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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 9 点，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刘官厂

村凤阳邑“有风小院”门前的青石板路上，前

来打卡拍照的游客已经排起了长队。

“电视剧热播的时候我就想来看看，今天

终于如愿了。”来自湖北的游客刘慧雯没有选

择常规知名景点作为来大理的第一站，而是

起了个大早来到凤阳邑，只为找到这个在电

视剧里频繁出现的“有风小院”。

刘慧雯说的电视剧，是去年热播的《去有

风的地方》。这是一部以大理乡村生活为题

材，在大理实景拍摄的电视剧。剧集播出后，

不少游客慕名前来。据统计，2023 年 1—12
月大理州累计接待游客 9530.34 万人次，同比

增 长 67.39%；实 现 旅 游 业 总 收 入 1603.39 亿

元，同比增长 104.67%。

一年过去了，在大理，这部剧的旅游带动

效应仍在持续。

一部剧带“火”一座城

沙溪古镇、凤阳邑的客栈、喜洲古镇的稻

田、诺邓古村的马场……去年 1 月，《去有风的

地方》开播，该剧不仅用镜头捕捉了大理美丽

的自然风光，也集中展示了颇具特色的村落建

筑、民族服饰、地方小吃和非遗文化等。

电视剧播出后，很多游客来到位于大理

的拍摄地参观游览。尤其是剧中经常出现的

凤阳邑村，在电视剧的引流下迎来不少游客。

“电视剧播出前，凤阳邑每天的游客量也

就百人左右，该剧播出后，游客最多时单日近

万人。”刘官厂村乡村振兴驻村工作队队员杨

梦梅说。

一年过去，凤阳邑热度依旧，今年元旦假

期，村子日均接待游客 3000 人次。“有风小院”

负责人张雨佳说，今年以来，小院每天 4 个时

段的参观预约名额几乎全部约满，春节假期的

民宿也已订满。“借着影视剧的热度，我们将剧

里的取景地改造成咖啡店和民宿，游客可以来

小院喝下午茶，品尝剧中的同款美食，拍同款

照片，体验剧中人的生活。”

火起来的不只凤阳邑。白族扎染州级传

承人、喜洲古镇蓝续喜洲田园店负责人张翰

敏说，过去一年，自己就没有闲下来过。“许多

游客专程来体验剧里出现的白族扎染，在一

针一线里感受非遗文化的魅力。”张翰敏介

绍，他们制作的“有风”系列扎染伴手礼十分

畅销，最多时一天能卖 200 多件。

“这部剧可以说是一部生动的大理文旅

宣传片，将大理的自然风光、人文风情和历史

文化融入其中。”大理州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

杨梅秀说。

影视 IP助推城市品牌建设

《去有风的地方》讲述了一名都市女青年

离开城市前往大理乡村，开启一段新生活的故

事。一部剧缘何带“火”大理的旅游市场？杨

梅秀认为，除了剧集呈现的风光让人向往，这

部剧的“慢”基调与大理多年来打造的生活方

式不谋而合，“田园生活、诗和远方是大理的气

质，这种气质符合当下许多人对‘慢生活’的向

往，更容易引起人们的情感共鸣。”

以扎染为例，张翰敏说：“绘图、扎缝、浸

染、拆线……制作一件扎染作品需要至少两

个小时，在快节奏的城市生活里很难抽出如

此多的时间，但在大理可以。”

大 理 的 生 活 方 式 ，吸 引 越 来 越 多 人 来

到这里。来自外省的音乐人蓝茹萍和胡娉婷

去年在大理相识，组建了一支双琵琶乐队。

乐队在大理的第一次演出是在喜洲古镇的田

野上。夕阳下，风吹过稻田的沙沙声和琵琶

声交织在一起，镇上的游客和居民纷纷被音

乐吸引。“这种自然、包容、浪漫的演出氛围，

让我们全情投入，也让我们重新发现了音乐

的美。”胡娉婷说。

杨梅秀介绍，近年来大理借助影视 IP，持

续深化城市品牌建设，让更多人认识大理、走

进大理、爱上大理。

努力让流量变“留量”

《去有风的地方》点燃了观众来大理的旅

游热情，但怎样让热度持续下去，将影视剧流

量转化为持续不断的旅客“留量”？大理聚焦

“练好内功”。

凤阳邑火起来后，随着游客增加，一些村

民在道路两旁摆摊销售当地小吃和手工艺

品，让本就不宽阔的道路更加拥挤。驻村工

作队和村两委发现后，在村里的广场专门规

划了一片区域，并结合该村历史文化将摆摊

区域设计成特色集市，邀请村民进驻。环境

整洁了，游客的体验也更好了。

杨梦梅说，2021 年 5 月以来，各级各部门

累计给凤阳邑投入资金 3400 余万元，实施基

础设施建设和文旅产业项目 32 个，完成道路

提升改造、环卫设施配套、雨污管网改造、停

车场建设等工程，全面改善村庄公共基础设

施，提升村庄面貌。

不仅如此，凤阳邑还利用老院落改造，引

入白族三道茶非遗技艺州级传承人董丽的凤

阳茶室和南京先锋书店等一批有文化内涵的

场所。“要让游客爱上这座城市，就需要以文

化吸引人。”杨梦梅说。

从 1959 年的电影《五朵金花》，到电视剧

《天龙八部》，再到电视剧《去有风的地方》，大

理一直以来都备受文艺创作者青睐。

近年来，“影视+文旅”融合发展在大理不

断开花结果。例如，大理天龙八部影视城“天

龙八部武侠沉浸街区”，结合影视剧推出的

“沉浸式剧本游”项目颇受游客喜爱。

“景区联合第三方专业机构，创新打造 12
个各具特色的‘剧本游’主题，建成沉浸式武侠

主题街区。”大理旅游集团天龙八部影视城分公

司副总经理张丽娜介绍，自去年 6 月该项目正

式推出以来，共接待游客 6000多人次。

当前，大理州正全方位提升旅游品质、强

化旅游市场管理、丰富旅游产品供给、加强文

旅宣传营销，化“流量”为“留量”，以实际行动

守护好大理旅游的招牌。

上图：大理古城一隅。

苗 剑摄（影像中国）

云南大理探索“影视+文旅”融合发展

一部剧与一座城的双向奔赴
本报记者 叶传增

随着电视剧《去有风的地
方》热播，云南大理成为旅游
热门城市。据统计，2023 年
1—12 月大理白族自治州累
计接待游客 9530.34 万人次，
同比增长 67.39%。一部剧带

“火”一座城，不少游客慕名
前来，感受当地的风土人情；
当地也不断提升服务品质，丰
富产品供给，让游客拥有更好
的文旅体验。

核心阅读■以文塑旅 以旅彰文R

“ 思 想 的 引 领 ，犹 如 征 途 中 的旗

帜、远航中的灯塔。”2月 6日，人民日报

头版头条刊发任仲平文章《为强国建

设、民族复兴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

精神力量、有利文化条件——论深入

学 习 贯 彻 习 近 平 文 化 思 想》，引 发

热 烈反响，激励广大干部群众更好担

负 起 新 的 文 化 使 命 ，在 推 进 中 国 式

现代化进程中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

强。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把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摆在治国

理政重要位置，举旗定向、谋篇布局，

正本清源、守正创新，推动新时代宣传

思想文化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在这

一历史进程中，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

一系列重要会议、发表一系列重要讲

话、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在新时代文

化建设方面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

新论断，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这一

重要思想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

想文化工作、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提供

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

习 近 平 文 化 思 想 明 确 了 新时代

新的文化使命，为新时代党的宣传思

想文化工作指明前进方向。习近平

总书记指出：“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

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

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

文化使命。”新时代以来，“两个巩固”

“ 九 个 坚 持 ”“ 十 四 个 强 调 ”“ 七 个

着力”……习近平文化思想涵盖新时代

文化建设的发展方向、历史使命、目

标 任 务 、发 展 战 略 、发 展 途 径、发展

保证等基本问题，既是对过往理论和实

践经验的深刻总结，也为继续做好新时

代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指明前进方向。

习 近平文化思想的提出具有里 程碑

意 义。

习近平文化思想明确了肩负新的

文化使命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标志着

新时代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规律

性认识上升到一个新高度。习近平

总 书记强调，“更好担负起新的文化

使命，坚定文化自信，秉持开放包容，

坚持守正创新，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必须深刻认

识到，“坚定文化自信”，就是要坚持走自己的路，立足中华民

族伟大历史实践和当代实践，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把

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更加坚定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秉持开

放包容”，就是要更加积极主动地学习借鉴人类创造的一切优

秀文明成果，坚持中国与世界相融通，在文明交流互鉴中推进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增强中华文明的传播力影响力；“坚

持守正创新”，“守正”守的是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

地位的根本制度，守的是“两个结合”的根本要求，守的是中国

共产党文化领导权和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创新”创的是

新思路、新形态、新话语、新机制、新形式，实现古今贯通、融通

中外、与时俱进、科学有效。

习近平文化思想明确了新时代文化建设的路线图和

任务书，为做好党的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

必须深刻认识到，习近平文化思想“明体达用、体用贯通”，

既有文化理论观点上的创新和突破，又有文化工作布局上

的部署要求，既有本体论、认识论高度上的整体观照，又有

实践论、方法论上的具体指导，充分体现了理论与实践相结

合、世界观和方法论相统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

思想，就要准确理解其中的重要概念和提法，同时加强系统

性、整体性把握，吃透基本精神，领会核心要义，明确实践

要求，做到学有所悟、融会贯通。

思想的光芒照亮前路，文化的力量鼓舞人心。前进道路

上，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引领，以高度政治自觉、饱满

精神状态、顽强斗争意志、科学思路方法做好工作，我们就一

定能够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在实践创造中进行文化创造，

在历史进步中实现文化进步，以文化兴盛支撑国家强盛。

（作者分别为上海社科院党委书记、研究员，上海社科

院研究生院党委书记、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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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南宁 2月 8日电 （庞革平、王耀前）近日，首届“佼

佼街”迎春花事活动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举办。

据介绍，本届迎春花事活动举办了“花开富贵”迎春花

市、“龙腾盛市”民俗文化集市等，并演出各种文艺节目，以

歌舞、粤剧、武术、儿童合唱等形式展示传统年俗。

在各项活动中，“花开富贵”迎春花市格外受欢迎，选购

花卉的市民经常排起长队。据介绍，玉林市依托大容山国

家森林公园、容县立垌兰花生态园、五彩田园等，整合周边

资源，推出花木盆景、生态体验等集展示、销售、文旅、研学、

康养为一体的新业态，助力文旅和花木产业转型升级。

广西玉林举办迎春花事活动

“感受秦风唐韵，品味梨园荟萃。各位游

客大家好，现在是戏曲大观园时间段，请欣赏

秦腔传统剧目《火焰驹》选段《裱花》。”

临近春节，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区华清宫

景区，新搭建的戏台下人潮涌动，游客看得津

津有味，掌声喝彩声不断。演出中，数十名秦

腔演员轮番登台，《龙凤呈祥》《三月桃花》《花

亭相会》等秦腔名段依次上演。

这样的露天惠民演出，是临潼区正在开

展的“西安年·游临潼”新春文化旅游系列活

动的“迎新春大礼”。

候场间隙，演员任群英和同事们赶到西

安 地 铁 9 号 线 华 清 池 站 口 集 合 ，为 临 潼 区

“ 秦 唐 ”文 化 穿 越 之 旅 系 列 活 动 做 演 出 准

备。从 2 月 2 日至 2 月 24 日，在连接兵马俑、

华清池与西安主城区的地铁 9 号线，临潼区

持续开展地铁巡游互动迎新春活动，让游客

沉浸式感受具有浓郁特色的节日氛围。

“第一次在地铁站表演秦腔，把我们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给来自全国各地的游

客，我们很激动。”任群英说。

今年春节，临潼区开设春节“文旅大集”，

围绕年味年韵、非遗展演等内容，推出甲辰龙

年迎春仪式、陕西民间鼓艺展演、社火方阵巡

游巡演等主题活动，搭配舞台演出巡演、特色

文旅产品销售、市民游客互动体验等项目，让

市民游客感受浓浓的年味。

陕西西安临潼区开展系列文旅活动——

非 遗 体 验 年 味 浓
本报记者 原韬雄

了解天津运河文化的历史底蕴，领略天津历

史文化的绚烂多彩……1月以来，天津博物馆共有

11个展览开展。

“临近春节，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

富节日文化活动，天津博物馆、天津美术馆等联

合举办了一系列丰富多彩的展览活动，让文物

走出展馆，来到群众身边。”天津博物馆党委书

记于健介绍。

“耀世奇珍——馆藏文物精品陈列”历经

10 余年升级完善，已经成为天津博物馆展览知

名品牌。展品定期更换，百余件文物精品涵盖

青铜器、玉器和书画等类别，展柜玻璃升级为专

业级低反玻璃，透光率高达 97%以上，观众能更

好地感受文物风采。

天津博物馆定期组织专业人士培训讲解

员，培训内容涵盖礼仪、发声、文史知识等多个

方面。博物馆的研究部门也定期针对新的展览

为馆内讲解员进行业务培训，帮助参观者了解

文物背后的故事。

在天津博物馆，“云上博物馆”同样精彩。

天津博物馆联合新媒体平台特别策划“云游博

物馆 共度跨年日”直播活动，同时联合开发了

“VR 天博”，上线推出五个主题场馆、468 个 VR
场景……让更多文物在线上“活起来”。

天津博物馆精心打造展陈

文物展览迎新春
本报记者 武少民

春节临近，湖北省黄冈市在黄州区遗爱湖公园东坡广

场等地举行“东坡庙会·回家过年”系列活动，吸引不少市民

游客前来看戏曲、享美食、购年货、学非遗。

活动现场，由湖北省黄梅戏剧院带来的戏曲情景剧《四

戏同缘》，以戏曲串烧的形式将京剧、汉剧、楚剧、黄梅戏 4个

剧种与黄冈市的渊源生动地展现出来。非遗文化剧《黄州豆

腐》、红色文化剧《长江边的婚礼》等节目也受到观众欢迎。

“东坡庙会”是近年来黄冈市重点打造的文化品牌，今

年以“回家过年”为主题。黄冈将在线上平台发放各类消费

券 3000 多万元，可用于非遗文创、餐饮购物等。同时，黄冈

市还积极组织非遗项目进景区、进社区、进村组等活动，让

人们过一个年味儿满满的春节。

近年来，黄冈持续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和

创新发展等工作，全市已有 10 项国家级非遗、46 项省级非

遗、154 项市级非遗代表性项目。

湖北黄冈推出戏曲等文化活动

多 彩 庙 会 庆 佳 节
本报记者 范昊天

本版责编：张彦春 曹雪盟 王欣悦

150 余场演出，涵盖音乐会、舞剧、音乐剧、

话剧、相声、杂技等多种艺术形式……

从大年初一到正月十五，黑龙江省哈尔滨

市的文艺活动不间断。据了解，2024 年春节假

期，哈尔滨市将推出多项精彩纷呈的文艺演出

活动，陪伴市民游客度过新春佳节。

哈尔滨大剧院引进了多个国内外精品剧

目，将推出《CR 青少年交响冰雪之约》音乐会、

“诗词宝典 新春盛宴”《梦回唐宋——中华诗

词大会》大型沉浸式亲子互动诗词情景剧、大型

沉浸式互动科学剧《物理秀》等。

哈尔滨音乐厅（哈尔滨交响乐团）以“交响

迎亚冬，音乐满冰城”等为主题，举办系列音乐

会。老会堂音乐厅将与黑龙江歌舞剧院、哈尔

滨交响乐团等 11 家演出团体合作，举办系列演

出。哈尔滨演艺影视集团将在机场、哈尔滨西

站举办弦乐四重奏迎宾活动。

黑龙江哈尔滨推出精彩活动

文艺演出过大年
本报记者 刘梦丹

春节将至，山西省晋城市推出“国潮当红”新春庙会、传统社火展演、诗词一条街文化体验等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文化活动，展示民俗特

色，吸引不少游客前来参观体验。图为晋城市司徒小镇“打铁花”表演。 郑洋洋 焦金辉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