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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大运河汩汩流淌，河畔桃花灼灼、杨

柳依依，游人如织……近日，第三十二届天津

运河桃花文化商贸旅游节在天津市红桥区开

幕，有着 600 多年历史的桃花堤上，近万株桃

树正值盛花期，数千株杨柳随风摇曳，一派春

意盎然。

“这里不仅有让人陶醉的美景，还有非遗

展示、楹联书写等活动，洋溢着浓浓的文化味

儿。”带着孩子前来游玩的市民王怀说。

这是红桥区精心打造运河文化名片的一

个缩影。近年来，红桥区深入挖掘以大运河

为主要内容的历史文化资源，推动文旅商融

合发展，用优质文化赋彩群众生活。

文化名片越擦越亮

“依水而生、因桃而美”，红桥区历史人

文、古韵今风交相辉映。自 1990 年起，红桥

区举办的“运河桃花节”深受广大市民游客

喜 爱 。 该 活 动 已 是 天 津 市 文 旅 的 一 张“ 金

色名片”。

如何更好地满足期待，让游客留得下、体

验好？如约开幕的第三十二届天津运河桃花

文化商贸旅游节给出了答案。

“除了踏青赏花，我们还希望能满足市民

游客更多元化、多层次的休闲需求。”红桥区

文化和旅游局局长刘志坚说，红桥区梳理整

合全区文化旅游资源，精心打造了“1+20+
N”场主题活动，即 1 场开幕式、20 项特色活

动和多场促消费活动，让今年的运河桃花节

有了更多“打开方式”。

“运河桃花节主会场设在桃花堤和西沽

公园，分别侧重赏花游览、文化展示和文娱活

动、市集展卖，还安排了免费公交专线串联各

点位，方便市民游客通玩全程。”刘志坚说。

天塔灯光秀、书画笔会、非遗展示、美食

市集等接续登台，刚刚落成的《运河桃花赋》

碑，以汉赋的形式全面介绍了红桥区深厚的

文化底蕴。“景美活动多，真是一处宝藏打卡

地！”“感受运河文化，欣赏春日美景，以后每

年都来。”熠熠生辉的运河文化名片越擦越

亮，赢得游客连连称赞。

文旅商融出新业态

“红桥区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以旅

兴商，将多元文化注入旅游商贸活动，培育发

展‘文化+旅游+商业’融合新业态。”红桥区

商务局局长张凌说。

花期就是机遇期。近日，红桥区启动了为

期一个月的大型消费节活动。“聚焦游、购、娱、

食 4 方面，广泛组织各大商超、酒店、餐饮企业

结合桃花主题丰富消费场景、开展 30多场促销

活动，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激发消费市场

活力，为市民带来一场春日消费盛宴。”张凌介

绍。据统计，运河桃花节开幕后 3天，红桥区各

商场客流量同比增长 240.54%，销售额同比增

长 258.21%，景区周边酒店等入住率超八成，同

比增长 30%以上。

“桃花堤门口就有免费公交车，看完桃花

可以直接到西北角尝最地道的天津小吃，逛

陆家嘴、水游城，很方便！”来自山东滨州的大

学生小从说，自己早就在网上看到西北角是

来天津旅游必到的打卡地之一，“这次正好一

条线都游玩了！”

结合区域特色，红桥区积极发掘文化资

源、文化 IP 潜力，大力支持文化元素导入商

业载体，丰富消费业态，提振城市消费活力。

“当前，红桥区正着力打造 2023‘乐享红桥

消费年’，除春季系列活动外，还将举办盛夏清

凉消费季、金秋大宗商品购物节、暖冬冰雪消

费季主题活动和多场促销活动。”张凌说。

乐器、茶叶罐、鼻烟壶、挂件，在西沽公园

非遗市集摊位前，押花葫芦的创意手工艺品

吸引了游客的目光。高氏押花葫芦制作技艺

第四代传承人高琪在现场为游人介绍产品。

“这项非遗技艺已传承上百年，有很高的观赏

价值和收藏价值。”高琪说。

设置更多非遗和老字号展区，让非遗项

目走入群众生活；鼓励非遗传承人结合时代

特色，打造更多文创产品……张凌表示，红桥

区将继续支持更多非遗、老字号等特色文化

元素与商业结合，丰富并创新商业业态。

“作为历史上南北漕运的中转枢纽，红桥

区一度商贾云集、热闹非凡；作为天津近代商

业的发祥地，红桥区也孕育出谦祥益、耳朵眼

炸糕等诸多知名商业品牌。”红桥区委书记李

清说，当下，得益于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文旅

商全面深度融合，红桥区绽放新活力。

文化服务带来幸福感

西沽公园主舞台前人头攒动，大家一边

感受着美好春光，一边欣赏相声表演、舞龙、

舞狮、歌舞、曲艺等。

休闲广场上舞步翩跹、乐曲悠扬，市民在

合唱、健走等各类文体活动中强身健体、修身

养性；街道文化中心、社区文化站中笑语欢声

不断，书法讲座、摄影培训等为人们的业余生

活提供多样选择；网红图书馆、城市书吧里书

香馥郁，读者沉浸在知识的海洋里……不仅

是节庆期间，平日里漫步红桥区的大街小巷，

也能感受到扑面而来的文化气息。

近年来，红桥区不断健全现代公共文化服

务体系，大力开展系列文化惠民活动，丰富基

层文化供给、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一批批

文化基础设施建了起来，一系列惠民文化活动

热了起来，一个个特色文化品牌亮了起来。

截至目前，红桥区先后设立图书馆分馆

及基层服务点 97 个，配送和更新图书超 17 万

册；建成社区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 104 个；连

续举办 20 届社区文艺文体艺术节；红色文艺

轻骑兵送演出进社区、进工地、进养老院等

400 余场次；全区常年活跃的文化团体有 120
多支，累计培育文艺爱好者 2000 人次……

红桥区委副书记、区长陈宇说，如今，红

桥区百姓的文化生活更加便捷，文化产品更

丰富，多样的文化服务正为居民带来源源不

断、持续攀升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上图为桃花堤一角。 朱双银摄

挖掘历史文化资源、推动文旅商融合发展，天津市红桥区——

来桃花堤，赴一场春日之约
本报记者 乔 杨 武少民 龚相娟

在大运河畔赏桃花、参与
书画笔会、欣赏非遗技艺……
近日，在天津市红桥区开幕的
第三十二届天津运河桃花文
化商贸旅游节，为市民游客带
来丰富的文化体验。近年来，
红桥区深入挖掘以大运河为
主要内容的历史文化资源，推
动文旅商融合发展，开展文化
惠民活动，让人们的生活更文
气、更多彩。

核心阅读■文化市场新观察R

本报北京 4月 11日电 （记者陈世涵）近日，由浙江省丽

水市委宣传部、浙江小百花越剧院共同出品，浙江越剧团演出

的越剧现代戏《绿水青山》在北京上演。

全剧以一个家庭的命运为切入点，讲述了青莲村修复生

态环境、创造绿色发展的故事，展示了人们在生态环境保护中

获得的价值实现和精神升华。

全剧通过音乐、美术、灯光等艺术样式，配合多媒体设计

等多种表现手段，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与舞台艺

术有机融合，以清幽婉丽的唱腔、真切动人的表演，将生态文

明理念与建设成果娓娓道来。浙江小百花越剧院院长、《绿水

青山》主演王滨梅表示：“我们有责任用戏曲传播方式，将当地

生动的生态文明实践呈现给观众。”

据了解，该剧先后入选文化和旅游部新时代现实题材创

作工程和剧本扶持工程、浙江文化艺术发展基金 2021 年度资

助项目、浙江舞台艺术重点题材扶持项目。

越剧现代戏《绿水青山》在京上演

本版责编：杨 暄 曹雪盟 陈世涵

本报上海 4月 11日电 （记者曹玲娟）日前，由华东师范

大学中文系、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创意写作研究院主办的“中国

大学创意写作联盟”成立大会暨“新文科背景下中国创意写作

学科发展”研讨会在华东师范大学普陀校区举行。当天，“中

国大学创意写作联盟”揭牌成立。

“中国大学创意写作联盟”是由开展中国创意写作教学、

研究、创作、评论等工作的中国大学自愿结成的全国性、学术

性的非营利性组织。该联盟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

等 9 所高校的创意写作机构发起倡议，指导单位为中国作家

协会。据悉，这是全国高校首次为“创意写作”成立联盟。“中

国大学创意写作联盟”将定期组织相关学术活动，联合海内外

创意写作领域专家学者，培养更多具备中国情怀、世界眼光的

高素质写作人才，共同推进新时代创意写作及中国文艺事业

的繁荣发展。

中国大学创意写作联盟成立

本报合肥 4月 11日电 （记者田先进）近日，安徽省文化

和旅游厅决定组织开展 2023 年全省文化惠民巡演乡村行活

动。演出场次超 2600 场，演出时间为 2023 年 12 月底前。

根据要求，演出剧（节）目为近年来新创作的戏曲、歌舞、

曲艺、小品等群众喜闻乐见的作品。内容围绕宣传贯彻党的

二十大精神、现代化美好安徽建设、乡村振兴、乡风文明等，重

点推出现实题材优秀剧（节）目。

各地要严把参演剧（节）目和参演人员的政治关、思想关、

艺术质量关，确保内容健康向上、形式丰富多样、艺术表现精

湛。同时，各地要对每场演出进行短视频录制，通过“送戏进

万村”平台上传。

安徽开展文化惠民巡演乡村行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