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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行贴士

夏季旅游常识
夏季是旅游旺季，想要在旅途中玩得尽兴，以

下这些旅游小常识一定要知道。
1、穿着舒适很重要。外出旅游穿着要以舒适

为主，切勿穿新鞋，衣服也要以浅色、宽松休闲为
主，夏季出游要带上一些防晒用具，如遮阳伞、帽
子等。

2、携带防暑药物，预防中暑。夏季普遍高温
炎热，所以外出做好防护措施的同时也要保证自
己有良好的休息时间；随身携带一些常备药物，预
防中暑、蚊虫叮咬。

3、掌握喝水技巧。要喝适量的淡盐水，喝水
要次多量少，尽量避免喝温度过低的饮用水。夏
季旅游过程中，人体的体温通常较高，喝下大量冷
饮容易引起消化系统疾病。

4、住宿应选择通风透光的旅馆，睡觉前最好
洗个热水澡，泡泡脚，如果走路过多还应搓搓脚心
和按摩一下小腿以加强血液循环，睡觉时最好不
要整夜开着空调，以免受凉。

(本报综合）

盛夏时节，咸安区贺胜镇，万木滴翠，
山花烂漫。贺胜村梦情谷生态园的蓝莓进
入成熟期，迎来采摘旺季。

“这里的果子果实硬度好，颗粒较大，
甜度高，酸度低，好吃。”采摘园外，刚刚停
好车的游客周景天说。

采摘园内，一行行的小灌木长得郁郁
葱葱，一棵棵蓝莓树婀娜地伸展着枝干，树
枝上挂满了一簇簇晶莹饱满的小浆果，颗
粒饱满、格外诱人。

闻讯而来的游客们穿梭在蓝莓树丛
中，一手拿篮，一手采摘，感受采摘蓝莓果
的乐趣。

“平时孩子们就特别喜欢吃蓝莓，每年
都会来采摘，最近知道这里的蓝莓熟了，今
天特意过来体验和品尝一下，这个蓝莓口感
确实很好也很甜。”正在采摘的游客李染说。

据了解，梦情谷生态园占地面积260
亩，种植有葡萄、草莓、蓝莓、圣女果、火龙
果、黄桃等8种水果，其中，蓝莓采摘基地
占地面积10亩，主要栽植品种是阳光篮。

蓝莓素有“美瞳女王”之称，其独特的
花青素可以抗氧化、防衰老，尤其滋养眼
睛，被评为最有营养价值的水果之一。

游客走在田垄间，一边摘着熟透了的
蓝莓往嘴里送，一边尽情地享受着采摘的
乐趣。

称重、打包、收款，生态园负责人汪利
珍在蓝莓园里忙得不亦乐乎。

“基地里的蓝莓都是纯天然的，没有打
过农药，施的是农家肥料，可以即摘即食，
也可以用保鲜膜包好放入冰箱存放一星期
左右，慢慢食用。”汪利珍说，蓝莓采摘季是
从5月中旬开始，一直持续到六七月份，园
里的黄桃也熟了，欢迎大家来采摘、品尝。

据悉，今年梦情谷生态园迎来蓝莓的
丰产期，按照市场价每斤50元计算，10多
亩蓝莓将给当地果农带来可观的经济收
益。这里的蓝莓不仅为果农们带来了收
益，也帮助贺胜村带来了人气。

每年的4月—10月是水果的采摘旺
季，现在蓝莓园、小番茄园和黄桃园更是游
客不断，散客是市区居民，以家庭、闺蜜、情
侣为主，团体游客则是全国各地来贺胜旅
游的游客，最高峰一天要接待300余人。

汪利珍介绍，梦情谷生态园让周边群
众通过流转土地收取租金，并到生态园里
帮忙管护和采摘获取报酬，在发展壮大
旅游产业的同时，也带动老百姓一起增
收致富。

偶然回忆起小时候电视上看过的一则广
告：一声悠长的“黑芝麻糊哎……”传遍大街
小巷，那一碗浓香的黑芝麻糊，一个舔碗的小
男孩，成为不少人的童年印记，陪伴至今。

一缕浓香，一缕温暖。电视荧屏上一
口大铁锅里翻滚着浓稠的芝麻糊，一把大
铜勺提得老高，黑的芝麻糊像瀑布倾泻而
下……不行，得赶紧去买碗芝麻糊解解馋！

咸宁夏日的午后，来到一家手作甜品
店。小店的黑芝麻糊，让人回味无穷。

那浓郁的芝麻香气，仿佛能穿透时空，
带人回到那个遥远的年代。每一碗黑芝麻
糊，都是店主精心熬制的。选用上等的黑
芝麻，经过多次炒制、研磨、搅拌，最后加入
砂糖、桂花等食材，熬制成一碗香浓可口的
黑芝麻糊。

我是店里的熟客了，经常能看到店家

制作芝麻糊的工序。店家会先把糯米淘洗
得白花花的，沥干水分，放在热锅里翻炒变
黄，取出放置一旁晾干，接着开始炒芝麻，
一粒粒乌黑油亮的芝麻在滚热的铁锅里翻
转滑动，不一会儿劈啪声响起，薄薄的皮儿
绽裂开来，浓烈的香气往外飘散。

店员将熟芝麻盛起，与刚才晾着的熟糯
米掺合在一起，然后用工具磨碎。俗话说慢
工出细活，店员也不着急，慢悠悠地转动磨
杆，不时添勺芝麻糯米。石臼一圈一圈地转
着，咯吱咯吱地响着，空气里充满了糯米和
芝麻的香味，迅速侵占了我的五脏六腑。

记得小时候，每次喝芝麻糊都很费时
间，长辈一小勺一小勺地喂，然后吃得满嘴
黑乎乎。上学后，我对芝麻糊的喜欢也是
有增无减，有时候来不及吃早饭，就靠着芝
麻糊充饥；或者放学饿了，还没到饭点，就
泡上一杯速溶芝麻糊，也吃得格外满足。

芝麻身材微小，在世人眼里往往与
“小”字联系在一起。“芝麻大的一点事”“芝麻
大的心眼”等日常用语，都反映了它的形象，
但它不卑不亢，默默付出，给人的感觉总是充
满着激情和活力，绽放着攀登的信念。

探洞系列②
记者伴你游咸宁

太乙洞风景区位于市温泉城区西南5
公里的石乌山，距武汉86公里，交通十分
便捷。该洞的形成至今约360万年，相传
是太乙真人为民治水掘凿而成。

美猴王腾云驾雾活灵活现、三打妖精
翻跟斗展示武功，哪吒大战龙王、太乙真人
修炼仙丹……太乙洞旅游景区的“西游”主
题，别样的视觉冲击带来一场如梦如幻的
光影盛宴。

“太乙洞久负盛名，背景故事与西游记
息息相关，选用‘西游’主题，可以让游客感
受名著魅力，让孩子在玩中学。”该景区负
责人介绍。

“我也要，我也要。”互动环节中，演员
们被游客团团围住，小朋友们争相参与游
戏，领取“美猴王”现场制作的形状各异的
气球，品尝“太乙真人”发放的“仙丹”。

互动节目过后，游客有序排队进入洞
内参观。步入洞内，顿觉暑气尽消，宛如进
入另一个时空。

太乙洞旅游景区是远近闻名的避暑胜
地，但由于经营模式老旧等因素，近年来逐
渐淡出人们的视野。

为进一步提升太乙旅游品牌，提升景
区知名度、美誉度，太乙村联合区文旅局
对景区进行改造升级，老景区迸发出新
活力。

资料显示，太乙洞主洞全长2000余
米，洞内钟乳倒悬，石笋群立，有太乙神像、
劈山宝剑、苏武牧羊、天赐神鼓、锦绣长城、
观音坐莲等主要景点48处。

溶洞以“秀、奇、精”为主要特点，为南
北走向，前后自然贯通；5条支洞呈东南走
向，长约1800米。洞中既有开阔粗犷可容

纳万人的大厅，又有曲径通幽的小巷，最高
处约20米，最宽处30多米。洞中钟乳倒
悬，石柱林立，如人间仙境。

惟妙惟肖的太乙肖像、余音缭绕的天
赐神鼓、坐洲观潮的鹦鹉、气势磅礴的大石
瀑、巍然耸立的珍珠塔、群仙相会的石笋
群、栩栩如生的卧龙池、鲲鹏展翅等，令人
叹为观止。

值得一提的是，太乙洞旁边还有太乙
观、清末大将军沈鸿宾故居、大泉口水库等
自然、人文景观。

5月29日，位于太乙村四组的民宿营
地里满是欢声笑语：厨房里，厨师正在精心
烹饪美味的农家菜肴；院子的柴火灶火苗
升腾，散发出热量和烟火气；不远处的围炉
前，三五好友围坐一起，喝茶聊天，场景好
不惬意。

“这里的服务非常人性化，院子里配备
台球、乒乓球桌，客人自由组局，累了就围
炉煮茶或自助烧烤，吃饱喝足之后就到村
里赏山水、人文景观。”游客黎胜点赞说，无
拘无束徜徉山水间放飞身心的惬意，让这
里成为附近城市小资、文艺青年的“网红打
卡地”。

“我们村旅游资源丰富，让我们对未来
村集体经济的发展信心倍增。”一村干部表
示，下一步，将加大闲置院落再利用力度，
带领村民共同发展乡村特色产业，串起乡
村游的产业链。

钟乳林立 别有洞天
本报记者 陈希子

梦情谷内蓝莓香
本报记者 朱亚平

童年印记芝麻糊
本报记者 陈希子

文旅速览文旅速览
“荆楚红色文艺轻骑兵”省作协文学小分队

走进通山中港村
本报讯 记者朱亚平、通讯员明洁报道：5月

22日，“荆楚红色文艺轻骑兵”湖北省作协文学
小分队走进通山县九宫山管委会中港村进行采
风创作。

省作协荆楚红色文艺轻骑兵活动是根据中国
作协、湖北省委宣传部重要指示精神开展的一项
常态化文学活动，是推动文学工作从送文化到种
文化转变的重要路径。

在中港村古民居周家大屋，省作协文学小分
队近距离感受九宫山景区旅游事业的发展变化，
领略古民居文化的深厚底蕴，领悟通山高质量发
展的时代内涵。省作协文学小分队对该县文旅结
合擦亮九宫山“避暑康养”名片，全域打造休闲田园
山水乐园旅游强县的战略定位给予了高度评价。

据了解，九宫山管委会中港村是省作协文学
创作基地，于2020年8月挂牌成立。如何利用好
九宫山和中港村周家大屋自然资源优势，充分发
挥文学力量在文旅结合的作用，省作协文学小分
队在为期三天的采风期间，与通山的部分文学创
作者进行了交流。

果丰采摘

桃香四溢引客来
本报讯 记者朱亚平报道：三月桃花开，五月

桃香浓。5月20日，位于赤壁市茶庵岭镇罗峰村
的赤壁果丰种植专业合作社，黄桃进入成熟期，引
来不少游客光顾。

走进黄桃基地，只见连片黄桃树苍翠欲滴，绿
叶掩映间，一个个裹着“头套”的黄桃沉甸甸地缀
满枝头，微风拂过，阵阵沁人心脾的果香扑面而
来，令人垂涎欲滴。

“看着就非常好吃，闻起来也香，来对地方
了。”武汉游客周女士和闺蜜一起，拎着篮子在果
园里与黄桃合影。

赤壁果丰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周海波说：
“我这个桃子是刚从树上采下来的，你看这个黄颜
色就是套过袋子的，防虫子、防鸟。”

黄桃富含多种营养物质，有助于促进新陈代
谢，增强免疫力，具有一定的抗氧化作用。罗峰村
地理位置优越，土壤条件好，光照充足，因此产出
的黄桃具有果形周正、香气浓郁、清脆爽口、甜嫩
多汁等特点，深受游客的青睐。

赤壁果丰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周海波说，
果丰种植专业合作社种植面积有380亩，品种主
要有黄桃、蟠桃等，今年年产量可达20万斤。

“现在村里矛盾纠纷化解快、准、好！大
家很满意。”5月30日，通山县杨芳林乡杨芳
林村村民谢承义对记者说，“今年4月杨芳林
村民朱某家的牛羊吃了同村阮某的庄稼，引
发纠纷。该村治调解委员会得知此事后，迅
速派人上门了解情况，摸清事实，并及时提
出处理意见。经当事人双方共同协商后当
天就达成赔偿协定。”避免纠纷进一步扩大，
维护村湾和谐稳定。

近年来，杨芳林乡坚持学习和发展新时
代“枫桥经验”，强化基层社会治理，力争把矛
盾纠纷化解在萌芽状态。该乡自推行“三步
走，六到位”矛盾纠纷化解工作法以来，社会
治理成绩斐然。2023年，乡、村两级已成功化
解农村土地、山林、侵权等纠纷170余起，化
解成功率达98%以上，成功化解了2起山林
纠纷，涉及金额100余万元。

现将该乡“三步走，六到位”矛盾纠纷化
解工作法推荐给大家。

打牢基础走稳第一步

新时代“枫桥经验”坚持走群众路线，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改善村风民风，提高村民素
质，打牢群众基础是走稳矛盾化解工作迈出的
第一步，杨芳林乡从“两到位”走稳第一步。

普法工作做到位。群众具备良好的法治
意识能有效预防矛盾纠纷的发生，杨芳林乡
培训治调主任、村辅警作为“法律明白人”和

“普法宣传员”，组建普法队伍40人，定期给各
村社区群众宣传法律知识，引导群众做事“依
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积极开展

“法治进农村”“法治进校园”活动，邀请律师
到各村社区开展“法治屋场会”，为群众普及
生活常用的法律法规，讲解常见的法律情景，
收集并解答村民们遇到的法律问题；到中小
学召开法治讲座，引导青少年树立正确的法
治观念，对法律要心存“敬畏”。2023年杨芳
林乡开展法治讲座8场，普法人次达3000人
次，提高了群众的法治意识和依法用法能力，
为矛盾纠纷化解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平安建设做到位。平安建设是一项组
织全民参与维护社会稳定的群众性创建活
动，目的在于维护社会治安稳定、保障人民
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其中一项重点工作任务

就是积极预防和有效化解各种社会矛盾。
杨芳林乡严格按照平安建设工作要求，九村
一社区全覆盖开展“平安家庭评比”活动、常
态化扫黑除恶工作、矛盾纠纷大走访大排查
大化解活动等，使平安建设理念深入人心，
引领群众共同参与构建平安社会。

念好三字经走实第二步

杨芳林乡结合当地实际学习发展新时
代“枫桥经验”，综合运用“听”“疏”“调”三字
法积极排查化解辖区内各类矛盾纠纷。

诉求“听”到位。耐心倾听双方当事人的
陈述，了解事情来龙去脉，充分听取多方事实，
了解矛盾发生的原因、产生的后果和双方的诉
求，厘清是非曲直，切准矛盾的根源和争议焦
点，进行分析研判，以便对症下药。

情绪“疏”到位。往往各类矛盾纠纷僵
持不下的原因是双方当事人的“气”没捋顺，
杨芳林乡开展矛盾纠纷调解工作擅长以疏
导情绪为切入点，组织乡贤、“五老”、“示范
户”等模范人物参与调解，讲情理，用村情村
义连接感情，以情感人，疏导双方对立情绪，

消除隔阂，让双方能坐在一张桌子上协商，
修复双方关系。

矛盾“调”到位。杨芳林乡综治中心整
合综治、信访、扫黑除恶、群防群治矛盾纠纷
调解等职能，联合民政、城建、国土、林业、公
安、司法等单位负责全乡的维稳工作，实行

“中心吹哨，部门报到”的制度，统筹多方力
量，凝聚调解合力，不同类型纠纷不同部门
介入，发挥职能力量化解纠纷，有效实现“小
事不出村，大事不出乡”。

注重化心结走远第三步

心结“解”到位。建立回访机制，对排查
化解的各类纠纷进行分析研判，根据矛盾的
类型、复杂程度等情况进行分类管控，评定
低、中、高三个风险等级，对高风险矛盾要每
月回访，半年内无纠纷隐患发生可降为中风
险矛盾；对中风险矛盾要每季度回访，半年
内无纠纷隐患发生可降为低风险矛盾；对低
风险矛盾每半年回访，期间无隐患则不再纳
入管控。回访期间，调解员持续宣传“和”与

“让”理念，消除心墙，实现事心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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