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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3，2，1，点火！”

海南文昌，椰林深处，1 月 17 日 22 时 27
分，长征七号遥八运载火箭搭载着天舟七号

货运飞船点火升空。火箭直冲云霄，吸引了

成千上万人的目光。沙滩上、街道上、民居楼

上 ，航 天 爱 好 者 们 按 动 快 门 ，记 录 下 难 忘

瞬间。

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是我国最年轻的航

天发射场，也是首个开放性滨海航天发射基

地。依托航天发射基地，文昌市发展航天主

题旅游，促进“航天+”与“旅游+”深度融合。

滨海小城吸引“追火箭的人”

当火箭发射的倒计时响起，在文昌铜鼓

岭观景台上，人们举着望远镜、扛着摄影机，

不自觉地屏住了呼吸。火箭升空几秒后，点

火发射的轰鸣声才延迟传来，欢呼声与尖叫

声一时响起。“我们全家人专程从江苏自驾过

来，火箭升空的那一瞬间，我特别激动。”游客

陈先生说。

文昌市地处海南岛东北角，三面临海。

文昌航天发射场比其他发射场更接近赤道，

同等条件下火箭的运载能力更高。发射场就

建在龙楼镇郊，游客乘坐飞机抵达海口市，转

乘高铁抵达文昌市，再驱车 20 多公里即可到

达，交通便捷。

四季温热，椰影摇曳，阳光和沙滩吸引着

八方游客，更吸引着一大批“追火箭的人”。

文昌国际航天城作为海南自贸港 13 个

重点园区之一，正加快推进航天城发射区、高

新区、旅游区“三区”联动发展，加快培育火箭

链、卫星链、数据链“三链”产业同构。如今，

“航天游”已经成为当地热门旅游项目。

一家青年旅行组织的负责人张作兴介

绍，“文昌‘追火箭’线路非常火，参加的游客

覆盖多个年龄段。我们已经组织了 11 次活

动，参与游客超过 300 人。”

观光游提升科技味

上午 10 点半，游客张女士带着女儿自驾

来到了海南国际商业航天发射场门口，参加

新推出的“航天建设游”。

巴士一路开到已经建设好的一号发射工

位下，远处是正在建设中的二号发射工位。

“海南国际商业航天发射场作为中国首个开

工建设的商业航天发射场，计划在今年实现

常态化发射。目前一号、二号发射工位的规

划能力是每年 16 发。”讲解员介绍。

随后，游客们前往航天探索基地，参观展

出的长征八号遥二运载火箭的 1∶1 模型，还

可以进行航天 VR 体验。未来实现常态化发

射后，发射场还将设有参观平台，包括普通观

礼区、专业摄影区，游客可以近距离观看火箭

发射全过程。

“以前文昌市发展航天旅游，更多的是提

供观测点位和民宿、农家乐等配套设施，游客

往往是‘追火箭’而来，打完卡便走。未来发

射场将在新的商业航天模式下，实现高密度

发射，可能每月、每周都有火箭发射。我们正

在探索与航天科普深度结合的旅游新模式。”

海南国际商业航天发射有限公司品牌宣传中

心主任范南虹说。

旅游具有潮汐性，文昌市的旅游旺季与

火箭发射期高度重合。“航天旅游作为高科

技旅游，需要发挥可替代性、可复制性低的

优势，弥补潮汐性强的劣势。”文昌市副市长

魏波表示，文昌市将从发展航天旅游到发展

“ 航 天 +”旅 游 ，力 争 让 游 客 从“ 看 热 闹 ”到

“看门道”。

在海南航天工程育种研发中心，工程师

姚彤正给来自北京的中学生介绍航天瓜果蔬

菜。该中心从 128 个航天引种实验中筛选出

37 个瓜果蔬菜和花卉品种培育种植，对外开

放参观。

在国家工业旅游示范基地文昌航天超算

中心，数字展馆集群日前投入试运营，打造以

航 天 超 算 为 重 点 的 线 上 线 下“ 数 字 展 馆 集

群”。“文昌航天旅游不仅仅是观光游，还有着

满满的科技含量。”文昌航天超算智慧管理有

限公司董事长叶世阳说。

据文昌市相关负责人介绍，接下来，文昌

市将聚焦航天旅游，以文昌航天发射场为重

点，整合龙楼镇周边资源，构建航天主题旅游

线路。通过“航天+”的融合设计，打造集观

光、旅游、科普、娱乐、餐饮、住宿于一体的文

昌旅游新名片。

从航天热到全域旅游热

“满房了，下次记得提前预约。”龙楼镇海

边村，民宿老板祝影向游客解释。

每逢火箭发射期间，这样的景象在文昌

市是常态。过去两年，常住人口不足 3 万的

龙楼镇，接待游客超过 150 万人次。2016 年

以来，龙楼镇宾馆从 5 家增长到 50 多家，饭店

从 230 家增长到 900 多家。地区生产总值 10
年间从 5.89 亿元增长到 40 多亿元。

交通道路建设，成为观察文昌市发展的窗

口。龙楼镇有三条主干道，一条通往文昌市

区，一条连接海文高速，一条直达清澜码头。

但在几年前，情况并非如此。过去，环岛高速

公路东线从海口市出发后直奔琼海市，绕过了

毗邻的文昌市。而现在，海口—文昌—琼海高

速公路建成；清澜码头扩建为国家一类开放口

岸，可供远望 21 号、远望 22 号火箭运输船停

靠；南部的清澜大桥连接文昌市与航天城，北

部的海文大桥连接文昌市与海口市。

航天之外，文昌市还积极挖掘当地旅游

文化资源，推出多个“一日游”“深度游”项目，

利用航天热带动全域旅游热。论自然风光，

这里有海南最长的海岸线；论人文历史，这里

有宋氏祖居、骑楼老街。海南省环岛旅游公

路文昌段计划建设 7 个主题驿站，位于文昌

的“龙楼揽月”正是其中一站。

如今，文昌市建设了航天科普中心、椰子

观光工厂、铜鼓岭旅游区等景点，设计航天亲

子游、文化游、研学游等不同旅游产品。火箭

发射期间，文昌还通过举办航天嘉年华等形

式，推动航天科技与文旅新消费可持续发展

深入融合。

感受椰风海韵，仰观星辰大海，文昌这座

滨海小城正焕发出新活力。

图为游客在观看火箭发射。

文昌市融媒体中心供图

海南文昌依托发射基地培育旅游业态

滨海航天城 兴起科普游
本报记者 赵 鹏 孙海天

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是
我国最年轻的航天发射场，也
是首个开放性滨海航天发射
基地。随着我国航天事业的
迅速发展，这座滨海小城吸引
了越来越多“追火箭的人”，航
天科普主题旅游业态不断完
善。人们来到这里，观看火箭
发射，了解航天育种、航天超
算，在椰风海韵中感受中国航
天的星辰大海。

核心阅读
■以文塑旅 以旅彰文R

本报北京 2月 21日电 （记者王珏）记者从国家文物局

获悉：“博物馆热”持续升温，今年春节假期（2 月 10 日至 17
日），全 国 博 物 馆 共 接 待 观 众 7358.01 万 人 次 ，同 比 增 长

98.6%（2023 年接待观众 3704.86 万人次）。其中，江苏、浙江、

江西、山东、河南、广东、四川、陕西 8 省份博物馆接待游客均

超过 300 万人次。

据悉，2024 年新春，国家文物局指导各地博物馆、纪念馆

等文博单位立足馆藏优势，整合多方资源，积极开展“博物馆

里过大年”系列活动，策划推出特色主题展览和系列文化活动

8500 余个，丰富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让人们在博物馆里

感受浓浓的文化年味。

春节假期博物馆接待观众 7358.01万人次
同比增长98.6%

“大家好，我是‘长城老郭’，我现在的位

置就是金山岭长城，咱们马上开始今天的直

播。”天蒙蒙亮，54 岁的河北省滦平县金山岭

长城文物管理处主任郭中兴已登上金山岭长

城，脖子上挂着相机，手持稳定器固定手机，

开始直播长城美景。

新春伊始，立于山峦之巅俯瞰，群山起

伏，金山岭长城如一条巨龙盘桓山脊，蜿蜒曲

折伸向天边，宛若一幅水墨画卷。

“万里长城，金山秀美。金山岭长城地处

京冀分界，是保存完好的一段明代长城。”老

郭边走边解说。尽管外面天寒地冻，直播间

里却热闹非凡。一场直播半个小时，数万名

网友观看点赞。

老 郭 从 1998 年 开 始 做 长 城 保 护 工 作 。

多年来，老郭在日常长城巡护中，坚持拍摄照

片，“长城拥有厚重的历史和壮美的景色，我

想推荐给更多的人。”

直播和短视频兴起后，老郭也想试试。

2021 年 9 月，他开始在短视频平台上以“长城

老郭”的名字直播长城景色。

一开始进展并不顺利。“尽管提前准备了

开场词，但首场直播还是讲得磕磕巴巴，直播

间才 1 名观众。接下来的几场，也没什么起

色，观众寥寥无几。”老郭说。

一个月后的某天，雨后清晨，郭中兴登上

长城，遇到了云海。镜头里，金山岭长城山峦

叠翠、云雾缥缈。老郭说，当天直播间的人气

就持续增长。这给了他信心，“长城的魅力，

在于真实的壮丽景色和自然风光。”

在老郭的镜头里，深秋层林尽染、寒冬雪

拥雄关、春来杏花微雨、盛夏层峦叠翠……金

山岭长城四季美景，通过“长城老郭”的镜头，

呈现给更多的人。

2022 年 4 月，金山岭长城杏花节如期而

至。漫山遍野的粉白色杏花与雄浑古朴的长

城相互映衬，构成一幅唯美画卷。老郭连续

直播了 20 天，完整记录下长城内外花开花谢

的全过程，效果出乎意料，“每天涨上千粉丝，

我从此开始每天都直播。”如今，“长城老郭”

的短视频账号粉丝突破 46 万，高峰时期直播

观看人数达 200 万。

直播的形式，方便观众实时互动讨论。

除了展现自然风光，老郭还发挥专业特长，在

直播中向大众介绍长城的历史文化，展示文

化遗产保护传承的成果。

“长城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无不凝聚着

古人的智慧与匠心。”老郭感慨，“正因为长城

的石刻、碑文、建筑构件等遗迹保存下来，后人

才得以了解长城原貌，为研究历史和文化提

供了珍贵的资料。”

近年来，当地不断加强长城保护，不少新

技术、新设备也综合运用到日常保护中来。

2016 年，当地推行长城安全保护网格化

管理制度，组织长城保护员开展日常巡查、森

林防火、卫生保洁等巡护工作；2019 年，长城

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正式启动，金山岭长城被

列为长城国家文化公园（河北段）重点建设区

段，系统性开展长城保护和文旅适度开发。

“大家看看这个位移监测设备，城墙如果

有震动或者移位，能实时获取数据监测。每

年汇总数据分析，对长城进行更有效更科学

的保护。”老郭说。

春节假期，金山岭长城景区迎来众多游

客。老郭在直播间里呼吁，“不要攀爬野长

城，既不安全，还容易破坏遗址”。行走在古

老城墙，仿佛与历史对话、与时光相交。越来

越多人加入长城保护的队伍，用双脚丈量、用

镜头记录，让古老长城焕发新活力。老郭说，

“保护长城，责无旁贷，希望通过直播让更多

人感受长城之美。”

展示长城之美，普及历史知识

老 郭 的 直 播 间
本报记者 张腾扬

■为梦想奔跑R

山西省运城市盐湖区的关帝庙景区，由百人组成的威风锣

鼓队，围绕传统故事，结合当地非物质文化遗产，将历史人物的

忠义故事娓娓道来，吸引不少游人驻足观赏。

今年春节假期，大型沉浸式游园演出《宋韵·南风歌》在盐

湖区池神庙上演。该演出采用平行空间的戏剧手法，呈现出

盐运时辰、宋韵风华、南风歌等多个主题场景，多种创新技术

叠加应用，让观众在游园中观景、赏剧，于行进间感受河东先

贤的家国情怀和北宋时期运城地区文化。

在解州关帝祖庙，大型实景剧《武庙之祖·盛世迎宾》复原

明代甲胄服饰和古代仪规，庄严的迎宾礼、动人的鼓乐，让游

客感受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有魅力。在盐湖会堂，《赵氏

孤儿》《精忠报国》《金麒麟》等经典剧目轮番登场；在岚山根·
运城印象景点，不仅有地方剧种“河东说唱道情”，更有《乐满

农家》《醉美乡村》《幸福社区绽新容》等富有时代气息的剧目

持续展演。

“戏剧精彩，年味十足！”常居外地、回运城过年的王先生

连看了几场剧目，不禁赞叹。

浩荡的巡游队伍、震撼的威风锣鼓、热烈的民间舞蹈、龙

腾虎跃的舞狮……盐湖区文化好戏连台，一幅河东地区丰富、

精彩且独具特色的春节民俗画卷正徐徐展开。

山西运城盐湖区推出多场新春剧目演出

好戏连台引客来
本报记者 刘鑫焱

本报合肥 2月 21日电 （记者田先进）近日，安徽省委、省

政府印发《关于加快实施 20 项重大工程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

展的若干意见》，明确实施文化演艺服务繁荣创新工程。

在繁荣艺术创作展演上，安徽将实施戏剧创作孵化计划，

探索“揭榜挂帅”模式推进创作生产。组织系列文艺活动，策

划推出安徽优秀剧目全国演出季，组织开展全省优秀新创剧

目、声乐器乐舞蹈、优秀青年戏曲演员等系列展演活动，持续

推动文艺演出进社区、进景区、进商业综合体等。

在实施文化惠民活动方面，安徽将加快省文化馆新馆、省

非遗馆等一批示范项目建设。创新实施“送戏进万村”行动，

全年送戏将达 1.5 万场以上。开展“四季村晚十百千”活动，全

年承办“四季村晚”示范展示活动不少于 10 场，举办省级活动

不少于 100 场，带动市县举办 2000 场左右。组织少儿艺术展

演、江淮读书月等系列活动。

为了丰富文化服务场景，安徽将持续推进“安徽文化云”

5.0 版建设，探索“云演艺”“云展览”“云阅读”等新模式，组织

优秀活动视频在“安徽文化云”和网络平台等联合展示。加快

智慧场馆建设，推动智能穿戴设备、智能游览、全息呈现、多语

言交互等新型体验技术深度应用。

安徽实施文化演艺服务繁荣创新工程

本版责编：智春丽 陈圆圆 陈世涵

铿锵的鼓点响起来，威风的长龙舞起来。在天山脚下的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乌鲁木齐县板房沟镇八家户

村，村里的社火队正在表演。

近期，乌鲁木齐县依托得天独厚的冰雪资源和独具特色

的民俗文化，积极打造冬季旅游文化品牌，推出社火展演、篝

火音乐会、趣味民俗、美食大赛等主题活动，吸引众多游客。

在和田地区墨玉县人民广场，“村晚”火热上演。村民们

自编自导自演，点赞美好生活，营造浓浓喜庆氛围。龙腾虎

跃，锣鼓喧天，参与表演的村民热情高涨，观众不时报以阵阵

掌声与欢呼声。墨玉县加汗巴格乡民间艺人阿卜杜凯尤木

说，“文体活动将持续 3 个月，希望我们的日子每天都热热闹

闹、红红火火。”

“春节是中华民族的传统佳节，我和家人一起来看‘村

晚’，有很多精彩演出。”墨玉县居民阿依古丽·麦麦提敏说。

热闹的演出、欢乐的气氛，让人流连忘返。

在喀什地区岳普湖县体育馆，舞龙舞狮表演拉开了迎新

春文化活动的序幕，活动由山东省援疆工作指挥部和岳普湖

县联合主办，1500 余人同跳一支舞、共唱一首歌。山东省援

疆工作指挥部党委书记、总指挥袁良介绍，近年来我们先后组

织鲁（山东）喀（喀什）两地 70 余家文化机构、380 余名艺术家

开展了 50 余次大型文旅交流活动。

“掀起了你的盖头来，让我来看看你的眉……”灯光亮起，

喀什古城光影绚丽。“2024 年龙年春晚分会场之一设在喀什，

为我们发展文旅产业带来了红利和流量。”喀什地区文化广播

电视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副局长刘辉说。2 月 10 日起，总台春

晚喀什分会场向游客开放，成为热门打卡地，每天客流量达

15 万人次。

新疆举办丰富多彩的群众文化活动

乐享精彩演出 点赞美好生活
本报记者 韩立群

上图：郭中兴在寻找直播点位。

右图：郭中兴向网友展示长城风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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