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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锅喽——”在山东省东营
市利津县盐窝镇南岭村，新鲜出炉
的水煎包尚在锅中嗞嗞作响，就被
排队等待的食客预订一空。南岭豆
腐绵软香醇，北岭丸子弹滑爽口，
还有老戏台上吕剧曲韵悠长、街边
黄河口号子威武雄壮……每到周
末，村里的老街长巷非遗文化街便
会吸引众多游客前来打卡游玩，感
受黄河口文化风情。

“我们将与黄河口息息相关的非
物质文化遗产搜罗起来，打造了老
街长巷非遗文化街。目前已入驻非
遗项目35个，沿街布设21家特色非
遗店铺，设流动摊位90余个。”利津
县盐窝镇副镇长李秀华介绍，非遗
的传承带动周边群众在家门口吃上
了“旅游饭”。

“千手织布”是街上一家不起眼
的小店，里面整齐摆放着32台手工织
布机。55 岁的村民陈翠英有节奏地
踩动脚下的踏板，右手推拉木制梭子
在拉直的纱线中来回穿梭，大半天就
能织成一床2.4米长的老粗布床单。

“这种古法老粗布每米价格24元
左右，我一天可以织10多米。”陈翠
英说，她忙完家务常来这里织布。这里的工作方式很

“原始”，织布机、纱线由店里免费提供，村民有空就
来织布，每织两床给店里留下一床，另一床自己拿走
当“报酬”，自用或售卖都可以。

店主陈云生告诉记者，这种老粗布床单厚实耐
用、舒爽板正，十分热销，有时一天能卖出二三十
床。他说：“也有大客户一下子想要上千床，这我们可
做不了。我们坚持手工制作，要的就是这种传承。”

陈云生和妻子常在短视频平台上直播织布过程，并
邀请线下的游客亲自动手体验传统织布工艺。“这是老
祖宗留下的好东西，我们希望能让更多人看到。”他说。

李秀华告诉记者，盐窝镇处于黄河滩口，自北宋
时期人们在此制盐，因此得名。这里设立了永阜盐场，
各地客商纷至沓来，形成繁荣街店，又名“盐窝街”。

后来，由于黄河水浸灌，昔日盐场逐渐没落，人
们回归传统农业，但土地盐碱化成了困扰。南岭村党
支部书记陈召荣介绍，以前南岭村人均1.2亩地，主要
种植小麦、棉花、玉米等，每亩地一年挣不到 1000
元，村集体收入每年只有8万元左右。

“昔日的‘盐窝街’成了如今的‘老街长巷’。村
党支部成立合作社入驻，增加了就业岗位169个，就业
的村民平均每月增收 1200元左右，今年村集体预计增
收20万元。”陈召荣说。

老街有了致富新机遇，吸引更多年轻人回归。街
上另一个店铺里，雕刻成山形的香托上点着倒流香，
乳白色的烟雾顺着缝隙缓缓向下蔓延，宛若河水汩汩
流淌……这是黄河澄泥印非遗传承人张金霞的新作品。

张金霞在黄河岸边长大，对黄河泥土十分亲近。
她介绍，澄泥印用黄河岸边的红泥制成。经过揉制、压
坯、雕刻、抛光以及烧制等20余道工序，红泥变得质地坚
硬、光泽圆润，易于雕刻，成为传统艺术的载体。

“入窑一色，出窑万千。由于窑炉结构不同和原料
不同，坯料烧制后呈现出红、黑、灰、黄、白等多种
颜色。开窑是我最期待的时刻。”张金霞说。

曾在北京学习和生活的张金霞，选择回到家乡开
办工作室。现在，她一边制作和售卖澄泥印，一边承
接研学游项目。“今年国庆节假期，我的几个工作室加
起来平均每天有近万人次参观体验，平时周末每天也
能有千余人。”她笑着说。

据悉，自今年2月份开集以来，老街长巷非遗文化
街已累计接纳游客 62 万余人次，接待研学游学生 3 万
余人次。“非遗文化给这条老街带来人气和消费力，也
为村民们创造着新的幸福生活。”李秀华说。

（据新华社济南电 记者袁 敏）

读中学时，我从书本中知道秦岭、
大兴安岭、小兴安岭等地。老师说它们
是我国领土的脊梁，犹如人体的骨架。
从此，“岭”字在我心里多了几分神圣。

长岭镇，距重庆市万州城区十多公
里路程，因境内山多岭众而得名。单听
名字，我已心生向往。两年前的深秋时
节，受万州文友邀请，我第一次踏上长
岭镇的土地。

过去的长岭镇，基础设施建设落
后，经济基础薄弱。我们采风的安溪村
在长岭镇 15 个村中，基础条件最薄弱、
村级经济最脆弱，成了“光棍村”“空壳
村”。后来，安溪村大力推进农文旅融合
发展，激活了土地、资源、人才等要
素，竟逆袭成长岭乡村旅游的“聚宝
盆”，先后获得“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

“国家森林乡村”“重庆市全域旅游示范
村”等称号。

记得那一次，汽车行驶在高速公路
上，当“长岭长来往 安溪好安逸”的标语
出现在眼前，我们抵达了长岭镇。满山
的果树长势良好，错落有致的居民楼依
山傍水。农妇在院坝里晾晒玉米，满地
金黄，孩子们嬉戏正欢，老人坐在躺椅
上悠闲地聊天。景在村中，村融景中。
同行的朋友感慨：“画卷一样铺展的新安
溪，在乡村振兴中跑出了加速度，成为‘绿
水青山也是金山银山’的生动写照。”那次
采风也刷新了我对村庄的认识。

今年秋天，我又收到去长岭的邀

请。不是去过了吗？我表示不解。“上次
只去了安溪村。”文友解释，“长岭还有很
多值得看的呢！”我再一次赴长岭之约。

青石茶语小镇，光是地名就引人无限
遐想。走在沧桑古朴的老街上，一座座白
墙黛瓦的农家小院错落有致。厚重的历
史文化与清新的现代文化在这里和谐交

融，焕发出古韵新姿的独特之美。
青石社区云栖顶上，千亩茶山绿意

盎然，茶香四溢。这里原是穷乡僻壤之
地，但森林覆盖率高达80%。青石社区通
过盘活闲置老茶园、新建茶叶基地，先
后发展连片高山生态茶园千余亩。

走累了，喝一杯绿茶，口感醇厚；

再来一杯红茶，香气浓郁。泡茶的姑娘
热情地推荐：再来一杯玉毫秀芽吧，“玉
毫雪”牌玉毫秀芽荣获第二届中国国际
茶叶博览会金奖哩。

工作人员递给我们一本彩印的宣传
册。翻看第一页，正是春回大地、茶叶
飘香的季节，茶园里数百株梨树迎春绽
放，采茶姑娘在茶垄间穿梭忙碌，指尖
飞舞，采下片片嫩芽。翻开第二页，不
少城里人驱车来到这里踏青游玩，体验
种茶、采茶、炒茶、品茶、赏茶的乐
趣。一页一页地向后翻看，我看到更多
的是万千茶农因茶致富的幸福笑脸。

“让文商旅与农业‘亲密牵手’，让
农 产 品 变 商 品 ， 让 绿 叶 子 变 ‘ 金 叶
子’……”听着工作人员的介绍，我们
不禁畅想长岭镇更美好的明天。

从曾经的落后乡镇到如今的产业多
点开花，长岭镇走出了一条高效可行的

“蝶变”之路。目前，长岭镇建设全域旅
游景点 70 处、规模景点 10 个，并推出 3
条魅力长岭一、二日游特色旅游线路。

“重庆市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示范乡镇”
果然名不虚传。

还未离开，我已开始期待下一次长
岭之行。再来长岭，我要去参观明末张
可望天马饮水遗址、辛亥英烈张威故
居，观摩“有龙则灵”和“百善孝为
先”石刻……长岭，值得一来再来。

图为长岭镇高山生态茶园。
重庆市万州区长岭镇供图

本报电（记者尹婕） 澳大利亚的国家航空公司澳
航日前宣布，时隔3年，其往来中国上海与澳大利亚悉
尼的航班已重新投入服务，为中国前往澳大利亚的旅
客提供更多出行选择。

据悉，目前澳航上海—悉尼航线每周5班，澳航计
划于明年3月底将该航线航班加密至每日1班，届时将
为该航线每周增加 4000多个座位。旅客搭乘澳航航班
抵达悉尼后，可通过其覆盖网络转机前往澳大利亚境
内超过65个目的地以及新西兰、南美等地。中国旅客
还可以选择在上海搭乘由中国东方航空运营的澳航代
码共享航班，或者在广州搭乘由中国南方航空运营的
澳航代码共享航班往来中澳。

澳航国际首席执行官卡姆·华莱士表示，上海—悉
尼航线的恢复为往返中国和澳大利亚的旅客提供了更
多选择。“2020年之前，中国是澳大利亚最大的入境游
客来源国，每年来澳的中国游客数量超过140万人次。
我们的直航服务将促进两国的商业、贸易和旅游交
流。”华莱士介绍，悉尼是备受中国游客欢迎的旅游目
的地，那里有水清沙白的原始海滩以及琳琅满目的精
彩活动，游客还可将它作为遨游澳大利亚的旅程起
点，开启一段环澳之旅，游览大堡礁、乌鲁鲁巨石等
知名旅游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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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航重返中国市场

市民在东营市清风湖黄河大集上参观非遗展。
新华社记者 郭绪雷摄

又见长岭
周成芳

今日立冬。北方部分地区已降下今
年的第一场雪，国内多地“上架”冬季旅
游产品线路或举办冬游季活动。“十四五”
时期，我国全面进入大众旅游时代，人们
的旅游消费日益向高品质、多样化、个
性化转变，旅游业界也紧跟人们的旅游
需求创新求变，如今，冬季已不再是旅
游淡季，呈现出产品种类丰富、季节性
产品日益受欢迎等鲜明特点。

冰雪旅游热度高

“长春下雪啦！”11月初，广州游客小
白得知这一消息后，迅速着手安排前往
吉林省“过冬”的行程。“看雾凇、滑雪、
吃烧烤，去年冬天我在吉林待了1周，远
远不够！”小白计划今年冬天专程前往长
白山滑雪。

对于滑雪爱好者而言，吉林可供选
择的目的地很多。9 月举办的 2023 中国

（阿尔山） 旅游大会开幕式上，吉林省共
有 4 地获得国家级滑雪旅游度假地授牌，
分别是吉林丰满松花湖滑雪旅游度假
地、吉林抚松长白山滑雪旅游度假地、
吉林永吉北大湖滑雪旅游度假地、吉林
东昌万峰滑雪旅游度假地。国家级滑雪
旅游度假地是由文化和旅游部、国家体
育总局认定的具有良好的滑雪场地资
源、满足滑雪场所开发条件、能够满足
游客以滑雪运动为主，兼具户外运动、
康养度假、休闲娱乐等旅游需求的度假
设施和服务功能集聚区。这为冰雪旅游
大省吉林再添新“打卡地”。

途牛旅游网近日发布的《2023—2024

冰雪季旅游消费趋势预测》 报告显示，
用户冰雪游出游热情持续升温，预计
2023—2024 冰雪季出游人次及旅游消费
将迎来爆发式增长。中秋国庆假期后至
10 月 31 日，途牛冰雪游相关产品搜索量
持续增长。上海、北京、南京、广州、
深圳等地用户的冰雪游需求更为旺盛。
南方用户主导冰雪游消费的趋势显著，预
订订单占比接近70%。90后、00后成为途
牛冰雪游产品的消费主力军，预订订单占
比达到60%。从旅游目的地看，云南、黑龙
江、吉林、辽宁、浙江、新疆、北京、四川、西
藏、广东热度排名靠前。随着室内场馆的
增长，南方省份在冰雪游市场中的权重逐
步上升，有望成为冰雪游消费新增长点。

该报告还指出，随着冰雪游市场规模
的持续扩大，冰雪游消费结构也朝着多元
化、专业化、细分化的方向发展，“冰雪+休
闲观光”“冰雪+康养”“冰雪+运动”成为目
前国内冰雪游市场主要的发展模式。

特色鲜明有魅力

与北方地区用好“冷”资源相呼应，不
少南方地区着力做好“暖”文章。

广西壮族自治区冬季气候舒适宜人，
是国内外游客重要的冬季旅游目的地。
日前，广西壮族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崇
左市人民政府主办的 2023 年“冬游广西”
黄金季宣传推广暨“魅力崇左”文化旅游
推介会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举办。本次
推介会以“秋冬游广西 山水暖桂客”为主
题，推出了“山水畅游之旅”“漫游滨海之
旅”“春节民俗之旅”“长寿康养之旅”“八

桂美食之旅”“绿城运动之旅”“边关房车
之旅”“岭南研学之旅”等精品线路，展示
广西冬季旅游新玩法。

今冬，云南将以“暖冬之旅”“咖啡之
旅”“果香之旅”“茶香之旅”为主题，开展

“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冬日暖暖游云南”
冬季文旅融合系列宣传推广活动，并持续
开展“最美云南文旅系列征集”“云南特色

‘锅子季’”“迎新年迎新春”系列等十余项
活动。此外，云南还推出 10 条秋冬季乡
村旅游线路，为游客提供指引。

挖掘当地特色，成为今冬各地增强旅
游吸引力的重要途径。内蒙古自治区呼
伦贝尔市日前召开 2023—2024 年冬季文
旅产品发布会，公布了包含精品线路、赛
事活动、展览展演等在内的冬季旅游“资
源包”。呼伦贝尔市推出10条冬季旅游精
品线路和 2 条跨境旅游线路，还将举办内
蒙古自治区第二十届冰雪那达慕、呼伦贝
尔市第五届冰雪日暨第二届冰雪文化运
动旅游季、冷极马拉松、界河冰钓等161项
文旅活动。这些产品线路充分凸显跨境、
度假、民俗三大特色，成为呼伦贝尔冬季
旅游的差异化优势。

惠民举措成“标配”

如今，旅游已成为人们美好生活的刚
性需求，为了让更多人通过旅游饱览秀美
山河、感受灿烂文化，推出旅游优惠政策，
成为各地举办旅游消费活动的“标配”。

11 月 5 日，在西藏自治区拉萨市旅游
的张吉平在朋友圈“晒”出自己手持布达
拉宫参观券的照片，并配文“布达拉宫免
票，快来吧！”11月1日，布达拉宫管理处发

布《关于第六轮“冬游西藏”通告》，布达拉
宫景区自 2023 年 11 月 1 日至 2024 年 3 月
15 日期间执行第六轮“冬游西藏”活动政
策，在此期间，布达拉宫实行免费参观以
及错峰、限流、预约制。西藏自治区旅游
发展厅发布的 2023—2024 年冬游西藏奖
补及优惠政策，包含景区、住宿、交通优惠
以及针对旅行社、旅游景区、航空公司、旅
游汽车客运企业等的奖补措施。

为吸引游客“冬游广元”，四川省广元
市推出红叶观光亲子游、冰雪狂欢畅享
游、蜀道徒步穿越游、最美乡村体验游、女
皇故里逍遥游 5 条冬游精品线路，并策划
举办“看皑皑雪野·邂逅冰雪奇缘”“泡暖
暖温泉·感受冰火两重天的浪漫”“瑞雪兆
丰年·广元过大年”等系列活动。与此同
时，还制定系列优惠政策，包括推行“100
元畅游广元”旅游年卡，开展“徒步古蜀
道，奖景区门票”“背诵《蜀道难》，奖游剑
门关”“曾家山冰雪季一票通玩滑雪优惠”
等活动，发放“乐享蜀道 冬游广元”文旅
消费券等。

10 月底，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人
民政府联合同程旅行在线平台，发布

“冬游香格里拉”平台优惠政策，面向全
国游客发放惠民消费券共计 1000 万元，
优惠的范围涵盖州内星级酒店、等级民
宿、国际品牌酒店、旅游景点、交通度
假，发放时间自 2023 年 10 月 28 日起至
2024 年 3 月 31 日。活动期间，用户通过
同程旅行平台“冬游香格里拉”专题领
取并下单，在平台补贴基础上，可享受
相关优惠政策。

题图：蓝天白云下的长白山主峰。
新华社记者 许 畅摄

冬游产品“上架”促消费
本报记者 尹 婕

游客在海南环岛旅游公路文昌段途经的木兰湾游玩。 新华社记者 蒲晓旭摄游客在海南环岛旅游公路文昌段途经的木兰湾游玩。 新华社记者 蒲晓旭摄

游客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扎兰屯市文创产业展示大厅选购文创纪念品。
韩颖群摄 （人民视觉）

游客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扎兰屯市文创产业展示大厅选购文创纪念品。
韩颖群摄 （人民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