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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不少传统古村落积极
“触网”，利用短视频、直播等数字传
播方式，让一些长期以来鲜为人知的
乡村风光和乡土文化进入游客的视
野，探索“乡村旅游+数字经济”发
展新路径。

日前，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
中心联合抖音公益发布《激发乡村新
可能·美好乡村案例集》，集中展示一
批数字传播赋能乡村文旅、电商等发

展的典型案例。数据显示，过去一
年，抖音网友已打卡全国 15 万余个
乡村文旅景点，创作超过 6000 万条
打卡短视频，助力更多乡村成为热门
旅游目的地。

“空心村”变成“网红村”

江西省婺源县篁岭村是一座有近
600 年历史的古村落。受地形限制，
篁岭村被梯田环抱，村庄房屋建在陡
坡上。每逢秋收时节，村民用竹簟盛
放农作物晒在自家屋顶木架上，形成
了篁岭村独特的“晒秋”景观。

“我们这个‘挂’在山崖上的古
村，曾经面临人走、屋空、田荒、村
散的局面，180多户人家一度外迁到
只剩下 68 户，‘晒秋’景观几近消
失。”婺源篁岭文旅股份有限公司总
裁曹锦钟介绍，为充分保护和展示篁
岭村的农耕文化，景区开发采用“人
下山、屋上山、貌还原”的方式，通
过修旧如旧、易地搬迁保护等，将
120多栋原址民居改造成精品民宿和
酒店，并引入民俗体验、文化演艺等
旅游项目。

如何吸引更多游客来篁岭村游
玩？篁岭景区在抖音发布“篁岭推
窗”短视频，发起“一起来晒秋”等
话题，并通过大奖赛等方式吸引旅行
博主、摄影爱好者和游客等前来打卡
创作，有效提升景区的知名度。

2022 年，篁岭村开通网络平台
团购功能，通过直播、视频带货等方
式，将线上传播转化为线下消费。

“2023 年第一季度，篁岭景区有 50%
以上的游客是看过短视频后慕名前来

的。”曹锦钟表示，篁岭村村民人均
年收入已从旅游开发前的 3500 元提
升至5.6万元，“网红村”的品牌效益
正在转化成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教授
杨虎涛认为，依托短视频、直播等数
字技术，越来越多乡村里的美景好
物为人所知，形成“出圈”的乡村
IP，大量乡村资源被激活，乡村文旅
正在焕发出新的活力。

“云导游”创新服务模式

举起自拍杆，带领手机另一端的
网友“云游”普陀山美景，了解舟山
岛历史文化——3年前，从业十多年
的地陪导游小庄通过短视频做起了

“云导游”。从此，他的导游生涯迎来
许多新鲜事：将观看视频的网友变成
跟团的游客；根据网友的偏好重新设
计游览路线；逐渐积累了500多万粉
丝……

“从入行到接待游客超过10万人
次，我用了 13 年；成为‘云导游’，
让我只用3年时间就实现了接待游客
超过20万人次的目标。”小庄一边感
慨于短视频平台招引游客的速度，一
边从这些来自平台的游客身上看到新
变化：他们更年轻、更喜欢打卡但也
更排斥套路，偏爱沉浸式体验而非走
马观花的“到此一游”。

于是，小庄调整带团方式，让行
程慢下来，以更有亲和力的方式进行
讲解，给游客留出更多时间自由打卡
小众景点。随着“线上转线下”的游
客越来越多，景区内的咖啡店、民宿
等业态逐渐升级，追求颜值与品质并

存。这些做法创新了旅游服务模式，
让游客玩得更舒心。

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主
任金文成认为，数字时代，网络直播
成了“新农活”，网络平台成了“新
农田”，智能手机成了“新农具”，数
字传播从内容和手段上重构了乡村

“人、货、景”，创新提升乡村文旅、
农产品售卖等业态、产品和服务，为
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

培育更多“乡村代言人”

以数字手段展现乡村自然人文之
美，离不开具备信息素养和数字新媒
体能力的“新农人”。文化和旅游部
印发的《“美好乡村等你来”乡村旅
游数字提升行动方案》 提出，实施

“乡村文旅长期扶持计划”，面向乡村
旅游经营主体、内容创作者开展免费
培训，为符合条件的扶持对象提供长
期的公益流量、标准建设等服务和支
持等。

据了解，自 2018 年起，抖音集团
推出“山里 DOU 是好风光”等项目，
帮助乡村文旅经营主体和创作者掌握
短视频运营技能，带动优质乡村内容
及其创作者“出圈”。数据显示，2023
年抖音上新增乡村主题视频超 10 亿
条，播放量达 2.4 万亿次，“山里 DOU
是好风光”项目累计带动乡村文旅支
付成交额超40亿元。

抖音公益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
将继续从产业扶持、商家培育、人才
培养等方面，通过开展系列活动提升
乡村影响力，带动更多人关注并参与
到乡村文旅的发展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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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 1 月 1 日清晨，河北承
德金山岭长城的天空还没亮，中旅
旅行组织的百名外国游客“登长城
观日出 元旦新年祈福”活动已经
开启。

早上7时许，游客陆续抵达观
赏日出的标志性建筑“将军楼”
前，等待在长城之巅迎接新年第一
缕阳光；7时30分左右，太阳从崇
山峻岭中慢慢升起，连绵起伏的长
城如一条金色巨龙沐浴在阳光中。
来自美国、法国、意大利、俄罗
斯、日本、秘鲁、南非、厄瓜多尔
8个国家的入境游客、在华工作人
员、高校留学生等百余人，在长城
上共同观赏日出、喜迎新年。这是
中旅旅行策划主办的 2024 年第一
个入境游活动，开启了今年入境游
的新篇章。

为满足入境游客及在华外国人
的度假需求，更好地体验独具中国
特色的新年氛围，中旅旅行把“旅
游+非遗”深度结合，研发了“金
山岭长城观日出，红螺寺敲钟祈
福”新年祈福产品，将“世遗”

“自然”“非遗”“民俗”“美食”等
元素充分融合。外国游客不仅在元
旦当天登上金山岭长城观日出，共
同见证新年的阳光洒向雄伟的长
城，还在“千年古刹”红螺寺敲钟
祈福，表达新年美好心愿。此外，
外国游客还品尝当地特色美食，欣
赏著名非遗表演“抡花”等。该产

品面向入境游客及在华外国人同时
推出，受到市场广泛关注。

金山岭长城位于河北省滦平
县，东起望京楼，西至龙峪口，全
长约10.5公里，因其视野开阔、景
观奇特、建筑艺术精美且保存完好
而著称于世，素有“万里长城，金
山独秀”之美誉。

2023 年 12 月 31 日，不少外国
游客来到金山岭长城脚下，参加跨
年庆祝活动。考虑到这些游客大多
都是第一次到金山岭长城，中旅旅
行特意安排他们在 31 日下午就登
上长城，充分感受金山岭长城独特
的美景。参观长城后，游客们兴致
勃勃地逛起民俗市集，欣赏非遗传
承人精彩的剪纸技艺。农历龙年即
将到来，当地专门准备了“龙的剪
纸”体验课堂，传承人手把手教外
国游客学习剪纸。市集里的冰糖葫
芦、糖炒栗子、驴打滚、棋子烧
饼、麻仁大扁等特色小吃受到外国
游客的好评，他们一边逛一边品
尝，十分开心。

随着入境游的恢复以及一系列
免签政策的推出，中旅旅行还将推
出一系列丰富多元的产品线路，满
足入境游市场需求，助力入境游供
应链恢复和产品创新，吸引世界各
地的游客到访中国，向世界讲好中
国旅游故事。

下图：外国游客在金山岭长城
上观看日出。 中旅旅行供图

百名外国游客登长城迎新年
赵 珊 乔 予

每到隆冬时节，想要看雪的念头
总随气温下降而愈发升腾——大概是
因为山城重庆下雪好似过节，越稀
缺，越珍贵。

在北方看雪的经历至今犹记。那
次我飞赴异地参加友人婚礼，刚出机
场就与冬雪不期而遇。我这他乡之
客，顿时像置身于冰雕玉琢的白色童
话中。一路上，我随时采一片雪花，
随地搓一个雪球，逢人便想打一场雪
仗，好不畅快。

也许和“月是故乡明”一样，对
雪的喜爱一旦成为一种情怀，便也只
能“雪是故乡亲”。即便重庆少雪，
对于雪落山城的渴望仍像是深埋雪地
里的种子，在寒风里意欲破土。

“七鹿坪下雪了！”这天，听闻重
庆涪陵的小众景点刚降初雪，我欣喜
过望，和友人驱车进山，赴一场冰雪

之约。
刚一上山，只见天地已被雪串

联，大片雪花争相扑向脸颊，直往厚
厚的围巾里钻。对面的山头一片洁
白，草尖、树梢和屋顶已被雪这位画
师抹去了本来的轮廓。树上的灯笼，
被热情的雪紧紧拥抱，隐约透出一抹
柿子般的红，远远看去，宛如红梅点
点与雪相映，白里透红，分外娇媚。

向林深处走去，踏在雪上的足
音咯吱咯吱，细密的破碎声好像碾
过枯叶，却又分明能嗅到雪地里草
木沉香的味道。道路两旁的树“着

装统一”，挂满雪凇，宁静而柔美。
用手轻轻一碰树枝，雪花扑簌簌地
落下，如絮飘洒。走到风口处，雪
花又像一群调皮的孩子，一会儿捂
住 你 的 口 鼻 ， 一 会 儿 撩 拨 你 的 头
发，一会儿在你的肩头“玩滑梯”，
欢快地冲人嬉笑。

三步一景，五步一画，白雪让流
连此间的人放下对冬天的戒备，在雪
地里尽情玩耍。开心之余，我忽然为
积雪之下那些不知面目表情的植物感
到担忧，它们是否怕冷？但转念一
想，一草一木皆有情，它们或许也和

我一样，年复一年守在山城，对这场
珍贵的雪盼望多时。

越往山下走，雪势渐微，只有
树冠上的积雪依然丰润，像一株株
饱满的白蘑菇。见过北方的雪，那“雪
粉华，舞梨花，再不见烟村四五家”的
豪放气势，至今仍停留在梦里。眼前
这七鹿坪的雪，毕竟带有南方的柔
情，来时默默，去时悄悄，但却更合我
在家门口赏雪的心意。

返程时，车窗外，雪片依旧轻
盈起舞，不断敲打着车窗，也许是
想钻进车里，让我带它回家。我打
开车窗，伸手邀它一起取暖，可当
我迎着寒风将这六角的花瓣捧回车
里，它便瞬间化作水珠，消融在掌
心里。我终于明了，或许万物皆恋
故乡，七鹿坪的雪，自然只在七鹿
坪才能完美盛放。

七鹿坪遇雪
谭 鑫

本报哈尔滨电（记者郭晓龙）
近日，黑龙江“冷水鱼·冬捕季”
系列活动开幕式在杜尔伯特蒙古族
自治县举办，来自全国各地近万名
游客齐聚活动现场，观冬捕盛况、
赏聚网腾鱼、品美味鱼宴，体验冰
雪魅力，尽享冰雪乐趣。

开幕式当天，最大单网出鱼量
约 30 万斤，总捕捞数量达 100 万
斤。通过电商现场直售、线下销售
等方式，冷水鱼总成交量达 60 万
斤，销售额达900万元。

本届“冷水鱼·冬捕季”系列活
动将持续到 2024 年 3 月末。活动期

间，哈尔滨、大庆、鸡西、大兴安岭
等 9 个地市的 18 个县市区将开展
20余场冬捕、冬钓活动，哈尔滨、大
兴安岭、绥化等地将举办冰雪音乐
节、鱼市大集网红直播和冬钓大赛
等活动，通过沉浸式玩法，为游客
提供丰富多彩的冬捕体验。

据了解，本届“冷水鱼·冬捕
季”系列活动是黑龙江持续展示黑
龙江渔猎文化、推广“黑土优品”
品牌的重要载体，是黑龙江发展冰
雪旅游的重要组成部分。

下图：冰雪渔猎那达慕现场展
示渔获。 新华社记者 王 松摄

黑龙江“冷水鱼·冬捕季”启幕

在江西省婺源县篁岭村，“晒秋”景观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观光游览。 袁新宇摄 （人民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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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国人

寿寿险公司”）顺利通过中标合信（北京）认证有限公

司（简称“中标合信”）合规管理体系审核，并获得合规

管理体系 GB/T35770—2022 国家标准和 ISO37301:

2021国际标准认证证书，标志着中国人寿寿险公司在

合规管理体系建设方面迈上发展新台阶。

坚持依法合规经营
为合规管理贡献“国寿方案”

作为寿险行业“头雁”企业，中国人寿寿险公司始

终高度重视合规管理工作，牢固树立“合规是发展的

基石”“主动合规”“合规人人有责”“合规创造价值”等

合规理念，将合规视为高质量发展的“生命线”，打造

“全员全过程全方位合规”格局，持续强化合规经营。

以提高合规管理有效性为主线，中国人寿寿险公

司健全完善公司治理机制，形成了以公司章程为中

心、以中国人寿寿险公司《合规管理办法》为遵循的合

规管理体系，建立起业务职能部门主责、合规管理部

门牵头、审计部门监督的合规管理组织体系，合规管

理三道防线各司其职、密切配合，形成依法合规经营

的强大合力，保障合规运行机制有效运转。

通过在合规管理理论和实践上的探索创新，中国

人寿寿险公司在深化全面合规、主动合规、持续合规

上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合规管理路径，为迈向世界

一流寿险企业奠定了坚实的合规基础。

对标国际认证标准
探索寿险行业合规管理新实践

2021 年，国际标准化组织发布 ISO37301：2021

《合规管理体系要求及使用指南》。2022 年 10 月，我

国将其等同转换为中国推荐性国家标准。

2023年8月，中国人寿寿险公司启动合规管理体

系认证工作。在对标国际标准的过程中，加快内部合

规治理理念更新、组织更新、举措更新，开展认证标准

宣贯和合规内审员培训工作，明确标准要求，组织符

合性诊断，查缺补漏，通过内部审核工作，逐条落实认

证标准，完善合规体系，优化合规运行机制。在中标

合信全面、系统地评估与认证审核下，中国人寿寿险

公司合规管理体系符合体系建设标准，治理体系健全

完善，合规机制运行有效，风险管控效果显著。本次

合规管理体系认证的通过展现了中国人寿寿险公司

“依法合规、诚信经营”的良好企业形象，也为保险行

业提供了合规体系建设的“国寿方案”。

持续深化合规管理
助推世界一流寿险公司建设

中国人寿寿险公司将获得合规管理体系认证证

书视为“坚持依法治企，强化合规管理”的新起点，以

本次通过合规管理体系认证为契机，对标国内国际合

规管理体系认证标准，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

目标要求，持续健全合规管理体系，不断优化合规运

行机制，为公司经营管理提供坚实的合规保障。

未来，中国人寿寿险公司将继续坚持依法治企合

规目标，全面践行合规理念，持续深化现代金融企业

制度建设，强化合规风险管控力度，将合规管理能力

作为保障公司高质量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不断

强化合规能力建设，坚持提升合规管理效能，以更加

有力有效的合规管理支撑和保障公司业务的健康发

展，为保险行业高标准合规管理提供可借鉴样本，为

保险行业合规治理贡献更多国寿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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