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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月，画舫，古码头；水巷，灯笼，石拱
桥。充满诗情画意又凝聚民族魂的台儿庄，
因运河而兴，因大战而名，因文旅融合而重
生。如今，台儿庄又乘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
建设的东风加快转型升级。

夯实文化根基

自明朝万历年间朝廷开通泇运河后，台儿
庄古城逐渐成为商贸重镇，呈现出“一河渔火，
歌声十里，夜不罢市”的繁荣景象，被誉为“天下
第一庄”。如今，这里保存了3千米的古运河、
960米的古驳岸、11处古码头及水工设施遗存和
95%的古城肌理。2014年，位于台儿庄古城内
的组成部分，作为台儿庄段（月河）3千米古运河
道成功成为首批入选世界文化遗产的河道。

漫步古城，一街一巷，一庭一院，一砖一
瓦，写满了运河故事。坚持“原基址、原空间、
原风貌、原材料、原工艺、原工匠”的原则，古
城先后修复月河街、顺河街等街道，重建县丞
署、闸官署、天后宫、山西会馆等建筑，建设台
儿庄运河奏疏展馆、中国运河招幌博物馆、中
国漕帮镖局博物馆等专题展馆，恢复运河古
城风貌。同时，古城还推动非物质文化常态
化展演、活态传承，系统挖掘、还原运河大鼓、
柳琴戏、皮影戏、竹马会等。目前，已有 30多
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演项目落户古城。

古城几处老建筑的墙上布满了弹孔，这
是 1938年震惊中外的台儿庄大战留下的，80
多年一晃而过，但中华民族扬威不屈的精神
永存。台儿庄古城内安澜门附近的狙击点、
月河街巷战处、大衙门街颜省吾捂肠杀敌处、
关帝庙池峰城指挥所等遗迹令人肃然起敬，
警醒后人不能忘记抗日将士的英勇悲壮。

深化文旅融合

社火大巡游、南北狮王争霸、火舞钢花、
杂技等传统技艺深受喜爱。台儿庄挖掘传统
年文化，结合全国非遗项目与鲁南民俗，推出
大庙会，使“过年就去台儿庄”成为响亮品牌。

在古城里，最有味道的是乘坐摇橹船，穿
行于水巷，听船妹子清唱，欣赏绚丽的夜色，
再到“雕刻时光”酒吧里小酌一杯。台儿庄古
城旅游集团副总经理黄晓莉介绍，为提升夜
间经济，古城常年展演火龙钢花，冬季主打花
灯会和非遗表演，中秋节打造双月闹中秋主
题活动，令游客津津乐道。目前，已有 450余
家商家落户古城，吸纳近3500人创业就业。

研学旅行是古城发力的重点。在这里，学

生诵读战地家书，寻找明清时期的水工设施，体
验皮影戏、木版年画、制作扎染等非遗项目，搭
建斗拱、拼装古建模型，体验古代木匠工具。古
城先后研发了爱国主义教育、运河文化、非遗文
化、传统建筑文化等九大研学课程。

古城着力推进非遗等文化资源向文化旅
游产品转化。今年夏至，古城成立黄花牛肉面
体验店。台儿庄古城旅游集团董事长王玉珏介
绍，将顺应新消费趋势，持续培育美食产业。同
时，古城注重文创产品研发，“梦的礼物”伴手礼
店的古城主题小夜灯等受到游客好评。

推进景城互动

坚持阔步改革，锐意创新，台儿庄古城已
成为山东文化旅游靓丽名片。近日，在 2021
台儿庄区文旅产业升级发展暨大运河国家文
化公园建设推进大会上，北京交通大学现代
旅游发展研究院院长张辉建议，台儿庄古城
要做生活、学习、成长三种方式的旅游空间；

加速文旅融合，把运河文化、红色文化、大战
文化、鲁南文化、非遗等有机结合。

台儿庄区委书记彭照辉表示，台儿庄积
极融入大运河文化带、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
建设大局，已完成了台儿庄大运河国家文化
公园策划及概念性规划方案编制，实施“保护
传承、研究发掘、环境配套、文旅融合、数字再
现”五大工程，聚力实施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
建设提升等“六大提升行动”，促进文旅产业
向“精品化、智慧化、全域化、融合化”方向升
级发展。

目前，台儿庄区正加快新台高速二期、京
台新台连接线、京台高速台儿庄大运河服务
区、运河南堤国家级风景旅游大道等项目建
设；争取开通台儿庄大运河水上游客航线；发
挥台儿庄通用机场优势，科学布局观光旅游
起降点，构建区域空中旅游交通枢纽；以济枣
旅游高铁延伸至台儿庄为契机，积极对接徐
州，谋划实施公铁水联运游客换乘枢纽。

上图：俯瞰台儿庄古城 孔 闯摄

为丰富职工生活，满足职工文化需
求，近日，中建五局组织开展了职工手机
拍家乡美旅游图片展活动。展览中的一幅
拍摄襄阳“古隆中”的作品，因其画面清
丽、光线柔和，又充分表达了“山不高而
秀雅，水不深而澄清，地不广而平坦，林
不大而茂盛”的景物特点而摘得桂冠。

古隆中不仅是职工手机里的诗意图
片，更是襄阳文旅产业的历史名片。该景
区位于襄阳西部，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和 5A级旅游景区。作为诸葛亮的隐居之
地，古隆中蕴含着丰富的三国文化和英雄
辈出、济世图强的时代愿景。它还承载着
三顾茅庐、水淹七军、刮骨疗毒等历史故

事。古隆中有三顾堂、草庐亭、卧龙深处
等旅游景点。走进古隆中，可品读三国璀
璨文化，沐浴襄阳旖旎风光。

隆中古迹千年不绝，时代变幻更显历
史风味。近年来，襄阳市举办了诸葛亮文
化旅游节、《襄阳民间故事》征稿以及“千
筝同奏卧龙吟，万人空城赴隆中”等活动
来弘扬三国历史文化；成立了历史文化研
究院、修建了诸葛亮广场、打造了“三国
文化”主题美食城等，促进三国文化创新
性发展。如今，襄阳已成为海内外游客探
寻中华古迹，交流互信，共享世界的旅游
胜地；其文化产业和旅游业也将进一步得
到升级发展。 （徐传军、许 娟）

潮起潮落，霞光绮丽，在福建省霞浦
县广袤的滩涂上，一排排林立的竹竿，一
艘艘穿梭的渔船，绘成一幅美轮美奂的
图画。霞浦的美景和美食吸引了四面八方
的游客慕名而来。

11 月是紫菜收成的季节，素有“中国紫
菜之乡”的霞浦县 4 万多亩紫菜迎来收获。
从养殖到收割、从收割到晾晒，紫菜的生长
需要天时地利人和的慢慢滋养。明代诗人
黄仲昭醉心于这种时间培植的鲜美，曾写下

“柔丛细蹙紫罗纹，历尽冰霜亦自春。更有

一般清绝味，嚼来满鼻散芳辛”的诗句，至今
仍为人所津津乐道。

近年来，霞浦县谋划由海洋资源大县
向海洋经济强县转变，仅紫菜就预计年产
值达8亿元，紫菜养殖已成为当地海洋经济
的支柱产业。当地政府部门、专业合作社
与霞浦县税务部门紧密配合，落实乡村振
兴税收政策，为海洋经济相关产业减免税
费共 2000 余万元，为海洋经济持续发展保
驾护航。 舒思团/文 张 铭/图

上图：霞浦海滩风光

运河古城谱新曲
郭 旗 时培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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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高的山墙，弧形的乌
檐，江南的粉墙黛瓦畔，一双
春燕掠过湖面而来……40年
前，千年月湖与著名画家吴
冠中的一次偶然“邂逅”，成
就名画《双燕》图。40年后，
获得国家 5A 级景区头衔的
天一阁·月湖景区正赶赴一
场文旅盛宴——2021 中国

（宁波）特色文化产业博览会
（以下简称“宁波文博会”）。

宁波文博会已成功举
办了 5 届。目前，根据疫情
防控要求，今年宁波文博会
取消了原定的线下活动，增
强了线上的展览展示内容，
以纯线上展会的形式，突破
地域限制与四海宾朋开启

“云端之约”。本届宁波文
博会引入了全国先进的数
字化展览展示手段，搭建线
上虚拟展区和数字化展览
场景，打造了集展示、交易、
交流、互动于一体的宁波文
博会云上展会平台。

本届宁波文博会于今天
开幕，“精品线路”“特色街区”

“艺术振兴乡村”“海丝古港、
微笑宁波”“宁波老底子”等主题在线上一一呈现，
给大众带来一场别样的精彩之旅。来自宁波江北
的千年慈城古县城、百年老外滩以及亲子游景区火
车来斯和达人村都将亮相本次线上文博会。

在线上，宁波文博会还将创新打造“明州十
二时辰”24小时不间断直播会场，一个时辰一个
主题，邀请宁波本土文创类、语言类、非遗类、美
食类、戏曲类等各行传承人做客直播间，重点展
示宁波历史风俗民情和文化特色原创IP。

“借助本次文博会，我们将充分挖掘‘运河+
海丝’文化内涵，深入梳理以‘海丝文化、海湾风
情、海天佛国、海鲜美味’为特色的‘四海’文旅资
源，推出主题化的系列产品，进一步打响宁波城
市文旅知名度。”宁波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
邱金岳说。

其实，作为古丝绸之路的“活化石”，宁波一直
在为扩大文旅品牌影响力而努力。例如，宁波在
全国首创了以“展+演”“会+演”“平台+”等多维度
文旅融合推广模式，举办“顺着运河来看海”宁波
文化和旅游全国十城巡展活动，走进西安、厦门、
北京、深圳等国内重点城市；举办“舌尖上的相
遇”——中东欧美食与“诗画浙江·百县千碗”人文
交流活动，线上线下加强中外文旅交流。同时，发
挥索非亚中国文化中心作用，举办“中国旅游文化
周”“天涯共此时——中秋文化周”“宁波文艺出
海”等交流活动，讲好中国故事，弘扬中国文化。

目前，宁波市已确立了文化和旅游发展新目
标。到2025年，宁波要初步建成独具魅力的文化
强市，深度打造现代化文化和旅游经济强市，进
一步推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努力成为辐射宁
波都市圈、服务长三角、面向全国的新时代文化
高地和现代化滨海旅游名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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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季，以前是传统的旅游淡
季，而伴随冰雪旅游和温泉旅游的
兴旺，冬季已不再是旅游淡季。

如今，丰富多彩的夜间休闲
蓬勃发展，更加温暖了冬季旅游，
有望成为拉动冬季旅游的引擎。

夜间休闲受到青睐

走进前门大街西侧北京坊的
叶壹堂书店，一排排有一层楼那
么高的书架营造出颇具艺术感的
阅读空间。夜晚，落地窗外雄伟
的正阳门城楼华灯璀璨、美轮美
奂。淡淡的书香配上绝佳的景
致，这里成为人们夜间休闲的好
去处。前门大街集传统与时尚于
一体，各种老字号、文创店散发
着浓厚的文化气息，驱散了寒
意，温暖了心田。

近日，文化和旅游部发布了
第一批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
费集聚区名单，包括前门大街在
内全国有120个项目入围，聚集
区包含旅游景区、步行街区、古
城古镇、主题公园、文创园区、
商业街区等多种类型，夜间文旅
消费聚集区将成为本地居民和外
来游客冬季夜游的首选。

受疫情影响，旅游业起起伏
伏，迫切需要寻找新的发力点。
可延长旅游时间、可拉动旅游消
费的夜游正成为拉动冬季旅游的
有力引擎。马蜂窝旅游研究院负
责人冯饶介绍，近期该平台关于
北京夜游的搜索热度环比上涨
38%，杭州夜游搜索热度环比上
涨25%。大家尤其关注夜间的美
食、演出、娱乐等休闲方式。

因天气因素，北方冬季的室
外休闲会受到影响，但室内休闲
活动却丰富多彩，尤其是沉浸式
体验更是受到游客青睐。走进北
京一间沉浸式国潮文化体验餐
厅，游客不仅能享受宫廷美食，还
能换上汉服、化上古妆，沉浸式体
验宫宴氛围。夜宴、夜秀、夜读、
夜娱、夜购等夜间休闲新方式，集
文化、旅游、休闲、娱乐、商业等多
业态于一体，令冬季游活力四射。

娱乐体验精彩纷呈

相比寒冷的北方，温暖的南
方冬季夜游更加精彩。

三亚海昌梦幻海洋不夜城入
选第一批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
消费集聚区，是海南省唯一入选
的一家。不夜城围绕夜游、夜
食、夜秀、夜购四大业态，不断
丰富夜游产品，提升游客体验的
满意度。当夜幕降临三亚之时，
88米高的“三亚之眼·海上摩天
轮”带游客领略海棠湾的夜之
美、270度球幕的飞行影院带游
客体验海上丝绸之路……从傍晚
到夜间的多场精彩演出——海豚
科普秀、里约狂欢秀、欢乐剧场

《勇夺欢乐岛》 等节目令游客目

不暇接。记者了解到，不夜城近
期增加了深海潜水、动力滑翔伞
等项目，实现了海陆空资源整合；
全新引进高空飞翔、鲨鱼过山车
等 6 大游乐项目，预计 12 月将正
式面客，夜游体验又将迎来升级。

杭州宋城每天上演数十台各
类型演出，已成为杭州除了西湖
之外的另一张文化旅游名片，并
入选第一批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
游消费集聚区名单。为丰富不同
游客的多元化夜游需求，杭州宋
城还推出了万圣奇妙夜、电音泼
水节、酷炫潮趴、集装箱音乐
会、森林音乐会、悬崖音乐会等
特色夜游主题活动，让游客沉浸
其中，尽享夜间美好时光。“夜
文化”带活“夜经济”，“夜经
济”促进“夜文化”。据悉，杭
州宋城将继续推出更多优秀演艺

产品，持续释放城市夜经济活
力，助力夜经济高质量发展。

成都欢乐谷长期致力于优质
“夜经济”的打造，不断加快夜
游产品供给，丰富游客夜间文旅
体验，助力西南地区夜间文旅市
场发展。成都欢乐谷相关负责人
介绍，今年 12 月，成都欢乐谷
将携手风靡全球的经典游戏“吃
豆人”，共同打造像素光影活
动，以沉浸式新媒体光影为主，
实现立体全方位多维视觉体验，
实景与虚拟情景重叠呈现形式，
打造沉浸式夜游新模式。成都欢
乐谷还将首次尝试游戏化互动体
验光影乐园，定制交互式小程
序，开发主题乐园的线上线下同
步阵营对抗游戏，开拓富有全新
未来感的光影游玩体验，创新夜
游模式。

冬季夜游前景可期

中国发展冬季夜游的前景
如何？中国旅游研究院夜间旅
游课题研究和项目组负责人赵
一静告诉记者：“以夜间节事、文
化场馆夜游、都市文化艺术夜游
等为代表的夜间文化和旅游产
品，受传统旅游资源和气候的限
制相对较小，一定程度上弥补了
冬季旅游资源短缺。值得注意
的是，冬季推出的夜游产品需要
具备较强的核心吸引力和独特
性，如自贡灯会和哈尔滨冰灯节
已颇具知名度。”

“冬季旅游要想获得更好的
经济效益，要有足够的停留时间，
并在游客停留时间提供足够的夜
间吸引力，这需要夜间文旅消费
的发力。”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
都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执行院
长厉新建认为：“夜间文旅消费需
要在餐饮、娱乐方面下功夫。餐
饮可学习浙江的百县千碗工程，
推出地方有特色的必吃榜；娱乐
可多挖掘地方文化元素，注重发
展室内小规模娱乐项目，注重挖
掘整理当地特色文化演出资源，
形成送文化进饭店等活动，并与
住宿行业进行有效整合，送演出
送娱乐到游客身边。如果市场相
对成熟，规模相对较大的目的地，
可构建以室内为主要消费空间的
夜宴、夜赏、夜读、夜购、夜游等。”

上图：初冬夜晚的星空高线
公园璀璨夺目。上海宝山废弃的
老码头变身星空高线公园，成为
居民和游客的休闲打卡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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