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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住在山城重庆，离家不远有个书店“钟书阁”，就像一
座微缩的“山城”。扶梯直上三楼，迎面一道清透的中西文
字幕墙透露出文化交融的希冀。进入正门，大大小小的“灯
罩书架”将阅读的空间巧妙分开，大厅连接阅读长廊，一道
道门拱两侧是整齐的书架，在地面的反射下形成一道道“穿
越书海的隧道”；阅读厅的阅读空间被“山形阶梯”层层环
绕，整个天花板采用镜面材质，倒映出一个亦真亦幻的镜像
空间。读者拾步在阶梯上，时而登高、时而远眺，抬手拿起
一本好书，体会字里行间的曼妙；亦可抬头仰望“天空”，璀
璨的灯光像星辰，增添了阅读时光的情趣。漫步书店，亦如
漫游山城，仿佛是在跨越重庆纵横交错的桥。

书店如人，美不仅在颜值，更在于内涵与个性魅力。
在苏州金鸡湖畔，我在人群拥簇的诚品书店，见到一场特
别有趣的小兔子展览。展览区里陈列着十几只造型各异
的兔子雕塑，墙上还挂着各种兔子图片。在杭州茑屋书
店，一本大书吸人眼球：特制的大展架上放着一本一米见
宽、几十斤重的精装画册，若要阅读，还须戴上手套。黄浦
江畔的建投书局，栖身写字楼群，背靠江岸繁华盛景。让
我流连忘返的不仅是舒适的环境、优质的图书、独有的设
计，还有哈利·波特文艺橱窗外的美丽江景。

书店可以温暖人心，可以美化生活。越来越多的书店成
为旅游目的地。书店“变脸”，变得越来越美。我对书店也愈

加痴迷，在旅游目的地寻找书店，是我旅程中重要一站。
不久前，我到深圳出差，完成公务后再次抵达深圳书

城，这是我10年前就迷恋的地方。深圳书城坐落在美丽的
莲花山下，是一个占地很大、极具现代化风格的购物中心。
这里鲜花夹道，林荫密布，步入其中，确如其名，真像进入一
座城。环廊、梯步、厅堂、阁楼，那些轻薄纸张为建筑材料所
构建的空间深邃且令人沉迷。您若喜欢热闹，这里经常有
签售活动，可与作者进行思想碰撞；您若想和读友来一场阅
读后的共鸣，隔壁的小堂，有茶有咖啡，大家可随心所欲地
交谈；喜欢安静的，席地坐在书桌软椅、台阶或地上，享受半
天惬意时光……在这里，书不仅仅是商品，人们感受最深的
是对书和读书时间的尊重。那洋溢着的浓厚学习氛围，是
书店最重要的磁场。无论书店如何嬗变，让书店成为“学习
场”，才是书店永远不可丢失的灵魂。

旅游在书店，我寻到了属于自己的精神庇护所。
上图：深圳欢乐港湾的钟书阁充满浓浓书香。

鲍赣生摄 （人民图片）

今年以来，全国各地红色旅游热度持
续攀升，红色旅游的吸引力和影响力越来
越强。不少红色目的地不断创新内容和
形式，与夜间旅游、科技时尚、乡村振兴等
融合发展，使红色文化更加鲜活生动，红
色旅游迸发出青春活力，越来越多“90后”

“00后”的年轻人爱上红色之旅。

红色旅游持续升温

纵观今年的节假日旅游市场，红色之
旅都是热门选择。人们学习革命历史、感
受革命文化的愿望日益强烈，参观革命旧
址、纪念馆、博物馆蔚然成风。携程红色
旅游大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预订红色景
区门票的人数同比增长 208%，较 2019 年
同期增长 35%。红色旅游、红色乡村、红
色景区成为搜索最多的关键词。北京、江
苏、湖南、上海、河北、陕西、江西、四川、浙
江、河南、贵州等红色旅游资源丰富的目
的地人气兴旺。

从 2004 年到 2019 年，全国红色旅游
资源不断扩充，每年参加红色旅游的人次
从 1.4 亿增长到 14.1 亿。其中，年轻人的
占比越来越重，红色旅游市场年轻化趋势
明显。携程报告显示，在今年出行的红色
游客中，“80后”“90后”占七成，“00后”同
比增长 2.5 倍，下单红色旅游景区的“90
后”同比增长21%，“00后”更为活跃，同比
增长165%。“80后”最爱带娃逛红色景点，
三成家庭选择红色亲子游。

“红色旅游+乡村旅游”带动了文旅
产业高速发展。多地开发的“红色旅游+
乡村旅游”特色线路，助推乡村振兴。
石家庄西柏坡红色胜典景区、沂蒙红色

影视基地、大别山红色旅游区、西江千
户苗寨这些结合了红色与乡村特色的目
的地受到游客喜爱，这些景区今年的订
单量相比2019年平均增长496%。

携程研究院战略研究中心副主任张致
宁认为，随着爱国主义教育深入人心，青少
年对红色文化更加向往，红色旅游市场不断
焕发出生机与活力。同时，红色旅游目的地
基础设施提质升级，服务质量明显提升。

红色体验鲜活起来

为丰富游客的游览体验，不少红色旅
游景区推出夜间演艺，通过灯光、VR、沉
浸式剧场等方式让红色故事“活”起来。
苏州沙家浜风景区今年推出“横泾不夜

天”文旅夜游项目，融沉浸式演艺、光影科
技、民俗曲艺、街区观光、换装互动等于一
体，带给游客立体化的夜游体验，门票订
单量同比增长275%。

山东枣庄铁道游击队景区的“红色经
典、缤纷夜游”游园活动受到游客喜爱。
数百架无人机翱翔在景区上空，不断变换
出人们熟悉的“党旗”“日出”“胜利”“火车
头”“盒子枪”等经典红色造型。景区还利
用裸眼 3D 的交互投影，让游客领略到铁
道游击队景区不一样的景致。

山东沂南县常山庄是著名的“红嫂家
乡”。当地人把“农家院”变成一个个实景
小剧场，推出一系列红色沉浸式演出剧
目。当游客进入小院后，可参与到演出互
动当中。沂蒙红色影视基地打造的沉浸体

验剧《沂蒙四季·红嫂》吸引了大批游客，成
为沂蒙红色文化旅游新亮点，今年门票的
订单量相比2019年同期增长超过17倍。

江西日前推出了首部革命旧址沉浸式
实景剧《那年八一》，故事以1927年南昌起
义为主线，通过多主角、时空并行交汇的第
三人称叙事方式，展现一代中国青年为八
一起义谱写的热血壮歌。《那年八一》在革
命旧址上实景创作，借助声光电技术给观
众带来沉浸式体验。不同于传统舞台剧的
坐着看，游客边走边看演出，还可以换上军
装成为剧中角色，参与演出。

这种沉浸式体验营造出逼真的现场
感，让红色旅游进一步“圈粉”年轻人。携
程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红色景区兼夜
游属性的景区订单量同比上涨 75%。游
客选择红色景区时，对夜游项目更为关
注。“沉浸式红色夜游”成为红色旅游的新
趋势。

红色旅游不断提升游客的体验感，从
最初的在纪念馆或旧址参观红色文物展
陈、坐在剧场观看红色演艺，到参与实景
沉浸式演出，游客从参观者到参与者，真
实地感受红色历史的脉动，体验红色文化
的精神魅力。

红色旅游不断创新

很多红色旅游景区持续推动“红色旅
游+”，与多业态融合发展，积极拥抱智慧
化、数字化，运用新技术不断带给游客眼
前一亮的惊喜和全新的感官体验。红色
文化高科技主题公园——赣州方特东方
欲晓，运用4D轨道车电影、幻影成像剧场
等高科技，打造互动性强的红色主题项
目，尤其受到年轻游客的喜爱。

红色旅游还大力引入文博、文创、影
视IP等要素，创新角色扮演、沉浸体验、户
外拓展等新形式，推动红色旅游向着可互
动、可参与、可体验的方向转型升级。以

“红色旅游＋影视IP”联动为例，途牛旅游
产品设计师向记者介绍：“今年多部红色
题材影视作品的热播，引发了年轻人对红
色文化的浓厚兴趣。我们把年轻人的兴
趣点融入到红色旅游产品设计中，在与电
视剧《觉醒年代》关联的新文化运动纪念
馆、《新青年》编辑部旧址、李大钊故居等
景点中，加入影视剧经典场景打卡内容，
结合剧情调整导游词，形成影视场景和历
史场景的深度互动，让年轻游客更有带入
感地走进红色历史，感受红色文化。”

寓教于游的红色研学游受到家长和
孩子的喜爱。途牛旅游在新推出的红色
旅游产品中将红色旅游景点、历史情景再
现、现场体验式教学进行深度整合。许多
家长表示，红色旅游是学校之外不可或缺
的“第二课堂”，希望与孩子一起通过穿红
军服、走“长征路”、唱革命歌、吃忆苦思甜
饭等方式，让年轻一代铭记峥嵘历史、赓
续红色精神。

上图：游客在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
的烈士纪念馆里参观。

孙忠南摄 新华社发
下图：游客在延安革命纪念馆参观。

徐宏星摄 新华社发

因为湖怪的传说，新疆的喀纳斯湖被
笼罩上神秘的面纱。

进入湖区，为了能近距离观赏深秋时节
喀纳斯湖的美，我决定从临湖的后山登顶。
远远看去，山脚与湖边是针阔混交林，浅黄
至深黄的白桦树与亭亭玉立的落叶松组合
出湖区特有的简约与浪漫。风儿吹过，漫天
的黄叶从枝上飞向高空，在空中旋转飞舞，
阳光通过树叶之间的缝隙将黄叶照耀得异
常璀璨。随后黄叶缓缓飘下，带着阳光的温
热味道与湖水的清爽气味，落在布满苔藓的
栈道和地上。人们踩上去发出沙沙声，仿佛
是喀纳斯湖奏出的小夜曲。

往山上走，廊道曲折，落叶层叠，大树
参天，松萝垂挂，宛若走进绿野仙踪式的
立体画中，每分每秒都是进入森林深处的
梦幻感，喀纳斯湖被枝干和树叶组合成爱
心、门窗、椭圆形、三角形等造型。我在山
脚仰望时，海拔2030米的哈拉开特山顶观
鱼台如同祭天的香火台；来到山顶时，观
鱼台又好似欲展翅高飞的雄鹰。

眼前的喀纳斯湖褪去了神秘的面纱，
湖水来自奎屯、友谊峰等山峰冰川融水和
当地降水，形成中国最深的冰碛堰塞湖。
湖泊两侧断层痕迹清晰，雪山呈斜坡状向
湖心延伸，湖面总体呈狭长月牙形。由于
山峰阻挡，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喀纳斯湖
都无法“一览无遗”，令人流连忘返。

倚在栏杆上俯视喀纳斯湖，蔚蓝的天空
下是雪山，雪山下是坚硬且荒凉的岩石，岩
石下是原始森林形成的彩带，彩带包围下是
一方瞬息万变的湖水。顺光时，湖水像一匹
铺开的蓝色绸缎，似乎湖下还隐藏着一个奇
幻世界；逆光时，湖水像一块碧绿的玉石，温
润得宛如佳人的凝脂。近看，湖水晶莹剔
透，带着雪山的纯洁气息扑面而来；远看，波
光云影下，碧绿、蓝绿、湛蓝从近到远依次展
开。不同的季节、不同的气候、不同的时段、

不同的云层下，湖水呈现不同的色彩，这不
是“上帝的调色板”，又是什么呢？

被喀纳斯湖吸引的还有成吉思汗。传
说早在800多年前，成吉思汗西征路过此湖
时，下马捧起湖水，仰头痛饮，后人于是把
湖水称作“王者之水”。是啊，如此千变万
化的喀纳斯湖，不也是“水之王者”吗？

也许是受湖怪传闻影响，也许是敬畏
先贤，也许是与自然为友，图瓦人至今不
到湖里打鱼，不在湖边放牧，也因此保存
了喀纳斯湖千年来的冰清玉洁。

相比青海湖、纳木错和长白山天池，
喀纳斯湖少了份壮阔气势；相比西湖，喀
纳斯湖少了份文化积淀。然而，在中国这
些美丽的湖泊中，喀纳斯湖海拔的层次最

丰富，秋色最旖旎，将大西北的纯净与绚
烂演绎得淋漓尽致。

“要爱生活，不要爱生活的意义。”在
游览喀纳斯湖区的 5 小时里，我沐浴明媚
的阳光，欣赏灿烂的桦树，触摸落叶的脉
搏，感受风儿的吹拂，体味水汽的清凉，嗅
闻花草的芬芳，领略湖泊的变幻莫测，聆
听黑喉潜鸟呱呱似的打鼾声，与大自然的
赤裸相遇竟是这般的美妙。自然就是自
然，没有知识的介入，没有意义的赋予，没
有价值的提升，单纯感受风景、感受当下、
感受内心，让大自然填满身心，让身心完
全融入大自然，因此身体变得轻盈、变得
灵动，心也变得简单、变得纯粹。

上图：新疆喀纳斯湖美景。

“这是咱山里自己种的小米，煮粥香糯，米油
黏稠。战争年代，我们胶东乳娘就是用这种小米
饭一口一口哺育革命后代”。山东省乳山市下石
硼村党支部书记王守起热情地向游客介绍村里
的农产品，讲述曾经发生在那里的红色故事。

下石硼村是全国红色美丽村庄试点村，也曾
是省定贫困村。近年来，该村党支部坚持“党建引
领+红色旅游+特色农业”的发展思路，深入挖掘新
华制药厂、枪械维修所、北海银行等红色资源，探
索开发了红色夏令营、红色研读游、忆苦思甜饭、
特色农家乐等系列体验项目，壮大村集体经济，增

加村民收入，脱掉了贫困“帽子”。据统计，2020年
下石硼村累计接待游客10多万人次，村民人均年
收入达1.9万元。“有了红色旅游，村里的土特产品
不愁销路，老少爷们忙起来，致富劲头更足了。”王
守起对村庄未来发展充满信心。据了解，自2017
年开始，乳山市累计整合投入2亿多元涉农资金，
以马石山烈士陵园和胶东育儿所两大红色教育基
地为中心，对沿线的46个红色村落进行统一规划、
连片整治，积极打造乡村振兴红色示范片区，成立
党组织领办合作社46个，带动820余户群众入社，
发展特色产业项目53个。 （马传栋）

红色旅游迸发青春活力
本报记者 赵 珊

旅游在书店
施崇伟

旅游在书店
施崇伟

山东乳山：红色领航乡村振兴

喀纳斯湖秋色正旖旎
谢锐勤文/图

初冬，湖北武汉东湖听涛景区朝霞映照，美若油画。日出时分，霞光从云间透出，映在东湖水面上
金光灿烂，初升的太阳把整个东湖照耀的一片金黄色，迷人美景尽收眼底。 赵广亮摄 （人民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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