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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电（记者赵珊）近日，由中
外文化交流中心和辽宁省文化和旅
游厅、中国驻东京旅游办事处、东
京中国文化中心共同主办，中国驻
日本大使馆支持的“山海有情 天辽
地宁”辽宁文化和旅游海外交流活
动 （日本专场） 启动仪式在东京中
国文化中心举办。

辽宁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卢
锡超宣布活动启动并致辞，他说今
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 45 周

年，也是辽宁省与神奈川县缔结友
好关系省县40周年。两国两地人文
交流密切广泛，希望通过此次日本
专场交流活动，让日本民众全方
位、多角度、立体式地了解辽宁，
走进辽宁，感受辽宁，并欢迎大家
到辽宁体验地道的中国东北民俗。

中国驻东京旅游办事处主任欧
阳安表示，中日两国一衣带水，中
日交流更是源远流长。长期以来，
中日一直互为重要旅游目的地。中
国驻东京旅游办事处将发挥好中日
文化旅游的桥梁和沟通作用，与日
本各界友好人士携手努力，共同推
动中日文化旅游交流合作深入发
展、中日友好事业健康稳定发展。

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文化处公使
衔参赞陈诤发来书面贺词表示，此次
活动为日本民众提供了近距离感受
辽宁自然风光、欣赏精彩文艺演出
和亲身体验版画艺术的机会，对于
促进中日文化和旅游交流具有积极

意义。
日中友好会馆理事长小川正史

表示，辽宁省从古至今与日本有着
非常深厚的交流史。日中友好会馆
将继续为加深两国友好关系和人民
相互理解而不懈努力。

日本政府观光局海外推广部副
部长桥本佳宪结合自身多年前在沈
阳长期工作的经历表示，辽宁浓厚
的风土人情让其至今难忘。近一段
时间以来，中日两国人员往来逐渐

增加，希望通过此次活动激发更多
中日两国民众前往彼此国家旅游的
愿望。

辽宁省文化和旅游厅及大连市
文化和旅游局分别进行了丰富的地
方特色旅游目的地推介，展示地方文
化和旅游资源新面貌。现场还展出
了“山海有情 天辽地宁”辽宁文旅图
片集锦，分别以自然风景、文化艺术
和美食料理 3 个篇章展示辽宁的山
海景观、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

来自辽宁省歌舞团的文艺工作
者还带来了特色舞蹈和乐器演奏，
为嘉宾呈现了一台“辽海情韵”小型
文艺演出。

活动上还举办了“版画里的中国
文化”主题访谈，特别邀请中央美术
学院版画系教授、国际版画机构联合
会议轮值主席康剑飞与日本版画协
会常务理事园山晴巳等 5 位版画艺
术家以中国辽宁版画为切入点，共同
交流中日版画艺术。

辽宁文旅赴海外交流

2023年驻华使馆领事官员文旅体验活动现场。
张耀予摄

本报电 （张耀予） 近日，由文化和
旅游部国际交流与合作局主办的“秋乐
浮光——2023 年驻华使馆领事官员文旅
体验活动”在北京无相艺术空间举办，
来自玻利维亚、柬埔寨、牙买加、喀麦
隆、巴基斯坦、西班牙等 19 个国家和地
区的30余位驻华使馆领事官员出席活动。

文化和旅游部国际交流与合作局党
委书记、一级巡视员王永健在致辞时表
示，近年来，文化和旅游部围绕推动落
实全球文明倡议，实施“文化丝
路”计划，推动“欢乐春节”“茶
和天下·雅集”等文化品牌、“你
好！中国”等旅游推广品牌高质
量发展，以交流促了解，以合作
促友谊。各国领事官员表示，通
过此次活动感受到中华文化的艺
术魅力和中国旅游资源的深厚潜
力，祝愿中国文化与旅游对外交
流合作继续繁荣发展。

无相艺术空间是文化和旅游
部全国智慧旅游沉浸式体验新空
间培育试点之一。本次体验活动
包括“无相的太阳与黑暗的球体”

“共创！未来园”“彩绘海洋”等传

统文化和数字技术融合内容，以及东方演
艺集团带来的民乐、民歌、中国传统乐器演
奏等。中国旅游集团旅行服务有限公司、
中青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首都旅游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大道造物文化发
展有限公司等文旅企业在现场设展推介。

外交部领事司、国家文物局交流合
作司、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际局以及文
化和旅游部部分直属单位、相关文旅企
业代表参加活动。

驻华使馆领事官员文旅体验活动举行

在山西省运城市平陆黄河湿地，前来越冬的天鹅在湿地上
或嬉戏、或觅食、或飞翔，成为黄河湿地特有的风景，吸引众
多游客和摄影爱好者前来观赏拍照。

近年来，运城市加大对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力度，平陆黄河
湿地生态环境持续向好，吸引了众多鸟儿前来栖息，已成为鸟
儿的天堂。

上图：几只天鹅在平陆黄河湿地栖息。
薛 俊摄 （人民图片）

天鹅栖息黄河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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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国庆假期以来，泰山景区持续火爆，截
至10月21日，泰山今年接待进山游客突破800万
人次，同比增长 280.91%，比 2019 年同期增长
121.96%，再次刷新历史最高纪录。

登泰山，游岱庙，逛大宋不夜城、泰山石敢当文
化园等新晋网红景点……山东省泰安市正依托泰
山这一“最大IP”，串珠成链，吸引八方来客。

泰山是泰安“最大IP”

“泰山是五岳之尊，早就听说泰山的日出云
海、十八盘、摩崖石刻蔚为壮观，我就把泰山作
为登山的第一站。”河北游客张恒源在今年高考结
束后与朋友来登泰山。提到泰山，他的第一印象
就是“累”和“腿抖”，尽管过程很辛苦，他还是
坚持登顶，并买了泰山石敢当摆件送给家人。

近年来，“特种兵式旅游”在年轻人中流行起
来。今年“五一”期间，更有人挑战“五天爬五
岳”。在他们看来，爬上泰山是一种挑战，也是一
种释放。“青春没有售价，泰山就在脚下”的口号
也激励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登泰山。

中华泰山，国泰民安。中秋国庆假期，泰山
成为游客打卡祖国大好河山、抒发爱国情怀的热
门景区。齐鲁晚报“国庆假期追景指数”显示，9
月29日，山东35个热点景区的“追景指数”均值
为 5.9，泰山风景区则以 8.7 位列第一。10 月 1 日
清晨，2万余名游客齐聚泰山，手持国旗迎接泰山
日出，庆祝伟大祖国的生日，祝福祖国繁荣昌盛。

人们青睐泰山，还因为其所蕴含的丰厚文化
内涵。泰山被誉为“天下第一山”，历代帝王将
相、文人名士在泰山观光览胜，吟诗作赋，留下
数以千计的珍贵石刻。人们登山而上，可以感受
到时间的厚重，登上山顶，则能够真正体会到杜
甫笔下“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之豪迈。

带动文旅消费升级

始于泰山，但又不止于泰山。今年，泰安设计
推出万余场群众性文化活动和旅游节事活动，带动
文旅消费升级，使泰山这个“最大IP”更加鲜活。

在刚刚过去的“泰山旅拍国潮文化季”，泰山

脚下的岱庙，《泰山颂》《游泰山》《望岳》等一系
列富有泰山文化特色的文艺演出轮番上演，游客
们身着各式汉服，在古建筑群穿梭打卡，拍照留
念。此外，人们在茶点市集上赏茶艺、品茶香、
食茶点，在古风市集上淘文创、非遗产品，在古
趣运动会上体验击铜钱、投壶、捶丸等“古风运
动”，游客在世界自然与文化双遗产的泰山切身体
验到传统与现代、自然与文化的诗意交融。

青年节前夕，泰山·新青年音乐节在泰安举
行。两天时间，4万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乐迷齐聚
泰山脚下，大家一起在霓虹灯下挥舞手臂，在草
地上仰望天空，在背景墙前签名，为泰安带来年
轻的活力和青春的气息。

随后，2023 首届泰山动漫节在泰山开幕，
泰山、岱庙、泰安方特欢乐世界等泰安知名旅
游景区作为分会场，举行了沉浸式漫游景区等
一系列互动式体验、年轻化消费等活动，为游
客营造出全新的观赏和游览体验。近七成观众
来自周边城市，他们在观看动漫展之余，还登
泰山、游泰安，领略五岳独尊的锦绣河山，寻
脉底蕴厚重的历史文化，节展的文旅消费拉动
作用充分释放。

做好“泰山+”文章

泰安因泰山而得名，泰山也为泰安文旅发展带
来更多可能性。泰安市文化和旅游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泰安正着力做好“泰山+”文章，把市内景区景点
与泰山建立紧密联动，增强各景区景点的协同性。

通过推出“发现不一样的泰安”泰山+惠游
套票，泰山带动 18 家景区景点，实现游客引流。
去年开街的大宋不夜城以宋代文化为根基，高效
利用夜经济蕴藏的动能，结合当地特色文化和小
吃，打造出集夜购、夜娱、夜食、夜赏于一体的
游乐园，游客置身大宋不夜城中，仿佛穿越回宋
代。中秋国庆假期，大宋不夜城共接待游客24.77
万人次，成为市民游客城市游览的首选。

作为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泰山石敢
当习俗”的保护和传承基地，泰山石敢当文化园
通过30余个全场景、沉浸式文化体验项目向大众
展示泰山文化底蕴和民俗传统。泰山石敢当文化
园近期推出的大型恐龙展、蜂巢迷宫和巨型扭蛋
机等项目，深受年轻游客喜爱。

国内出圈，国际知名。在今年举办的“牵手
泰山 感知泰安”2023境外旅行商 （泰安） 推广周
活动中，来自马来西亚、日本、韩国、新加坡、
越南、菲律宾、美国、澳大利亚等 8 个国家的旅
行商聚首泰安，对主要景区景点以及“山水圣人
线”进行实地踩线，并与旅行社代表签约，携手
推动入境旅游市场快速复苏。日前，“登泰山 观
天下”第三十七届泰山国际登山节中外文化旅游
交流活动举办，来自11个国家、17个城市的中外
宾客齐聚泰山脚下，畅谈泰安文旅发展大计，共
绘泰安诗与远方的美丽画卷。

要能“吸引人”，更要能“留住人”，泰安市文化
和旅游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泰安正不断强化重点文
旅项目建设，出台奖补政策，提升旅游服务质量，全
力为游客提供一个温暖舒心的旅游环境。

拉萨古城、日喀则乡村、吉隆
边境口岸；布达拉宫、加吾拉山、
佩枯错、珠穆朗玛峰……“十天纵
贯喜马拉雅骑行游”会是一种怎样
的体验呢？

近日，西藏视野旅行社的潘华
鹏备齐团队所需公路自行车、电动
自行车、户外野营帐篷以及应急设
备等装备后，带上高原医生、厨
师、专业导游团队，开启了今年旅
行社第 4 个外国高端精品团队的接
待活动。

8 名游客，7 名服务人员，3 辆
跟车，沉浸式骑行在蓝天白云下、
雪山湖泊边。“我们每天骑行约 100
公里，累了露营休息，享受美食，
欣赏壮美山河。”潘华鹏说。

做优“旅游+”、追求国际标
准、丰富产业形态，是2023年西藏
旅游发展的目标。西藏自 2022 年
末，在“冬游西藏”和本地游消费
券等优惠促销政策引导下，全面开
启了推动旅游业向高质量发展目标
迈进的步伐。

今年初，西藏聚焦乡村振兴，
全域实施“一县一品、一县一韵”
特色乡村游、红色旅游。“五一”假
期，仅拉萨俊巴渔村打造的乘坐传
统牛皮船、体验皮划艇“非遗+”
精品近郊游，即实现旅游收入 7 万
余元，有效带动周边群众增收。

年中，西藏持续推动旅游与文
化深度融合，各地市相继举办系列
文化旅游节，其中藏博会和雪顿节
累计接待国内外游客 286.02 万人
次、实现旅游总收入超10亿元。

旅游新业态“景”上添花，更为西
藏旅游市场吸引了众多年轻游客。

7 月，2023 喜马拉雅音乐节在
古城拉萨唱响，两场音乐会累计吸
引超过2万人次的观众。

8 月，一场由西藏青年创意发
起的民间文化节“圣山林卡”，3天
引流数千人。跨界摄影展、文创市
集、艺术家分享等丰富多彩的内
容展示了传统藏式文化美学与青年
潮流文化碰撞的火花与魅力。

9 月，西藏味道美食体验周拉
开帷幕，来自西藏各地的美食达人
为游客带来了独具地方特色的味蕾
盛宴。

携程中秋国庆订单大数据显
示，入藏游客中，90后排名占比第
一，占游客总量 42.44%；80后排名
第二，占游客总量 27.44%；00后排
名第三，占游客总量8.3%。

西藏自治区旅游发展厅数据显
示，2023 年 1 至 9 月份，西藏累计
接待国内外游客4966.67万人次，同
比增长 67.43%。其中，接待入境游

客 85768 人次，同比增长 902%；接
待国内游客4958.09万人次，同比增
长 67.19%。实现旅游总收入 593.98
亿元，同比增长 46.21%。其中，旅
游外汇收入4942万美元，同比增长
1111.2%；国内旅游收入 590.48 亿
元，同比增长45.45%。

如今，西藏旅游依然奔赴在推
进全域开发、全季挖潜、全链协同
的“旅游+”红火经济中。西藏日
前出台 《西藏自治区关于促进夜间
经济和假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措
施》，积极推动特色民族文化展示、
展演、体验、鉴赏不断向夜间延
伸，旅游业进一步提质扩容，旅游
经济释放强劲活力。

西藏自治区旅游发展厅厅长汪
晓冬说，2023年西藏持续培育一批
更具特色的专项、精品旅游产品线
路，努力用资源吸引游客、用服务
留住游客，为国内外游客提供更优
质的旅游体验。

（据新华社拉萨电 记者春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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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山+”创新泰安文旅
徐嘉伟 张耀予

“泰山+”创新泰安文旅
徐嘉伟 张耀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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