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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卖门票转向“卖场景”

今年五一假期，“歌阙于民——五一
劳动节专题赏听会”在河南博物院上演，
演出加开多场，场场爆满。从史前骨笛到
先秦遗音，从汉唐歌舞到宋韵词乐，一场
场由古代音乐文物复原呈现的视听盛宴，
给人带来穿越时空的震撼感受。

如何让文物活起来、文化遗产动起
来？在河南博物院院长马萧林看来，文化
传承和发展离不开创新思维，“通过保护
并深入挖掘文化内涵，让文物的价值和意
义得到更全面的展示，让传统文化与现实
文化更加相融相通”。

近年来，河南大力推动传统文化的创
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涌现出一批富有
历史文化气息、为人们所追捧喜爱的“爆
款”产品。河南电视台“中国节日”持续
出圈、河南博物院文创产品空前火爆，河
南正在探索走出一条全国文旅文创的“河
南路子”。

置身古都洛阳，仿佛游走在古装剧片
场。身穿华丽的汉服，化上精美的妆容，
三五好友，漫步古巷古街，自成一道风
景。今年的牡丹文化节，洛邑古城景区随
处可见如此场景。

换上汉服，游走于古墓间，接力闯关
游戏，解锁博物馆新玩法……洛阳古墓博
物馆推出剧本杀 《多少楼台烟雨中》，路
线贯穿博物馆所有展区，融参观、游戏等
环节于一体，游客大呼刺激、过瘾。

洛河沿岸绵延分布着夏都二里头、偃
师商城、东周王城、汉魏洛阳城和隋唐洛
阳城五大都城遗址，上百家博物馆散落全
城。“可以说，洛阳就像一座大型沉浸式
的剧本杀场馆。”洛阳市文化广电和旅游
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洛阳正在打造全国

“剧本娱乐之都”，预计到2025年底基本建
成全国沉浸式文旅目的地。

随着文旅市场的发展，游客已不满足
于“看景”，躬身“入景”成为新的时尚
潮流，沉浸式文旅新体验成为年轻受众的
新宠。河南多地找准风口，提前布局，创
新沉浸式、互动式文旅融合新业态、新场
景，推出新内容、新玩法、新体验，汉服

文化节、沉浸式剧本杀等活动成为传统景
区公园、仿古街巷新的“流量密码”。

河南省文化和旅游厅厅长黄东升表
示，河南各地积极探索“颠覆性创意、沉
浸式体验、年轻化消费、移动端传播”，
优化文化旅游产品供给，打造文旅消费新
场景，让游客在历史文化中徜徉，满足对

“诗和远方”的美好向往，推动景区从卖
门票向“卖场景”转型，实现文化传播和
提振消费的同频共振。

让文旅插上科技的翅膀

北宋景德镇窑青白瓷香炉、明代景德
镇窑青花水草浮蟹杯、明代绿釉龙纹琉璃
滴水、明代景德镇窑青花状元及第杯、明
代龙泉窑青釉人物故事纹碗……《假如文
物会说话》系列创意微视频，聚焦开封州
桥遗址出土的 6 件文物，节目一经播出，
迅速走红。

该系列微视频创新表达方式，突出科
技元素，立足中国古代熏香、茶酒、科
举、王府、民间教育及饮食等多个角度，
展现古城开封历史发展脉络，引发人们对
州桥遗址的关注。

如何让科技为文旅赋能？河南省文化
和旅游厅宣传推广处处长王九位介绍，围
绕“创意引领、数字先行”总方针，河南
重点在数字文创领域展开布局，面向文旅
机构、文创企业、设计团队、非遗“匠
人”等，搭建能够复用共享、实时在线
的文旅文创云平台，推动文旅资源数字
化和数字文旅资产化，让文旅插上科技
的翅膀。

外地人游开封，几乎必看大型水上实
景演出《大宋·东京梦华》。演出运用大量
科技含量高的舞美、声光设计，时而呈现
五彩斑斓，时而呈现星点斑驳，时而呈现
光芒万丈的视觉效果，制造出梦幻般的意
境，展现出极高的艺术水准，完美再现了

《清明上河图》 和 《东京梦华录》 中所描
绘的盛大场面和繁华景象。

五一假期，清明上河园接待游客人
数同比 2019 年翻倍，《大宋·东京梦华》
演出收入较 2019 年同比增长 300%，“原
定每天演出 3 场，后期根据游客预定情
况 增 加 到 4 场 ， 演 出 结 束 已 凌 晨 一点
多，这基本到了加场的上限。”清明上河

园营销负责人石占良表示，由于科技精品
项目的加持，今年文旅市场的火爆超出了
景区的预期。

“新晋顶流”河南博物院通过整合数
字资源，运用数字化技术和新媒体手段，
推出博物馆云展览、虚拟博物馆、云探国
宝、博物馆在移动、古乐云赏等线上活
动，观看人数屡创新高，“5G+博物馆智
慧展示”项目被确定为河南省首批 5G 应
用场景示范项目。郑州、洛阳、开封、安
阳、周口、平顶山等地博物馆也纷纷推出
云端展览，云展览通过互联互通，将各要
素进行重组整合，最大限度发挥了馆藏资
源的价值。

数字赋能还不止于此。许多景区致力
打造智慧景区，运用大数据分析为景区运
营、管理、营销等提供支撑。“大数据游
客画像发现，00后群体成出游主力军，他
们的需求倾向多元化、自助化。”老君山
文旅集团常务副总经理杨佳厚介绍，大数
据分析发现，夜爬金顶、观日出看晚霞、
披星光戴明月、赏冰雪看雾凇等项目成为
新宠，景区随即出台安保、接待、应急等
预案和管理办法，沿途新增服务区 3 处、
厕所 3 座，新修沿山步道 800 米，最大程
度保障了夜爬游客的安全。

交出文旅文创新答卷

夏日的信阳南湾湖，犹如一颗硕大
的宝石镶嵌在青山翠岭之间。睡仙桥村
茶文化街、楼畈村田园芳华、何家寨露
营基地、嘉木饮茶庄园……一条环湖路
犹如彩带将沿线三个乡镇联结起来，串
起了 8 大驿站，16 个“一桥一景”，17 个

“一村一品”，共同绘就了一幅“美好生
活看信阳”的新画卷。

“沿途可以品
毛尖茶，吃信阳
菜 ， 住 茶 山 民
宿，体验亲子游
乐。”信阳市浉河
区文广旅局工作
人 员 李 倩 倩 介
绍，“我们通过构
建 ‘ 快 进 ’‘ 慢
游 ’ 交 通 网 络 ，
实现旅游公路联

网成片、旅游景区串珠成链，让游客走进
来、慢下来、留下来。”

当前，河南正谋划以山川地理为骨
架，以历史文化为脉络，统筹重大国家战
略和文化工程，构筑以国家文化公园为轴
带、以文化创意城市为节点、以人文旅居
乡村为腹地、以世界级文化旅游目的地为
支撑、以线上空间为延展的文化旅游融合
发展新格局，努力交出高品质文旅文创产
品新答卷。

河南以历史断代、历史事件、历史人
物等为主题主线，系统梳理在中华文明演
进历程中具有重大价值、突出影响、关键
意义的历史文化资源，策划推出文明起
源、国家起源、逐鹿中原、追寻先贤、姓
氏寻根、治黄史诗、中国功夫、考古发现
等16条主题文化线路，涵盖578处文物和
文化资源，让游客切身感受到“伸手一摸
就是春秋文化，两脚一踩就是秦砖汉瓦”
的独特魅力。

河南还围绕丰富的人文、自然、红色
资源，打造一批主题鲜明的研学旅行营
地、研学课程、研学线路。宝丰马街书会
民俗园设置多个体验项目，让孩子们动手
操作拉坯工艺、学习非遗曲艺；信阳鸡公
山景区利用地处南北气候分界线、动植物
资源丰富的优势，每年吸引近百万游客科
普观光、旅游养生；林州红旗渠景区打造
元宇宙剧场，通过数字孪生等技术还原修
渠场景，让游客沉浸式感受红旗渠的今昔
之变……

黄东升表示，随着河南文旅文创融合
战略的深入实施，高能级文旅正在成为新
的增长极，文旅文创将成为推动河南发展
的战略性支柱产业，推动各行各业在文旅
文创融合领域持续创意创新、破题破冰、
出圈出彩。

在山东省栖霞市亭口镇南部的大山深
处，有一个仅有50多户人家的小村庄——衣
家村。衣家村山上种植樱桃树、苹果树，山
高坡陡，村民挑水上山浇地很不方便，一度
只能“看天吃饭”。后来，衣家村山上建起蓄
水池，又通了电，村民不再为浇灌果园发
愁。衣家村苹果、樱桃、玉木耳、葡萄等特
色产业逐步发展起来。

近年来，通过构建国家电网基层供电
组织与村级组织融合的“村网共建”电力
便民服务体系，栖霞市不断提升农村供电
服务水平，为乡村振兴“充满电”，照亮村
民致富路。

架线上山，村民浇地不用愁

“现在线路架上了山，一合闸就可以浇果
园，省时省力又省钱，再也不用靠天吃饭
了。”近期，虽然降水偏少，村民衣忠东却不
担心果园浇水的问题。

衣家村的果园大都位于半山腰，过去山
上没有水，村民们挑水上山浇地，有的地块
走一趟就得花一个多小时。后来，山上打了

深水井，建了蓄水池，可是没有电，无法抽
水浇地。了解到这一情况，国网栖霞市供电
公司组织现场勘查。很快，供电方案落地
了，改造 10 千伏线路 8700 米，改造 0.4 千伏
线路 3150米，安装变压器 4台，线路架上了
山，村民灌溉用电有了保障。

用电便捷，特色产业发展旺

有了电力加持，衣家村发展玉木耳、藏

香猪、葡萄等特色产业也有了保障。
去年，衣家村谋划发展阳光玫瑰葡萄大

棚种植特色产业，供电人员第一时间制定供
电方案，从最近变压器架接线路到大棚，并
协助做好棚内用电设备安装、调试。“一合电
闸，大棚就能灌溉。而且用上了电动卷帘，
再不用人工上棚顶收放保温膜。现在葡萄苗
长势良好，成熟后每棚预计可收入 5 万多
元。”衣家村党支部书记衣元良对特色产业发
展充满信心。

现在，衣家村完成苹果、大樱桃、玉
木 耳 等 特 色 农 产 品 的 品 牌 注 册、产品包
装、安全检测等工作，通过为农家乐饭店定
点供应食材、直播带货等方式，线上线下同
步销售。

驿站进村，基层服务更贴心

“现在好了，电力彩虹驿站进了村，办理用
电业务方便多了。”在电力彩虹驿站里，村民衣
忠梅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完成了用电申请。

2022 年 8 月，衣家村电力彩虹驿站揭牌
投入运营。电力彩虹驿站针对不同客户的差
异化需求，建立供电服务微信群，及时提供
业务咨询、用电报装、快速抢修等服务，切
实解决村民用电难题。驿站工作人员还定期
开展安全用电隐患排查，为村里老人上门更
换老化开关线路等。

山东省栖霞市：

乡村振兴“充满电” 照亮村民致富路
本报记者 肖家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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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实施文旅文创融合战略，打造“听得见、看得着、可触摸”的文明之旅——

沉浸式文旅变“看景”为“入景”
本报记者 王乐文 毕京津

浩浩黄河，出河南郑州桃
花峪后奔向千里沃野；安阳殷
墟，将中国信史上溯约千年光
景……多姿多彩的自然景观和
丰满厚重的人文遗产，犹如一颗
颗璀璨的明珠散落在中原大地。

让 文 化 “ 听 得 见 、 看 得
着、可触摸”，河南省委提出文
旅文创融合战略，坚持“文化
创意+科技创新”双轮驱动，让
创意、科技、设计、艺术等元
素充分融入文化旅游发展全链

条，打造更多高品质文旅文创
产品，努力建成中华文化传承
创新中心、世界文化旅游胜地。

每一天，都有海内外游客
开启“行走河南·读懂中国”
之旅。

河南省辉县市张村乡裴寨村地
处太行山丘陵地带，土薄石厚、干
旱少雨，曾经是省级贫困村。“吃水
要过箩，红薯当白馍，光棍排成
队，冬天不穿鞋”是当时的真实写
照。我是吃百家饭、穿百家衣长大
的。改革开放后，我曾在砖瓦窑搬
砖坯、拉板车，开理发店、小饭
馆，后来投资兴办几家企业，成为
辉县第一批民营企业家。

2005 年，我回到裴寨村，当选
村委会主任。我暗下决心，绝不让
乡亲们对我的信任打水漂。为了改
变村里贫穷落后面貌，我抵上全部
家当，自掏腰包建设裴寨新村，让
乡亲们住进了新楼房。之后，我又
投资挖水井、修水库，改变生产条
件，一套“组合拳”下来，裴寨村
彻底告别了“望天收”，走上了致富
路。2010 年，我又挑起村党支部书
记的担子。

党的十八大以来，裴寨村在致
富的道路上越走越快。

10 年来，村两委带领乡亲们一
道，制定村级发展规划，积极发展
高效农业、红薯产业、服装产业、
光伏产业和乡村红色文化生态旅
游，促进产业振兴。2022 年，红薯
酸辣粉这一项，销售额就达 5 亿元，
带动近万人就业。发展乡村红色文
化生态旅游，使村民在家门口创业就业、发展致
富，实现了“人人有活干、家家有钱赚、户户是股
东”的共同致富梦。裴寨村由十几年前人均年收入
不足千元发展为如今人均年收入2万多元。裴寨村已
经成为产业多元、环境优美、生态宜居的“全国文明
村”“全国乡村旅游模范村”“中国美丽休闲乡村”。

我们整合周边 11 个行政村 23 个自然村，12000
口人，建成裴寨社区。自来水、天然气、宽带、暖
气进家入户，幼儿园、学校、卫生院、图书馆、体
育馆、家风馆配套完善，城际公交、商业街、银
行、电商一应俱全。可以说，城里有的我们也有。

作为村党支部书记，我常常鞭策自己，要有干
到实处的劲头，时时走在前列，不负乡亲们的期
待。我们的田野永远是充满希望的田野，我们的乡
村是不断振兴的乡村。

今后，裴寨村将以“五星党支部”创建为抓
手，加快九峰山抽水蓄能电站、裴寨产业园、宝泉
旅游二期等项目的建设。推动太行山新乡段形成东
部以新型建材为主导，中部以智慧农业、食品、服
装、光伏产业为支撑，西
部以山水旅游、抽水蓄能
发电为依托的绿色、多元
产业布局。

（作者裴春亮为党的二
十大代表、河南省辉县市
张村乡裴寨村党支部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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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定位 乘势而上
毕京津

河南历史悠久，底蕴深厚，资源富集，是中华文明
的重要发祥地。进入新时代，河南如何塑造文化 IP和旅
游形象？

河南找准了自身定位。河南是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
高质量发展重大国家战略的重要承载地，是构建具有国
际影响力的黄河文化旅游带的核心示范区，是全国唯一
兼具黄河、大运河、长征和长城四大国家文化公园的省
份……文旅文创发展具有显著优势和政策机遇。

当前，河南正锚定文旅文创融合发展，乘势而上，
努力将其打造成全省战略性支柱产业，让更多人“行走
老家河南，感知魅力中国”。

隋唐洛阳城隋唐洛阳城

河南卫视舞蹈节目河南卫视舞蹈节目《《龙门金刚龙门金刚》》

河南焦作青天河风景名胜区河南焦作青天河风景名胜区

（（河南省文化和旅游厅供图河南省文化和旅游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