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下班途中遇见刘春秋，我向他贺喜，他
教的毕业班又获得了全州数学会考优秀奖。
美丽的夕阳下，热爱甜食的他嘴里含着个棒
棒糖，右手逮着细细的胶棒，很惬意地轻轻
搓捻着，左边腮帮子鼓出一小坨圆来。听到
我道贺，不好意思地笑了笑，欲言又止。

我进一步打趣；“切，还吃棒棒糖。你还
小嗦？很甜吧？”他听了，赶紧把棒棒糖从嘴
里取出来，递给身边的妻子李碧珍，脸上浮
起一个憨厚无辜的微笑，大眼睛一眯，眼角
的皱纹细细地朝双鬓化漾开去，睫毛下方
两个“卧蚕”轻轻凸出来，露出一排洁白整
齐的牙齿。

嗯，这是他的“招牌式”笑容，从毛头小
伙子到中年大叔，一如既往地笑得干净而
纯真。

1994年，刘春秋从四川营山师范学校毕
业来到巴塘。二十四年坚守在教师岗位上，
就挪了一次窝：前年，人民小学迁到教育学
区时，调到了新成立的金弦子小学，岗位没
变，还是教小学高段数学。

他到巴塘支边的原因很简单，一点都不
“高大上”：“第一听说风光好，第二听说工资
高。”当时，他们班17个人交申请，获得批准
的就他一人。来了以后，工资竟然才 286 元，
他大呼上当，但已经不远千里来了，总不能
辞职回去吧？巴塘海拔低，气候宜人，是甘孜
州数得着的好地方，也就只好呆了下来。

课余，他与本地老师打成一片，学会了
基本的藏语口语，可以和藏族学生进行简单
的交流了。说起学藏语，他特别怀念已去世
的两位老教师，他们仨在一起喝酒小聚时只
说藏语，有些单词发音不准，两位老人还要
你一言我一语地进行纠正。

慢慢地，他和本地人建立起了深厚的友
谊，那两年工资低，物价高，同事扎西便伸
出援助之手，经常在入不敷出时借钱给他，
解一时之急，为了让他回老家不至于两手
空空，还送他松茸干片和贝母。至今，他们
两家还你来我往，说起扎西老师，刘春秋非
常感恩。

二

“锲而不舍，金石可镂”，凡事贵在坚持，
所以爱岗敬业才那么可贵。干一行伤一行或
许是人的共性，朋友中鲜有不改行的，连我
自己也早就“变节”不打算盘了。蓦然回首，
刘春秋还拿着粉笔和教鞭，站在三尺讲台上
岿然不动地教数学，而且教得津津有味，真
可谓痴心不改，不能不让人产生敬意。

从在老式备课本上写写划划到在电脑
上备课，他经历了 7 任校长，教了 2900 多名
学生。一出门，满大街都是招呼他“刘老师”
的，这样的“小确幸”，大约跟我收到稿费时
的感觉相似，是一种微小而简单的幸福。

医生手艺好，病人就会挤破门槛找到
他，哪怕挤得头破血流。同样，只要孩子在刘
春秋的班上，学生家长们都会很欣慰：“娃娃
的数学我放心了，是刘春秋老师教！”我很佩
服刘春秋看学生的眼光。十年前，有位朋友
请大家小聚，席间有他的两个学生家长。喝
了几杯酒后，他的话比平时多了一点。

散席后在路上，他对我说，这两个学生应
该因势利导，两个孩子都很努力。不过，一个
以后只能学文科，一个必定是学理科的材料。
学文科这个，怕是只能勉强考个学校，学理科
那孩子一定会考个好大学。

我说，才小学四年级，你就知道人家的未
来了？不至于吧！他露出经久不衰的“招牌式”
笑容，“诡谲”地说，不信你就看嘛，十年以后
见分晓。如今再看这两个孩子，刘春秋说准
了，简直不服都不行。

所谓“三十六行，行行出状元”，这或许
便是一个教师的职业敏感吧。

三

1992 年到 1994 年，巴塘一共分来了十
八名支边教师，人们给他们贴了个标签：“支
边生”，刘春秋是其中一员。教了一段时间书
后，十七个支边生纷纷改行，唯他一人留在
了教学一线，成了他们中的“稀有动物”。

和刘春秋成为朋友，是在十几年前自考
时，他选择的专业是“教育管理”，听名字都
觉得枯燥。同去自考的有八人，待考期间，我
们除了复习，便逛街购物，他哪都不去，一个
人静静地宅在寝室里看书。考完试，在对面
的小馆子里喝小酒，让绷得太紧的弦放松一
下。席间，谈政事、聊八卦、摆体育、说娱乐，
七个人争着高谈阔论，刘春秋在一边面带微
笑地小酌，只听不说。那时，国道 318 线路况
不好，客车在坑坑洼洼的山路上死去活来地
折腾，我们不时皱眉，忍不住“谩骂”这条烂
路。刘春秋却不以为意，面带微笑，仿佛坐车
是一种享受，还不时关切地问同伴们：“晕不
晕车？”“吃不吃冰糖？”“是不是很难受？”给
我的感觉是这个刘老师虽然不喜欢说话，却
不凉薄，是个好兄长。

刘春秋心仪有规律的生活，不喜欢求
变，是个典型的极简主义者。他搬过三次家，
帮忙的人连称：“东西少，好搬得很！”他自己
则说：“家里要清爽才好，东西多了头晕！”这
个性格鲜明的人，除了那个“招牌式”笑容
外，平时言语不多，如果他觉得某个人实诚
靠谱，就恨不得把心掏给人家；假如他觉得
此人不可交，就绝无延续友谊的可能，他不
会，也不屑于惺惺作态。

他没有什么特别的爱好，在物欲横流的
当下，不沾一点恶习，这太难得了。有朋友对
他妻子说：“你是嫁对人了，刘春秋这种人实
在太让人放心了。”在巴塘，刘春秋除了上课，
不打麻将不玩牌，也不喜欢串门，闲时看电
视，与朋友小酌两杯。他沉浸在自己的世界
里，长久地保持着静水深流的状态。支边生们
开玩笑：“见他比觐见活佛还难”“他在闭关修
行”，听到朋友们的这些评价，他一笑了之。

秉持着这种操守和本性，使得刘春秋极
有主见，决定了的事情不会随意变动，对自
己定位精准。二十四年如一日乐此不疲地站
在讲台上，自然也就不奇怪了。

二十多年前的巴塘比现在艰苦，刘春秋
当然也动摇过，想调回内地。支边四年后的
那个暑假，他回营山老家人托人找到了教委
领导，对方意味深长地笑了笑笑：“刘老师，
营山好出不好进哦！”一句话便断了他的念
想。“从此就乖乖地呆在巴塘教书一直到退
休吧！”他脸上浮起独有的“招牌式”笑容，笃
定地说。

支边生们改行对他也有影响，他想过改
行，但基于对自己的清醒认识果断放弃了。
有几个单位想调他去当文书，他很清楚自己

“一根筋”的性格不适合协调多的机关单位，
还是当老师好。他拒绝人家的理由非常实
在：“老师有寒暑假，比公务员安逸。”

说起刘春秋，总让我想到八个字：端庄
举意，清洁自在。在浮躁的今天，实在难得见
到一个活得如此淡定的人。上课铃声响了，
他夹着教案走进教室，拿起粉笔敲黑板。下
课铃声响了，他收拾好讲桌上的东西，在课
间的喧哗声中走出教室，教室、办公室、家，
基本上三点一线。他像蛰伏在海里的冰川，
任海水在头顶风平浪静或惊涛骇浪，偶有光
束漏射下来，他才悚然一惊，感叹岁月如梭：
把教室里搞得臭气熏人的小女孩长大成人
嫁到内地了，骂他的老婆婆去世了；他启蒙
过的很多学生考上大学，小孩子们也参加工
作了，他翻来覆去讲题；依然没听懂的男生
做生意当了老板，他从青涩的“小刘”变成了
经验丰富的老教师刘春秋。春去秋来，秋来
春去，学生走了一批又一批，他还“偏安”在
学校角隅，过着自己觉得还不错的日子。

他自我揶揄道：“我有啥子好写的嘛？这
二十四年波澜不惊，平淡无奇。”

四

上周六，刘春秋的妻子李碧珍邀请我去
吃火爆干鱼，说是一位湖北朋友送她的。在
他家，我偶然看到了摊着在书桌上的工作笔
记，上面写着他对数学教学的思考：

“农牧区学生对汉语的理解能力较差，导
致了对数学理解不透，掌握不扎实。数学是思
维能力的训练，老师需要对学生付出更多的精
力，要进行多次讲解……建立平等的师生关
系，重视师生感情交流，给学生多提供独立思
考问题的机会，让学生真正参与到学习之中，
才能提高课堂效率……在课堂教学中，要鼓励
学生质疑问题，激发学生的发散思维，让他们
发现新旧知识间的连接点和生长点……。”

隔行如隔山，写这些可能是行业要求。
但我还是觉得汗颜，自己从来没有这样总结
过工作经验。我问他：

“你24年只教数学，不烦啊？”
“面对的学生不一样啊！”他说：“一件事

情做顺手了，就不想做其他事了。”
“你要教数学一直到退休？”
“这要看学校的安排咯。”
“再也不改行了？”
“不是金钢钻，就别揽磁器活嘛！”
刘春秋书教得好，生活自理能力却很差，不

会做饭，原因是有个大包大揽的能干妈妈。他母
亲擅烹饪，煎、炒、蒸、炸，样样都会，四兄妹会做
农活，学习也好，唯独做饭上不行。决定支边后，
父母担心他的吃饭问题，于是张罗相亲，他姑姑
介绍了邻乡一位叫李碧珍的姑娘，两个人见了
面，互相满意。到巴塘两个月后，这位姑娘也随
之而来，然后顺理成章地结婚了。拿他的话说就
是：“我娘给我派做饭的人来了。”

对于妻子，刘春秋觉得亏欠她很多，也
就没有让她出去打工劳累，他憨厚地说：“她
嫁给我，没吃好没穿好，就让她多耍一下
吧！”我点头，能清闲的耍也是一种福份。“人
间有味是清欢”。“清欢”何其珍贵，用钱买不
了。

李碧珍毕竟是女人，要细腻一些：“我的
任务就是把刘春秋照顾好，让他好好教书，
这就是我对爱情的理解。”

话音刚落，刘春秋立即敲敲桌子：“李碧
珍，不要太肉麻！”侧过头看我一眼，羞涩又
甜蜜地笑笑，美滋滋地对我说：“你看看这个
女人，没有喝酒就已经醉了。”

“这叫酒不醉人人自醉吧？”我忍俊不
禁：“一个二十四年坚守在教学一线的男人
背后，必定有个伟大的女人，那就是李碧珍
同学，对吧？”

“哈哈哈！”
………
支边生朋友聚会，刘春秋一般不去。他

说人家都改行了，可谓事业有成，他自己还
是个“教书匠”，实在有点不好意思。我说，现
在最流行的一句话是“不忘初心，方得始
终”，到退休那天，大哥你桃李满天下，“刘老
师”不绝于耳，这难道不是成就吗？他微微一
笑，不说话。

我了解他的性格，又激了激他：“难道你
不觉得吗！”“招牌式”笑容立即浮上脸颊，一
排整齐的白牙亲切地出现在眼帘里。他微微
颌首，表示同意，淡淡地说：“既然当初来支边
了，又没有做其他事，那就好好当个老师嘛。
退休前顺利评了职称，我就心满意足了。”

“你觉不觉得自己像《海上钢琴师》里那
个从不下船的主人公？”

“不下船好啊，海上风景好！”
当晚，我习惯性地打开微信翻看朋友

圈，刘春秋发了一张图片，特写了妻子做的
火爆干鱼，上方写着：

四十四载都浪过，
偏从此时惜年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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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启甘孜全域旅游的“香格里拉”密码

论坛现场高朋满座，专家学者高屋建瓴。
在以《稻城香格里拉案例分析》的专题研讨环节，旅

游大咖紧扣“如何使传统旅游产业得到真正的‘蜕变’”
这一话题畅所欲言，观点独到、内容精彩。

如何切实有效地推动稻城亚丁旅游服务、智慧建设
“提档升级”，从而率先打造成为全州乃至全省“龙头景
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国家生态建设示范区和世界
一流国际最佳旅游目的地，5位大V不谋而合地指向“蜕
变”——“共享”！

共享单车、共享超市、共享公寓……在“共享”概念
大行其道的现如今，以保护及创新为前提的“蜕变”将涉
及旅游业的方方面面，而共享将成为亚丁“蜕变”的重要
表现形式。

“今年，正值洛克造访亚丁100年整，也时至国家
地理学会建会130周年，美国国家地理重回亚丁——
举办 2018‘洛克百年影像展’既是对大师的致敬，也
是让更多的人走近亚丁“探秘最美天堂”的契机”，美
国《国家地理》杂志中国版出版人廖敏表达了初次到
访亚丁的珍视，“一路过来，目光所及是最美的公路、
最美的河流，最美的雪山，不经意间都成了手机中最
美的照片。”

“百年前，洛克《消失的地平线》第一次让‘最后的香
格里拉’稻城亚丁进入全世界旅游爱好者的视野；今天，
我们带回大师此前未曾对外公布的珍贵照片，共享这些
难能可贵的历史资料。”廖敏认为，酒香也怕巷子深，而
洛克百年前为亚丁“站台”，是共享时代最靓最响的宣传
口号，这让下一步——把最好的旅游产品精准送到国内
外客户手中，大大提高了可能性。

廖敏同时以超具可行性的“共享”三步骤，建议稻城
亚丁另辟蹊径地做好“地理旅游”：首要是“鉴别”——
用合适的载体“电影、音乐、文本”等给景区“附魂”或者
叫“赋能”；其二是在保护的基础上发展，树立独一无二
的品牌“IP”效应；其三是创建“亚丁之友”等旅游爱好者
能真正发出声浪的联盟、机构、论坛等组织。

对此，爱彼迎（Airbnb）亚太区公共政策负责人迈
克·奥吉尔十分赞同，他在主题演讲《蜕变---旅游里的
共享》环节中清晰表达出自己的观点：共享国际旅游、共
享普惠发展模式，乃至共享乡村特色旅游的发展将是旅
游人在发展中需优先考虑的话题。

“很久很久以前，亚丁地域是一片汪洋大海，后经过
多期强烈而持续的地质运动改造，尤其是第四纪新构造
运动带来的剧烈抬升与断裂，铸造了亚丁无与伦比的地
质地貌奇观，这是属于‘大香格里拉’的最美印记——隆
起褶皱，而在这之上，形成了中国目前保存最完整、最原
始的‘高山自然生态系统’，中国大西南弥足珍贵的‘地
质历史博物馆’和‘物种基因库’，成就了横断山脉不可
思议的‘人间天堂’”，上海师范大学旅游学院教授、复
旦大学博士梁保尔认为，这次的亚丁之旅很契合自己对
于旅游的认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在路上；在路
上，这就是生活！”

在这呼唤野性的“最后的香格里拉”，如何让中外游
客“引得来，还想来”，需要在“蜕变”——“共享理念”上
下功夫，以精品景区、休闲度假区发展为重要引擎，不断
增强旅游产业的发展动力、竞争能力和市场活力，软探
险、高端野奢是外显形式，而内核是出售一种共享的旅
游概念，它可以是爱情打卡地的“浪漫”、“三怙主神山”
的“崇高”、极限越野的“挑战”、“水蓝色星球上最后一片
净土”的“纯净”。

成都来也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齐镭对此
大嘉赞赏：“或者说是共享一种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而
这需要景区凝聚心力，从亚丁原始自然的环境中提炼一
种‘本真’，从而定制化一种情怀，它将同时满足于服务
和社交需求！”

“着力形成环雪域贡嘎旅游圈、环圣洁亚丁旅游圈、
环格聂神山旅游圈、格萨尔王旅游文化带和中国最美高
原湿地、中国最美草原湿地‘三环一带两湿地’发展布局
从某种程度而言，是一种共享区域的理念”齐镭讲到精
彩之处不时引来阵阵掌声。

论坛上通过各位专家的前瞻指导及实战经验分享，
大家对全域旅游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也有了更加明确
的发展目标。稻城亚丁景区管理局局长王强在会后表
示，下一步，景区管理局局将抢抓十九大提出的乡村振
兴战略、州委十一届五次全会提出的“三创联动”等重大
机遇，坚持“创建5A”目标不动摇，完善景区旅游基础公
共服务设施，推动景区软环境的提档升级，加大与省旅
发委、国家旅游局的协调力度，争取在今年终通过景观
资源评审。

10日下午，国际山地旅游高峰论坛结束，与会专家
学者再次到亚丁景区参观考察。他们精神矍铄，在铺满
石子的健身步游道上前行，蓝天下，三座“神山”直插云
霄，慕名而来的游人们络绎不绝。

每个季节，都有属于自己的故事。
每个地方，都有属于自己的眷念。
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香格里拉。

（上接第五版）稻城亚丁要如何着手产品全域
化的“创新”？

董耀会以内蒙古鄂尔多斯的自身变革历
程，展示了一个非常具有参考意义的先例，也借
此反映出“稻城亚丁有‘野’无‘奢’”的现实——
坐拥世界顶级旅游资源，而人均旅游消费刚刚
与国家最低限持平（据2017年国家旅游局发布
最新数据显示）。

旅游人均消费“走低”的症结要如何“解开”？

董耀会首先指出这方净土“野”起来便有安
全感：“稻城亚丁的天与地、陆与湖、昼与夜，充
满原始自然的震撼力——这份野性的魅力能召
唤出世人内心返璞归真的虔诚和敬意；而藏地
随处可见的人文资源厚重而神秘，能轻易让人
们在感受生活赋予信仰同时，寻求内心缺失已
久的宁静”。

只有实现“奢”起来才有获得感，董耀会建
议，“将甘孜州旅游产业定位为‘高端野奢’，并同

步进行业态创新，使高端游客在各种业态中与大
自然和山野之地相融合，体验人与自然完美统一
的‘野’，感受广袤的高原与独特的少数民族风
情；又可在人迹罕至之地得到豪华舒适的物质享
受，体验艺术、文明与自然完美的结合的‘奢’，而
这可以具象为三种发展模式：一为追求奢华的高
端，二为舒适为重的中端，三为实用艺术的低端；
在此，可以借鉴肯尼亚和尼泊尔，打造属于稻城
亚丁的高性价比‘野奢’之旅。”

在保护中创新 稻城亚丁激发的回响

在创新中蜕变“共享”模式指引光明未来

甘
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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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2月6日，甘孜州炉霍县发生7.9级强烈大地震，炉霍、甘孜、色达、新龙、道孚5县47个乡，345个村，17827户8
万余人受灾，死亡2184人，直接经济损失达3500万元。州委、州府立即组织抗震救灾。14日，中央农林部部长沙枫率中央慰
问团抵达灾区。中国人民解放军有关部队及救灾部门也抵达灾区。周恩来总理专门对救灾工作和灾后恢复重建作了重要指
示。在“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社会主义大协作精神鼓舞下，灾区人民发扬团结一心，艰苦奋斗的精神，抗震救灾，生产自
救，谱写了一曲动人的凯歌。

抗击炉霍大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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