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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焦作旅游监督台
在旅游过程中，如果遇到服务

不到位或不合理现象，可以拨打本
报旅游部服务热线进行咨询、投诉，
记者将帮您维权。

焦作日报社旅游部服务热线：13503913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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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台纵横

一场冬雨，令云台山涌现壮观云海
奇景，不期而遇的高山云海令游客大饱
眼福，云海仙境、飞瀑流泉、丹崖碧水，
诗情画意云台山，所及之处，皆为美景。

只见云海漫卷，层层叠叠的山峰，
如同海中的一座座小岛，演绎出了冬
日云台山的浩瀚缥缈，又好似大自然
泼洒的“水墨画”，雾气聚散、云海奔
涌，是冬天送给云台山的礼物，让人情
不自禁停下脚步多看几眼。

云台山以山称奇，以水叫绝，山、
水、峡谷、瀑布、岩石等融为一体，是全
国文明风景旅游处之一。云台山有红
石峡、潭瀑峡、泉瀑峡、叠彩洞、子房
湖、万善寺等11个景点。云台天瀑位
于泉瀑峡尽头，上吻蓝天，下蹈石坪，
314米的飞瀑从天而降，蔚为壮观。

有些风景属于四季，有些美景只
属于冬季，当你看惯了寻常眼前的景
色，不妨抬起头，一个抬眸就能邂逅浪
漫。

高山云海，宛若仙山出世；翠峰掩
映，云海翻腾；山峦在云雾中时隐时
现，如临仙山上。丹崖碧水，误入“桃
源”深处；碧潭在光照下熠熠生辉，如
步入画卷中。当微风透过如烟的云
层，在悠长的峡谷中穿堂而过，在山水
相拥间，享受难得的宁静。感受山风
轻拂，所有的烦忧都抛之脑后，时光静
静流淌，留下一片安然。

更有冬游门票半价优惠，还等什
么？快来邂逅仙气飘飘云台山吧！

左图 云海仙境。
（照片由云台山景区提供）

那些“关于冬天的恋爱故
事”正在爱情圣地青龙峡浪漫上
演。爱情圣地青龙峡，每一处都
是浪漫，每一个爱情地标都诠释
梦幻的少女心，独一无二的仪式
感，在这里保存下人生中最幸福
的时刻，快带心爱的人一起来打
卡吧！

天空之恋。山河浩瀚，极尽
浪漫，不慌不忙，细数着时光，能
想到的最治愈画面，大抵如此。
冬季爱情取暖指南，超多爱情新
地标，恋爱升温小技巧，来过就
是甜到。

爱情一号公路。每个镜头都
弥漫着冬日的浪漫，一幅幅电影
感十足的画面，让人不禁痴迷其
中。爱情圣地。“温柔捕捉器”将
那些生活缝隙里的温柔时间，放
大、放慢给我们看。

青龙有约，千年榔榆。四季
轮转，岁月变迁，看着对面的他
陪你从黑发走到“白头”，爱情这
条路只想和你一起白头到老，大
概是青龙峡冬季独有的浪漫了。

唯美日出，定格浪漫。世上
最浪漫的事情之一，就是陪着心
爱的人看日出，享受日出那一刻
的唯美。

打卡爱情地标、共赏美丽风
景。入眼，皆是猝不及防的惊喜，
手牵手漫步浪漫的青龙峡，一边
游玩，一边拍照，轻松自然又甜蜜
浪漫。来爱情圣地青龙峡，走爱
情公路，观巨型钻戒，许爱的誓
言，这里有情调、有文艺、有传统
满足你对浪漫的所有幻想。

情定青龙峡，打卡天空之
恋，遇见爱情涂鸦墙，邂逅千年
榔榆林，总有一款让你心动！

冬日什么最温柔？自然是阳光，不
似夏的强烈；冬日什么最惬意？自然是
晒太阳，温暖而惬意，你有没有想过在
宝泉山峰上晒太阳是一种什么样的体
验？

巍巍太行山，苍茫云海间。宝泉冬
日的云海生于谷，漫于空，薄如纱，厚似
冰。动静之间妙趣无穷，行至宝泉秘境
中，领略自然带来的震撼。金庸的书里
说，天上的云聚了又散，人生离合亦是
如斯。为什么很多人喜欢云？因为它
的变幻莫测，让人猜不透，也因为透过
云层，好像看到了我们的漂泊、变换的
人生。

碧蓝通透，清澈无比。游龙湾碧蓝
通透澄澈无比，像是盘踞在蜿蜒的宝泉

曲峡的一条碧蓝巨龙；翡翠海犹如一块
镶嵌在宝泉山峰之间的自然蓝宝石，用
自己的独特展示宝泉的秘境之所在。
从水面看水中的植物，好像是在看一个
蓝色的琥珀，水中的景物像是久远流传
下来的景物，让人看得十分入神。

如梦如幻，宝泉冰挂群。冷风吹
过，气温逐降，宝泉中潺潺的流水凝结
成冰，形成了漂亮的冰挂景观。夺目
的冰挂晶莹剔透，精美绝伦，宛如仙
境。

此时的宝泉别有一番风味，从空
中俯视整个宝泉，如水的阳光漫过整
片山林，那满山的林叶，由淡至深，层
层叠叠，将原本妩媚的山林穿上了浓
厚的外衣。

冬着一身素衣缓缓而来，轻轻抖
落上一季的风尘，让我们感悟冬的美
好，享受青天河冬的温情，此时的青天
河蓝天、白云相伴，冬季别样的游览体
验，让人一旦踏入，便不想离开。

充满诗意的树林，光影交错的山
野，让人忍不住用相机记录下每个美
好而富有诗意的画面。冬季的青天河
迎来了难得的寂静时光，远离城市的
喧嚣、暂别世事的纷扰，是时候来一场
静谧心灵之旅。

一年四季皆美景，春夏秋冬醉人
心，青天河无时无刻都在散发着美。
朝阳蓬勃而出，生机无限，一场光与色
的交响乐，正悄然进行……

青天河的红色文化氛围浓厚，景
点遍布景区各个角落，要想充分感受
青天河红色文化的浓厚氛围，将这些
好玩有趣的地方一次玩个够。

越来越多年轻人被这里浓重的红

色氛围所吸引，青天河知青村更是成
为众多游客的“网红”打卡地。青天河
红色教育基地位于青天河景区内，由知
青村、青天河精神纪念馆、红旗水库、红
旗电站一级站、红旗电站二级站、青年
转山渠、亚洲第一单拱铁路桥等景点组
成，是一处集科普教育、红色教育、休闲
度假于一体的综合性教育基地。

上图 美丽的青天河。
（照片由青天河景区提供）

近日，我市首份手绘美食地图正式亮
相。游客可在景区、旅游酒店、市文旅系
统窗口单位等处看到这份囊括了焦作49
家非遗老字号特色美食信息的手绘地图，
按图索骥找到代表至味焦作的“人间烟火
色”。图为手绘，确实很美。每款美食还
配了二维码，一扫防迷路，亦颇用心。因
身边老饕众多，见我转发此条信息，纷纷
私信索要高清版本，迫不及待地要去按图
寻味。

据说，这份手绘美食地图颇有来头，
由多家部门联合举办美食评选，经过申报
自荐、专家评审、实地验收等诸多环节，最
终将其美食信息制成了这份精美的手绘
地图。自网络论坛始，已有旅行者每到一
地，总勇于以身探食，以己之味蕾，先尝为
快，并留以文图，倾情推荐，为身后之旅友
提供美食索引，乃至有了自媒体、微信朋
友圈，特别是后来随着视频为王时代的到
来，更是崛起了一类以美食制作或体验推
荐的网红达人，时时刺激着那屏幕前的万
千味蕾，让人口内津液肆流。

其实，自古文人笔下的美食，仿佛拥
有着一种魔力，总能牵动一众吃货们的
胃。远如苏轼的东坡肘子、袁枚的随园食
单，近有汪曾祺笔下的美味、蔡澜论道的

“吃经”，虽跨越千古时空，亦能引人共鸣。
这大概是因胃与心最为距近，故易由美食
而入心吧！1939年9月至1946年9月，文
学家汪曾祺曾在昆明求学、工作，在他以
这段生活为叙述对象的文字中篇篇离不
开吃，其笔下的昆明美食以他求学的西南
联大为中心，向周边辐射开去。如今，那
些百年老店或是难觅踪迹或是依然健在，
共同构成了这座城市过去与现在交织的
独特味道。据统计，汪曾祺以昆明生活为
叙述对象的文字共有43篇（小说8篇，散
文 35 篇），大部分写成发表于 1881 年至
1997年之间，多半凭记忆写就，其中难免
出现模糊含混、不够精准的地方。但这丝
毫不影响这些耀眼于汪先生文字中的昆
明美食，成为这一方独特的文化记忆。

文物衣冠、饮食方言源自生活，也是
文化中生命力最强的因子。还真有同好
者，竟不嫌梳理之繁，不弃考据之琐，依凭
汪先生那平实、素朴的文字，编缀出了一
份完整的美食地图来——汽锅鸡、过桥米
线、新亚饭店的过油肘子、东月楼的锅贴
乌鱼……光是听这些名字，就要口水直流
了，要一一寻去非得十天半个月。自古以
来，昆明一直处于边缘化的尴尬角色，直
至到了民国，才逐渐进入文人的视野，尤
其是北大、清华、南开因日寇进逼迁至昆
明成立的西南联大存在的这段时间，是昆
明文学史上最重要的一个时期。朱自清、
沈从文、罗常培……那些大名鼎鼎的名
字，让昆明的历史、文化、美食得到重新书
写。由是观之，能代表至味焦作的那份美
食地图，还需要经过美食家敏感味蕾的百
般品咂，文学家如椽巨笔的大浪淘沙之
后，才能真正在美食本体之外，赋予那独
特的文化灵魂之味。

至味焦作
也说美食地图

□许伟涛

雨后的云台山仙气飘飘
本报记者 齐云霞

爱情圣地青龙峡的
这些浪漫瞬间

本报记者 齐云霞

冬季的青天河让你瞬间“沦陷”
本报记者 齐云霞

让宝泉秘境美爆你的微信朋友圈
本报记者 齐云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