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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新年钟声敲响，包含元旦、春
节的新春旅游市场已精彩开启。文化和
旅游部将组织开展“打卡旅游休闲 打开
欢乐春节”2023 新春旅游推广活动，推
出具有冬季特色的休闲体验项目，开展
丰富多彩的旅游休闲和民俗活动，“旅游
迎春、休闲过年”将成为美好生活的生
动体现。

冰雪游冬季最热

新年伊始，多地已开启冰雪旅游，人
们纷纷走出家门，享受玩冰戏雪的冬趣。
元旦假期，四川省巴山大峡谷罗盘顶举办
了雪地篝火舞、雪地烧烤美食、雪地烟花
秀等丰富的冰雪娱乐活动，游客赏雪、戏
雪、滑雪，尽情感受冰雪的魅力。

2022 北京市冰雪文化旅游季推出近
60 项活动，点燃了市民冰雪旅游热情。
颐和园、北海公园、陶然亭等也纷纷开
展冰雪游园活动，让市民游客尽情享受
冰上运动的乐趣。

北京冬奥会后的冰雪运动热情延
续，今冬多地滑雪场和冰雪类景区吸引
了众多游客。游客在东北冰雪大世界、
亚布力、长白山、中国雪乡、“北极”漠
河等经典冰雪旅游目的地体验到冰天雪
地的别样乐趣。同程旅行数据显示，元
旦假期，国内冰雪旅游相关搜索量环比
上涨179%。

中国旅游研究院近日发布的 《中国
冰雪旅游发展报告 （2022）》指出，“小
区域、低消费、高频次、旅游本地生活
化、服务自助化、冰雪观光和滑雪休闲
度假并重”成为冰雪旅游消费市场的新
趋势，中国旅游研究院冰雪专项调查显
示，42.5%的游客倾向于冰雪观光游览，
45.1%的游客倾向于滑雪休闲度假。据记
者了解，文旅部将依托 12家国家级滑雪
旅游度假地组织开展“欢乐冰雪旅游
季”活动。

文化游节日最靓

新春旅游散发着浓厚的传统文化气
息。北京雍和宫、杭州灵隐寺、无锡灵山
胜境风景区、苏州寒山寺、南京夫子庙、西
宁塔尔寺等祈福类景点，黄山、终南山、衡
山、老君山等登高迎新景区迎来众多体验
新年活动的游客。民俗体验带热传统文
化，跨年仪式感渐成新风尚。元旦期间，
充满欢乐祥和迎新氛围的跨年活动受到
年轻人喜爱，各地灯光秀、烟花、跨年敲钟
等文化体验活动广受欢迎。

春节、元宵节是中华民族重要的传
统节日，也是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
与春节、元宵节相关的年画、剪纸、灯
会、庙会等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有200
多项。春节也是各地广泛开展非遗传承
实践等活动的重要时间节点。

文旅部支持与春节相关的各级非遗
代表性项目全面开展非遗相关活动。剪
纸、木版年画、灯彩、彩扎等与年节装
点相关的非遗项目将着力营造浓厚的节
日氛围；舞龙、舞狮、灯会、庙会等群
体性强的非遗项目将不断扩大群众参与
度；传统工艺类非遗项目加大传统工艺

产品供给，为人民提供丰富的节庆文化
产品。支持港澳同胞、台湾同胞及广大
侨胞返乡省亲、祭祖、团拜，参加各种
形式的节俗和非遗传承体验活动。

文化和旅游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副
司长李晓松介绍， 2021年、2022年春节
元宵节期间，“文化进万家——视频直播
家乡年”活动让人民群众及海外华侨华
人通过网络平台，感受到浓厚的家乡年
味和欢乐喜庆过大年的浓厚氛围。该司
今年将继续举办此活动，支持网络平台
集中展播非遗年俗视频，并根据小年、
除夕、大年初一、元宵节等时间节点推
出“赶大集买年货”“晒团圆年夜饭”

“舞动中国龙”“点亮中国灯”等话题讨
论、直播活动。

乡村游风景最美

赏乡村美景、品摘农家菜等乡村体验
游，成为元旦假期不少游客的选择。湖北
宜昌以“乡村振兴”为主题推出了“游最美

乡村、品农家美食、住最佳民宿、购特产年
货”等系列活动，受到人们欢迎。

冬日燕赵大地银装素裹，到乡村过民
俗年、戏冰雪、泡温泉、游古城、赏冰灯、打
树花、赶大集、温室赏花采摘，尝农家特色
美食，品味别样乡愁，成为人们的最爱。
日前，河北省推出平山县红色冬季农业
游、北戴河农科体验冰雪休闲游等 30条

“冬农趣”系列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线
路，邀游客品乡村年味。

乡村旅游是新春旅游的重要内容。
2022年12月，广西大寨村和重庆荆竹村
入选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最佳旅游乡
村”，加上此前入选的浙江余村和安徽西
递村，我国已有 4 个乡村入选世界“最
佳旅游乡村”。

“今天的中国有成千上万个乡村，奔
走在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促进乡村全
面振兴的大路上。”文化和旅游部资源开
发司一级巡视员王鹤云介绍，2022 年以
来，文化和旅游部创新产品形式、加强
供需对接，推出 298 个全国乡村旅游重

点村镇，开展乡村旅游艺术提升和餐饮
提升能力建设，推出 369 条精品线路，
带动消费，助旅纾困。

近年来，文化和旅游部培育了一批
生态美、生产美、生活美的乡村旅游目
的地，6000 多个省级、1597 个国家级乡
村旅游重点村镇和世界“最佳旅游乡
村”组合在一起，中国乡村旅游发展的
格局已经形成，基础设施不断完善，服
务质量不断提升。乡村旅游日益成为人
民美好生活的新供给和全面推进乡村振
兴的新力量。

上左：游客在江苏常州博物馆赏文
物、看展览，感受历史文化的魅力，享
受假日美好生活。

史 康摄 （人民图片）
上右：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阜康市

天山天池国际滑雪场，游客乘滑翔伞在
高空翱翔。 何 龙摄 （人民图片）

下图：游客在江西省吉水县大桥村
田园综合体体验田园生活。

廖 敏摄 （人民图片）

随着疫情防控进入新阶
段，我国旅游业迎来有序回
归正常的新形势。元旦小长
假期间，各大旅游平台搜索
量急速增长，北上踏冰雪、
南下寻暖阳成为热门，多地
景区再现出的“人从众”式
火爆场景，无不折射出人们
强烈的出游意愿，传递出旅
游业迎来新发展的信号。

面对积极的市场回暖信
号，各地旅游企业恢复业务
的动力强劲。但要实现旅游
市场兴旺并非一蹴而就的易
事。在这关键时刻，从业者
既 要 看 眼 前 ， 也 要 着 眼 长
远，保持战略乐观和战术谨
慎，冷静再冷静，在综合研
判旅游业需求新特点、市场
新走势的基础上精准发力。

恢复发展要有的放矢。
笔者预测，2023 年国家和各
级政府发展旅游的积极性将
更加高涨，推进旅游业复苏
振兴和高质量发展的措施将
会更加务实，国家级旅游城
市和街区、乡村旅游、红色
旅游、冰雪旅游以及长城、
大运河、长征、黄河、长江
五大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将得
到务实推进，这些利好将汇
聚成拉动和创新旅游经济增
长的新动能。

有序恢复要谋在新。经过3年冲击，旅游业发展仍然
面临一定的不确定性，同时，旅游需求与结构、供给内
容与方式等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在刚性出行需求进一步
稳固的基础上，城市周边的乡村游、微度假和城市休闲
旅游将持续被看好，科技创新型、文化体验型旅游产品
会较受欢迎。在恢复过程中，旅游市场主体需抓住类似
的发展新变化，做好投资与产品升级。

有序恢复要谋在实。中短距离的户外型、生态型旅
游产品需求激增，如露营旅游成为热门产品之一。作为
城市“烟火气”的重要标志，夜间旅游有望成为文旅消
费回升的重要发力点之一。在恢复过程中，旅游市场主
体需抓住露营旅游和夜间旅游等发展热点，做好深耕文
章，如在露营旅游方面，可更加注重产品细节设计，加
快“露营+”产品迭代，并综合运用各类渠道强化露营目
的地品牌营销，以创新融合推动露营产业整体升级发
展。在夜间旅游方面，可探索更加多元的夜游产品、服
务和项目体系，打造多元的夜间旅游场景，塑造地方独
特的夜游项目。

旅游业迎来回暖殊为不易，在这个时刻，从业者不
能因为想尽快弥补过去几年的损失而降低服务品质。在
恢复期，各方一定要守住品质的生命线，使旅游业充满
吸引力。如此，稳健回暖方可期。

冬日的阳光贴着海水，我缓步于广东省阳江市海陵
岛红树林国家湿地公园的跨海栈道上，霞光倾泻下来，
唤醒了海滩上快乐爬行的小螃蟹、跳跳鱼以及那一片红
树林，仿佛书写着一首抒情诗。

海面波光荡漾，桐花树、白骨壤、秋茄、拉关木这些“海
上卫士”在诗意的铺陈中飕飕飒飒，展演着十八般武艺，它
们或金鸡独立，或相互搀扶，或吆喝或私语或屏息，与海水
搏击，与盐碱争斗，与落寞的夜色握手言和，把根稳妥地扎
在海边的滩涂，极尽生长之能事，以弱小之躯拦截台风、抗
击海潮的侵蚀。

为更好地与海水对峙，红树遍地布阵，胎生繁殖后代，
这是红树林历经千锤百炼后形成的独特生存本领，根扎滩
涂，接受海浪冲刷。小树苗和母树们盘根连冠，交错成片，
以千军万马之势净化海水、防风消浪、固碳储碳、维护生物
的多样性，赢得“海上卫士”“海洋森林”“海洋绿肺”之誉。

嘎！突然一声鸣叫，一只白鹭从我们身边的红树林飞
了出来。它如久未出门的孩子似的，飞到海面上撒欢，一会
儿贴近海面飞行，一会儿侧着身体表演芭蕾舞。似是被它
的快乐感染，另一只白鹭也飞过去，双双跳起欢快的舞蹈。
越来越多的白鹭飞到海面上或者浅滩上肆意撒欢。海鸥
不甘落后，加入白鹭参与海面展演，随后湿地上的百鸟也
加入伴奏中。表演结束，白鹭飞回红树林，或用长长的嘴
巴啄啄羽毛，或静静地盯着潮水，远远看去，像绿绒地毯上
绣着的朵朵白花，白绿相衬，怎一个美字了得。

下午，我们从老鼠岛沿栈道折回，开始涨潮了，海
水奔涌上来对红树林进行新一轮进攻，漫过滩涂，淹没
红树林的树身。娇柔又坚不可摧的红树林在海水中舞动
着婀娜的树冠，颇有越挫越勇的豪迈气概。

红林白鹭，相扶相依，默默地维护着湿地生态系
统，成为一道亮丽的生态风景线。

上图：海陵岛红树林国家湿地公园风光。来自网络

在滴水成冰的深冬，我陪
太太到恩施大峡谷，圆年度赏
雪之梦。

湖北省恩施大峡谷由耸入
云霄的七星寨和深入谷底的云
龙地缝组成，地缝犹如一条不
见头尾的神龙，扭动中延伸达
3.6千米。

雪 花 飘 飘 ， 沿 栈 道 往 下
走，山林被染成一幅黑白山水
画。风雨桥在地缝之上凌空飞
舞，仿佛是通往地心的钥匙。
约 75 米 深 的 云 龙 绝 壁 垂 直 下
切，狭长，呈 U 型，崖壁皱纹
黑灰，宛若刚出鞘的宝剑闪着
寒光。底下是云龙河，水浅，
清澈，叮叮咚咚，增添些许欢
快，而让地缝变得富有激情的
是沐抚盆地流出的7条瀑布，其
中最美的是五彩黄龙瀑布。瀑
布从 60 米高的峭壁跌落下来，
纤细，飘洒，婀娜。“银花下散
布水台，混沌凿破山根隈。”从暗
河流出的水含黄铁矿，把岩壁
和卵石刷洗得斑斓，连河水也
变得绚丽。

如 果 说 瀑 布 体 现 地 质 力
量 ， 那 壁 合 桥 则 展 现 时 空 穿
越。面朝云龙河下游，右岸为
1.8至2.3亿年前形成的三叠纪地
层，左岸是 2.5 至 2.8 亿年前形
成的二叠纪地层。行走在短短
22 米的“时空桥”，从中生代走

到古生代，跨越近亿年。
行走在谷底，河中石面落

满雪花，亭子屋檐下则挂满冰
挂 。 气 温 渐 高 ， 冰 挂 化 成 水
滴，貌似无数星星在眨眼睛。
比冰挂更美的是冰花和冰树。
陡崖水流宽敞处，花草树木被
冰封了，稀疏的像鹿角，密集
的像万箭齐发，粗壮的像变形
金刚的拳头，千奇百怪。

比冰树更有趣的是冰宫。
陡壁上石灰岩坍塌较多的地方
形成高低起伏的溶洞地貌，似
披肩，似华盖，似鸡冠帽，似
下山的猛虎。冰挂与绿叶、苔
藓组成缤纷的宫殿，尖锐的冰
挂既像守卫皇宫的士兵，又像
一把把随时发射的利刃。

比冰宫更宏伟的是冰墙。
瀑布水量大、水流急，水花被
急冻，崖壁变成透明的冰墙，
墙 上 的 串 珠 如 钻 石 反 射 出 光
芒。绿草被冰封成七彩冰挂，
如凝固的彩虹；绿叶被包裹得
像糖果，胶质感满满，可摘下
来吃吗？

如果想在地缝集中看到上
述所有景象，便是听涛亭了。
听涛亭位于地缝最宽处的亲水
台 地 。 在“ 铜 墙 铁 壁 ”的 包 围
下，白雪覆盖了崖壁、平台、
亭子和草木，冰挂坠落，溪水
潺 潺 ， 鸟 鸣 婉 转 ， 青 草 味 飘

来，听涛亭变成峡谷版的世外
桃源。闭上眼睛，张开双臂，
深深呼吸，空气冰冷，静寂得
将人引向秘境。

地 缝 的 奥 秘 还 刻 在 石 头
上。河中巨石刻着太极图形，
下写“阴河阳鱼”，旁写“一阴一
阳生太极”。由于云龙河的部分
水流来自龙桥暗河，而暗河的
独特鱼类便是透明、无鳞、无
眼睛的“阳鱼”，想起奔腾不息
的暗流中自由自在的“阳鱼”，
地缝愈发神秘了。

孕育“阳鱼”的龙桥暗河，
也是云龙地缝的缔造者。暗河
不 断 冲 刷 着 溶 洞 里 的 洞 穴 通
道，历经亿万年，最终导致地
表垮塌而形成地缝。因此，云
龙地缝是一条纯暗河塑造而成
的大型地缝。遥想当年山体发
生天崩地裂的塌陷时，该是何
等壮观的奇迹！

在此上山，垂直登顶，短短3
小时游览，却似乎走过沧海桑
田，从神秘地心回到烟火人间。

云龙地缝既通往暗河未知
之地，也通往内心未知之境，
而冰与雪让探索变得诗意。是
啊，云龙地缝既是自然之门，
也是心灵之门，因为心里住了
一个冬天，下了雪，我们看到
了一个奥妙而趣味的云龙地缝。

左图：恩施云龙地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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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捷媚

新春旅游精彩开启
本报记者 赵 珊

冬游云龙地缝
谢锐勤文/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