水。童年的情分宛若常
人眼里的炊烟，风过即散，怎能不让搭乘
炊烟的专列抵达时光深处的诗人伤感呢？

绝对的美好是失真的。真正的美好一
定是带着某种遗憾或是濒临消失的。就像
挨过饿的味蕾，最能尝尽食物的芬芳。

我起身走到窗前，拉开窗帘的瞬间，
初秋的新凉爬上手臂。院里树影重重。不
知疲倦的夜虫“唧唧，唧唧”的长鸣声传
来，今夜有风，正吹过田畴。

（作者系《香落尘外》网络平台总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