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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区走上“云端”

1月 16日上午 9时，吴桥杂技大
世界非遗传统文化展演在快手和抖
音同步上线，一个多小时的直播，
吸引近万名观众在线观看浏览。

“魔术有自己的门路，想不想一
分钟学会，两分钟当老师？”直播
中，“魔术笑园”首次亮相，瞬间撩
人眼球。

普普通通的扑克牌到了杂技表
演者手中，仿佛瞬间产生了磁力，
任由表演者双手张合，它们都默契
配合，有节奏地舞动着。“想知道这
里头的门道，大家可以在评论下方
扣‘1’”。导游话音刚落，评论区
立刻被“1”刷了屏。

“用线缝上就行，一定要两头
缝，练熟了再给别人表演，千万别
玩露了。”表演者一揭秘，又见评论
区顶起了笑脸。

独台戏、猴子滚绣球、空中飞
车……屏幕上方精彩连连，下方评
论区互动不断。“太精彩了！”“有时
间一定去现场过足瘾。”线上观众意
犹未尽纷纷感慨。

线下预约、扫码入园、错峰限
流……吴桥杂技大世界在严格进行
疫情防控的前提下，把景区“搬”

上云端，让人们足不出户就可欣赏
大世界的精彩演出。

在献县，为配合疫情防控，单
桥景区虽然闭园，但线上依然精彩
不断。关注单桥景区公众号，《漪莲
带你游单桥》《雨中单桥》《冬霁单
桥》……打开视频，你可随时随地
感受单桥厚重的历史文化。

鹿鸣园，是根据“呦呦鹿鸣，
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而命名的五园之一。鹿，在中国传
统文化中被视为吉祥幸福的象征，
故此，单桥景区祝愿所有来鹿鸣园
的游客朋友都能吉祥幸福；抚琴
亭，与五公山人王余佑有关，是王
余佑在献县献陵书院讲学之余弹琴
的地方。在这里，你可以穿上汉
服，弹奏古筝，留下穿越的美丽瞬
间……徜徉于一个个历史文化故
事中，仿佛如临其境。线上游单
桥，别有韵味。

“云游四方”成现实

1 月 17 日，周日，上午 10 时，
市民王静打开沧州博物馆公众号开
始“云游”。打开“语音展览”，想
要参观哪个展厅直接点进去，“旅
程”便开始了。

进入历史文化展厅，可看到聚
居沧海、齐燕都会、设郡封国等板
块；民俗厅中，沧州小吃、沧州民
居、交通工具、农具百工……从历
史文化、民俗文化，到大运河文
化、杂技文化、武术文化，只需动
动手指，就可以近距离领略沧州悠
久的历史文化。

如果想实地游览，还可在博物
馆公众号中直接预约。“这段时间通
过‘云游’，我已经‘逛’了沧州好
多景区。”王静兴奋不已。

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工作人员
介绍，如今，“云旅游”成为人们的
首选。尤其是在当前疫情防控的大
背景下，我市不少景区在线下预
约、错峰、限流的同时，纷纷推出

“云游”活动。这样，既可方便游客
提前做好“功课”，实地游览不走马
观花，更有针对性、更加深入，还
可在旅游淡季为景区增加客流量，
培养潜在受众。不少景区在线上一
边“卖”风景，一边卖文创产品，
扩大了景区知名度，又为景区复苏

奠定了基础。

智慧景区更精彩

前不久，南大港本土主播走进
南大港湿地，用一场直播盛宴，带
游客“云游”湿地的醉人冬景。

近 2 个小时的直播中，主播和
湿地讲解员从游客中心出发，走进
放鹤广场、观鸟亭及观鸟亭码头，
生动地向观众介绍了湿地的景观特
色和历史文化。同时，精美别致的
芦苇画、钥匙扣、书签、冰箱贴等
独具特色的文创产品，也首次亮相
直播现场，吸引了众多观众关注购
买。

南大港湿地作为我市首个省级
智慧景区示范点创建单位，除了在
线上打造“云游”模式外，网上预
约购票、自助人脸识别验票、自动
售取票机……线下还为游客打造了
更丰富的体验。

头一次游湿地，你是不是有点儿
理不出头绪：“先逛哪个景点呢？”用
不着发愁，湿地游客服务中心安装了
自动导游终端一体机，你可以先在智
能屏幕上了解景区的整体情况，若对
哪个景点感兴趣，直接点进去，可以
先通过图片和视频，提前感受景点儿
的景色。景区还在游客中心打造了鸟
类互动体验投影，利用VR技术给游
客带来全新体验。

南大港产业园区文化旅游局工
作人员介绍，南大港湿地既是景区
也是省级自然保护区。南大港产业

园区计划投资 2000万元，分步实施
建设南大港智慧旅游项目，按照

“一个中心”（大数据中心）“三个智
慧体系”（智慧管理体系、智慧营销
体系、智慧服务体系）“N项智慧应
用”的整体设计，打造全域旅游大
数据分析系统、旅游执法系统、车
辆调度管理系统、视频监控系统、
语音导览系统、云计算系统、景区
智能 WIFI 系统、湿地保护管理系
统、营销渠道管理系统、营销活动
管理系统、营销媒介管理系统等多
个子系统的联合应用，建成集约、
智能、可持续发展的“智慧旅游”
体系，为游客带来更丰富、新颖的
体验。

“你已到达事竞成滑雪场。”听到
导航提示，心头一喜。可抬头看看青
砖黛瓦的仿古门楼和围墙，又心生疑
问：“这是滑雪场？”

扫码、测体温，迈进大门，眼前
白茫茫一片，顿时兴奋起来，刚才的
疑问瞬间被抛到九霄云外。

“怎么样？先体验体验？”滑雪场
负责人张炳营迎面走来。这话说到了
心坎上。快速穿上雪鞋，正要俯身拿
雪杖，身体突然失去平衡坐在地上。

“没事，自己能站起来。”说得简单，
可试了几次都没站起来，只得让别人
扶一把。

双脚与肩同宽，身体微微前倾，
双手同时用力……在张炳营的耐心指
导下，做好预备动作，双手划动雪
杖，瞬间滑了出去，虽然心中默念着

动作要领，可没滑出多远，身体又失
去平衡摔在地上。被旁边游客扶起
来，不由有些沮丧。“慢慢来，多试
几次。”游客热心说道。

一回生，二回熟。继续滑！没想
到第二次就找到了些感觉，在平地上
滑得平稳多了。壮了壮胆，走上魔
坦，挑战初学赛道。站在“山顶”
上，望着陡峭的赛道，腿不由哆嗦起
来，屏住呼吸一咬牙滑了下去，中途
比较平稳，快到终点却被旁边冲过来
的雪圈撞倒了。没有抱怨，大家相视
而笑默契地说：“加油！”

骑上雪地摩托，体验冰天雪地中
的速度与激情；打打雪仗、溜溜冰，
找回儿时的美好回忆；雪圈、雪地保
龄球……虽然寒风刺骨，却玩得酣畅
淋漓。滑累了，站在一边观察着周
边。“冲啊！”一阵呼喊瞬间让视线转
移。只见几个男孩抓起雪，一边往上
扔，一边向上爬，再一瞅，原来是一
座碉堡般的建筑。“他们莫非要炸碉
堡？”果真猜对了。见到自己满脸疑
惑，工作人员笑着说：“这是我们的一
项红色研学活动，让孩子们重温革命
历史。”

“难怪景区围墙打造成这种风
格。”自认为答案已浮出水面，工作
人员又剧透道：“城墙下方还有地
道，可以走一趟体会下革命先烈的智
慧与英勇善战。”

沿着台阶走到地下，眼前黑漆漆
一片。打开手机手电筒，一点点儿摸
索着向前，没走多远就出现一个岔
口，凭着感觉往前走，炸药库、会议
室……边走着，电视银幕中的一幕幕
场景浮现于脑海，嘴中不由哼起歌
词：“地道战嘿地道战，埋伏下神兵
千百万……”若不是工作人员引路，
怕是会被困在里头，走了半天，终于
找到了洞口，重见天日的感觉真好，
同时不禁感叹：“如今的幸福生活真
的来之不易。”

走进游客服务中心，站在落地玻
璃窗前，望着窗外的白色世界，体验
冰雪快乐，感悟红色精神，手脚虽冻
得冰凉，心里却暖乎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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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方”

把雪白细腻的菱角粉舀
入碗中，加水轻轻搅拌为糊
状。左手端碗，凑近茶壶
口，右手执壶，壶身倾斜，
沸水直冲入碗中。碗在白国
建的手中有规律地移动着，
只见碗与壶口之间的距离先
近又远，远而又近，来回之
间，碗中的茶汤已然冲好，
一套动作行云流水。

买记茶汤传承人白国建
说，想冲好一碗美味的茶
汤，且得下功夫呢。水温低
了，粉沏不开；水温高了，
会黏成团；水多了，太稀；
水少了，又过稠；手法不到
位，注水不连贯，茶汤会不
熟。“说白了，就是一门手
艺活，没啥秘方，你得热爱
它，得有兴趣去钻研。当初
白国建的姥爷改良茶汤，把
粗粮粉换成菱角粉，靠的就
是老手艺人的热爱和钻研。
可以说，干买卖，是姥爷把
我和哥哥领进了门。姥爷对
食材的讲究，对真材实料的
坚持，一直影响着我们。”
白国建动情地说道。

买记茶汤再次开张后，
白国建和哥哥白国营继续发
扬着姥爷的工匠精神，在祖
辈手法的基础上更加精益求
精。

油茶粉是将牛骨髓与食
盐、芝麻、面粉和在一起炒
制成。二人在炒的基础上又
加了烤的步骤，将油茶粉炒
到七八成熟，放入烤箱烤至
全熟，油茶粉会更香。除此
之外，冲茶汤的开水中加入
一点桂花，茶汤便又增了淡
淡的清香。

寒冷的冬季，来一碗茶
汤，红糖的甜、果干的酸、
坚果的香，好似天作之合，
让味蕾的享受妙不可言，一
下子把人拉回旧时光。

记忆

闲下来时，白国建会冲
一碗茶汤给自己喝。说来神
奇，一碗菱角粉，一壶开
水，外加些许红糖、葡萄
干、花生碎等，就变成了人
间美味。夏天喝，清甜爽
口；冬天喝，温情暖胃。有
时，做着，喝着，一碗茶汤
就把白国建带回到了二十几
年前。

那时的他，才 10 岁。
每天最开心的事就是和姥爷
买春生出摊。一大早，姥爷
骑着三轮车，载着标志性的
大铜壶，带着白国建，便开
始了一天的营生。姥爷管冲
茶，白国建管端茶放料，爷
孙俩配合默契，忙得不亦乐
乎。

早上八九点立起招牌，
中午一两点就能收摊，一天
卖出茶汤 400多碗。现在聊

起爷孙俩一起卖茶汤的场
景，还历历在目：“姥爷手
艺高着呢，看着茶汤简单，
用水一冲就完活，实际上不
是这样，我跟着姥爷学，手
没少挨烫，学了两年才学了
个大概其。”

茶汤的一冲一拌中，留
下了白国建儿时幸福的时
光，清甜的气味也成了许多
沧州人难以忘怀的记忆。在
市区清池大道与解放路交叉
口处，或是自己，或是和家
人，来上一碗茶汤，那甜而
不腻的味道能滋润整整一
天。

或 许 是 随 着 年 龄 渐
长，就越发想念儿时的味
道。某天，干过许多营生
的白国建又喝起茶汤，想
起朋友的话：“有时候真想
念 你 家 的 茶 汤 ， 现 在 想
喝，喝不着了。”为什么不
把 老 营 生 干 起 来 呢 ， 想
着，白国建把落了灰的大
铜壶翻了出来。

传承

茶汤“梅开二度”，靠
的是沧州人对老味的喜爱，
可要继续发展，还得和广大
年轻人的口味“接轨”。白
国建打开思路，于是，牛奶
味、巧克力味、草莓味等
10 种口味的“新式茶汤”
相继面世，并受到了一致好
评。

“要好评”的过程并不容
易。各种果干粉和菱角粉混
合，每种口味都有“专属”
比例，不知道调试了多少次
才成功。不同口味的粉，还
得搭配不同的辅料，才能让
茶汤的味道尽善尽美。比如
巧克力、红枣、老味的茶
汤，加红糖味道最好；水果
味的茶汤中加入爆爆珠，才
算完美；奥利奥碎与巧克力
味的茶汤是绝配。每一碗让
食客们喝得心满意足的茶汤
里，都隐藏着钻研与巧思。

“光琢磨搭配不行，最
主要的是对食材的把控。我
们这的干果粉有自己磨的，
有从西餐厅进的，一斤得七
八十元。茶汤里的瓜子仁、
芝麻等辅料，都是自己炒熟
剥的。这也是姥爷留下的传
统。”聊起茶汤，白国建总
是自然地会聊起姥爷，好像
是茶汤的灵魂船长，有他掌
舵，哪怕是创新，茶汤的精
髓也一直不会偏航。

正聊着，一位食客进门
了：“老板，还是老样子，
给我来份老味茶汤，再给我
媳妇孩子来一个草莓味和牛
奶味的。”“好嘞！”白国建
又拿起了茶壶。

景区“上线”居家“云游”
本报记者 祁 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