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03
2017年9月21日 星期四

编辑：穆静 美编：郭传靖 旅游休闲【观景台】

文/片 本报记者
乔显佳 王永田

在沂蒙山天蒙景区东门外
约两百米处，有一家银座隽兰
酒店，每天迎接天南海北的登
山客。

酒店规模不大，有25间房，
52个床位，走精品民宿路线。
2016年7月，隽兰酒店与同样由
银座旅游集团投资的天蒙景区
同时建成开业。

二层小楼门前挂“银座隽兰
酒店”招牌，醒目却不招摇。步入
大厅看到，设计颇费一番匠心，
石板地面花纹美，原木饰品随处
可见，店员自制的插花装点环
境，很有一番雅趣。房间的起名
追求情怀，像“抱石”“拿云”……
楼梯拐角处，一块木质指示牌上
郑重镌刻“勿食人间烟火”6字，对
住客进行安全警示，看后莞尔。
酒店的门、窗用料均很考究，舒
心的设计让住客可把所有的精
力用在享受假日上。

进入房间，丢下行囊，回头

瞥见床头桌上摆放的一纸《致客
信》，读了几句，呼吸顿时慢下
来———

“亲爱的：秋，因落木萧萧、红
叶百转，给人以盛极而衰之感，故
而自古吟秋多悲怀。在一页页枯
色的纸张里，把缕缕哀怨、愁绪，
熏染得迷离尽致。而碧空万里，白
云悠悠，明净秀丽的秋高气爽，
亦为诗人笔下令人沉醉其中的
开阔景象”。《致客信》中有自称

“隽兰姑娘”的温馨提示，有隽
兰热线、内线号码和电视机的
使用注意等。信末，是隽兰姑娘
笔迹娟秀的签名和手机电话。

在外旅行，无论男女，心中
总会有那么一点点期待浪漫邂
逅的情愫。在这秋光潋滟的季
节，《致客信》让我的心情发生
了某种化学反应，想象这位“隽
兰姑娘”一定是沂蒙山中一位
多情女子，有着秀丽的身姿，明
亮的眸子，会给每一位匆匆旅人
以温暖的凝望。

可惜此后一连三天，我因为
早出晚归的缘故，始终无缘一睹

这位“隽兰姑娘”。深夜光线暗淡
的大堂，只有一位黑眉黑眼的沂
蒙汉子，五六十岁的年纪，工装
肩膀处有“内勤”字样，与迟归的
我们打个招呼，倒能给人一些安
全之感。回到房间我便大睡。

但在酒意氤氲的睡梦中，
“隽兰”这个好听的名字，以及所
营造的意境，像散发着幽香的芷
兰，悄悄地改变了我的心境，令
我居住的酒店也意蕴非凡。

本以为要带着遗憾离开，终
于第四天即将离别酒店之际，见
到了那位“隽兰姑娘”。

当地的朋友介绍“这就是隽
兰姑娘”时，我注意到这是一名
身材颀长的“85后”，身着殷红色
长茶裙，长发飘飘。一番交谈后
知道，她的名字叫王淑琪，数年
前毕业于山东旅游职业学院，目
前是店长。眼前的她长发、素颜、
明眸、皓齿、丹唇，脚下配一双碎
花凉鞋，浑身透出几分不食人间
烟火的“仙气”。

在隽兰酒店，除了那位黑眉
黑眼的内勤大叔，包括王淑琪在

内共5位女孩，掌管日常运营，她
们都是“隽兰姑娘”。

王淑琪说，这个充满诗意的
名字，是由银座旅游集团总经
理殷春阳起的。我问，名字是好
听，会不会给游客以暧昧之感？
她摆摆手，没有没有！这里面包
含赞美天蒙山之意，挺拔俊美，
重峦叠嶂。隽，俊美之意，在古
代，还指谦谦君子风范。隽兰酒
店藏于沂蒙天蒙山脚下，山水为
伴，有空谷幽兰之感。日复一日
嘤嘤绽放，静静等待，想要的无
非是那么点儿小情怀。

《致客信》是隽兰酒店开业
后的一个小创意，文字由5位

“隽兰姑娘”创作。按照时节的
不同特点，每月都有不同的状
物和感怀。

酒店承接天下客，他们中，
有九十几岁、曾经在此参军抗日
的老红军及其秋游陪同，有潇洒
不羁的“90后”登山客。更多的则
是“60后”“70后”“80后”客群。王淑
琪解释，其中以“60后”最认可，这
部分人走南闯北，生活阅历丰
富，遇到隽兰酒店的业态心里会
有一种认同之感，唤醒了年轻时
的某种情愫。另外，“90后”之所以
还比较少，与近千元的较高价位
不无关系，让经济刚刚独立不久
的“90后”有些吃不消。

选择入住隽兰酒店的游客，

夜里享受天蒙山美丽的夜色，第
二天爬山，或在酒店逗留，发呆，
享受无拘无束的二日游行程。

读过《水浒传》的人，知道宋
江醉题反诗的故事。当年宋江在

“浔阳楼”酒后抒怀题下“他日若
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的
反诗，引出一段千年传奇。可见

“风景”这个东西最容易影响人
的心情。隽兰酒店的房客会不
会多情善感？王淑琪说，酒店会
通过放置一些小卡片，与客人
实行某种交流契合。在春机萌
动的4-6月份，也会在酒店大厅
设免费茶桌，给住客一个公共
交流的空间，好多70后、60后人
群都喜欢在大厅喝喝茶，聊聊
天，碰撞出小火花。

隽兰酒店目前在酒店及民
宿业界还是孤本。善玩情怀、喜
欢调调的她，不知不觉唤醒了许
多中国旅人特有的诗心。

您住过哪些难忘的民宿？
有哪些动人的民宿故事？扫描

“老乔游记”二维码找晚报记者
说说。

本报济南9月2 0日讯 (记者
宋磊 ) 1 6 日，首届新泰莲

花山“天成观音”祈福季暨莲
花山悬崖栈道开通系列活动
启动仪式在新泰莲花山景区
举行。本届活动的主题是“拜
天成观音游悬崖栈道寻生肖
(象形 )灵石保国泰民安”。

据了解，首届新泰莲花山
“天成观音”祈福季系列活动从9
月16日持续到12月31日，共推出

“拜天成观音、保国泰民安”活动、
“拜天成观音、寻生肖 (象形 )灵
石、保一生平安”活动、“登悬崖栈
道、摄莲花胜景”摄影大赛、“以石
为美”莲花山旅游商品创作大赛、
莲花山悬崖栈道、观光客运开通
五大主题活动。

中共新泰市委副书记、市长
赵书刚在致辞中表示，莲花山作
为新泰市旅游业龙头，与佛教渊
源深厚，目前正按照“观音胜境、
北方普陀”形象定位，紧扣观音文
化、莲花文化主题，加快实施规划
面积20平方公里、总投资110亿元
的莲花山旅游度假区项目，陆续
打造了莲花小镇、悬崖栈道、玻
璃栈道、莲花湖等一批精品项
目。悬崖栈道和观光客运是莲
花山“快旅慢游”体系的重要组
成部分，对打通莲花山旅游大
环线，解决游客上下山交通难
题意义重大，也必将成为莲花
山特色旅游新亮点。

本次活动设立奖金近四
万元，奖励生肖 (象形 )灵石发
现者、契合莲花山文化的生肖
(象形 )灵石重新命名者、独特
视角展示莲花山魅力的摄影
爱好者和研发具有莲花山标
志符号旅游商品的创意设计
师。每一活动奖项都将经过网
络投票和专家评选相结合的
方式评出，2 0 1 7年 1 2月在新泰
莲花山景区颁奖。

本

本报记者 宋磊

在淄博高青县常家镇，有
一处美丽乡村名叫蓑衣樊，据
史料记载，明末清初年间，有
一樊姓人氏在此定居，以编制
蓑衣而闻名，故取名蓑衣樊。
如今，编制蓑衣的手工艺被传
承了下来，蓑衣被制成工艺
品，借助优越的地理位置和自
然条件，蓑衣樊村也发展起乡
村旅游，成立了蓑衣水乡合作
社，实现了村社合一，村民入
股后不用承担风险就能赚到
钱。通过发展生态旅游、农家
乐，村民腰包越来越鼓。

近两年，蓑衣樊村依托国
际温泉慢城建设，大力发展乡
村旅游，5000余亩原生湿地，
到处鸟语花香，空气清新，以
独特的风光和生态，形成了富

有吸引力的一种湿地景观。
2013年11月入选“全国最美乡
村”。2015年被国家旅游局命
名为“中国乡村旅游模范村”。

9月初秋的蓑衣樊，依然
绿树碧水环绕，在村里的湿地
湖面泛舟，两边都是碧绿的荷
叶，风光旖旎，生态优美，给人
一种不是江南胜似江南的感
觉。蓑衣樊村植被繁多，拥有
大面积的芦苇荡，到处鸟语花
香，空气清新怡人。

据常家镇副镇长、蓑衣樊
村书记刘树海介绍，早在2011
年，蓑衣樊村就实现了1570亩
土地的全流转。土地流转后，
村民因地制宜种花种树、挖藕
塘、建鱼池。

近年来，蓑衣樊村注重水
稻种植模式创新，发展了稻田
养蟹，据介绍，水稻插秧30天
后，村民们就放养蟹苗，每亩
放养量达1200多只。水稻和蟹
苗共存共生，互相作用，蟹苗
放进稻田后，毛蟹成了稻田

“质检员”：由于它对农药、化
肥稀奇敏感，所以稻蟹共作示
范田不施任何农药化肥。毛蟹

以 水 中 浮
萍、杂草、浮游生
物为食，同时还能起到松散土
壤的作用，在提高水稻、河蟹
产量的同时，带动发展该村的
旅游业。10月份螃蟹成熟的季
节，高青县乃至周边城市的大
量游客前来观光游玩，品尝河
蟹，观赏稻田，现在，蓑衣樊已
经将“蓑衣水乡稻田钓蟹”打
造成旅游特色品牌，成为全国
第七批一村一品示范村镇。

除了稻蟹共作，蓑衣樊还
在大片水稻中描绘出“稻田
画”，从空中俯瞰，以田野为画
布、以秧苗为彩笔的稻田画，

新奇
有趣，

充 满 了
童真童趣。

走在稻田中，浓
郁的稻香扑面而来，让

人仿佛置身江南水乡。
刘树海曾两次随省旅发

委组织的乡村旅游考察团出
去学习，到过台湾地区以及欧
洲意大利、西班牙，“在外面学
习，开拓了眼界，提高了自己
对乡村旅游的认识，出去的都
是乡村旅游从业者，大家在一
起相互交流探讨，碰撞出很多
思想的火花来。回来后再结合
自己的优势，借鉴可采纳的为
我所用，打造出自己的特色乡
村游来。”刘树海说。

找找回回诗诗心心的的隽隽兰兰民民宿宿

住民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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