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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中国服务”·旅游产品创
新大会日前在浙江绍兴举办，会上重点
推介了大型红色舞台剧《重庆·1949》、
苏州林渡暖村、贵州乌江寨国际旅游度
假区、西双版纳告庄西双景、伊宁六星
街景区等10个“中国服务”·旅游产品创
意案例。

中国旅游协会会长段强表示，旅游
业的格局已发生根本性改变，体现出新
时代的特征，多元化复合型旅游正在取
代传统的观光旅游。这些案例集中体
现了旅游从业者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
市场为导向，优化产品供给、提升服务
品质，加快文旅融合的最新成果。

自 2018 年以来，中国旅游协会以
打造中国服务品牌为宗旨，以创新为
切入点，连续举办四届“中国服务”·旅
游产品创新大会，推介旅游业改革发展
的最新成果。文化和旅游部资源开发
司一级巡视员王鹤云表示，在旅游业
经历疫情冲击、走向振兴发展之时，
大会对于凝聚业界力量和智慧、打造
中国服务品牌、促进旅游业高质量发
展具有重要意义。

红色旅游深入人心

红色旅游用创新的艺术形式表现
红色文化，更容易打动观众。《重庆·
1949》通过《嘉陵江的暗流》《心中的国
旗》《坚定的信仰》《燃烧的理想》 等
九幕演出，将发生在渣滓洞、白公馆
以及解放重庆的故事浓缩在 75 分钟的
演出中，折射出革命者的人性光辉、
牺牲精神和大爱情怀。

360度旋转的观众席，时而穿过狭

窄的街巷，时而面对汹涌的嘉陵江，枪
声在耳边响起，抬头仰望，滚滚江水从
天而降……舞台空间的旋转交错、舞美
布景的恢弘气势，加上多媒体动态全景
音画，《重庆·1949》带观众穿越回黎明前
的山城，领略那段令人肃然起敬的历史。

《重庆·1949》 营造出极具震撼的
沉浸式体验，紧紧抓住年轻人的审美
取向，令红色旅游深入人心。该剧自
2021 年 9 月公演至今，接待观众近 30
万人次，其中 70%以上的观众在 35 岁
以下。该剧已成为学生开展研学游的
重要内容，填补了重庆主城旅游演艺
的空白，是重庆城市文旅的新名片。

旅游赋能乡村振兴

大会推介的案例有几个涉及乡村
旅游，虽特点各异，但都契合了国家

乡村振兴战略，旅游带动乡村振兴，
建设乡村休闲度假目的地已成趋势。

苏州林渡暖村和贵州乌江寨国际
旅游度假区，一个是发达地区的乡
村，一个是边远落后的山寨，通过旅
游带动，分别走出了适合当地乡村旅
游发展的新路。

坐落在太湖边的林渡暖村，定位
“一站式乡野度假目的地”，在保留原
村文化的基础上，融合发展旅游、农
业、教育、康养等产业，实施“乡村
旅游+”跨界融合，不断打造亲子、自
然教育、生活美学、艺术文化等新产
品、新业态，引进陶庐民宿、慢书
房、小稻丁农场、奇思妙想营、剑鱼
水上运动、暖暖探险乐园等农文旅项
目。林渡暖村提供优质旅游服务供
给，培育乡村新产业，并带动当地近
400人就业。

贵州乌江寨国际旅游度假区集观
光、休闲、度假、会展为一体，以

“共生思想”即传统与现代共生、自然
与人文共生、乡土与时尚共生、村民
与游客共生为理念，依托恬静的自然
环境和浓厚民俗氛围，系统地移建、
修缮、复建和改建，绘制出一幅黔北
民居群落画卷。

度假区对制陶、烤烟、老鹰茶等
当地传统工艺品与食品生产加以恢
复；挖掘染布、古法造纸等濒临失传
的传统技艺；邀请花灯舞、傩戏、独竹
漂等民间艺人出山，传统民俗文化得以
保护传承。目前，度假区经营业态达96
个，聚集吃、住、行、游、购、娱全要素，将
景区利益与群众利益紧密连接起来，打
造旅游扶贫新样板。

民族风点亮休闲游

云南省西双版纳市告庄西双景和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宁市六星街根植
于多民族文化，开发成业态丰富的旅
游集聚区，释放城市活力，创造新的
消费需求。两个案例虽地处边远，但
都位于城市，它们的走红符合当下城
市休闲度假的流行趋势。

告庄西双景为傣语，意思是“九塔
十二寨”，是集“文化旅游、休闲度假、娱
乐体验、商贸居住”等多功能于一体的
沉浸式文化体验空间，具有多民族风
情，受到许多游客青睐。近5000家商户
集聚于此，提供就业创业岗位近3万人，
年交易金额突破60亿元，有力地推动了
当地经济发展。其中，星光夜市已成为
全国最有特色的夜市之一，也是西双版
纳夜生活的标志性场景。

伊宁市六星街景区是独具特色的
六边形街区规划，居住着汉族、维吾
尔族、哈萨克族、俄罗斯族、回族等
13 个民族。街区利用特色资源打造高
品位休闲文化旅游区，汇集390余家有
地方特色又具潮流性的各类经营业
态，如俄罗斯风情园尤里木屋餐吧、
文化主题庭院餐厅、民族风情民宿
等。街区还设立了体现“鲜花小镇”

“音乐小镇”鲜明地域文化特色的音乐
庭院、文创集市、音乐角、花巷街市
等，吸引了众多游客。

如今，六星街成为“伊犁人爱到，外
地人必到”的旅游景区，也是国家 4A级
旅游景区、国家级旅游休闲街区、国家
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以及新
疆最靓丽的都市旅游区。六星街直接
带动千余人就业创业，也增强了各族群
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自豪感。

上图：大型红色舞台剧《重庆·
1949》演出现场。 黄 锐摄

左图：游客在贵州乌江寨国际旅
游度假区观看独竹漂表演。

李仁军摄 （人民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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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电 （华 北） 近日，2023 中
国·滁州文旅产业发展大会暨滁州文旅
推介会在上海举行。活动由滁州市人
民政府主办，滁州市文化和旅游局承
办，景域驴妈妈集团协办。

滁州位于安徽东部，在全面融入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上有着区位、资源
和环境等独特优势，是安徽省文化旅
游产业空间布局的重要一翼。2022
年，滁州接待游客 2100 万人次、旅
游收入 180 亿元，增幅分别居安徽省
第二和第一。江淮分水岭风景道、南

谯区分别获评安徽省首批旅游风景
道、全域旅游示范区。此次推介会旨
在以文旅为纽带，加强安徽和上海在
多领域互动合作，加快长三角一体化
深度融合。

会上重点推介了滁州 31 个重点文
旅项目以及好味滁州、休闲滁州、自
驾滁州三大特色旅游产品。游客可通
过多家在线平台、旅行社，预订更多滁
州的乡村旅游、休闲度假、康养旅居、特
色自驾、文化古迹、红色旅游等产品，感
受“醉美滁州”的多样魅力。

本报电（李 锋）2023“这就是莆
田”文旅推介会近日在北京举行，对莆
田市文化旅游资源、“莆阳爽夏·滨海畅
游”文旅主题、湄洲岛国家旅游度假区
文旅主题、莆田市重点文旅招商项目进
行全面介绍，诚邀各界人士寻梦妈祖故
乡、邂逅“诗和远方”，到莆田投资兴业、
共谋发展。

莆田市地处福建省中部，拥有厚重
的历史文化底蕴。莆田是妈祖故里、世
界妈祖文化中心，是一座千年有戏、千年
璀璨的文献名邦，也是世界手工艺美术
圣地，莆田木雕享誉海内外。莆田拥有

“山水林田湖草沙海”完美融合，有以木
兰溪为代表的一流自然生态资源、以湄
洲岛为代表的一流滨海旅游资源、有城
景相融四季宜游的田园都市旅游资源。

莆田市副市长朱正扬介绍，站在文
旅融合发展的新起点，莆田将打造“湄

洲岛、绿心、木兰溪”等魅力空间，建设
新兴的热点旅游目的地，打造国际知
名、国内一流的文化旅游名城和“四季
皆绿、四季有花、四季变化”的全年候度
假康养胜地。同时，推进莆田鞋服、工
艺美术和食品加工三大支柱产业与文
旅产业深度融合，打造文化产业和旅游
产业交相辉映的文旅强市。

推介会上，莆田市文化和旅游局与
携程集团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围
绕文旅品牌共建、新型住宿业态培育、
大数据应用等方面开展合作；莆田市旅
游协会与北京市导游协会签订了战略
合作协议，围绕两地导游员培训、客源
互送、项目协作等方面开展合作。

莆田市将深度宣传推广莆田特色
文化，努力打造“妈祖圣地·美丽莆田”
文旅品牌的知名度和美誉度，积极推动
莆田市文化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

滁州文旅产业发展大会举行

福建莆田文旅推介会举办

本报电 （记者赵 珊） 近日，由中国
旅游研究院等主办的“中国研学旅行发展
报告·绍兴发布”会议举办，期间发布了

《中国研学旅行发展报告（2022-2023）》（以
下简称《报告》），与会嘉宾围绕中国研学旅
行的最新发展进行深入研讨。

《报告》从演化、催化、坚守、聚焦以及思
考五个维度全面解读了全国研学旅行的最
新发展。自2016年教育部等11部门联合发
布《关于推进中小学生研学旅行的意见》以
来，人们对研学旅行的认知不断深化。研学
旅行的参与者从狭义的中小学生扩展到包
括学龄前儿童、大学生以及成年人、老年人
等群体，呈现出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

目前，自然生态、科技创新、国防科
工、传统文化、安全健康和红色文化是热
门的研学旅行主题。疫情虽令研学旅行
受到影响，但也激发了其内生动能，促进
企业不断转型升级，更加聚焦课程的体系
化开发，专注本地研学甚至“楼下研学”
的产品创新。作为研学旅行的核心承载空
间，全国研学基地营地的建设处于扩张生
长中，体育、文博、工业等领域的主题营
地增长明显。

《报告》指出，研学旅行不仅是一个细
分市场，更是引领旅游产品生产方式变革
的前沿阵地，可带动文旅行业产品研发模
式和服务模式提升。研学旅行不仅是一个
细分市场，也可成为城市的新名片，研学

旅行可以成为城市优势产业的放大镜、城市产业优势与文旅消
费的转换器。

全国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主任委员雒树刚表示，
应着力保持研学旅行持续健康发展，进一步提高研学旅行的覆
盖率，让更多中小学生参与进来。实践证明，研学旅行是提高
学生实践能力的最好途径之一。要进一步加强研学产品开发建
设，以“学”为中心，组织研学旅行，寓学于行、寓学于游。研
学旅行要体现实践性，这是研学旅行与其他旅行相比的独特之
处，也是研学旅行与课堂教学相比的独到优势。

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指出，当前我国的研学旅行已经
完成了概念导入、政策支持和市场实践阶段，对于推进中小学
生社会教育、唤醒国民研学意识、促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起
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为此，他提出几点建议：一是建设一批
面向少年儿童的国家营地，要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与中国
式现代化的时代要求相结合，形成新时代研学旅行的重点项目
支撑。二是培育一批面向青少年健康成长和文明交流互鉴的研
学城市。抓住城市客群的旅行需求和研学供给的内在优势，依
托城市的经济社会发展成就，培育一批文化底蕴深厚，科技教
育资源富集的研学旅行目的地城市。三是推广一批面向不同年
龄段和寓学于游的研学旅行国家线路，包括国家文化公园线
路，边疆史地线路和国家公园、科学考察、田野调查等线路。
由营地到城市再到线路，全面擘画新时代中国式研学旅行的空
间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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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和老挝一衣带水，自古就
有着友好往来的传统。

近日，中国游客从昆明出发，
坐动车一路游览老挝万象的西蒙
寺和凯旋门、万荣的坦普坎溶洞和
蓝色泻湖，到琅勃拉邦体验清晨布
施的神圣……随着出境游复苏，前
往老挝这片静谧而淳朴的土地，成

为中国游客的新选择。
众信旅游产品经理曾沁音介

绍，“坐上动车去老挝”团队游产品
推出后颇受游客欢迎，原计划只有
20 人的团队，最终收客 30 余人，分

成两个团一起踏上老挝之旅。
2021年12月，中老铁路正式开

通。如今，乘坐动车，行驶在这条
由中国修建的铁路上，中国游客充
满自豪。团队中的不少游客有着
丰富的出国旅行经验。但这趟老
挝之行给他们带来了不同体验。

“老挝的旅行很舒适，一路慢

慢走、慢慢看，令人很放松。”“与现
代城市的高楼大厦相比，我更喜欢
这里天然的优美风景。”“这里淳朴
的生活完全符合我对田园生活的
想象。”……不少游客发出这样的

感叹。
琅勃拉邦是老挝著名的古都

和佛教中心，城中佛塔寺庙林立，
居民对佛教虔诚笃信。在这里，清
晨的布施是一道独特的风景线，街
道上弥漫着淡淡的雾气，道路两边
随处可见抱着罐子、提着小花篮的
居民和游客。小罐中装着蒸好的

糯米饭，花篮里是盛开的鲜花和自
家烤制的饼干，人们静静地等待着
化缘的僧人。

很快，伴随着轻轻的脚步声，
一队队身穿黄色袈裟的僧人从寺
庙中走来。人们依次上前，戴着手
套将小罐中的糯米饭放入僧人们
布施的钵中。面对游客“如果僧人
们吃不完会不会浪费”的担忧，老
挝的导游解释说，僧人们会将这些
粮食再分给有需要的人，而不是仅
供自己食用。不少游客说，在这样
的氛围中，自己的内心感受到一种
宁静和安然。

在旅行中，老挝人民的细致周
到给中国游客留下深刻印象。出
境游客的行李箱又大又重，但老挝
的司机每次都把行李摆放得井井
有条。老挝气候炎热，为了给中国
游客提供舒适的体验，司机每次都
会提前打开车上的空调，游客上车
后，他从车载小冰箱取出冰镇好的
矿泉水，让大家消除旅行中的燥热

与疲惫。
服装、蔬菜、水果、农副产

品 …… 老 挝 夜 市 的 商 品 五 花 八
门。虽然不少当地人除了老挝语
之外，只会几句简单的英语和汉
语，但这完全不影响热情的摊主通
过手机和计算器与中国游客交流
议价。老挝的货币“基普”面额很
大，为避免用时出现“数0”的尴尬，
导游会提醒游客提前将不同面值
分开，方便付账。

如今，随着两国交往的不断
深入，老挝人学习中文、了解中国
的愿望越发强烈。老挝的地接导
游小韩说，他正在万象学习中文。
如今，学习中文已成为老挝年轻人
的潮流。

“如今国家富强了、自己的钱
包也鼓了，这让我们能够安心舒心
地出行，自在地感受不同国家的风
土人情。”这是此行很多游客共同
的感受。

曾沁音告诉记者，东南亚出
境游市场前景广阔。相对于老挝
的整体发展水平来说，过多的游
客会超出当地所能承载的接待能
力。为了给游客提供优质体验，
同时也为保护老挝的环境，众信
旅游未来将开发东南亚更多旅游
线路，进一步开拓泰国、越南、
柬埔寨等国家相对小众的旅游线
路，抓住旅游业复苏的契机，让
更多中国游客领略东南亚的自然
风光与人文风情。

对未来，曾沁音充满期待：
“尽管之前经历了颇为艰难的三
年，但如今随着出境游市场的逐
步恢复，我相信出境游的未来会
越来越好。”

坐上动车游老挝
本报记者 黄敬惟

参加“坐上动车去老挝”团队游的中国游客在老挝琅勃拉邦的合影。
众信旅游供图

江西省吉安市樟山中心小学的学生开展研学旅行，在油菜
花田间写生画画，描绘春天的美景。 李 军摄 （人民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