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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金酉玉是東京非常有名的燒鳥店，在日本已
擁有多年歷史，於 1999 年創立，老闆伊澤史郎
20 多年來一直致力於其中，除了日本的 4 個店
舖、亦先後在新加坡、香港、馬來西亞、泰國
等，開設海外分店。同時，白金酉玉連續4年
(2015～2018)榮獲日本米芝蓮必比登推介 Mi-
chelin Bib Gourmand的稱號。3月26日在廣州以內地首家旗艦店的身份進駐
天河區，主廚由日本大廚松澤潤負責。松澤先生先後在酉玉總店和分店工作
超過 5 年時間。酉玉到了廣州，集齊全國最多款式而且最新鮮的雞種。除了
燒鳥外，甜豉油、醬油雪糕必點。

佛山醒獅獅頭製作體驗

佛山大劇院上演民族舞劇《醒·獅》，登台
亮相的32個獅子頭也出自佛山。其中「白金
獅頭」作為全劇的核心，製作工藝更是相當複
雜，是一件高達4,000元（人民幣，下同）的
「奢侈品」。本月21日，邀請佛山黎家獅第
五代傳人黎婉珍做客佛山大劇院，帶來「醒獅
手工工作坊」體驗活動。
時間：4月21日 下午4時-6時
地點：佛山大劇院排練廳
費用：80元/個（獅頭），先到先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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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野仙蹤俄羅斯刺繡色彩美學體驗

廣州大劇院攜手原創設計師品牌MIIDII ，
希望從歐式復古手作中，感受MIIDII「綠野
仙蹤」系列印花的藝術美感，體驗俄羅斯刺繡
色彩美學。活動現場由 ComfortZone 工作室
的老師就三款「綠野仙蹤」主題俄羅斯刺繡圖
樣進行現場教學。

時間： 4月14日 下午1時半-5時
地點：廣州大劇院實驗劇場前廳
費用：免費，先到先得

東京燒鳥名店白金酉玉廣州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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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下午5時30分-凌晨2時
地點：
廣州市天河區天河東路
75號 107 商舖

電話：020 —38498210

優惠：
開業期間特供啤酒
買一送一
（即日起—4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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捲起褲腳、彎腰插秧、

活捉泥鰍……春耕是許多

人心心念念的四月天。為

了滿足春耕遊這一「時

令」需求，旅行社不斷「深挖」廣東鄉土

風情濃郁的旅遊目的地，為遊客「下鄉」

提供鬆弛有度的便利選擇。

■香港文匯報記者 胡若璋 廣州報道

四月春耕遊四月春耕遊
品察鄉土情品察鄉土情
親子「下鄉」勞作 DIY「竹將軍」尋回童趣

■深圳甘坑小鎮農耕體驗園。 香港文匯報廣州傳真

■在汕頭丹櫻生態園，遊客可以認養稻
田鴨。 香港文匯報廣州傳真

■■ 剩下的邊角竹料被做成了玩具弓箭剩下的邊角竹料被做成了玩具弓箭，，
圖為親子共同體驗玩竹製弓箭圖為親子共同體驗玩竹製弓箭。。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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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廣州從化地區的各個小村莊，每到周末便會有許
多客人前來感受田園勞作的汗水與歡樂。水田裡，戴
着草帽的大小身影，手握着青葱的小秧苗，耐心向當
地的農民請教正確的姿勢和插秧的技巧。而在水田裡
捉泥鰍，則成為了最具「孩子氣」的自然互動。
田邊不遠處的山野竹林也蘊藏着午餐的重要食
材——大炮竹筒飯。 在專人指導下，由父母齊心協
力砍下的竹子，孩子們像玩「接龍」遊戲一般，當起
竹子的運送工。到了做大鍋飯的場地，一家人一起合
力鋸開竹子，把事先拌好了臘味的米均勻放進竹筒，
再架在柴火上不斷翻轉。火焰催着竹香融入米飯，把
人的好胃口都激發出來。
剩下的邊角竹料，最適合父子一起製作童年的小玩
具「竹將軍」。一根根小竹子，經由一條細線串連，
一個可萌可威武的「竹將軍」便誕生了。

探從化蜂蜜奧秘
當然，現在的鄉村遊也會設置許多像內地綜藝節目
「爸爸去哪兒」的項目，備受歡迎的包括鍋炒爆米花，
鴨子賽跑田園歡樂運動會、蜂園探險品嚐原蜜等活動。
在不斷更新的主題遊中，近距離觀察蜜蜂工作，釀

蜂蜜也備受親子遊客的喜歡。蜂場經驗豐富的養蜂人
如今做起講解員的工作，也越來越得心應手。養蜂人
風趣介紹蜜蜂的生長周期、生活習性，帶着大家一起
品嚐蜂巢蜜。
而對於喜歡自駕的家庭而言，只需把導航目的地設

置為從化溫泉鎮、良口鎮、丫髻山，便能在沿途發現
不少村莊的農場體驗項目。

深圳布吉的甘坑小鎮，自3月中旬以來，已經成為
小學生春遊的最佳場所。
在特色小鎮層出不窮的當下，如何從一個沒落的古

村落一躍成為特色小鎮？ 深圳華僑城文化集團總經
理胡梅林稱，文化既有復古的，也有面向未來的。面
向古代的小鎮好做，而面向未來的小鎮沒有標準。
甘坑客家小鎮曾是客家人聚居地，有歷經120餘年
滄桑的南香樓和建於雍正年間的狀元府。

「小涼帽」傳文化
在甘坑小鎮多元的定位中，不得不說的是，甘坑小

鎮憑借一頂「小涼帽」，從客家人製作的涼帽來講述
古鎮特色。
一頂中鏤空、寬帽簷的涼帽，經過客家人的編製既

可擋雨、又能遮陽。據悉，甘坑小鎮在過去還是盛名
在外的涼帽村，八十年代出口的涼帽佔據全球八成份
額。隨着布料成本下降，雨傘與空調的普及，涼帽逐
漸成為歷史一景，並被列為廣東省非物質文化遺產。
如今，甘坑小鎮的「小涼帽」形象開始走入深圳小

學生的日常生活中。從繪本到動畫，再到主題樂園、
酒店、農場，小涼帽如今300多種主題衍生產品，豐
富了小學生的學習生活出行的方方面面。
其中，小涼帽農場開放蔬菜瓜果種植，以及親手採
摘體驗。除此之外，小涼帽農場的木工製筷、活字印
刷術、手動造紙項目，為小學生的春遊提供了室內清
涼的另一番趣味體驗。

深

圳
訪客家古鎮
親手製木筷 茂德公集團回鄉投資建設

的湛江雷州的雷州樟樹灣大
酒店每年3月底、4月初都要舉辦「春
耕節」。每年的春耕節，酒店都會為
客人介紹「一年之計在於春」的含
義；此春即是「春耕」。樟樹灣大酒
店把雷州人重視春耕插秧祭祀習俗搬
到酒店舉行。春耕前的隆重祭拜儀
式，也盡量邀請當地村民特色還原，
借此表達和傳遞對春耕的敬意。

邀文藝界「大咖」
儀式結束後，住客們便開始擼起袖

子、捲起褲腳，拿起秧苗，下田插秧。
酒店庭院內的春耕圖，一上傳到社

交平台，好評與諮詢者湧來。

該活動不僅為前來
的住客提供新奇的田
園體驗，也借此網羅
許多文藝界「大咖」
前往，為雷州人的春
耕插秧祭祀習俗，積
累更多文字素材。
比如，足榮村，雷州

傳統文化示範基地之
一，同時也是著名的南
派香辣醬——「茂德公
香辣醬」的發源地。如今已是產業與
文化同步發展的新型農村。
村內古色古香的昌公書局、極具雷

州風味的紅網餐廳、以手作為主題的
天工院，傳統文化氣息濃厚，也讓不

少珠三角遊客和海南遊客專程前往。
尤其是，連續兩年的跨年夜，足
榮村都推出不一樣的跨年套
餐，刷新外界對於村落
跨年的古樸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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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不出酒店足不出酒店 學祭祀習俗學祭祀習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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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村野鄉間插秧、摘桑葚、
摘菜，體驗春耕樂，也成為了

汕頭民眾四月出行、度假的新模式。
在汕頭丹櫻生態園裡的「插秧節」，

上百名遊客可以齊齊赤足，彎腰整地和
插秧。在早前的清明節假期，不少從東
南亞回來的潮籍鄉親們在親戚的帶領
下，前來體驗親子插秧的樂趣。這幅不
亦樂乎的場景，在生態園工作人員看
來，已經漸成氣候。

可體驗春耕秋收
孩子們左手分秧右手插，將秧苗一

棵棵插進泥田中，且還要兼顧前後有
條有序、整齊劃一。不單是為了好
看，秧田要求整齊，是為了日後便於
除草和收割。

工作人員透露，對於即將到來的五一
假期，「插秧節」肯定會是一個熱門活
動。據悉，周邊不少遊客帶着孩子來體
驗農耕，等到8月份還可以再次過來體
驗收割稻穀的喜悅。園區提供268元、
368元的「插秧節」，遊客不僅可以享
受插秧節和收割節兩次入園門票，還可
以獲得6平方米的一季水稻使用權，以
及10斤自種大米。套餐的區別，在於一
隻稻田鴨的認養和收穫。
總之，園區可以幫助實現一個完整的

春耕秋收體驗，甚至到吃上自己親手插
秧的米飯。
2010年，香港集味村集團前來投資

興建。2011年正式對外開放的一期園
區，以疊石山峰、湧泉、水庫、峽谷
平地及梯田為主，以多元化生態為主

的農業型景區為目標建設。值得一提
的是， 園區如今把各式各樣的本土特
色蔬果品種直銷內地各個省市，幫助
當地探索新農業網絡化、專業化、多
元化的發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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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春天裡在春天裡，，一對一對
父女一起插秧父女一起插秧，，待到待到
秋天再來收割秋天再來收割。。
香港文匯報廣州傳真香港文匯報廣州傳真

▼▼ 在雷州樟樹灣大酒店在雷州樟樹灣大酒店
的的「「春耕節春耕節」」，，遊客還可以遊客還可以
向當地農人學習犁田向當地農人學習犁田。。

香港文匯報廣州傳真香港文匯報廣州傳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