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吴明慧

又到了中秋月圆之时。百年前，苏轼纵
酒高歌间，写下“小饼如嚼月，中有酥与饴”
的诗句。很多人认为，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
被记载下来的月饼模样。苏轼当年品尝过
的月饼，竟让我们消化了千年之久。

其实，自汉代以来老祖宗就采用阴历纪
年，把一到三月算作春季，四到六月为夏
季，七到九月为秋季，八月十五是秋季的一
半，故称中秋。

中秋节在两汉时代已初具雏形，至唐代
已出现观月、赏月的习俗。到了北宋太宗年
间，始定八月十五为中秋节，节日里要祭
月、拜月、赏月及吃月饼。在春节、端午节
和中秋节三大传统节日中，中秋节的季节最
好，秋高气爽，百果飘香，粮食成熟，五谷入
仓，人们对中秋节一直很重视。

过节时要吃月饼，所以中秋节又有月饼
节之称；中秋节要吃水果，所以又有果子节
之称；中秋节要全家团圆，故又称团圆节。

今年在七月底台风“格美”过境带来的
凉爽天气里，我就吃到了金秋的第一块月
饼：功德林上等五仁。相比广式油面月饼，
我更爱苏式酥皮月饼。至于馅料，偏爱五仁、

椰丝和莲蓉。吃第一块月饼还有个缘由
——看《抓娃娃》跑错了电影院，电影已开
场，将错就错重新订了下一场。等候的间歇
就着饮料吃些点心，一面打发时间，顺便填
饱肚子，电影散场时已是夜晚了。

只爱苏式净素月饼，口味不要复杂，甜
咸不用争，甜月饼就好。

说起月饼，无论哪个品牌都会在中秋节
到来之际，使尽浑身解数，希望通过自己的
个性方式而被“翻牌儿”。进入九月，在新
闻里看到上海人排队扎堆买月饼的盛况。
杏花楼、功德林、龙华寺、新雅、美心、德兴
坊……老字号品牌，各有所爱。

爱的何止是记忆中的味道，更是郁郁葱
葱的烟火日子。也有许多面包房现烤现卖
鲜肉月饼，吃的是那股喷香的热乎气儿。甚
至一年中任何时候都有现烤的肉月饼，而那
些品牌月饼因保质期的原因，多半到了国庆
节就下市了，所以要抓紧时间吃。

家中那些用来盛放重要物件的铁皮盒
子大多是月饼盒子，曾经有过这类收藏癖
好，若一直保持到今该是很可观了……

最早在永嘉路茶馆“宋芳”看到橱窗装
饰得很有年代感的饼干桶，想起小时候家里
也有那样一个铁皮桶，彩漆剥落透出岁月的

斑驳，画面图片是西湖风景。那样一只铁皮
桶竟像宝贝似的一直舍不得丢，不仅是装饼
干的包装太高级，更是难得能吃到饼干。

月饼更是，那时的中秋月饼只在节日时
才有，而且是用黄色油纸包着，再用纸绳捆
起来。至于味道，只是甜，齁甜的甜，杂以
青红丝和南瓜瓤以及黑芝麻、花生碎——那
已经好吃得不得了。

如今对月饼的挑选，最先以甜咸划界，
其次则是以“过甜”来拒绝——评价甜食好
吃的标准是“不甜”。实际是，不敢在嗜甜
的道路上放纵自己：害怕曾经吃下去的甜，
到某一天以体检指标箭头朝上的“超糖”来
回敬我……

今年对中秋临近的感知竟然是暑假中
无意刷到的调休通知……还在春天的时候，
在亲戚家生活的安徽阿姨就跟我说，龙华寺
的月饼好吃，排队也要买，错过那几天，再
等要一年。

9 月 1 日刚开学，亲戚就喊我去家里拿
月饼，阿姨排队买给我的龙华寺净素月饼。
阿姨常自嘲：“长得像包脚布，吃要吃上等
货。”

老字号的月饼确实配得上那游龙似的
队伍。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张峥

2024年中秋假期即将来临，多个旅游平
台的数据显示，目前中秋出游预订已开启。
以赏月文化为核心的“中式夜游”成为文旅消
费热点，传统的灯会、游园等相关文旅活动受
到各地游客关注，各大城市的夜游船、园林古
镇、集市等成为年轻游客赏月的热门聚集
地。业内人士表示，由于中秋假期较短，机
票、酒店价格回落至淡季水平，出游性价比相
对较高。

中短途游火爆，“3小时内高铁圈”
最活跃

数据显示，今年中秋假期呈现周边游为
主、长线游为辅的特点，近40%的用户选择在
当地、远郊地区或周边城市进行短途旅行。
同程旅行数据显示，2024年中秋假期，出行市
场呈现出行高频化、需求多样化的特点。长
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及成渝城市群、中原城

市群等城市群的中短途出游需求旺盛，3
小时以内的高铁出游市场最为活跃。

去哪儿平台数据显示，作为夹在暑期
和十一中间的3天短假，中秋节机票、酒
店价格回落至淡季水平，热门目的地出游
价格较十一低四成左右。广东、浙江、上

海、江苏、四川、江西、安徽、山东、北京、河北
等省市1~2小时的自驾城市圈或高铁城市
圈成为热门之选。

江浙沪 2 小时高铁圈、广深 2 小时高铁
圈、成渝2小时高铁圈、武汉—长沙2小时高
铁圈旅客流动频繁，成都—黄龙九寨、北京—
太原、北京—武汉等成为热门高铁线路，部分
车次早已售罄，机票也非常紧俏。

截至目前，中秋假期旅行热度最高的十
大目的地依次为：北京、上海、苏州、深圳、重
庆、南京、成都、青岛、长沙、杭州。其中苏州
中秋旅行热度涨幅较高，品蟹赏月、苏州园林
等成为年轻旅行者关注的热点。

花式赏月成中秋文旅消费热点，古
镇园林夜游搜索热度大涨

中秋赏月、灯会、游园等深度体验历史文
化的“中式夜游”成为今年中秋假期的文旅消
费亮点。《2024中秋假期旅行趋势报告》显示，
中秋节各大城市的夜游船、园林古镇、集市灯
会等将成为年轻游客赏月的热门聚集地。

同程旅行数据显示，近一周国内古镇园
林夜游相关旅游搜索热度环比上涨77%，夜
间游船搜索热度环比上涨42%，中秋节当晚
的“赏月航班”相关搜索热度环比上涨超过3
倍。此外，各平台结合不同城市特点为用户
推荐的“赏月酒店”也成为关注焦点。

马蜂窝数据显示，秦淮河、蓬莱阁、大唐
不夜城等充满传统文化韵味的景点被年轻人
列入中秋赏月必打卡目的地，蓬莱阁近一周
热度环比涨幅达133%。在秦淮河泛舟赏月，

在蓬莱阁看一场“仙气十足”的“海上生明
月”，在大唐不夜城身着汉服赏月观灯等，都
是年轻人喜爱的颇具仪式感的中秋玩法。

山西五台山凭借“赏月+祈福”夺得中秋
热门赏月目的地榜首；四姑娘山靠“赏月+观
星+看日出”多重体验位居次席；内蒙古辉腾
锡勒草原则因“赏月+露营”受自驾游客热捧。

美食美景是年轻人出游的主要动力

跟着美食去旅行已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
的主要出游动力之一。马蜂窝发布的数据
显示，66.1%的年轻人愿意为“美食”留出最
多预算，在“行前计划时最想获得的信息”调
查中，“特色美食店推荐”以 78.4%的占比拔
得头筹。

提到中秋美食，自然离不开月饼。大众
点评数据显示，8月以来，全国“本地特色月
饼”相关笔记数同比增幅接近160%，浏览量
增幅近100%。光明邨、沈大成等江浙沪本地
老字号品牌的鲜肉月饼、净素月饼以及北京
稻香村的各类糕点热度最高。

中秋节吃螃蟹的习俗由来已久，俗话有
“西风响蟹脚痒”，说的就是每年中秋之时，螃
蟹黄满膏肥，是最佳的品尝时机。“蟹”与“谢”
同音，有些表达感谢之意，吃螃蟹在中国文化
中有着多重寓意和意义。

大闸蟹也是江浙地区人们中秋必不可少的
助兴菜肴，团圆之夜围炉小聚，吃月饼，饮桂酒，
赏明月，品蟹黄，金风送爽，菊桂飘香，月圆花
好，怡然自得。所以中秋节吃螃蟹不仅是一种
美食享受，还象征着团圆、和谐、富裕等美好寓
意。但是要注意，中秋佳节在享受“海馔糖蟹
肥”的美味时，切莫贪食，需科学食蟹，免致伤
身。

在北京某机关工作的林晓早早就订好了
去杭州的车票。中秋假期她要和男朋友一起
去打卡在杭州西溪路 87 号的“红恩小吃”。

“我是在戴军的视频号看到这家小店的，里面
有被戴军介绍‘好吃到无法言说’的泡菜糟
虾，还有姜汁海鲜米线、梭子蟹炒年糕，馋死
我了。”林晓说。

美团数据显示，8月以来，“中秋赏月”搜
索量上涨167%，“赏月酒店”搜索量同比上涨
114%，“赏月餐厅”搜索量上涨75%。年轻人
崇尚传统文化的同时，也更注重过节赏月的
氛围感。8月以来，“国风酒店”搜索量上涨
219%，搜索人群中，“95后”和“00后”占比高
达46%。

部分新兴目的地城市延续热闹势头

同程旅行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国产游戏
《黑神话：悟空》的重要取景地山西大同和朔
州，中秋旅游预订热度同比增长均超过1倍。
途牛数据显示，受《黑神话：悟空》持续火爆的
影响，太原、大同、敦煌等目的地延续了较高
的热度，相关目的地中秋假期的“壶口—悬空
寺—平遥—五台山—云冈7日游”“青海湖—
塔尔寺—茶卡—敦煌8日游”等跟团游、私家
团产品预订火爆。

自暑期以来大热的新疆阿勒泰目的地热
度延续，带动北疆沿线各城市旅行热度上涨。
与此同时，一批新兴的目的地城市延续了五
一和暑期的热闹势头，其中尤以阿坝藏族羌族
自治州、景德镇、延边、大同、迪庆等城市增长
较快。

国内长线游市场延续了暑期的余温，呈
现出较高的热度，出游人次占比达 35%，其
中，三亚、北京、桂林、成都、厦门、重庆、丽江、
张家界、大理等地吸引了更多长线游用户的
关注。

出境游方面，日本、马尔代夫、泰国、印度
尼西亚等出境短线游目的地保持着较高的出
游热度。新西兰、土耳其、西班牙—葡萄牙连
线等方向则是出境长线游的热门选择。

月饼月饼，，一场甜蜜的奔赴一场甜蜜的奔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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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韩国釜山举行的
第三十七届国际地质大会上，
内蒙古“植物庞贝城——乌
达二叠纪植被化石产地”、四
川“自贡大山铺恐龙化石群
遗址”、广西“桂林喀斯特”等
3 处地质遗产地入选第二批
国际地质科学联合会 100 个
地质遗产地名录，涉及古生
物学、地貌和地质活动过程
等领域。

地质遗产地是指拥有国
际意义的地质遗迹、地质过程
的关键区域，可作为全球对比
标准，或在地球科学发展历史
中意义非凡的地点，代表该地
质遗产地具有国际最高地学
价值和研究水平，并得到有效
保护。

与会专家指出，这次中国
入选的3个地质遗产地，是我
国地质遗迹的杰出代表，其科
学价值和研究水准得到了国
际学术界的一致认可，并且这
几处遗产地目前的保护状况
也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肯
定。

2022 年 10 月，国际地质
科学联合会曾公布了首批100
个地质遗产地名录。中国有7
处地质遗产地入选，分别是：
珠峰奥陶纪岩石、长兴煤山二
叠纪—三叠纪生物大灭绝与

“金钉子”剖面、澄江寒武纪化石产地和化
石库、香港早白垩世酸性火成岩柱状节
理、藏南绒布峡谷滑脱构造体系、石林喀
斯特、巴丹吉林沙漠必鲁特高大沙山和湖
泊。截至目前，我国已经有总计10处地
质遗产地入选该名录。

（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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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光山：高校助力
茶文旅融合发展

近日，河南信阳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
院院长饶本强教授带领5位博士，来到河
南省信阳市光山县南向店乡五岳湖黄金茶
基地，就茶园文化长廊空间布局设计、茶园
生态建设开展对接服务，用高校专业所长
助力茶园茶文旅融合发展。

据介绍，位于光山县南向店乡的五岳
湖黄金茶基地，为实现茶文旅融合发展，建
成了一条长达360米的文化长廊，但长廊
内的人文空间布局设计和茶园生态建设，
成为基地的一道难题。今年5月，信阳师
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与基地开展产学研合
作，前期已免费为基地企业进行了茶叶品
质、茶园土壤养分等方面的检测与分析，形
成了六项检测报告，为茶树生长、茶园管理
提供了科学依据。

在此次茶园文化建设对接服务中，饶
本强团队通过现场考察，计划从茶之源流、
茶叶分类、企业文化、茶与名人等板块，对
茶园360米文化长廊进行总体设计，同时
建议茶园用金银花、杜鹃等作为套种植物，
改善茶园生态，发展茶旅游。

（ 高雅 梅曙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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