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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 话 说 ：“ 山 不 在 高 ， 有 仙 则
灵。”位于北京市延庆区的玉渡山凭借
自然风光中的一个大草坪和两湖水吸
引游客、留住游客。这就是山中仙境
的魅力。

别看玉渡山海拔高度不过 900 米，
但它雄踞在群山环抱之中的独特之处，
就 在 于 这 是 一 座 相 对 独 立 的“ 指 挥
山”。早晨，它指挥着群山腾云驾雾；黄
昏，它指挥着群山光芒四溢，一天又一
天，一月又一月，一年又一年，为笑迎八
方游客，它天天月月年年都在伸开双
臂，热情周到地为游客提供服务。看，
它脚下的忘忧湖，波光粼粼，潺潺涧
水汇集于此，形成此湖。虽然面积不
大，但要沿着湖边栈道观光赏景，休
闲踱步，悉心领略大自然的馈赠，至
少需要一个小时；瞧，它胸口伸出的
大草坪，厚厚的草甸能容纳成百上千

游客载歌载舞、摄影航拍、放风筝、支帐
篷、露营野餐、玩耍撒欢……尽情享受
大山周围森林氧吧释放出来的清新空
气。在大草坪准中央地带镶嵌着的那
个小湖泊，犹如甘肃省沙漠中的“月牙
泉”，迎风摇曳的多艘动物状彩船深受
小游客的青睐。

适合举家出游的玉渡山风景区，
最大特点就是山静水清，是修身养性
的好地方。众多游客慕名来到这里，
他们有的驱车上百公里，绕过一座山
又一座山，有的几经辗转不远千里万
里奔赴到这里，都是想远离尘世的浮
华与喧嚣，寻求“绿色生态”“回归大
自然”之地，再听听深山的“呼唤”
之声，就仿佛置身于“世外桃源”。举
目遥看，四周层林尽染，静谧安详，
我便飘飘若仙，流连忘返。

下图：玉渡山大草坪

位于重庆市西南部的江津区，因
地处长江要津而得名，3200 平方公里
的大地上，镶嵌着600多处自然人文景
观。近年来，江津区以全域旅游为统
领，立足“四面山水·人文江津”旅游
品牌，打造巴蜀文化旅游走廊的重要
支点和重要旅游目的地，以“耍不够
的江津”为主题，形成多条精品路
线，全面彰显文旅融合新活力。

爱情文化是江津的特色名片，尤以
四面山景区的“爱情天梯”和“天下第一
心”为代表。自 2008 年起，四面山每年
在七夕举办东方爱情节，目前已成为中
国知名的爱情主题景区。

如何用礼物表达爱意？“文创产品
是旅游业的拓展，可增强游客的体验
感，丰富景区旅游业态。”四面山景区
相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四面山积
极原创开发七夕爱情文创 IP。为扩大
四面山爱情文化的影响力，2019 年，四
面山启动“四面制造·七夕文创大赛”。
34 件文创设计作品多角度诠释了四面
山的旅游形象。

立秋刚过，位于笋溪河畔的中山
古镇已渐凉爽。中山古镇是西南地区
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最具民族特
色的山地民居古建筑群。游人漫步在
青石铺就的古老街道，穿过骑廊式过
街亭建筑，老茶馆、老药房、老槽
房、打铁铺吸引了一双双好奇的眼睛。

“现在许多古镇大同小异，很难想
到在江津还保存着如此原生态的一座
历史古镇，这让我很惊讶。”来自北京
的游客陈子璇感慨道。

随着文旅产业的飞速发展，今天的
中山古镇已成为知名的绘画、摄影、影
视基地，古镇的知名度、美誉度与日俱
增，吸引了大量游客纷至沓来。2019

年，中山古镇接待游客 75.27万人次，已
成为江津旅游新的增长极。

江津结合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
村、街区的非遗传承、乡风民俗等，创新
开展“一镇一品”文旅活动，大力推进

“旅游+”，充分发挥历史文化遗迹的作
用，持续丰富旅游业态。

巴人善酿酒，早在北魏郦道元所
著 《水经注》 中已有“巴人善酿，郡
出名酒”的记载。《江津县志》 记载，

“明嘉靖年间，江津白沙酿酒业已大
成”，并称“江津产酒甲于省，白沙烧
酒甲于津”。依托千年酿酒文化及现代
工业基础，近年来，位于白沙工业园
的江记酒庄江小白大力发展工业旅游。

还没走进江小白，空气中就弥漫着
浓浓酒香味。江小白对酒厂环境进行
设计改造，打造出专供游客参观的通
道。游客可实地参观白酒发酵、蒸馏、
酿造、体验等所有环节。参观结束后，
游客还可以在游客中心购买江小白文
创产品。有的看，带的走，形成了完整
的“工业+文创”一日游线路。江小白旅
游文化部总监姜楠介绍：“我们将参观、
工序体验、产品品尝串联起来，增加了
游客的体验，有利于塑造企业品牌，还
可培养潜在客户。”

江津的米花糖、芝麻杆、酱油、醋都
是游客经常购买的食品。早在2017年，
江津区就启动了“江小白小酒馆”风情
街建设，并推出韩氏酱园、“芝麻官”工
业旅游线路。“参观这些工厂，零距离了
解和体验产品制造工艺与生产过程，孩
子在增长见识的同时还获得不少乐
趣。”对于游客朋女士来说，工业旅游让
她对这些产品有了更强的认同感，“以
后买起来更放心了。”

下图：江津中山古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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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十月，甘肃省酒泉市的金塔沙漠胡杨林景区美似画卷。 邝伟楠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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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游客享安心

今年国庆期间，中国旅游景区
已恢复开放 98%。在景区逐步开放
的数月间，各地严格落实“限量、
预约、错峰”要求，采取预约、限
流等方式，控制游客最大承载量。
景区的环境变得更舒适，没有了往
日的熙熙攘攘，游客的体验度更高。

疫情常态化下的景区要让游客
安心放心。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
斌表示：“旅游景区可能是开放的，
也可能是室内的，可能是自然地理
空间，也可能有历史文化遗址，管
理体制和经营模式各不相同。任何
时候，景区都要把游客的生命安全
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

《报告》指出，景区实行预约制
客观上加快了智慧旅游在行前、游中
和评价各环节的应用，线上预约订
票、扫码入园、刷脸通行、红外线测
温、电子导览、无接触服务、机器人
送餐等技术创新在景区得到广泛应
用。据统计，77.4%的游客通过预约
游览景区，其中74.1%的游客认为预
约旅游“体验很好”。全国已有4000
多家景区可线上预订门票。今年，
5G 新技术加快进入景区场景应用，
比如5G自动驾驶服务平台和5G智慧
场馆等。此外，新技术对可能出现的
大客流能够采取远端分流限流、近端
疏导等防聚举措，为游客提供放心舒
适的游览环境。

让游客得实惠

旅游景区是旅游的核心吸引
物，也是旅游业发展的龙头。中国
旅游产品体系日趋完善，供给能力

显著提升。目前，中国虽有景区景
点 3 万多个，但游客需求日益多元
化，对景区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什么样的景区能得到游客青睐？
戴斌表示，景区不仅是自然空间和历
史遗址，也是生活空间和当代场景。
好的景区一定是见物见人见未来，而
不仅是惊叹大自然的杰作和逝去的繁
华记忆。像重庆洪崖洞、广州塔、杭州
良渚港南村等越来越多的当代生活场
景成为主客共享的美丽空间。

市民和游客需要开放共享的普
惠景区，像社区公园、城市公园、
郊野公园、地质公园、国家文化公园
等。戴斌认为，依托传统自然资源和
历史文化资源的景区都将面临门票
下降甚至“零门票”的趋势。对利用
山水林草和文化遗产等公共资源发
展起来的景区而言，持续推进其门票
价格下降，是“让老百姓玩得起”的政
策选择，也是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战
略要求。跨省旅游业务恢复后，各地
陆续推出景区减免优惠政策。未来
的景区应通过二次消费、衍生产品开
发、“景区+”生态系统构建等方式拓
展更加广阔的市场空间。

让游客乐创新

文化和科技是未来景区的发展
动能。《报告》指出，今年文化类景
区持续升温。国庆假期，85%的游
客参与了各类文化休闲活动，其中
参观历史文化街区、博物馆、美术
馆的游客比例分别为 41.8%、40.5%
和27.1%。

游客到旅游景区参与各种活
动，最后带走的是一次休闲充电、
文化体验和一段人生经历。景区是
生产精神产品和文化附加值产品的

企业。景区不仅应真正成为旅游产
品的核心，而且要成为文化和旅游
融合的最重要平台。

未来景区是数字景区，也是可
持续发展的绿色景区。戴斌认为，
推进旅游业高质量发展，要求旅游
景区不能再吃老天爷和老祖宗留下
的遗产。未来的景区要以新动能满
足新需求。在景区发展过程中，让
游客在与自然、与当地居民互动的
过程中体验生活的美好；不只是致
敬历史，更要面向未来，让游客在
高科技、新配置的场景获得新体
验。在此过程中，大数据、边缘算
法、人工智能、机器翻译、5G、北
斗导航等当代科技将发挥重要作用。

未来景区还有哪些值得期待？
《报告》分析，游客的出游半径呈现
出散客越游越远、团队越走越近的
特点，且家庭同游景区明显增多。
景区的高质量发展是大势所趋，国
有景区门票降价势在必行。夜间旅
游产品是景区发展的新蓝海；冰雪
旅游、避暑旅游进入高速发展通
道；红色景区、文化类景区对游客
的吸引力日渐增强；生态类、休闲
度假类景区日益受到游客关注；乡
村旅游转型和提质发展成为景区发
展的新机遇。面向日常生活，小即
是美将会成为未来景区旅游产品开
发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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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21 日，由中国旅

游研究院等主办的“2020

中国未来景区大会”在江

苏常州金坛茅山旅游度假

区举行。会上发布的《中

国 旅 游 景 区 发 展 报 告

（2020）》（以 下 简 称《报

告》）提出，景区是生活的

温暖，更是向上的力量。

小康旅游时代，景区的振

兴不是要回到过去，而是

要面向未来。文化和科技

是旅游景区的发展动能，

景观之上的美好生活是景

区振兴和复苏的方向。

在一个斑斓秋日，我们踏上青
石板，一阶一阶进入位于安徽省祁
门县的大洪岭古道深处。风入蒹葭
秋色动，江南的秋天来得不像北方
那么突然，总是不急不缓。一块块
青石板像一页页纸笺，描述着古道
的前世今生。

徽州古道是徽州人民与外界
来往的通道，是历代徽商贸易的
平台。古时徽商将木材、布匹、
文房四宝等商品贩卖到杭州、安
庆、九江、汉口等地，再将沿江
沿海地区的水产品和轻工产品运
回徽州。徽州有多少条古道，难
以统计，长的如徽安古道，有 210
公里，短的只有数里路，带帛般
连接各个村庄。古道如同人体的

血管，有大动脉，还有更多的毛
细血管，遍布徽州大地。古道大多
以青石板铺就而成，宽的可抬轿、
行马车，窄处只能一人通行，绵延
曲折在大山里。在众多的古道中，
大洪岭古道是其中比较著名的一
条，它是徽安古道 （徽州府至安庆
府） 祁门境内的路段，全程约 8公
里，道路险中求稳，宽阔平整，蜿
蜒在陡峭的莽莽丛林里。

拾阶而上，步步攀登，从山脚
到山顶 4 公里的山路铺着长条青

石，石板路犹如绿海中的小舟，载
着我们行驶在风平浪静的绿海。五
颜六色璀璨的乌桕树、枫香树、栎
树等落叶树木，落霞般层层铺在山
林里，一步一景，美轮美奂。沿途
碑亭、驿站的断垣残壁似一位身披
蓑衣、头戴斗笠、抱月而眠的归隐
者，安静地看着我们从他身边经
过。没有西风瘦马，唯有氤氲的秋
日暖阳，在眼帘移动。山鸟的鸣叫
声不时击落头顶毛栗和苦槠籽，落
下的毛栗和苦槠籽在石阶上弹跳几

下，一头钻进厚厚的落叶里，等待
春雷的唤醒。忽然，一只白鹇，如
跃出湖面的大鱼，打破平静，在林
间一闪而过。它像神秘的林中仙
子，只在人们手机里留下一片模糊
的白色影子，然后消失在油画般的
森林，无影无踪。

秋天不只是一个季节，更是一种
境界。来年繁花似锦的春天，已经在
今秋的枝头扎根孕育。我坐在林间
古道的青石板上，秋天拥我入怀，我
感受到了它的力量与温存。此刻的
秋，如此美好，它不是画面里的存在，
而是存在于我指尖的触摸里。

古道的沉寂并不是消失，它依
然是一条宁静的路，一条从过去通
往内心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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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洪岭古道读秋
谢光明

山西省平陆县马泉沟景区的红叶景观。 薛 俊摄 （人民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