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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幕降临，甘肃省敦煌市鸣沙山月牙泉

景区人头攒动。来自陕西省西安市的游客

井涛一家三口坐在鸣沙山的沙坡上，伴随着

音乐律动、光影变幻，欣赏一场万人星空演

唱会。

这场演唱会，井涛和家人期待已久。今

年 6 月 15 日，2024 年鸣沙山月牙泉万人星空

演唱会开演。看到相关信息，井涛和妻子当

即把这场演唱会列入了暑期旅行计划。

井涛和妻子都是教师，趁着暑假，一家

人自驾来到敦煌，一大早就进入鸣沙山月牙

泉景区，不仅欣赏了连绵的金色沙丘，还特

地选好了晚上听演唱会的位置。“白天逛景

区感受自然风光，晚上坐在沙坡上听演唱

会，感觉很浪漫。”井涛说。

一个景区，两种感受。今年暑期，鸣沙

山 月 牙 泉 景 区 为 丰 富 文 旅 体 验 铆 足 了 劲

儿。“丰富游客的文旅体验，要从整体设计上

发力。”鸣沙山月牙泉景区服务中心副主任

王月月说。

鸣沙山中午、下午温度较高，不适合户

外游览，如何才能兼顾白天和晚上，让游客

有更好的旅游体验？

起初井涛也有这个担心，但工作人员告

诉他，购票后连续 3 天，可不限次在开放时间

内进入景区。“上午我们转完月牙泉景区，下

午去市内其他景点游玩，晚上再回来听演唱

会，行程正合适。”井涛说。

景区内的小泉湾广场和一旁的沙坡是

演唱会主场地。晚上 9 点多，天还没黑，沙坡

上已经聚集起不少观众。随着工作人员的

引导，不到 5 分钟，井涛一家走上登山梯，在

选好的位置坐定。

夜色渐浓，演唱会正式开始。两万多名

游客分散在 3500 多平方米的广场和一整面

沙山山坡上，拿起荧光棒、点亮手电筒，跟着

唱起来。

32 台激光光束灯射出的光束点亮夜空，

跟随音乐节奏变换；遥遥相望，远处沙山成

为巨幕“提词器”，6 台投影设备将歌词投影

其上。

几 曲 歌 罢 ，600 架 无 人 机 缓 缓 飞

起，凌空盘旋，随着律动，渐次变换

出“2024 相约敦煌”“万人星空演

唱会”等字样，还展现出鸣沙山

月牙泉、敦煌莫高窟和丝绸之

路等图案，引来阵阵欢呼。

晚上 10 点多，活动结束，不

少游客意犹未尽，躺在沙坡

上 欣 赏 夜 空 。“ 景 区

游 览 车 会 一 直

在 岗 ，直 到

将最后一名游客送出

景区。”王月月说，多元融合的

文旅体验，成为游客选择鸣沙山月牙泉

景区的原因。

“音乐+旅游”新业态带动效果显著。6
月 20 日，鸣沙山月牙泉景区接待游客突破

100 万人次，比去年突破百万大关提前 16
天。截至 8 月 3 日，景区今年累计接待游客

230万人次，同比增加 50万人次，上升约 30%。

除了鸣沙山月牙泉景区，敦煌许多景

区都积极探索文旅新业态。玉门关创新推

出“都尉迎宾”演出活动，雅丹景区开发了

星空小屋、雅丹日落、夜游雅丹等体验项

目，阳关“甲胄”系列研学课程带来更多新

体验……截至 8 月 5 日，敦煌莫高窟、鸣沙

山月牙泉、玉门关、阳关、雅丹、敦煌古城等

六大景

区 累 计 接 待 游

客 476 万 余 人 次 ，相 比

2023 年增长 18.39%。

“我们将深耕敦煌文旅资源禀赋，在游

客动态游线路上打造差异化、沉浸式、精品

化等项目，继续做好游客引流及配套设施保

障，推动敦煌文旅市场实现高质量发展。”敦

煌市文旅局副局长杨红说。

图①：甘肃敦煌市鸣沙山月牙泉景区的

无人机表演。 本报记者 宋朝军摄

图②：游客井涛一家在鸣沙山的沙坡上

听演唱会。 本报记者 宋朝军摄

图③：甘肃敦煌市鸣沙山月牙泉景区。

孙立君摄（影像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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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晚，来自天南海北的观众伴着满天星

光，纵情欢歌——万人星空演唱会，既是让

游客感到惊喜的新体验，也是文旅发展的新

机遇。

新场景造就文旅新机遇。采访中，记者

发现，这场沙漠中的演唱会，吸引游客的不

仅是音乐。灯光秀、无人机秀、沙屏秀穿插

亮 相 ，炫 彩 荧 光 棒 、鹿 角 发 光 发 箍 备 受 欢

迎。演唱会成为当地文旅矩阵中重要一环，

与敦煌莫高窟、敦煌博物馆、雅丹国家地质

公园等景点串连成线，让游客获得更多元、

更丰富的游览体验。

演唱会的诞生源于游客倡议、始于群众

自发，这就意味着，它的发展有赖于不断优

化游客体验。新升级的音响系统、全新的升

降舞台……场景更新，体验更佳，景区与游

客的“双向奔赴”，成为抓住并扩大新机遇的

有效途径。

新场景与新机遇能否协同并进，考验

着 地 方 文 旅 工 作 的 灵 敏 度 。 市 场 机 遇 稍

纵即逝，更要求文旅产品供给方站在 游客

角度思考发展方向，将单个项目置于全局考

虑 之 中 ，才 能 发 挥 整 体 效 应 ，不 断 提 升 文

旅的知名度、美誉度。

新场景与新机遇
宋朝军

在上海市国泰电影院放映厅里，银幕上

的光影逐渐淡去，头顶的灯光再次亮起，视障

人士王冬冬取下耳机，牵着导盲犬离场。

“真没想到能有机会‘看’最新的院线电

影。”观影前，王冬冬担心看不懂剧情，“在人

物 对 白 与 音 效 间 歇 ，耳 机 里 会 传 出 旁 白 解

说，帮助我理解剧情，体验感还不错。”王冬

冬说。

今年暑期档，北京、上海、重庆、成都等多

个城市的 74 家影院配置了无障碍放映设备，

视障观众可以佩戴耳机收听两部新片《抓娃

娃》《异人之下》的旁白解说，其他观众则与平

常观影无异，从而实现“融合观影”。两部电

影上映期间，视障观众可在提供无障碍观影

服务的影院自行购票进行观影。

7 月 13 日下午，北京市昌平区视障人士

徐斌（化名）在中影国际影城党史馆影院“看”

了电影《抓娃娃》，从未有过的观影感受，让徐

斌很兴奋。“更重要的是，我感受到了社会对

视障人士的尊重和理解。”徐斌说。

据 了 解 ，要 想 实 现 院 线 同 步 上 映 无 障

碍版，必须提前撰写解说脚本，完成解说录

制 、混 音 合 成 等 一 系 列 工 序 。 这 次 上 映 的

两 部 电 影 ，在 制 作 环 节 ，腾 讯 视 频“无 障 碍

剧场”的公益志愿者反复观看原片，撰写时

长适宜、表达精准的解说脚本；视障测评员

参 与 试 看 环 节 ，在 语 言 风 格 、讲 述 逻 辑 、细

节刻画等方面，对脚本提出修改建议；中国

盲 文 图 书 馆 口 述 影 像 专 家 全 程 指 导 ，与 志

愿 者 共 同 优 化 定 稿 ；上 海 市 电 影 发 行 放 映

行业协会“至爱影院”项目组基于脚本录制

解 说 、剪 辑 音 轨 ，与 原 片 合 成 ，最 终 制 作 出

无障碍版本。

“视障人士和健视人士一同欣赏院线电

影，是保障残疾人文化权益，落实无障碍环境

建设法的重要举措。”中国盲协主席李庆忠

说 ，以 往 想 看 电 影 的 视 障 人 士 多 是 在 线 上

“听”电影，或是参加专场观影活动，这次社会

各方通力合作，推动视障人士“零时差”欣赏

院线最新电影，充分体现了“平等、融合、共

享”的理念，营造了更加和谐、包容、文明的社

会环境。

视障人士走进影院，“观看”暑期档电影

共享光影 感受美好
本报记者 易舒冉

步入唐代洛阳城，街道上车水马龙，殿

宇雕梁画栋；登船沿着洛河前行，两岸灯火

闪烁，盏盏孔明灯漫天飞舞……

近 日 ，《唐 宫 夜 宴》XR（扩 展 现 实）大

空间沉浸展在国家体育场“鸟巢”开幕，观

众走进展厅，戴上 VR（虚拟现实）眼镜，新

奇的景象便跃然眼前，仿佛瞬间“穿越”到

唐代。

2021 年，舞蹈节目《唐宫夜宴》在河南

卫视春晚亮相后受到关注。节目里，舞者化

身活泼可爱的“唐朝小胖妞”，从《捣练图》

《簪花仕女图》等古画中走出，穿梭在众多国

宝文物之间。

时隔 3 年，本次展览由河南广播电视台

根据舞蹈节目《唐宫夜宴》改编而成。40 分

钟的 XR 动画剧情中，观众不仅能欣赏唐代

洛阳城南市酒肆、洛河水岸、应天门等 10 个

场景的超 100 个古建景观，还能看到元宇宙

中的文物，见证李白与杜甫的相遇……据介

绍，展览中的古建设计和文物故事均经过专

家指导，兼顾严谨性与趣味性。

“太有意思了！就像来到了唐代，看到

了好多文物，有机会我还要去博物馆仔细看

看。”第一次体验沉浸式展览，来自河南许昌

的小朋友岳炎哲十分兴奋。“展览形式很新

颖，小朋友很喜欢，还能学到知识。”岳炎哲

的父亲说。

凤首箜篌、武则天金简、李白《上阳台

帖》、胡腾舞俑……众多珍贵文物通过数字

影像的方式与观众见面，并融入动线设计之

中，与情节巧妙结合。

“新技术为文博带来新机遇。”展览中

的不少文物来自河南博物院，河南博物院

副院长张得水说，“XR 等新技术用绚丽的

光影世界唤起人们的好奇心与求知欲，让

文 物 成 为 历 史 的 讲 述 者 ，助 力 文 物‘ 活 ’

起 来 ，也 为 博 物 馆 创 新 传 播 方 式 打 开 新

思路。”

在北京展出后，该展还将到陕西西安、

浙江杭州、山东青岛等进行分站布展，之后

还将走出国门，让更多人感受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之美。

《唐宫夜宴》XR大空间沉浸展举办

文物活起来 体验沉进去
本报记者 曹雪盟

■跟着文旅热点去旅行R

■记者手记R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提

出 ，“推动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制度

化”。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是理想信

念教育的两个重要途径。思政课程是

进行理想信念教育的主要阵地和渠

道，而课程思政要求将思想政治教育

贯穿于人才培养体系的全过程，是思

政课程的拓展与延伸，体现了“大思

政”的教育理念。

在高等教育领域，课程思政构成

了高素质人才培养体系中的重要一

环。教育部发布的《高等学校课程思

政建设指导纲要》明确提出，课程思政

建设是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

任务。课程思政将价值塑造、知识传

授和能力培养有机结合，为构建全员

全程全方位“三全育人”体系提供了有

力支撑。

课程思政巧妙地将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融

入专业课程内容，不仅增强了学生的文

化自信，还激发了大学生投身民族复兴

伟业的决心；课程思政鼓励学生对所学

知识进行深入思考和批判性分析，这不

仅有助于提升独立思考的能力，还有助

于大学生应对压力和挑战，从而保持

一颗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心灵；课程思

政可以有效引导大学生将个人发展与

国家需求相结合，深入理解国家的发

展历程、当前形势和未来规划，从而加

深对国家发展战略和基层单位人才需

求的理解；课程思政将职业道德教育融

入专业课程，培养学生的伦理道德、敬业精神和奉献精神，鼓励

青年学子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实现人生价值。

推动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增强课程思政的吸引

力感染力，需要结合时代特点、学生需求进行持续创新。

课程思政要植根于国情。学术研究要“将论文写在祖国

大地上”，课程思政同样要引导学生在深入实际中了解国情。

这就要求对课程内容进行持续优化和提升，使大学生能够在

课程学习中深入理解涉及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比如北京交

通大学的《管理运筹学》课程将运输问题与国家战略和现实需

求相结合，增强学生的工程伦理和安全意识，培养学生提出问

题并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

课程思政应以学生为中心。无论是专业知识的传授，还

是价值观的浸润塑造，都应激发学生对课程学习的热爱。这

就要求充分了解学生的兴趣、特长和职业发展目标，根据学生

特点设计符合学生个人发展需求的课程思政内容。

课程思政不是简单的课程与思政的叠加，而是两者的深

度融合。这就要求创新教学方式方法，提升教师的专业素养

和教学能力，鼓励学生参与社会实践，将专业知识与生产生活

的实际问题相结合。通过案例学习、实习实训等活动，增强学

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课程思政建设，事关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落实，对高等教育

强国建设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我们应深化课程改革，以学

生为中心，创新教学模式，充分调动教师积极性，不断提升课

程思政的覆盖面、质量和效果，致力于培养时代新人，为以中

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作者为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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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8月 8日电 （记者施芳）“北京中轴线——璀璨

文脉 辉煌中轴”展览 8 日在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开幕。展览

由首都博物馆和北京大兴国际机场联合举办，位于北京大兴

国际机场航站楼五层，免费面向公众开放。

据介绍，展览是北京推进博物馆之城建设的又一场景创

新，打破博物馆传统展览空间陈设，将展览与交通枢纽相结合，

将机场公共空间打造成为展示和传播北京中轴线文化及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平台，向国内外游客充分展示北京中轴线

的深刻文化内涵。

展览依托首都博物馆“辉煌中轴——纪念北京建都 870
周年特展”展陈内容，通过数字化巡回展览形式，以“中轴剪

影、中轴精粹、中轴全览”三部分内容，全面展现了北京中轴线

的前世今生和北京城市发展历程，在“新国门”为观众奉上了

一场可观、可感、可体验的中轴文化“大餐”。

又电 （记者吴艳丽）日前，“印记北京中轴线——大众篆

刻作品展”在中华世纪坛艺术馆开幕。展览展出 300 多枚篆

刻作品，分为序篇、遗产中轴、文脉中轴、活力中轴四部分。专

业篆刻者、篆刻爱好者等围绕北京中轴线的古今文脉、传承保

护等主题进行创作，展现了北京中轴线的 15 个遗产构成要

素、建筑布局及其历史文化。

开幕式上，《印记北京中轴线——大众篆刻作品集》《大众

篆刻十八讲》首发，主办方向北京 11 所学校捐赠了这两部图

书。展览由北京市文物局、北京中轴线申遗保护工作办公室

指导，北京京企中轴线保护公益基金会、北京歌华文化发展集

团有限公司、中华世纪坛艺术馆主办。据悉，展览将持续至 8
月 25 日，其间还将组织开展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活动。

北京中轴线展览在大兴国际机场启幕

“印记北京中轴线——大众篆刻作品展”举办

本报北京 8月 8日电 （刘阳、李晓）7 日，由国家广播电

视总局宣传司主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广播电视规划院、信息

网络中心承办的“锦绣荧屏 精彩视听”优秀电视节目发布活

动在京举办，活动精选了 38 个新创电视节目进行集中推介。

此次集中发布的节目形态多样，涵盖了文艺节目、文化节

目、纪录片、动画片等多种类型。活动中，广电总局会同国家

民委、国家林草局等部门重点发布了三个作品。其中电视纪

录片《中国官箴》讲述历史故事，并赋予其鲜活的时代内涵；电

视音乐综艺《乐在其中》融合多元的民族艺术，展现中华民族

大家庭的融合之美；大熊猫主题人文纪实观察节目《熊猫奇遇

记》以熊猫为媒，讲述中国故事。

“锦绣荧屏 精彩视听”优秀电视节目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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