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告联系电话 65363547 65367287 办公室 65369330 发行部 65369319 传真：（8610）65003109 零售3元/份 国内定价全年420元 国内统一刊号：CN11-0066

1212 旅游天地 责编：赵 珊 邮箱：hwbtravel@126.com

2022年8月5日 星期五

出游西部热情高

近日，北京开通了至新疆吐鲁番的直
飞航线，北京游客到新疆旅游更加便捷。
西部是今年夏季游市场的“主角”。6月10
日，独库公路恢复通车当天，马蜂窝的搜
索热度涨幅超过350%，许多自驾爱好者为
此开启新疆之旅。飞猪数据显示，近一个
月，新疆的酒店成交额以周均30%的增幅保
持强劲复苏态势，租车订单量同比增长
100%。伊犁定制游、北疆环线小团游备受
青睐。独库公路、中巴公路、塔莎古道、
盘龙古道、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等都是深
受游客喜爱的自驾线路。

夏季长线游持续回暖，途牛旅游网数
据显示，7月国内长线游预订为57%，新疆、
云南热度最高，云南预订较 6 月增长 216%，
出游人次较6月增长385%。7月以来，云南
跟团游订单占比达72%，“丽江—大理—香格
里拉—泸沽湖”“昆明—大理—丽江—香格
里拉”等跟团游以及定制私家团是游客的
热门选择。

中青旅新疆公司总经理梁畅红告诉记
者：“与往年夏季相比，今年新疆旅游的自
驾游、自助游比例大幅增加，占到游客75%
至80%，而旅行社团队游也转向小型化，行
程更加灵活。根据游客个性化需求，旅游
产品增加体验感，例如徒步轻探险，直升
机飞越雪山，沙漠草原荒野露营，沙疗体
验，体验非遗产品制作等。”

研学是西部旅游的热门类型，携程游
学负责人介绍：“今年亲子游学和夏令营
的出行方式更加多样化，研学主题更明
确，例如沙漠徒步、毅行、观星等。博物
馆、丝绸之路等历史人文类和科学探索类
的研学游，近期热度持续升高。携程首次
推出针对成人的‘甘肃丝绸之路人文考
察’研学旅行，途中邀请丝绸之路文化讲
师带队、石窟专家、历史学教授随行、长
城守护人带领田野调查等以及丝绸之路上
首个适合青少年亲子游学的沉浸剧本研学
产品。”

魅力独特创新多

西部旅游为何热度高涨？在陕西师范
大学地理科学与旅游学院马耀峰教授看
来，旅游需求是根本动因。西部神秘的山
水自然资源，独有而特色鲜明的历史文化、
地域文化、民族文化、民俗文化等人文资源，
对广大民众有着巨大的吸引力。

“目前云南、新疆等西部地区出现旅游
加快复苏发展的迹象，这是多种利好政
策、旅游需求的释放以及假日经济拉动的
必然结果，也包括避暑气候、交通越来越
便利等原因。”云南财经大学旅游文化产业
研究院院长明庆忠向记者介绍：“西部旅游
与之前相比，游客的出游需求和出游方式
已出现了明显变化，私家团、自驾游、自
由行、定制游、半包团趋势愈加明显。”

据了解，多家旅行社和在线旅游公司
根据游客个性化需求，针对房车旅行、亲

子研学、网红目的地打卡、自驾体验等不
同的消费场景，开发产品，创新服务体
验。尤其是房车旅行逐渐被更多游客接
受，一家一车的定制体验让游客体会到

“带着家去旅行”的乐趣。
马耀峰向记者介绍，目前西部旅游的创

新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出现了
旅游新产品形态——“穿越旅游”。穿越旅
游指游客以“了却心愿”“心理期盼”“共同经
历”“人生愿望”“探索猎奇”“举家休闲”等为
目的，到某一个向往的目的地旅行的旅游新
形式。其旅游更重视沿途游历、游中体验、
游后感受。西部旅游热中，此种旅游目的占
比总体较大，它既是探险旅游的升华和泛
化，又是传统旅游的升级。其次，出现了旅
游新玩法——“线路体验+景区体验”“非景
区+景区”“野外活动+景区”等。第三，出现
了旅游新体验——“游历体验+景区体验”

“民族风情体验+特色村镇体验”“客主互动
体验+特色餐饮住宿体验”等，大大提高了游
客的旅游感受和收获。

实现高质量发展

西部旅游正在迎来振兴的好时机。明
庆忠表示，西部地区应着眼“趁热打铁”，并
放眼长远发展，需要加强新内涵、新动能、新
业态、新模式；强化融合化、国际化、智能化、
高端化、生态化。做强、做精、做特文化和旅
游项目与产品体系；拓展融合发展新领域，
文旅+农业、文旅+工业、文旅+大健康、文
旅+会展、文旅+未来产业、文旅+其他产业；
同时做好“加法”营销，推介和树立健康旅居
生活目的地、国际康养旅游目的地；切实推
进“旅游+”，抓住市场回暖机遇，特别是避暑
游、研学游、旅居等旅游市场。

当记者问到，西部旅游未来如何不断增
强吸引力，实现可持续高质量发展？马耀峰
指出：首先要以改革促发展，创设文旅改革
创新重大项目，做好文旅企业产业链、创新
链的融合发展。二是以文化软动能激发文
旅业高质量发展。大力发展西部文化创意
IP产业，力促遗产、民俗、艺术、绘画、音乐的
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三是以科技硬动
能促进文旅高质量发展。推进“演艺+数字化
技术”融合，提高演艺层次和品质；利用5G、
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区块链等数字化
技术，讲好西部故事；合作共建文旅和科技融
合示范基地；发展露营创新设施制造、新型房
车、移动式客房、新型热气球、低空旅游设施
等。四是积极做大做强旅行社产业，践行旅
行社与景区共生共荣理念，从中间商变为景
区建设者、运营者，提供家庭团、定制游、自驾
游、主题游、康养游等趋热旅游产品，促进定
制化高频、高品质旅游产品。此外，西部旅游
还要做优做特饭店产业、力推传统景区迭代
升级、深化文旅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左上图：游客乘直升机游览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那拉提。

韩 峻摄（人民图片）
右上图：贵州省黎平县黄岗侗寨演出

侗族大歌。 邓 刚摄（人民图片）
左图：游客在云南省丽江市玉龙雪山

脚下的蓝月谷游览。汤德宏摄（人民图片）

暑假期间，全国
各地红色旅游景区景
点 的 游 客 量 明 显 增
加 ， 红 色 旅 游 正 从

“大写意”转向“精耕
细作”。笔者认为，要
使红色之旅成为高质
量的精神之旅、爱国
之旅，需要进一步加
强红色旅游品牌建设
和融合发展力度。

树立红色旅游品
牌是一个系统工程，
涉及诸多方面。从实
践效果看，品牌强则感
染力强、传播力强、市
场拓展强。从井冈山
到延安，从遵义到西柏
坡，红色历史舞台剧

《延安保育院》温情上
演、《新青年》笔记本等
文创产品深受游客喜
爱……一批红色旅游
目的地树立起良好的
品牌形象，知名度进一
步扩大，取得了社会效
益和经济效益双丰收，
保持着良性循环发展
的态势。

要塑造有影响力
的红色旅游品牌，融
合发展至为重要。近
年来，一些地区凭借
自身资源禀赋，因地
制宜地探索出各具特色的红色旅游多业态融
合发展之路，推动红色与生态、乡村、研
学、工业等相结合，形成一批红色旅游融合
发展项目，形成更为丰富的红色旅游产品。
同时，各地红色旅游还注重与技术、演艺的
结合。如陕西延安、山东沂南、江西于都等
地注重综合运用红色演艺、沉浸式演艺、光
影秀、无人机秀、裸眼 3D、VR/AR 等手
段，为红色旅游搭建起多元化视听架构，以
艺术性的语言诠释红色之美，引领游客从单
纯的参观者转为主动的参与者，让红色旅游
能“看得到”，更能“记得住”。

不同于其他形式的旅游产品和业态，红
色文化是红色旅游发展的灵魂。因此，红色
旅游品牌建设需要把握好这一根本，才能讲
好故事、赢得掌声。在品牌规划阶段，要根
据品牌要素提出明确的发展目标和措施，指
导红色旅游项目开发、建设和运营的全流
程，避免盲目扩张、方向走偏。在品牌建设
阶段，品牌定位和品牌营销是重点环节。首
先，在市场定位和产品定位的基础上，通过
品牌定位创建独特个性的品牌形象有助于解
决红色旅游同质化难题。其次，“酒香也怕巷
子深”，要将“产品营销”逐渐让位给“品牌
营销”。即使身处偏远地区的红色旅游景区，
也可以利用具有识别度的品牌符号吸引消费
者。在品牌维护阶段，要以国家发展需要和
市场需求为导向，对红色旅游品牌进行持续
性发掘和提升，不断扩大品牌影响力，进而
发挥好塑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使命。

推动红色旅游品牌建设是一项系统工
程、创新工程，其发展之路没有成型的路线
图，需要各地依托资源禀赋做好综合研判，
找准特色发力点。同时需牢记，无论如何创
新发展，都必须确保“红”的底色不能丢。
在此基础上，以融合发展为驱动力，不断延
展红色旅游的辐射宽度和资源聚集深度，真
正打造一批叫得响、过得硬、有影响力的红
色旅游品牌，全力助推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七星河位于闽江上游，是福建省政和
县的母亲河，蕴藏着独特深厚的文化基
因。政和县是朱氏家族入闽第一地，宋代
理学家朱熹之父朱松在政和任县尉。

荡漾清波的七星河，如同一条清澈的
玉带，蜿蜒穿过县城。伫立双亭桥头，眺
望青龙山，苍松翠柏中掩映着气势恢宏的
云根书院。云根书院为朱松所建，朱熹幼
年求学于此，成年后多次到访讲学，政和
因此被誉为“先贤过化之乡”。

夏日清晨，云根书院山脚下的七星河，梦
幻而唯美，岸边一层薄薄水雾涌起，野鸭在河
面游动，水鸟在空中飞过。河岸边，绿的山、白
的雾，轻轻柔柔，起起伏伏，令人陶醉。

沿河边栈道，走到官湖村桥头，映入
眼帘一座七星塔，这是一座七层八角石构
空心塔。据传，塔基下埋着一尊铸铁小
牛，以镇水妖，保民众免遭水患之苦。与
七星塔相望 20 米，有一座小石塔，名叫

“乾清坤宁宝塔”，它历经了500多年风风雨
雨。1436 年，明朝刑部右侍郎吴廷用辞官
回家，为根除家乡水患，他兴修七星河水
利、主持建造石塔。石塔山脚下，一口龙
泉，泉水从叠石下石隙中涓涓流出，汇集
龙泉池后流入低处的两个相连的长方形水
池，龙泉一直默默佑护着村民。

一口龙泉遗迹，把历史馈赠的遗产造
福于民，世代供人汲取。2021 年，政和县
水利局对龙泉周边进行改造绿化，栽种黄
金柳、丹桂、红梅、香樟、楠木等树种，
岸坡铺上地毯草皮，龙泉四周用天然青石
砌起，建成一座充满文化韵味的龙泉公园。

如今，两座石塔和一口龙泉，跨越历史
雾霭，注视着政和的发展，守护着七星河。
四季的变迁，岁月的更迭，“河湖长制”的推
进，七星河更加洁净，分外静美，分外动人，
分外醉心。

黄昏夕照，七星河面，霞光倾洒，静谧无
澜，似帛如镜、灵澈清丽。踏着青石板，徜徉雕

梁画栋的聚龙廊桥，飞跨河岸的彩虹桥，联古
通今的七星廊桥，巍然耸立的福星廊桥……
座座廊桥蕴藏着历史文脉，承载着山城的记
忆，串联着山城的景观精华，成为具有代表性
空间和标志性载体，成为人们修心和洗心的理
想之桥。

夜色撩人，沿河流光溢彩，焕发出的动感
与生机，弥漫着青春的浪漫气息。尽管天气炎
热，也阻挡不住人们漫步河岸步道，游人熙来
攘往，栈道与山水同悦。孩子们快乐地提着瓶
瓶罐罐，尽情在河边、沙滩边摸螺捞虾，追赶蜻
蜓，追寻童趣。河滩广场上乐声四起，欢快的
广场舞引得路人驻足观看。老人垂钓不为所
动，心无旁骛，期待着“大鱼”上钩，在一甩一提
一拉间体会自己的快乐。《论语·雍也》中记载

孔子所说：“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
者静。知者乐，仁者寿。”朱熹释义：“知者达于
事理而周流无滞，有似于水，故乐水；仁者安于
义理而厚重不迁，有似于山，故乐山。”从中可
以体悟丰富的人生哲理。

七星河的“气韵绵绵”和“生态颜值”与
这里的百姓常相伴，让枕流而眠的县城富有
了沉静文雅的气质；让独享平静悠闲心境的
乡民和过客，在这滋养一方的七星河中活色
生香，正如老子在《道德经》中说：“上善若
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
于道。”七星河具备这样的特质，它缓缓流
淌，默默哺育、浸润这片土地，守护这里的人
间美好，岁月安宁。

上图：福星廊桥与七星塔相呼应。

浙江省绍兴市迎恩门景区位于
浙东古运河南端，是历史上绍兴城
的主要水道关隘和物流人流的聚集
地。这里是运河文化最典型的区域
之一，如今成为绍兴水乡风情浓郁
的城市新客厅和文化新地标。

走进迎恩门风情水街，水乡风
情沿运河缓缓展开。运河水从西向
迎恩门穿过，运河之上，12 座古桥
如虹卧波。这里以购物居住、商业
观光为两轴，传承了台门院落的空
间美感，一河一街的城市记忆。

尽管几经兴衰，但迎恩门沿街
商铺基本保持了原有的空间格局，
传统风貌犹存，水乡特色浓厚。据
绍兴市越城区文化广电旅游局相关
负责人介绍，迎恩门工程立足于水
街的空间格局和风貌的延续，通过
水街功能的扩展以及沿街、庭院、
桥头、街道空间的设计，再现城区
完整的水街格局。另外，迎恩门风
情水街还原了钟山寺区块的上纤埠

头、牌坊、望官亭、接官亭等历史
风貌，其中将上纤埠头打造成绍兴
码头文化的代表，通过纤道、亭
台、古桥、寺庙等来体现越地文化。

保留了江南古韵的水街，同时
又是崭新的。每当华灯初上，运河
两岸灯火渐起，人声渐沸。五光十
色的商铺汇聚成炫彩斑斓的霓虹街
景，迎恩门风情水街变成集文化创
意、旅游购物、休闲娱乐于一体的
特色商业综合体，丰富多彩的夜间
活动吸引市民和游客纷纷前来。

非遗文化客厅是水街独具味道
的一部分，汇集越红茶、棕编、铜
雕等30多项非遗，通过不同的功能
设置和展示方式，让非遗变得可
听、可看、可体验。

“这里不仅是景区，更是一个生
活区，一处能够体现和还原老绍兴
人生活的街区。”绍兴市越城区文化
广电旅游局负责人说，“运河两岸，
文化传承、记忆复苏、街巷空间、

水乡风情，迎恩门
水街是人们的诗和
远方。”迎恩门风情
水街以现代人喜闻
乐 见 的 方 式 呈 现 ，
时尚化、年轻化的
元 素 在 水 韵 中 流
淌，可品读、可旅
游、可消费、可居
住。人们在这里看
到古运河、老城楼
和古桥，看到诗和
远方的江南。

左图：浙江省
绍兴市迎恩门风情
水街风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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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成今夏旅游新热点
本报记者 赵 珊

广袤壮美的西部地区拥

有山川、河流、草原、戈

壁、沙漠、湖泊等多种极致

的自然风光和独具特色的人

文风情。新疆、云南、陕

西、贵州、青海等西部地区

成为今夏旅游新热点。

从传统的跟团游到如今

盛行的个性定制、房车自

驾、户外运动、研学旅行、

风情体验等，西部旅游的方

式丰富多彩，新意连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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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星河畔的风韵
杨则生文/图

七星河畔的风韵
杨则生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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