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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 年 青 秀 山
童 政

辽阔的中华大地不乏名山大岳，南宁青秀

山自有一番好风景。漫步山间古道，古木参天

掩映亭台楼阁；登上始建于明代的龙象塔远眺，

邕江如带，青峰叠翠，城市拔节向上。一座山与

一座城，历史遗存、自然生态与现代文明零距离

拥抱、交融共生。

在“中国绿城”南宁，青秀山恰似一枚碧玉

镶嵌中央，一片深绿与城市天际线连成一体，为

城市中心留下一大片热带雨林。这是自然馈赠

的“绿肺”，更是千年邕州文脉的见证者。

雨林之山

海 拔 289 米 ，森 林 覆 盖 率 高 达 98%，一 件

13.54 平方公里的翠色长衫披在城郭——青秀

山在市中心筑起一个“天然氧吧”。

雨林秘境内，青翠的苏铁叶折射出历史的

微光。“年复一年的坚守中，濒危物种重焕生机，

也让自己的生命与自然共鸣。”许恬说。

2012 年，广西大学农学院毕业生许恬来到

青秀山。他所在的苏铁保护团队从抢救几株古

树到繁育几万株后代，实现了苏铁的野外回归。

刚入职青秀山，许恬常常怀疑自己：“山上

好多植物都不认识，以前学的是农业作物和病

虫害，那么多上千岁的苏铁我怎么能管好呢？”

渐渐融入班组，他看到班长李蓉种出直径

2.89 米的大王莲，看到青秀山管委会副主任李

德祥在没有任何参考资料的情况下成功救治了

半边茎干都腐烂了的苏铁王⋯⋯

“一步步钻研怎么能更快更大规模地繁育

苏铁，一年年积累，如今苏铁园有了近 5 万株的

苏铁苗。”许恬说。

在青秀山这座庞大的“活体自然博物馆”

里，近万种植物在山水间编织着生命经纬，林间

动物踏过腐殖质铺就的地毯，赤腹松鼠在交错

的树枝藤蔓间追逐光影，200 多种野生鸟类在

树冠层演奏着美妙的旋律。

这座南宁人的“诗和远方”其实并非天生丽

质。早期的青秀山，是一座以松树、大叶栎等速

生经济林为主，结构单一且生态脆弱的林场。

枯枝落叶处理后通过改良土壤的方式回归

绿植，雨水被海绵设施驯养成听话的径流，断流

泉眼利用山谷低洼进行生态调蓄重新喷涌⋯⋯

在速生林场到秀美森林奇迹的蝶变中，凝结着

守护者的心血和汗水。

几十年，青秀山实现了从生产木材的林场

向国家 5A 级景区的蝶变。在绿意盎然的苏铁

种质资源保护基地，科普志愿者石坚正为游客

讲解苏铁复杂的生理结构与独特的生长习性，

他信手拈来，游客听得津津有味。“这种‘涨知

识’的喜悦，不知不觉间就完成了从敬畏自然到

保护自然的传递。”石坚说。

“通过发展赏花经济、夜游经济、文体经济，

研发推出一系列具有特色的植物文创、餐饮品

牌，青秀山实现景区旅游从单一‘门票经济’向

‘二次消费’转型，有效拉动了文旅新消费。”青

秀山管委会副主任黄春妹说。

兰园、叶子花园、樱花园、黄花风铃园、水生

花园等四季花潮次第涌动，青秀山每年入园游

客量从不到 10 万人次增加到近 900 万人次，实

现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多赢。

文脉之山

青秀山文创商店的纪念章以青秀山连绵起伏

的山形轮廓为背景，正面是“阳明先生过化之地”的

石刻与王阳明先生像，上方刻着“知行合一”。纪念

章设计者陶民建说，其设计灵感来自青秀山撷青

岩上那块“阳明先生过化之地”明代石刻。

“那是个阳光斑驳的午后，我在青秀山古道

调研，不经意间发现了那块石刻。岁月的痕迹

爬满了石面，字迹虽已斑驳，却依旧散发着古朴

与庄重的气息。”陶民建说。

青秀山不仅以生态价值滋养城市，更承载

着千年人文积淀，成为城市文化地标。

山道石阶上，苔痕如远古文字般蜿蜒。董

泉、龙象塔、箫台、观音禅寺、水月禅院⋯⋯名士

风骨、传世诗章，从王阳明心学思想的传播胜地

到延续至今的祈福文化与养生传统，这座“文脉

之山”始终是南宁人安放心灵的精神原乡。

丰富历史文化遗存让青秀山厚重而有魅

力。青秀山书院里，文化讲座、艺术展览、研学

活动一场接着一场。以文化为媒，青秀山风景

区深化对外交流传播，不断扩大与东盟国家在

文化和旅游领域的合作。每年的中国—东盟博

览会期间，青秀山都会接待东盟和其他国家政

要及客商参观。

去年 4 月，来自越南的 33 家旅行社考察团

到青秀山开展踩线活动时，被丰富的植物资源

和深厚的人文底蕴所吸引。“随着中越两国友谊

不断增厚，越来越多的越南游客希望能够亲身

感受广西的美丽风光和独特文化。”越南永久国

际旅行社营销总监黎文儒说。

文化重塑着青秀山消费场景。“三月三·歌

圩山歌对唱”“千人古筝演奏”“壮家千年会鼓表

演”以及非遗体验、少数民族体育竞技等极具传

统经典和民族特色的盛大演出，吸引各地游客

蜂拥而至。冰箱贴、钥匙扣、帆布袋、扇子、纪念

币等近 100 款旅游类文创产品，给游客带来更

多的旅游消费体验。

如今，一条令人期待的青秀山古道文化恢

复工程项目正在进行中。该项目将整合古道与

历史文化资源，打造一条集诗、书、画、印于一

体，独具地域特色的艺术旅游线路。

“青秀山古道具有承载文明交流、见证民族

文化进程与历史记忆的重要文化价值，修复完

成后，将与龙象塔、董泉等景点形成‘历史+自

然’的独特游览线路，为南宁增加新的文化名

片。”古道文化恢复工程项目负责人张学春说。

活力之山

随着新春灯会、南宁夜花园等多个夜游项

目和产品的推出，青秀山开启了夜晚赏花、观灯

的新潮流。日览夜游、四季赏花、文创潮玩⋯⋯

青秀山释放的溢出效应越来越多。

清晨，当第一缕阳光洒在青秀山的林间小

道，总能看到张建国老人矫健的身影。“每天

6 点上山，沿着环山步道走一圈，呼吸新鲜空

气，听着鸟儿叫，比啥保健品都强。”张建国在这

里结识了一群老友，每天相约爬山，分享家长里

短、养生心得，晚年生活充实而幸福。

对李晓妍来说，青秀山水还是帮助她找到

了另一半的“红娘”。

“去年那场脱单音乐会，舞台灯光打在花海

背景上，太浪漫了。互动环节里我俩分到一组

玩 游 戏 ，就 这 么

看对眼了。”李晓妍

说，她和爱人春日赏

花 、秋 日 登 高 ，在 四 季

变换中爱意升温。

为更好地营造市民的

温馨家园，景区推出越来越

多 的 暖 心 措 施 ：20 元 门 票 的

5A 级景区，“一票制”到底；持续

销售多年的年月卡，让游客直呼

“性价比超高”。

作为城市里的自然景观核心，

青秀山是连接城市与自然的关键节

点。“经营一座山，联动一座城发展，近

年来青秀山在更大范围、更深领域融入

城市发展，为南宁经济社会发展贡献绿

色动力。”南宁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党组

成员、副局长王春梅说。

“青秀山不但拓展了生态功能和增加

了文旅产品供给，还逐步与周边的方特东盟

神画园、广西民族博物馆、孔庙、邕江沿岸公

园等串珠成链，打造成南宁市新的更具活力

的文旅集聚区。”王春梅说。

夜游项目的开发也让青秀山点亮了城市夜

经济。

“之前举办的荧光夜跑活动太酷了！沿途

布置了荧光打卡点，大家都装扮得超炫，边跑边

玩，感觉不像是锻炼，倒像是参加派对。”华灯初

上，韦辉与他的骑行夜跑小队准时开启他们的

运动时光。动感的音乐、闪烁的车灯，与山林的

静谧相映成趣。

“山上路况好、路灯亮，还有专门的自行车

绿道，每次下山，身心‘松绑’，一天工作的疲惫

感全无，工作生活找到了完美平衡，这就是青秀

山给我的幸福感。”韦辉边擦汗边说。

当暮色浸染龙象塔尖，青秀山依然涌动着

不息的活力。在这里，每一片绿叶都似乎诉说

着古老的故事，每一朵花都绽放出诗意的美

丽。这座散发着独特魅力的山，把古老的年

轮化作城市跳动的绿色脉搏，让每个奔走的

人，都能在某个抬眼的瞬间，与永恒的自然

诗意重逢。

微 风 露 台 品 人 生
杨学聪

日落西山，余霞成绮，轻柔的晚风掠过

600 年古树梢，拂过天坛祈年殿的鎏金宝顶，

抚上观坛露台上人们的脸颊。登上与天坛

公园隔路相望的北京观坛艺术空间露台，看

绿波簇拥的祈年殿换上绮丽的蓝调晚装，难

得的悠然与快意在这一刻定格。

天坛之畔，开在红桥市场顶层的观坛艺

术空间，位置得天独厚。忆及来时路，观坛

艺术空间负责人明敬说：“2022 年，有‘京城

珍珠第一家’之称的红桥市场顶层焕新升

级，以‘艺术+场景+社交’为核心理念，打造

了这个多元复合的文化艺术空间。”

极富浪漫与诗意的观坛露台，让观坛艺

术空间除了“网红打卡地”外，更是成为一个

沉浸体验“此刻美好”的生活场域。忙碌间

隙，来看一场画展、观摩一次非遗手作、听一

场文化讲座，或者只是捧一杯咖啡在露台上

发呆，都是一份难得的放松。

俯视街巷的露台不仅是让人们抬头放慢

呼吸的自在空间，也是提炼主题产品焕新城

市空间消费新价值的重要载体。当胡同里的

槐花香漫过屋脊，“露台经济”以场景与情绪

价值双驱动，重构商业空间，延展消费时空。

不久前，以“慢品东城，快意人生”为主

题的北京市东城区“微风露台计划”启幕，精

准锚定“五一”假期、暑期等文旅消费黄金时

段，聚焦中轴线和东城区“五大商圈”，聚合

300 余家驻区特色露台场景进行连续宣推，

推动“微风露台”成为特色名片。

在 7.8 公里长的北京中轴线及沿线区

域，东城区甄选首批 30 余处优质露台绘制

打卡图鉴，供消费者按图索骥。东城区副区

长王智勇说，后续还将发布针对酒店露台及

花园，文创艺术类露台空间，咖啡、酒吧露台

空间的三大主题产品图鉴，构建可体验、可

感知的城市文化消费复合场域。

嗅到露台经济风向的还有小红书。“‘微

风露台计划’向上延展，打造出既能触摸历

史、又能拥抱当下的城市新空间，找到契合

心灵的一方天地。”在小红书公司商业部文

旅行业负责人徐姗眼中，东城区在

加 速 打 造 国 际 消 费 中 心 城 市 建 设

中，不断构建具有核心区特色的消费

场景，而露台经济正是这一生态中极

具潜力的创新支点。

“年轻人在寻找与当地人的文化链

接。2023 年是城市漫步，2024 年是继续慢

下来，2025 年则是‘快出发，慢感受’。更多

的年轻人正通过一扇门、一扇窗、一个露台

去感受一座城的晨钟暮鼓。”谈及消费趋势，

徐姗的感受是，“旅行的意义更加细分和具

象化，大家更关注自身，更愿意用‘轻’方式

来充电回血。从长决策到短决策，‘轻快游’

成为当代人的精神快充。”

打造优质露台是小切口，植入文艺气息

是新手段，品味快意人生是更高追求——从

文化地标到潮流街巷，从静谧社区到活力商

圈，东城区借助独特区位优势和文化资源积

极探索“文化+”，让烟火气、艺术范儿和谐

共生。

正 是 旅 游 好 时

节 。 广 西 南 宁 青 秀 山

公园、贵州安顺黄果树

瀑布、湖南张家界国家森

林公园等知名 5A 级景区，

不约而同地开启旅游新尝

试，将当日或一次有效的门

票改为多日有效。

“一票游多日”制度不仅

拉动了吃住行游购娱等文旅

业多要素联动，更为游客提供

了更充裕的时间去放慢脚步、

放松身心，细细品味景区的美

丽风光，带给游客全新体验，进

一步推动门票经济向产业经济

转型。

“一票游多日”表现出更多

正外部性，即某个经济行为个

体的活动使他人或社会受益，

而受益者无需花费更多成本。

传统景区依赖“门票即终点”思

维，游客匆匆来、匆匆去，旅游

只能局限于走马观花，无法真

正沉浸其中，充分领略景区的

独特魅力，而“一票游多日”让

游客有充足时间去挖掘景区更

多美好，引领游客从“走马观

花”到“深度沉浸”。

延长的停留时间宛如投入

湖面的石子，激起消费的涟漪，

在景区周边选择舒适住宿，品

尝特色美食，购买文创产品，参

与深度体验⋯⋯这些周边业态

无需额外成本，便共享了景区

客流带来的红利，正是正外部

性的典型体现。

对景区而言，多接待一位游客、多开放一天的边际成

本微乎其微，景区维护成本不会因游客多停留几日而显

著增加。“一票游多日”能够延长旅游消费链，相较于一

次性门票收入的红利，游客消费带来的边际收益更高，

能够为景区带来长期的经济效益。

20 多年前，杭州西湖免费开放成为全国园林景区

门票制度改革的标志性事件；3 年多前，桂林象鼻山

景区免费开放，意味着桂林市站在了旅游业转型发

展的新起点。这些实践早已证明：摆脱门票经济的依

赖、激活旅游全产业链，是一本万利的买卖。

“一票游多日”只是破题的一小步。如今，很多城市

提出发展“票根经济”，即消费者凭借交通出行、文旅活动

等场景的票务凭证，在后续消费场景中享受折扣、积分兑

换等权益，从而形成消费链延伸、刺激更多消费行为的产

生。要让消费链真正“延得长、稳得住”，仍需经营主体不

断持续提升服务质量，丰富消费业态，让更多消费新热点

成势成规模，避免“一日看尽长安花”。

让游客深度领略各地的自然风光与人文风情，感受

旅行的真正魅力，“一票游多日”延长的不仅是门票时效，

更是消费链的长度；降低的不仅是游客的成本，更是景区

所在城市产业经济协同发展的门槛。

当多日游只需一张票

林润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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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南宁青秀山风景区相思湖广西南宁青秀山风景区相思湖。。

（（视觉中国视觉中国））

航拍广西南宁青秀山风景区航拍广西南宁青秀山风景区。。

（（视觉中国视觉中国））

傍晚傍晚，，游客在观坛艺术空间露游客在观坛艺术空间露

台欣赏风景台欣赏风景。。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杨学聪杨学聪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