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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灯初上，河北省石家庄市正定古城内，缤纷多彩的花灯一盏

盏亮起，让人目不暇接。登上南城门城楼放眼望去，整座古城流光

溢彩，不少游客身着传统服饰前来赏灯。

2 月 2 日晚，正定县在古城启动“千灯绘古城”大型灯会，活动

将持续至 3 月 11 日。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吸引各地游客前来，感

受传统佳节的魅力。

在阳和楼前，游客陈洁一边和花灯合影，一边用手机查询古建

的历史。“之前看过灯会的视频，觉得很漂亮，这次来现场亲眼见

到，感觉更加震撼。”来自北京的游客徐明游览了阳和楼、荣国府等

景点，晚上又来看灯会。“灯会设置了古城人文展示区，可以充分领

略到正定的历史文化积淀。”徐明说。

“我们邀请了专业的花灯制作团队来筹备灯会，融合了传统非遗

技艺与现代科技，在每盏花灯的造型设置、色彩搭配及细节展现等方

面都精雕细琢。”正定县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副局长刘卫娜介绍。

为了让古城焕发新活力，近年来，正定县大力推进古城保护和

县城建设，打造出南关古镇、阳和楼片区和旺泉古街等特色街区，

让文物“活”起来，文化“兴”起来，旅游“火”起来，推动文旅资源和

新兴业态融合发展。

河北省石家庄市正定县——

古城焕发新活力
本报记者 邵玉姿

位于黑龙江省绥满通道东端的双丰隧道，每个月平均有 480
列客车、340 列货车和 107 列中欧班列，要经过这条全长 7237 米的

隧道。

今年春运期间，由于列车增开，用于检修的“天窗”时间只有 3个

半小时。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牡丹江电务段的安惠宝和

4名工友组成小分队，负责检修隧道里的信号机、轨道电路和道岔。

“现在列车跑得快，钢轨一振动螺丝就容易松，必须定期测

试。时间有限，要争分夺秒检修。”安惠宝说。

冬季，当地夜间气温常常低至零下 30 多摄氏度。蹲在地上，

摘下手套，队员们在冰冷的螺丝间摸索检查。“一次作业要蹲几百

次、弯腰上千次。”安惠宝说。

“4397C 轨道电压有波动。”突然，安惠宝的电话里传来报警信

息。故障点位距安惠宝所处的位置有 1 公里远，此时距“天窗”时

间结束还有 30 多分钟。安惠宝和工友背着 30 多斤的装备，以最短

时间跑到故障点位，检查了几十个接线端子。多年来，安惠宝和

工友们精心磨炼技艺，也形成了很好的默契。很快，他们就排除了

故障，检修作业结束。

返程的车上，安惠宝和工友们睡得很沉。不久后，一阵汽笛声

传来，一列中欧班列从隧道驶过。

中国铁路牡丹江电务段职工——

精研技艺保畅通
本报记者 郭晓龙

深夜 1 点，三亚凤凰机场依旧熙熙攘攘。蒲朝山看了一眼手

机，此刻距客人抵达还有半小时。

老蒲是海南省三亚市吉阳区博后村村民，在村里经营民宿。

临近春节，博后村迎来很多游客，蒲朝山往返于机场和民宿之间接

送游客。“现在入住率高，大部分客房都预订满了。”

早些年，蒲朝山在酒店打过工、开过游船、经营过小饭馆。

2018 年，他在村党总支的支持下贷款开办“山林博达”民宿，第二

年就还清了贷款，还购置了一辆小汽车用来接送客人。

“乡村游很红火，大家的日子一天比一天有盼头。”蒲朝山说。

背靠亚龙湾的博后村，正把“金海岸”变成“聚宝盆”。近年来，

博后村党总支坚持以党建引领乡村振兴，立足区位优势，大力发展

旅游民宿产业，带动相关配套产业发展，蹚出一条乡村全面振兴新

路子。全村现有精品特色民宿 62 家、客房近 1900 间。2023 年，博

后村接待游客 84 万人次，营业收入达 1.7 亿元，集体经济收入突破

千万元。

今年春节假期，博后村准备举办一场乡村旅游文化节。届时，

新春长桌宴、乡村集市、民俗节目表演、民族体育赛事齐上阵，将为

游客带来更好的体验。“未来我们将继续在‘土特产’上做文章，补

齐产业发展短板。”这些天，博后村乡村振兴工作队队长胡魁忙得

脚不沾地，却乐在其中。

海南省三亚市——

旅游带旺博后村
本报记者 孙海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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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春刚过，全景式沉浸式戏剧主题公园

“只有河南·戏剧幻城”夯土墙前，百亩麦田

透出些许绿意。

2021 年，“只有河南·戏剧幻城”落地河

南省郑州市，近 3 年来，项目用戏剧的方式

传播文化，为观众带来沉浸式的深度体验。

2023 年，“只有河南·戏剧幻城”入选全国智

慧旅游沉浸式体验新空间培育试点，观剧人

次突破 1200 万。

河南省文化和旅游厅党组书记、厅长

黄 东 升 介 绍 ，河 南 文 旅 传 播 热 度 攀 升 ，游

客 人 数 较 往 年 大 幅 增 加 。 以“ 只 有 河 南·
戏 剧 幻 城 ”为 代 表 的 文 旅 业 态 繁 荣 ，一 方

面反映了文化自信的增强，另一方面也展

现 出 文 旅 作 为 新 的 经 济 增 长 点 有 着 巨 大

潜力。

旅游引流，创新文化业态

演 到 关 键 情 节 ，台 上 的 戏 剧 演 员 李

豪完全沉浸在表演中，鞋帮断裂发出一声

“咔嚓”。“得！又该换鞋了。”李豪告诉记

者，“演出非常火爆 ，节 假 日 旺 季 时 ，一 天

演 12 场 ，场 场 爆 满 。 演 起 来 ，满 场 跑 ，鞋

很容易坏。”

这是“只有河南·戏剧幻城”热演的一个

缩影。

2021 年 6 月，占地 622 亩、投资近 60 亿

元的“只有河南·戏剧幻城”开城，重点部分

就是单边长 300 多米、高 15 米的“幻城”。“以

黄土夯筑为主要建造方式，融入中原传统民

居文化元素，按照古代城市的里坊布局，建

成了 56 个不重样的格子空间，嵌套进 21 个

剧场，并且打造了配套的非遗展示、休闲餐

饮等设施。”“只有河南·戏剧幻城”负责人、

河南建业文化旅游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

理姚培说。

“为了满足不同观众的需求，我们对剧

目力求‘深者看了不浅，浅者看了不深’。”

“只有河南·戏剧幻城”总导演王潮歌说，“拿

3 个主剧来说，既有富含人情味的《李家村》

《火车站》，也有体现中原文化的《幻城》。”

以旅游的逻辑吸引观众，用戏剧的方式

传播文化。“和许多景区以景为主、演出为辅

不同，我们希望在游客和戏剧之间搭建一座

连接的桥梁。以景引人，以戏剧留人。”姚培

说，“去年‘只有河南·戏剧幻城’观剧人次突

破 1200 万 ，这 在 传 统 剧 场 演 出 中 很 难 想

象。我们不仅赢得了市场的良好反馈，也吸

引了更多人去了解、热爱中原文化。”

文化赋能，拓展旅游内涵

游客的热爱，离不开“只有河南·戏剧幻

城”对文化元素的集中挖掘和高密度展示。

“具有厚重感、高浓度的历史文化元素，

正是让游人流连忘返的关键。”姚培说，就连

景区里售卖的饮品，玻璃瓶上也包含青铜

器、汝瓷、仰韶陶罐等多种传统文化元素。

“在剧目上，‘只有河南·戏剧幻城’用丰

富多元的戏剧内容展现了历史文化的融合

与互动。在主剧场‘火车站剧场’和‘李家村

剧场’，我们用行进式演艺的方式，讲述了艰

苦奋斗的历史故事；在‘幻城剧场’里，呈现

出浩瀚壮观的中华文明史。”姚培说。

去年 4 月，“只有河南·戏剧幻城”与河

南博物院联合举行了“麦田里的博物馆”文

化展览，精选沿黄九省区 12 家博物馆的 59
件馆藏文物复制品在麦田之中进行展览，进

一步拓宽了博物馆的打开方式。

“文化是‘只有河南·戏剧幻城’最关键、

最持久的竞争力。为了保证文化氛围，我们

对入驻商家进行改造，融入文化元素。同

时，与河南的文化单位保持互动，进一步丰

富文化内涵，履行社会责任。”姚培说。

有网友在“只有河南·戏剧幻城”的微

信公众号里评论道：“这座城包含的喜怒哀

乐，讲了河南，也讲了每一个河南人。这里

将河南的历史呈现在游客面前，让老一辈

人回忆过去，让年轻一代感恩过去、珍惜现

在、创造未来。”

创新表达，推进文旅融合

姚培告诉记者，去年全年，“只有河南·
戏剧幻城”来自省外的观众超过 70%，其中

90%都是自发前来的散客，“许多人下了飞

机就直接过来了，不少人是第一次来河南。

游客的信任，既是肯定，也是一份沉甸甸的

责任，我们必须努力做好每个细节。”

“如今，‘只有河南·戏剧幻城’已经成为

人们认识河南、了解河南的一个新的切入

点，其文化带动作用日益凸显。”河南省文化

和旅游厅宣传推广处副处长王立国说。

王立国介绍，以“只有河南·戏剧幻城”

为代表，一座包含方特乐园、电影小镇、海

昌海洋旅游度假区等八大主题公园在内的

“中国中牟·幻乐之城”已渐渐成形，“河南

文旅不只有文物和古建，还有创新的文化

表达。”

“ 我 无 意 中 来 到‘ 只 有 河 南·戏 剧 幻

城 ’，被 深 深 吸 引 了 ，前 后 打 卡 了 很 多 次 。

在我的推荐下，有十几个外地朋友也对这

里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们还专门去了‘天

子驾六遗址坑’剧场里提到的河南博物院，

去洛阳看了明堂和天子驾六遗址坑。”网友

“朵拉”留言说。

“希望‘只有河南·戏剧幻城’成为游客

来河南的新目的地，更希望能通过创新文旅

表达方式，传播中原文化，吸引更多人了解

河南、爱上河南。”姚培说，“‘只有河南’这个

名字本身，体现着厚重、绵长的中原文化，彰

显着文化自信，我们有责任把珍贵的历史文

化发掘好、传播好。”

图为俯瞰“只有河南·戏剧幻城”。

潘建勋摄

河南郑州打造戏剧主题公园，创新文旅表达

体验中原文化 感受戏剧魅力
本报记者 毕京津

位于河南省郑州市的全
景式沉浸式戏剧主题公园

“只有河南·戏剧幻城”，用戏
剧的方式传播文化，通过营
造沉浸式体验、创新文旅表
达，带领观众感受厚重的中
原文化，吸引更多人了解河
南、爱上河南。

核心阅读

新年伊始，文旅市场呈现繁荣景象。56
个“格子”、21个剧场，“只有河南·戏剧幻城”

用戏剧讲述中原故事，吸引游客纷至沓来。

这显示出旅游演艺推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

合、推动现代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巨大潜力。

自古以来，“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就是

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坚持以文塑旅、以旅

彰文，推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创作优秀

文艺作品，研发优秀旅游产品，满足人们对

美好生活新期待，是当前文旅行业发展的

方向。

源于 20 世纪 60 年代艺术领域的“在地

化”观念，已经走出了本源意义上的“在地关

怀”，成为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的有机界面，

也构成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新质生产力。

那些厚植本地文化的演艺剧目、民俗文化、

音乐节和美术作品，能够唤起人们的历史记

忆和文化感知，从而形成新的体验。如果将

戏剧幻城与银基、海昌、方特等主题公园，以

及建业电影小镇等文化休闲和旅游度假空

间叠加在郑州市域地图上，我们就会发现，

众多本地性演艺项目开始重塑这座城市的

人文气质。“艺术路标”吸引了来自国内外的

游客到访散点式体验空间和多样性消费场

景，并使游客尽可能停留更长的时间。

旅游活动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

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有效载体。随着更多游

客到访，地方的、民族的、传统的文化将随之

传播到四面八方，为城市形象注入新内涵，

并带来文化交流的新机遇。簪花、刺绣、汉

服、陶瓷、围炉煮茶等传统文化，因为旅游者

的参与和分享，重新走进人们的生活；随着

年轻游客对戏剧、舞蹈、美术、服装、手工、餐

饮等文化遗产的接受，传统文化和非物质文

化遗产的培训、研学、创作、销售和推广的需

求增加，为非遗传承人带来了更大的发展空

间；面向旅游市场的演唱会、音乐节、民俗和

非遗文化活动，带来客流的同时，也带来了

增量消费和创意活力。得益于旅游活动，

《长恨歌》《印象丽江》《遇见平遥》《长安十二

时辰》等演艺剧目收获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

经济效益。

旅游业经济属性强、市场化程度高，旅

游目的地要承接文化传承发展的时代机遇，

还要在旅游形象推广、公共服务体系完善等

方面做更多的工作。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

是长期的系统工程，需要政府和业界更多的

耐心和智慧。在文化创造和旅游创新的进

程中，把握市场需求的变迁，研发新产品，满

足新需求，让旅游有更多文化味道。

（作者为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

让旅游有更多文化味道
戴 斌

■新语R

“回忆满满，感觉回到

了中学时光”……由吉林省

本土团队打造的校园动画

电影《茶啊二中》为观众带

来欢声笑语的同时，也收获

了近 4 亿元票房，让打磨多

年 的 原 创 IP 步 入 公 众

视野。

南湖公园、有轨电车、

从长春老地名“茶啊冲”而

来的片名《茶啊二中》……

在这部现实题材的校园喜

剧电影里，不少长春人都能

找到熟悉的记忆，多种元素

也为电影增添了浓郁的地

域特色。

“ 我 们 希 望 用 动 画 电

影讲好家乡故事。”吉林省

凝 羽 动 画 有 限 公 司 创 始

人 、动 画 电 影《茶 啊 二 中》

出 品 人 邢 原 源 介 绍 ，该 电

影是在同名动画短剧的基

础 上 推 出 的 ，打 磨 剧 本 花

费 3 年 ，电 影 制 作 耗 时 5
年。“为了尽可能还原真实

的校园，团队体验了 3 个月

的高中生活。”邢原源说。与此前的

网剧相比，电影在故事设计、角色设

置、画面精度等方面都有了更细致

生动的呈现。

动画产业的发展，离不开动画人

才的培养。起初，凝羽动画团队里只

有 3 人，后来吸引了不少热爱动画的

人才加入，持续发展壮大。“团队成长

的背后，离不开吉林省对文化产业的

重视，特别是本地院校在人才培养方

面的支持。”邢原源说，吉林动画学

院、吉林艺术学院等本地院校深耕动

画 专 业 人 才 培 养 ，为 吉 林

省动画产业发展提供人才

支持。

“专业教学和实践操作

相结合是我们培养人才的

方向。”吉林艺术学院动漫

学院副院长矫强说，动画专

业实操性较强，除了日常的

课堂教学，学院还通过工作

室创作、社会课题实践等，

重点遴选优秀学生并设计

个性化培养方案。

近 年 来 ，吉 林 省 高 度

重 视 动 画 产 业 发 展 ，着 力

打 造 区 域 性 动 画 品 牌 ，积

极 探 索 文 化 产 业 新 方 向 。

如 今 ，位 于 长 春 新 区 的 吉

林 动 漫 游 戏 原 创 产 业 园 ，

已 累 计 孵 化 企 业 、工 作 室

300 余家，吉林吉动文化艺

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单

位获评国家级文化产业示

范基地。

“接下来，我们将帮助

吉林省内动漫企业提高创

新 能 力 ，进 而 打 造 出 优 秀

的作品，推出区域性动画品牌。”吉林

省文化和旅游厅产业发展处负责人

张云伟介绍，下一步，吉林省将着力

支持发展一批动漫产业领域的“专精

特新”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并加大资

金投入，为相关企业开展创作生产、

市场运营提供足够的支持和保障。

“我们正在创作动画电影《茶啊

二中》的续篇。”对于国产动画的未

来，邢原源充满期待，“我们坚持打造

原创校园动画 IP，希望能成为吉林

省动画的代表性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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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文塑旅 以旅彰文R

日前，“双宁灯会”在江苏南京和青海西宁拉开帷幕，“秦淮灯会”和“湟源排灯”两项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在南京老门东历史文化街区和西宁湟源县丹噶尔古城同时亮相，为新春佳节营造欢乐祥和的氛

围。图为游客在丹噶尔古城拱海门附近欣赏“湟源排灯”。 本报记者 贺 勇摄

裁剪、电绣、丝印、车缝、填充……再经过精细手缝，一只惟妙

惟肖的龙年文创产品“四季小花龙”便呈现眼前。

春节临近，在广东省东莞市寮步镇，设计生产“四季小花龙”的

广东哈一代玩具股份有限公司，早已在库房备足了货。“一套 5 款，

推出后很受人们欢迎，还没过年就已经卖出 7 万多个。”公司董事

长肖森林说。

据介绍，对于龙年潮玩新品的研发，该公司在 2023 年春节后

不久便已开始。反复打磨、几易其稿，最终定稿的一套 5 款“四季

小花龙”形象憨态可掬，颜色喜庆亮丽。“既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又

满足了年轻人的喜好。”设计师卢慧卿说。

肖森林说，产品原本的定位是针对内销市场的，没想到在海外

市场也深受喜爱，接到了不少海外客户的订单。

目前，东莞拥有制造业企业约 21 万家，规上工业企业约 1.38
万家，制造业体系涵盖 34 个工业大类、涉及 6 万多种产品。像哈一

代这样的玩具设计、制造企业，东莞拥有超过 4000 家，上下游配套

企业近 1500 家，生产了全国近 85%的潮流玩具、全球 1/4 的动漫衍

生品。面对市场需求变化，当地积极转型升级，在提高生产能力的

同时，融入更多设计创新元素，用科技创新、文化创意不断擦亮品

牌，推动高质量发展。

广东省东莞市——

文化创意促升级
本报记者 贺林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