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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热”起来

进入暑期，许多大中小学生加入研
学旅行队伍。日前，浙江师范大学“传·承”
团队带领 30余名小学生和志愿者来到嘉
兴，参观南湖革命纪念馆，体验浙江省
非物质文化遗产“船拳”。团队相关负责
人介绍，希望通过将体育非遗与研学游
结合，促进体育非遗项目的传承和弘
扬；7月8日，20余名小学生走进山东潍
坊十笏园非遗空间，听木版年画传承人
讲述潍坊木版年画的历史和制作工艺，
并亲自体验木版年画刻板、拓印的制作
过程，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传承
与创新；在湖南攸县，弹古琴、学古诗
词和国学经典等，被许多孩子列入暑期
日程表。

传统文化的确“热”了起来。
进入 7 月，北京导游小蔡平均每周

要去三次颐和园。“接待的主要是学生小
团队，或是几组亲子游家庭。”小蔡介
绍，对于讲解过程，她感受到了明显的
变化。“过去，我基本上是按照标准的讲
解词讲解，现在学生们的提问多了起
来，尤其是关于传统文化的部分问得很

细。”小蔡笑着说：“我感到了压力，同
时也很开心，觉得自己的工作更有意义
了。”每天下班后，小蔡都会阅读相关文
化书籍，行前还会做大量的准备工作。

“我们公司提前策划了一系列传统文化游
线路，既有北京本地游，也有国内长线
游产品，已经收到了不少游客的预订。”

学生家长贾先生表示，这个假期孩
子的旅游计划以文化类研学游为主。“传
统文化的熏陶应当从年少时开始，寓学
于游很有意义。”

与互联网联姻

在某短视频平台上，名为“长安小
调”的陕西导游在短视频中，讲解一则
则有趣的文化故事，带领人们“云游长
安”。热爱中国传统文化的她，用独特视
角解读“长安城里的故事”，如今在该平
台上拥有近 60 万粉丝。一位网友表示：

“看了你的视频，决定暑假带孩子们去了
解西安的历史。”

文化、历史的魅力可见一斑，“云推
介”对于旅游传播的价值也不容小觑。

近年来，历史文化名城西安不断探
索文旅深度融合新路径，已成为用新媒

体推介旅游、重塑城市形象的佼佼者。
目前，为促进旅游业复工复产，西安市
正积极推进夏秋旅游，设计推出历史研
学游、丝路寻踪游、红色记忆游、山水
民俗游、网红打卡游等产品线路。此
外，西安市文化和旅游局还联合百年易
俗社推出“传统文化+旅游+互联网”系
列短视频，以秦腔等传统文化为载体，
打造西安名片，让历史文化活起来、火
起来。

互联网技术已成为文旅融合的助推
器，给了中国传统文化一个新的传播平
台。互联网“年轻化”“个性化”“即时
化”等特质，也可以帮助传统文化走近
更多年轻群体。

展示中国的窗口

对于外国游客而言，除了中国广袤
大地上的壮美风光之外，中国的魅力还
来自于传统文化。

7月中旬，在北京圆明园，记者偶遇
3 名德国游客，他们供职于北京一家外
企。在圆明园南门附近，正在制作糖画
的手艺人引起了他们的兴趣。耐心地看
完一幅糖画“龙”的制作全过程后，卢

卡竖起大拇指，连连赞叹。卢卡告诉记
者，每个周末，他和同事们都会游览一
个景点，对南锣鼓巷、故宫、长城、颐
和园最为熟悉，尤其喜爱各种中国传统
手工艺。“希望今年冬天我的家人能如愿
来到北京旅游！”卢卡说。

尽管目前入境游还未恢复，以入境
游为业务的旅游企业已在提前谋划布
局。让外国游客发现中国文化的独特魅
力，成为这些企业的着力点和突破口。

杭州西湖在国内享有盛誉，是外国
游客最早知晓的中国旅游目的地之一，
也是他们心目中美丽中国的代表之一。
如何游西湖、游杭州，如今人们又多了
一个文化角度的选择。今年端午假期，
西湖边的两条旅游线路备受欢迎，一是
杭州历史文化学者仲向平带队的北山探
秘之旅，二是宋史学者王兴臣带队的吴
山揽胜之旅。他们带领游客从不同维度
了解杭州的历史文化。

策划推出这两条线路的是浙江省中
旅负责入境游的团队，该项目负责人介
绍：“我们目前在寻找我们身边的人感兴
趣的文化亮点，并以此为基础，去找到
我们的历史文化中真正能吸引境外游客
的点。”

顺着笔直的乡村公路前行，
穿过一大片水稻田，便来到海南
省儋州市大成镇新风村委会白地
村。宽广整洁的村道、色彩一致
的农家外墙、沿路种植的苗木，
将白地村装扮得分外美丽。供村
民锻炼的体育设施、高标准建设
的公共厕所、沿着村道安装的路
灯和排水渠等基础设施一应俱全。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实在难
以相信昔日的深度贫困村在短短
几年内能发生如此天翻地覆的变
化。过去的新风村以种水稻、橡胶
为主业，但苦于人均水田面积少，
橡胶价格连年上不去，村民普遍
收入微薄，全村贫困人口发生率
一度高达21.6%。水利、电力、交通
等基础设施相对滞后，制约着全
村的发展。脱贫攻坚战打响后，儋
州把新风村委会作为脱贫攻坚工
作整村推进村，结合美丽乡村建
设，做好基础设施的升级改造，优
化产业结构，大力发展扶贫产业，
促进贫困人口稳定增收，绘就了
一幅美丽乡村新画卷。

鼓了百姓腰包

符梅女是新风村委会明理村
2017年的建档立卡贫困户，家中6
口人，靠丈夫外出打零工及家里
的2亩水稻勉强度日，经常为了孩
子上学的生活费发愁。自村里“扶
贫车间”招工后，一直想找工作的
符梅女立即提出申请。去年 3 月
19日，扶贫车间正式运行，符梅女
如愿在家门口上起了班。

新风村委会“扶贫车间”项目
是儋州就业局重点打造的一个就
业基地，一次性安排120名农村劳
动力（含70名贫困户）在家门口就
业。该项目的引进，是儋州就业局
继劳务输出、职业技能培训、专场

招聘会、开发公益性岗位等就业
扶贫措施之后的又一创新举措。

“现在有了稳定的工作，而且
在家门口上班，孩子上学有教育
补助，尽管生活还谈不上富裕，但
是相较之前已是巨大的改变！”符
梅女见人就夸党的政策好。

新风村委会按照“一村一品”
“一户一策”思路谋划产业发展，
2016 年以来，该村党支部引导村
民成立儋州富星果菜农民专业合
作社，大力发展竹狸养殖业。同
时，通过土地租赁、投资合作等方
式发展扶贫产业，不仅增加了集
体收入，而且实现了产业组织化
帮扶，确保每户贫困户都有一项
稳定增收的产业。此外，该村还结
合美丽乡村建设，通过土地流转
的方式打造民宿旅游项目，发展
乡村旅游业，已完成白地、明理 2
个村庄的民宿改造。目前，新风村
124户贫困户每户都有扶贫产业，
全部脱了贫。

美了人居环境

脱贫攻坚工作开展以来，儋

州先后投入 8000 多万元，在新风
村实施一系列美丽乡村建设项
目：改造老化的供电线路，解决了
电压低、常断电问题；建设两期供
水项目，实现了家家自来水到户，

“五网”建设基本实现全覆盖；实
施田洋整治工程，帮助发展毛豆
和甜玉米种植等高效产业……

新风村委会下辖的明德村
曾是出了名的“跳闸村”。电压
不稳、电线老化，村民的生产
生活受到严重影响。2018 年 9
月 ， 在 整 村 推 进 的 总 体 规 划
下，供电部门对新风村委会进
行电网升级改造，对影响供电线
路的树障进行全线清理，并更换
老旧线路，新建一条 10 千伏供电
线路，让新风村委会有了两路电
源供电的双重保障。“现在基本
不会断电，电冰箱也能用了。”村
民符有多欣喜地说。民以食为
天，食以水为先。新风村委会供
水设施分两期进行改造提升，总
投资 359.27 万元建设配水管道
12.2 公里，目前村民们都用上了
安全水、放心水。

“自开展整村推进工作以来，

村里基础设施不断完善，村民房
前屋后乱堆乱放、乱搭乱建等现
象得到整治，村民们的卫生意识
逐步提高，生活质量也逐渐提
升。”新风村驻村工作队长符博豪
介绍。新风村委会加大村容村貌
整治力度，营造良好人居环境，全
面进行农村道路硬化建设，目前
已建设道路14.12公里、自然村通
硬化路 8.23 公里，彻底解决了村
民出行难题。

树了文明新风

银灰色屋顶、黄色外墙，一栋
栋造型别致的民宿鳞次栉比……
新风村的民宿乡村旅游项目已经
成为新风村乃至大成镇的一张亮
丽名片。村庄变美了，村民变富
了，淳厚朴实的民风得以传承。

“以前村道泥泞不堪，满是禽
畜粪便，臭气熏天。”谈及村庄变
化，白地村村民李献波说，“最重
要的是村民的思想观念转变了，
以前大伙都是‘自扫门前雪’，如
今不仅要求家里干净，公共场所
也容不得脏。”

穿行在新风村委会的村道
上，一面面文化墙，一幅幅五颜六
色、图文并茂的“道德画”，将一堵
堵“冷冰冰”的墙体变成了传播文
明的窗口、教育群众的阵地、美化
家园的“活教材”。

在整村推进过程中，新风村
委会深入挖掘优秀的传统民俗文
化，研究制定更符合时代要求和
现实需要的村规民约，通过成立
新风村红白理事会、文明劝导
队、“立约、传约、践约”，把新
的村规民约延伸到乡村管理中，
大力倡导文明新风，推动精神文
明建设，让乡村管理既有面子更
有里子。

窗外下起小雨，到达景区停车
场时雨势渐大。因为没有带雨具，
我把旅行社发的帽子往脑袋上一扣
便下了车。绕过屈原塑像，再攀一
座小桥，荆州古城墙赫然跃入眼帘。

仰望着这座古城，一时心中颇
不平静起来。我对于荆州城的全部
印象来自于 20 多年前读过的 《三国
演义》，为了此次行程，我特意重温
了《三国演义》中有关荆州的章节。

参天水杉、漫地落叶、斑驳城
墙、一袭杨柳、缓缓河水，我站在
雨中，看着眼前的一切。一层、两
层、三层……数不尽的青砖，默默
叠加起来，超越了花草，超越了护
栏，超越了人间的眼耳，在荆楚大
地之上横空而立。我细细打量城墙，
从墙根浏览到最上层的城垛，仅仅用
了十几秒，这些青砖却让时空整整跨
越2600多年。密密实实的青砖为骨，
石灰糯米浆为血肉，荆楚大地英雄气
为魂魄，成就了“铁打荆州”。

一边听着导游讲解，一边沿着
古城墙脚下缓步前行。待进入瓮城
时，青石铺成的通道上已被雨水洗
得光亮一片。宾阳楼下“荆州城”
三个金色大字，在这迷蒙的雨天
里，在青砖为底的宏伟城墙衬托
下，显得格外凝重。

自秦汉之后，荆州是历代王朝封王置府的重镇，是
朝廷倚重的商业都市，是连接南北贯穿东西的交通要
津，更是重要的军事堡垒。建造荆州城墙这样一项大型
军事防御工事，动用了数不尽的人工和物资。青砖是特
制的，每块重达4公斤。城墙建好之后被数不尽的战争洗
礼，一波波的守护者倒下，又一波波的涌上来，前赴后
继，义无反顾。城在，人在，城破，人亡。历史上，每
一次战争之后，城墙与人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守
城的人换了一波又一波，朝代也是一个接着一个，不同
的年号，不同的旗帜，不同的官兵，如走马灯一般来来
去去。时至今日，当年古城上叱咤风云者尽皆成为传
说，古城在荆楚大地愈加显得宝贵。当年古城上守护者
的血迹早已风干，唯有青砖真切可感。

雨越下越大，衣服即将淋透，帽子开始往下滴水，
我躲进宾阳门下，随手攀在青砖上，触手处凝实而冷
峻。雨声渐渐掩去一切声音，我屏气敛息，一时间，仿
佛听到了呼啸而来的马蹄声和号角声。

登上小区楼顶，纵目远眺，整个梅溪
湖尽收眼底。高楼大厦，鳞次栉比。道路
四通八达，车水马龙。作为一个长沙新市
民，我对梅溪湖的现在并不陌生。它位于
长沙市岳麓山西南部，原来叫梅溪滩，是
一片低洼地，溪、河、湖、塘，星罗棋
布。这里有一条流水潺潺的龙王港河，两
岸栽种了许多红梅树和杨梅树，河流附近
还有一个美丽的湖泊，这就是梅溪湖。

初识梅溪湖，还是 2014 年。那年春
节，我们从浙江回老家过年，途经长沙
时，一家人在高铁南站附近一家酒店住
下。次日，儿子带我们去了梅溪湖。那
时，那里的高楼大厦还寥寥无几，建筑工
地上，一台台打桩机发出隆隆声，一架架
塔吊机横空作业，到处一片繁忙景象。

当地一位老人告诉我们，过去梅溪湖

人以种植水稻、葡萄和蔬菜为主。随着长
沙城市的发展，梅溪湖也快速崛起，不少
外来人士也在梅溪湖这棵“梧桐树”下筑
巢创业。老人的一席话让我们决定在梅溪
湖置业。

如今，这里有3000亩波澜不惊的梅溪
湖与万亩城市山麓桃花岭交相辉映；这里
有 3 条地铁线贯穿，直达高铁站、黄花机
场，路网疏密有度，交通极为便利；这里
教育资源密布，学风浓郁。

当地人介绍，梅溪湖国际新城已先后
获得首批“全国绿色生态示范城区”、首
批 “ 国 家 智 慧 城 市 创 建 试 点 城 区 ” 和

“全球人居环境规划设计奖”等国家级和
国际殊荣。梅溪湖已成为长沙的一张靓丽
城市名片。

梅溪湖有一座红色的“中国结”步行

桥，横跨龙王港河，它独具匠心，远远望
去就像一个巨大的“中国结”，又像三条
巨龙缠绕在一起，雄伟壮观，横跨河流及
两边的马路，又像一座天桥。桥下的龙王
港河，过去是一条臭水河，近年来通过

“五水共治”，清除了大量污泥残渣，如今
河道干净了，河水清澈了，日夜不停地唱
着欢快的歌声自西向东奔向远方。如果说
梅溪湖是个美女，那么这条河就是系在她
腰上的绿带，让梅溪湖显得分外妖娆。

我国很多城市有城中湖，比如武汉东
湖，杭州西湖、济南大明湖等，这些美丽
的湖就是这些城市美丽的大眼睛，让城市
显得更有魅力。梅溪湖就是长沙市美丽的
大眼睛，吸引了千千万万的人到这里参观
旅游，安居乐业。

在梅溪湖的日子，每天早晨，沐浴着

晨光，我和妻子来到风景秀丽的梅溪湖公
园散步或慢跑。这里，地面干净、平坦。
道路两旁，草木葱茏，绿树成荫。湖面宽
阔，碧波荡漾，清风徐来，泛出鱼鳞般耀
眼的金光。两岸高楼大厦倒映水中，美丽
壮观。鱼翔浅底，来来去去，如同赶集。
各种水鸟水鸭，在湖面上嘎嘎叫着，飞来
飞去，自由自在。

我们一边散步观看美景，一边忍不住
停下来拍照。置身于这仙境般的诗情画意
之中，我们也如这湖中的飞鸟、湖底的游
鱼一般，自由惬意。妻子禁不住赞叹：

“梅溪湖真美！”
是啊，真美！这美就似勤劳的梅溪湖

人，有了这般美，梅溪湖就能永葆生机，
吸引更多的海内外游客和创业者。

图为高楼大厦倒映在梅溪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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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儋州新风村：美了富了
何万常 韦雪梅文/图

爱上长沙梅溪湖爱上长沙梅溪湖
黄黄 田田文文//图图

旅游复苏 文化争先
本报记者 尹 婕

旅游复苏 文化争先
本报记者 尹 婕

跨省 （区、市） 团队旅游恢复

已有一周，全国各地接连传来好消

息，游客出游热情高涨，旅游热度

攀升，市场回暖，旅游整个产业

链全面复苏。旅游业在欢欣鼓舞的

同时，也有着理性清醒的分析：如

今，旅游市场已经发生改变，定制

化、个性化、主题化等趋势更加显

著。对旅游企业而言，复苏后不能

重走老路，创新调整已是必然的

选择。只有高品质旅游产品才能长

久赢得市场。在文旅融合日益深入

的当下，许多旅游企业选择深耕中

国传统文化。

荆州古城东门景区光影秀。 黄志刚摄 （人民图片）

儋州新风村旧貌换新颜

山东水利职业学院大学生非遗艺术实践团向非遗传承人学习、体验雕版印刷技艺。 朱元理摄 （人民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