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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体快讯

浸泡在温暖的泉水中，驱走冬日阵阵寒意，雾气
缭绕间，把一身的倦意都消融在汤池，欣赏“杉”间美
景，增添了几分神秘与浪漫。

沉浸在这惬意的慢时光里，流连忘返，热气腾腾
的“森系”美食，是冬日最好的慰藉，无论是鲜美的海
鲜、精致的西餐，还是地道的本地特色菜肴，都能让你
大饱口福，暖心更暖胃。

此刻的黄海森林生态旅游度假区，是水杉的
舞台，它们用最热烈的方式演绎着生命的华章。
漫步其中，你会被这份不加雕饰的自然之美深深
打动。

色彩进度条已加载90％

快来黄海森林打卡“水杉季”

初冬时节，植物界“活化石”——水杉完成了从翠绿到金黄再到橙红的层层递进。此刻，黄海
森林生态旅游度假区里的水杉树色彩进度条已加载90％。层林尽染，色彩斑斓，一眼望去，灿若
朝霞。快来打卡，见证这场自然奇观吧 。

初冬轻启，黄海森林生态旅游度假区内藏着一场
视觉盛宴。水杉，这自然界的调色大师，正以一抹抹炽
烈的红，点燃了整个季节的激情。一排排水杉高大挺
拔，从空中俯瞰，在阳光的照耀下叶子显得更加绚烂夺
目，红、黄、青交织在一起，每一眼都是惊艳。

小火车穿林而过，两旁的红杉林如画卷般徐徐展
开，每一帧都是令人窒息的美景，浓郁的童话气息扑面
而来，氛围感直接拉满；湖面如镜，倒映着天空的湛蓝，
岸边层林尽染的水杉仿佛镜像中的平行世界，如梦似
幻，为湖水增添了一抹温暖的色彩。

置身水杉林间，或抬头仰望，或伸手寻光，或不经
意转身回眸、或仅仅倚靠树上，斑斓的水杉作背景，怎么
拍都出片。沿着空中栈道前行，一步一景尽收眼底，伸
手即可触碰红红的水杉树叶。

落叶纷飞间，感受林间穿梭的诗情画意，隐匿于
水杉林海中的木屋散发着无尽的宁静与安逸。镜头
下不仅捕捉了欢笑的瞬间，更将这份纯粹的美好永远
定格。在这片自然的怀抱中，每一处细节都散发着迷
人的魅力，让人沉醉其中，感受大自然独有的韵律与
呼吸。

□邱晓慧

踏入梦幻般仙境

轻松拍出大片感

享受温馨宜人氛围

本报讯（邱晓慧）近日，2024苏
北五市文艺联盟群文精品展演在徐
州市睢宁县文化艺术中心演艺馆精
彩上演，我市选送的三个节目——
广场舞《海韵》、淮海小戏《解决问
题》、情景小组唱《射阳渔歌》分别获
得优秀节目奖、优秀创作奖和优秀
表演奖。

苏北五市文艺联盟是在江苏省
群众文化学会指导下，2016年由盐
城发起，盐城、淮安、连云港、徐州、
宿迁五市文化馆共同参与的区域
公共文化交流平台。联盟展演活
动每年举办一次，由苏北五市轮流
承办，共同展示苏北五市群众文艺
的风采与成果。

本次活动由徐州市文化广电和
旅游局、淮安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
盐城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连云港
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宿迁市文化

广电和旅游局主办，徐州文化馆、淮
安市文化馆、盐城市文化馆、连云港
市文化馆、宿迁市文化馆、睢宁县文
体广电和旅游局承办。活动共展示
了苏北五市带有浓郁地方特色的小
戏、小品以及器乐、歌曲、舞蹈等16
个文艺节目，参演作品体现了苏北
五市不同的地域文化特色，反映真
实生活，讲述百姓故事，彰显人文情
怀，为苏北五市群文工作者提供了
一次交流和学习的机会，为当地群
众带来了一场视觉盛宴。

晚会最后，主办单位进行了
苏北五市文艺联盟群文精品展演
旗帜交接仪式，2025 年苏北五市
文艺联盟活动将在宿迁举行。活
动期间，还举办了苏北五市公共
文化服务交流研讨会，与会人员
调研徐州市睢宁县公共文化设施
建设情况。

本报讯（宗合）近日，来自30所
高校的200多名师生游览东台西溪，
探寻董永和七仙女的爱情故事。

走进千年古镇东台西溪，徜徉
在绵延千年的文化长河中，领略东
台之美。莘莘学子走进董永七仙女
文化园，董永与七仙女的传说此时
刻仿佛展现在眼前。

漫步静谧的辞郎河，赏宋风唐
韵的摹云阁，拜仙风气韵的老槐树，
拍下绝美的照片。逛一逛汉潮街，
品一品经典的东台“老味道”，寻觅
董永七仙女留下的足迹，感受国家
级非遗“董永传说”的独特魅力。

独特的生态环境和悠久灿烂的
文化给西溪这片美丽土地，以厚重
的人文滋养，也是西溪提供研学旅
游资源的资本。西溪古镇一直致力
于打造生态文明和传统文化传承与
保护的研学基地，吸引了大批年轻
人前来，为万千青少年学子提供了
丰富的体验机会。

用脚步丈量世界，用眼睛记录
风景。走近江苏第一古塔——海春
轩塔，看屹立千年的宝塔，听古塔背
后的感人故事。千年古塔，斑驳古
朴，错落有致，承载着西溪的历史，

见证了沧海桑田的变迁。站在江苏
第一古塔下，听这位“老者”讲述古
老、优美的故事，感受来自一千三百
多年前的巍峨壮丽。

晏溪河畔，盐歌声声，穿越时
空，对话古今。《范仲淹》情境大戏
在犁木街头上演，紧跟范仲淹的步
伐，看他克服重重困难，带领百姓修
筑捍海堰的故事。从书本上学到的
先忧后乐的精神，通过观看情景戏，
身临其境地读懂范仲淹的家国情怀
和大爱之情。

领略文化，捕捉美好，南北美
食，万千滋味。草市街128种美食，
让人垂涎，品尝来自各地的非遗美
食。酥到掉渣的草炉烧饼、围炉锅
盔，飘香千里的虾油馄饨，网红脆皮
肠，惟妙惟肖的里下河糖塑……非
遗美食，特色小吃，填满饥肠辘辘
的胃。

古镇西溪，文脉深厚，三相文
化，千年不衰。世间万物皆学问，书
本上的知识在古镇西溪变成了一幕
幕鲜活的画面。古镇西溪，美景常
在，欢乐不断。莘莘学子在这里与
更好的人、更美的事不期而遇，邂逅
最美的风景。

本报讯（宗合）为充分挖掘黄
沙港特色渔文化，丰富广大群众的
精神文化生活，体验非遗文化的独
特魅力，近日，一场热闹的集市在泊
心广场火热开展。

活动现场，织网摊位迅速成为
关注的焦点。在经验丰富的渔姑渔
嫂的指导下，大家亲手体验了织网
的乐趣，一边学习古老的织网技艺，
一边感叹渔民们世代相传的智慧和
勤劳。DIY 渔灯摊位同样热闹非
凡，小朋友们围在一起，在志愿者的
指导下一步步制作渔灯。在体验
制作乐趣的同时，他们感受到了渔
家文化的深厚底蕴，现场充满了欢
声笑语。在腌制鱼货摊位，大家一
起学习了腌制鱼货的传统方法，志
愿者细致讲解了腌料的比例和腌
制时的注意事项。随后，大家跃跃
欲试，纷纷上手尝试，通过亲身体
验，对渔民的生活有了更加深入的
了解，也更加珍惜这份来自大海的
馈赠。

与此同时，“蓝印花布”以其绚

丽的色泽和精细入微的工艺吸引了
许多小朋友争先恐后前来体验。非
遗传承人顾云为大家讲解了这项非
物质文化遗产的形成、发展与传承
历史，大家听得津津有味。随后，在
顾老师的带领下，大家从手工刻板、
刮浆、染布等环节一一进行了体验，
小朋友们在动手实践中忙得不亦乐
乎，学到了许多书本以外的宝贵知
识。在贝壳画和拓印摊位上，大家
充分发挥想象力，创作出一个个趣
味十足、创意满满的作品，不仅展现
了渔民们的劳动场景和生活状态，
传递了他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
求，更深刻体会了传统文化的深厚
底蕴和独特韵味。

此次“国风梦华，趣探非遗”渔
文化大集文明实践活动，不仅为优
秀的非遗项目搭建了展示的广阔平
台，让更多的人成为非遗的参与者、
见证者和推广者，也让群众深深感
受到黄沙港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和
时代活力，为弘扬黄沙港渔文化贡
献了坚实的力量。

苏北五市文艺联盟群文精品展演
我市三个选送节目获奖

30所高校学子探访西溪文化

黄沙港举办渔文化大集文明实践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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