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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 外華文媒體一行10日抵穗後即赴第一景點增城。
隨 大巴向增城開進，約1小時後，即有團友興

奮道：「不知是否心理作用，竟覺得車上空氣清新許
多。」一眾團友似乎也有同感，查問之下，原來大巴已
抵達增城。一時間大家對這城市好感驟增，覺得身為
「廣州綠肺」的增城實在名不虛傳。窗外雖然天色漸
晚，但仍可見鬱鬱蔥蔥。晚上下榻在白水寨景區，酒店
外就是青山碧水，大多團友們雖然經過十餘小時的超長
飛機旅程，又不免倒時差，但都精神興奮，期待第二天
的行程。

增城：森林圍城　掛綠飄香
增城的行程開始於白水寨，此地被譽為北迴歸線上的

瑰麗翡翠，屬山嶽型風景名勝區。團友們在中國大陸落
差最大的瀑布—白水寨瀑布前留影，飛流直下的白色
瀑布，確如「銀河落九天」，在炎熱的天氣下，瀑布落

地之處水霧繚繞，頓時帶來一絲清涼之感。

離開白水寨，一行人坐 觀光車行走在增城綠道，從

遍佈荔枝龍眼樹的鄉村蜿蜒小道，到白沙綠水的「人造

沙灘」，一路有陽光鳥語陪伴，愜意非凡，路上更看到

幾個孩子跳入水中嬉戲，久違了的鄉村情懷湧上心頭。

走過長長的綠道，一行人來到建設中的掛綠湖公園，這

裡將建成千畝主題花園、百畝掛綠荔枝園以及荔枝博覽

園。

增城市委書記曹鑒燎介紹說，增城將引入世界上可在

此種植的所有荔枝品種，建成荔枝博覽園。在這裡，團

友們對位於鶴之洲濕地公園的一片枯而不倒的荔枝樹產

生了興趣，荔枝樹全部浸入湖水，展示出蒼勁的線條，

與周圍的白鶴形成強烈對比。這片乾枯的荔枝林原是當

地特意保留，展示出一種生與死的自然之美。

在增城，團友們品嚐到了桂味、糯米滋、仙進奉三個

品種的荔枝，許多團友都是第一次嚐到圓潤飽滿的仙進

奉，不禁連連讚歎。大家雖然擔心上火，卻沒有停下剝

荔枝的手，晶瑩而多汁的仙進奉是多數人的最愛。曹鑒

燎向團友大力推介增城的有機美食，他說自己曾管過食

品安全，到增城第一件事就是對增城的水質、土壤做了

檢測，結果令人驚喜。這些獨特的資源優勢都將使增城

的生態農業旅遊成為其主打的旅遊品牌。

離開增城，海外華文傳媒一行奔赴
清遠連南，這裡是充滿神秘的瑤族聚
居區，一路山峰連綿，眼中鋪滿巍峨
綠意。到達連南時已是黃昏，梳洗整
頓後，各團友被接下來的一頓晚飯
「殺」個措手不及：熱情奔放的瑤族姑
娘小伙端來碗裝的水酒，唱起了勸酒
歌，團友們只好閉上眼睛仰頭飲盡。
瑤族烈酒讓大家興致頗高，在其後的
篝火晚會上，大夥兒與瑤族兄弟們高
歌起舞，又向瑤族美女們學起竹竿
舞，舞台上熙熙攘攘，十分熱鬧。
「娶新娘」、「穿瑤族服飾」等瑤族傳統
習俗都派上用場，在最後燃起的篝火
旁，團友們手拉手一起歡歌舞蹈。

千年瑤寨淳樸靜謐
第二天清晨，團友們再出發，往千

年瑤寨參觀。瑤寨在高高的山峰裡，
大巴繞過九曲十八彎，來到快接近雲
霧的千年瑤寨，這裡交通不便，居住
的大多是老人與孩子，年輕人們都遷

居到山下。飲下水酒一碗，團友們進
入了這風情濃郁的千年瑤族聚居地。
拾級而上，一張張純淨的笑臉向大家
打 聲聲招呼，孩子們悠閒自在地坐
在石階，擺 腿問好，走在石板路
上，瑤家古宅分佈兩側，偶爾聞到這
裡唯一的農作物—玉米的清香味。在
豆腐花的舖子體驗人工磨豆的辛勞，
又吃下純正原味的豆腐花解暑。一眼
望去，這裡家家戶戶的門口基本上都
是老人、小孩與狗，如畫般和諧，散
發出電影裡才有的詩意般質樸。在瑤
王的住宅前往下看，數不盡的山頭縈
繞白霧，原來正是可「一覽眾山小」
的住處。團友們在孩子們此起彼伏的
「走好、再見」中下山，心中亦不免難
捨這遠離塵囂的古老靜謐之地。
離開瑤寨，隨 大巴不停在山間穿

梭，華文媒體一行來到北江碼頭。團
友們泛舟北江，將這座嶺南古邑的秀
美山水一覽無遺。一路乘船來到清遠
市區，在清遠市區參加完「2012海外華

人最喜愛的廣東景（區）點」評選活
動啟動儀式之後，我們在著名的紅茶
之鄉「英德」逗留半日。在英德的奇
石園裡，大家觀賞各個品種、造型各
異的英石、國畫石等奇石，又與當地
茶葉專家品茗聊天，團友們學到不少
貯藏茶葉與泡茶品茶的知識，對英德
紅茶的醇滑濃郁讚賞有加。紅茶留香
舌間，奇石之意也駐足心間。

離開清遠，數十人的隊伍向世界自
然遺產地韶關丹霞山進發。5A級的丹
霞山景區擁有最獨特的「雅丹地貌，
陰陽元石更久負盛名。一行人在途中
便開始憧憬丹霞山的壯美風光。到達
丹霞山時夕陽西下，金色餘暉灑在山
峰腰間，花香蟲鳴，令人十分陶醉。
這夜，團友們欣賞了《天地丹霞》演
出，領略當地的人文風情，粗略認識

丹霞山概況後，第二天一早就開始了
丹霞山的探奇旅程。
丹霞山的首站，自然是出名的陰陽

元石。赤色的雅丹地貌與象形的形
狀，使丹霞這個著名的山峰贏得當仁
不讓的注目。大家在陽元石旁駐足留
影，互相開起了玩笑，團中頓時笑聲
一片。在陰陽元石處逗留片刻，大家
便在丹霞山的著名景區錦江上乘船遊

覽，一路盡是氣勢磅礡的山峰：寶珠
峰、睡美人、姐妹峰、茶壺峰、群像
出山、送子觀音石、拇指石等等著名
的山峰一一經過。遊船之後，大家坐
上纜車，在韶音亭一覽整個丹霞以至
韶關仁化縣。從高處往下看剛剛經過
的秀水高山，亦別有一番壯闊風味。
團友們對丹霞山景區讚歎有加，都

表示其世界自然遺產地的頭銜名不虛
傳。在這幾日所見的山川之中，屬丹
霞最為巍峨壯觀，大氣磅礡。

應香港文匯報邀請，赴約參加「2012海外華人最喜愛的廣東景（區）點」評選活動的21家海外華文傳媒合

作組織成員代表自上周三（10日）抵穗後，已先後至增城、連南、英德、清遠市區、韶關丹霞山、從化等地

考察。團友是海外華文媒體高層，亦是此次評選活動的組委會成員。他們當中有不少都是第一次來到這

些地區，當地的美景美食與人文風情都給團友留下深刻印象。 ■香港文匯報記者 顧一丹

清遠：古寨抒情 奇石寫意

丹霞山：氣勢磅礡不虛此行

■華文媒體采風團在韶關丹霞山景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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嶺南風光
擴大宣傳吸僑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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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保護見規劃

馬來西亞《光華日報》董事

海外華文傳媒合作組織常務理事駱南輝

幾日的行程讓我們看到廣東資源非常
豐富，但是很多景點海外華人都不知
道，我相信可能很多本地人都不知道。
這些景點應該加大宣傳。此次的行程看
到很多景點都正在開發中，這是廣東省
經濟轉型的顯示。
正如廣東省委書記汪洋所說的「社會

管理」，旅遊也是一部分。很多海外人詬
病中國經濟發展以自然生態為代價，這
次來廣東卻覺得其實發展是有規劃的。
粵北是廣東的後花園，在自然生態保護
方面做的很好，這是我們應該對外宣傳
的一部分。希望旅遊局更多地對外宣傳
和包裝，吸進本地老百姓來觀光，從而
吸引海外華人。希望這次通過我們海外
媒體的宣傳，讓海外華人需要通過旅遊
多了解中國。中國不止有文物古跡，生
態環境也非常美好。

資源豐富待開發

印尼《訊報》編務理事吳仲達

去年到過佛山、肇慶等地，今年第一
次來到粵北旅遊。在遊玩之後，發現這
些地方其實會相當吸引東南亞遊客。比
如瑤寨。但覺得很多地方需要加大宣
傳，特別是從化，擁有這麼好的溫泉資
源，但是很多東南亞華僑並不知道。需
要走出去做更多推廣。而增城則有待開
發，到了增城才知道原來東南亞很多地
方都有增城會館，政府如何讓海外的華
人知道當地的發展，並吸引他們回來旅
遊是需要做的功課。

服務意識應加強

美國《美洲商報》社長何國禮

雖然此次進程緊密，但古寨風情、從

化溫泉等都讓我印象深刻。覺得廣東的

旅遊硬件不錯，軟件方面則需要加強，

但是人們的服務意識是需要時間培養

的。風景的確吸引，希望旅遊區的服務

意識可以加強，讓遊客留「情」在這

裡。

有機觀光惠民生

台灣《旺報》社長助理何俊斌

廣東變化很快。粵北雖然不富裕，但

是可以看出整個經濟社會在往上走。這

次讓我看到廣東不止有工業，也有生態

的、環保的產業，這是一個很好的走

向。希望可以多開發有機觀光產業，改

善當地民生。

旅遊軟件可參港

《國際日報》副社長張萍

覺得廣東的「香格里拉」有相當大的

發展潛力。但是在軟件方面就需要走出

去學習。比如香港在服務這方面就很發

達，可以借鑒。例如在新聞發言人的培

訓、酒店管理等方面可以去香港學習。

另外，要打造廣東香格里拉，建議在旅

遊院校裡開設「生態旅遊」的香港課

程。同時，希望政府可以推出一些政策

配合，例如關停了十幾家工廠之後，對

當地有沒有財政上的支持，有沒有補助

等，這些都對當地旅遊能否真正發展起

來有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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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文媒體一行在清遠連南

千年瑤寨與瑤族姑娘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