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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浙江省磐安县九和乡三水潭村，
从农家乐的店招到房间名、菜名，从标
识系统到路灯样式，从村口景观到绿化
节点，以婺剧为元素的设计随处可见。

三水潭村近年来实施了一系列“微
改造、精提升”项目，把破旧的二十四
间合院打造成婺剧戏服道具的展示空间
和可游、可玩、可住、可享的婺剧文化
主客共享空间。村庄成为婺剧迷的好
去处。

“想不到婺剧能成为我们村的吸引
物，现在戏迷游客越来越多。”三水潭
村党支部负责人说，自从启动“微改
造、精提升”，村庄的名气越来越大。
下一步，村里打算引进婺剧戏服、道具
配件制作等产业，真正把三水潭村打造
成“婺剧村”。

近年来，磐安县出台《磐安县旅游
业“微改造、精提升”奖励办法 （试
行）》，指导各乡村旅游重点村以此为
契机，开展“微规划”，打造“微线
路”“微度假”“微体验”“微演艺”等
产品，推动乡村旅游融合发展，一个个
美丽乡村变身为休闲度假微型目的地。
2023年1至11月，全县实现乡村旅游总
收入 75.2 亿元，同比增长 53.4%，带动
县域消费实现大提升。

新时代文化旅游研究院院长、中国
社科院旅游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吴若山
认为，乡村旅游具有若干典型的“微”
特征：乡村是地理空间有限的微型旅游
目的地，乡村民宿是散点式分布的微型
旅游住宿设施，乡村旅游经营者是以个
体工商户和农民等为主体的小微经济
体，消费者多以游客个人消费为主的微
单元，消费模式多是小微型消费。磐安
的实践就是在不做大规模规划开发的基

础上，因时就势、因地制宜、以“绣花
功夫”推进乡村旅游产品创新、产业
升级。

“青山隐隐在，风光映禾田。”如今
的磐安县和溪村沟渠纵横交错，光亮如
镜的水田里长着郁郁葱葱的禾苗，广阔
的农田边安放着水车、水磨等传统农
具，一派动人的田园风光。

近年来，该村开展“微改造、精提
升”，围绕“水村”建设打造观光体验
田园景观，设置游客打卡点，建造观光
小桥，安装大水车、踏水车等设施。利
用一条旧的灌溉水渠，结合“微改造”
工程，将水渠拓至 3 米宽，并延长水
渠，建起“摸鱼区”“观鱼区”。如今，
这里“稻在水中生，鱼在稻下游”，实

现了“一水两用、一田双收”。
依托水村改建，和溪村举办了丰富

的亲子研学活动，插秧、钓龙虾、抓
鱼、捉螃蟹……慕名而来的游客越来越
多，共同感受水村魅力。

磐安县借助“微改造”，构建起
“磐安药膳”美食体系、“磐安山居”住
宿体系、“百县千礼”文创体系、“百县
千艺”演艺体系、“百县千集”市集体
系，成为吸引旅游消费的热门场景。

来到位于磐安县的玉山古茶场，推
开一道老木门，茶文化博物馆迎面而
立。玉山，素有“茶镇”的美誉。这里
涉茶人口过万、茶园亩数过万、茶叶产
值过亿，茶叶种植、交易历史已有上千
年，玉山古茶场是当地文化地标。为挖
掘文化内涵和提升游客感受，当地借助
场景化打造，丰富游客体验感，场馆内
外，一个个小而特、特而美、美而精的
精品场景成为独特风景。

“古茶场越好，游客就越多，村民
的发展机会就越好。”磐安县相关负责
人表示，古茶场展陈提升和周边配套改
造，解决了旅游发展的痛点难点，回应
了村民们的诉求，“古茶场+古村”的模
式将带动周边村庄发展。

山西大同是一座有着 2000 多年历史的古城，
云冈石窟、华严寺、善化寺、北岳恒山、悬空寺
等名胜古迹吸引着众多游客。

如今，一个好去处——东南邑历史文化街
区，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目光。这是大同的城市更
新项目，是大同广府角历史文化街区的核心组成部
分。街区面积约76亩，留存有17处不可移动文物
院落、15处历史建筑院落，是古城同类项目中保护
院落最多的街区。这里不仅是一片历史街区，也承
载了一代代大同人的生活记忆。

隆冬的夜晚，人们流连于东南邑历史文化街
区。这里有自古沿袭下来的“里坊制”街巷和院
落，是大同人记忆中“家”的模样。自 2023 年开
街至今，它已成为本地居民和游客最喜欢“闲
逛”的好去处。

在街区的书店里，游客翻阅书籍、打卡多样
文创展区；在创意画馆里，游客用相机记录多彩
版画、创意摆件；在念夏艺术中心，游客沉浸式
体验……整个街区以城市艺术生活街区和城市文
化会客厅为定位，本着“保护—传承—活化—利
用”的原则，汇聚了艺术展馆、文化沙龙、文艺

工作室、客栈民宿、主题餐
厅等多种业态，将文化、艺
术的生活方式融入其中，被
誉为“里坊制活化石”的历
史街巷和院落，同现代都市
生活美学及休闲业态深度结
合，打造出独具艺术特色的
漫游式生活街区。艺术季、
读书会、文化沙龙、生活美
学市集……街区吸引许多市
民和游客前来，成为大同古
城一道亮丽风景。

一座城市的文化气质离
不开非物质文化的激活和赋
能。如何充分保护、传承、
创新、利用？东南邑历史文
化街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观
察样本。

东南邑历史文化街区
相关负责人介绍，修缮建
筑要守住里坊的“魂”：在
严格遵循原有街巷肌理与
尺度感的前提下，力求修
旧如旧；针对一般性织补
院落，在尊重街区原有格
局和风貌的前提下，适度

加入“金属、玻璃”等现代设计元素，以营造出
传统与现代和谐共生的丰富场景。

对历史文化街区进行修复，要更多采用“微
改造”的“绣花”功夫，尊重和善待城市中的老
建筑，保留城市历史文化记忆。据了解，修复工
作启动之前，项目团队就“什么才是好的修复”
展开激烈讨论，最终达成共识：“既能勾起乡愁记
忆，又能够满足当代生活的活力街区”。

为保持街区长久的活力，首先要让街区成为本
地人喜欢的地方，呈现美好日常生活的地方。除了
丰富本地社交休闲活动的基本业态，还围绕本地精
神文化生活，举办艺术展览、文化沙龙、读书观
影、美学市集等活动，吸引了大批热爱文化艺术的
市民和游客。

“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东南邑历史
文化街区相关负责人说，“既要守住传统，又要不断
创新。以服务好本地人为起点，立足城市记忆，面
向当代生活，才有机会做出具有持久生命力的优秀
项目，这是我们的目标。”

题图：2024年元旦夜的东南邑历史文化街区游
人如织。 付 东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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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假来临，学生成为旅游市场的主力军，亲
子游、研学游迎来出游高峰，呈现出“南北两头
热”“南北互跨游”趋势，跟着课本游、出境研学
游等产品备受青睐。

南北互跨成趋势

途牛旅游网近日发布的 《2024 寒假亲子游消
费预测》 显示，在寒假出游预订中，亲子游出游
人次占比近 54%，来自上海、北京、南京、广州、
杭州、深圳、天津、成都、沈阳、宁波等地的亲
子游客展现出更为旺盛的出游热情。

自 2023 年冬季以来，东北地区的冰雪旅游市
场持续火爆，其中，哈尔滨、长春、沈阳、牡丹
江、吉林、漠河、白山、延边等成为亲子游的热
门目的地，部分寒假团期的热门跟团游产品在元
旦前就已售罄。此外，北京环球度假区、上海迪
士尼度假区、广州长隆旅游度假区、珠海长隆国
际海洋度假区等主题乐园，北京、南京、西安等
目的地的文化休闲游以及三亚、海口、北海等地
的海岛游都是亲子游的热门选择。

近日多地文旅局开展了如火如荼的宣传推
介，寒假亲子游市场被进一步烘热，并呈现“南
北两头热”“南北互跨游”趋势。今年寒假期间，
华南、西南以及东北、华北方向备受亲子游客青
睐，出游人次占比分别达到 49%和 25%。前往华
南、西南方向的游客中，来自北京、天津、山

东、河南、东北等地游客占据较高比例；而东北
以及北京、天津、河北、河南等目的地的到访游
客中，来自上海、江苏、广东、浙江、福建等地
游客占比更高，呈现出“南北互跨游”的特点。

跟着课本去旅游

近期，“广西小砂糖橘”“云南小菌菇”“四川
小熊猫”等研学团的火爆出圈，不仅推动东北旅
游快速升温，也掀起寒假研学游热
潮。元旦以来，寒假研学游产品咨询
预订热度持续上涨，“跟着课本游北
京”“热带雨林奇遇记”“漫游世界文
学之都”“萌娃闯东北”“长白山亲子
研学”等关注度高。

伴随研学游的快速升温，“课本
游”等特色研学产品受到众多亲子
游客的追捧，成为研学游市场的新
宠。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学生通
过“课本游”可以实地感受课本中
的自然风光、人文古迹，沉浸式拓
展课本之外的历史文化知识，更好
地激发学习历史文化、现代科技等
知识的兴趣。

途牛旅游网已推出“跟着课本
游北京”“跟着课本游西安”“跟着
课本游徽州”“跟着课本游绍兴”等

“课本游”系列研学产品。它们将课本知识与研学
相结合，并针对不同年龄段学生的知识储备、兴
趣爱好等特点，在行程中设置不同特色的学习体
验。例如，“跟着课本游徽州：安徽黄山—宏村—
民俗体验游”，结合语文课本中的 《水墨徽州》

《黄山松》《爬天都峰》 等文章并加以拓展，学生
跟着非遗传承人描徽墨、刻歙砚、做徽笔、烧徽
菜、做花灯、听黄梅戏等，并参与互动体验，探
寻古徽州的独特魅力和文化底蕴，激起对传统文
化的热爱；同时，学生还可以在爬黄山、听守松
人讲述守护迎客松故事的过程中，加深对课本知
识的理解。

出境研学体验多

在出境游热门目的地中，“新马泰”一直是
亲子游的首选，2023年 12月以来，新加坡、马来
西亚、泰国等一地深度游、连线游产品迎来预订
高峰。此外，日本、俄罗斯等地的冰雪游，德法
瑞 意 连 线 游 以 及 新 西 兰 的 避 寒 游 等 都 是 热 门
选择。

记着在采访中了解到，新加坡是备受关注的
出境研学游热门目的地，“新加坡游学之旅”“新
加坡亲子微游学”等产品预订火热。“新加坡亲子
微游学”专为 6 至 15 岁中小学生家庭设计，以科
学实验、技术编程、工程结构、艺术探索、数学
逻辑等课程为特色。在旅程中，家庭成员不仅能
一同领略新加坡的历史人文和美食风情，还可以
通过南洋理工大学 《智能机器人与 3D 打印技
术》、科学馆 《飞行科学与飞机设计》、红树林

《科技与环保》、日间动物园 《动物健康与保育》
以及新加坡国家美术馆和乌节路图书馆的 《艺术
探索与结构美学》 等一系列课程，让孩子们在轻
松愉快的学习氛围中开拓视野，在实践中感受知
识的无穷魅力。

寒假出游玩法多
本报记者 赵 珊

亲子游客在第三届呼和浩特欢乐冰雪节活动现场体验雪圈。 丁根厚摄 （人民图片）

学生们在广东科学中心观察和体验“辉光球”放电现象。
黄继明摄 （人民图片）

磐安县乌石村风光。 吴利良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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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第十八届阿尔山冰雪节
在内蒙古自治区阿尔山市举办，地
处中国北疆的童话小城因冰雪而
沸腾。

与往年相比，今年的冰雪节
开幕式可谓更加热“雪”沸腾。
国 际 汽 车 冰 雪 挑 战 赛 是 一 大 看
点，飞驰的车辆扬起阵阵雪花，
给 现 场 观 众 带 来 别 样 的 视 觉 体
验，也点燃了大家对冰雪运动的
热情；热情洋溢的文化表演和泼
水成冰的“冬日魔法”体验，让
游客对“北国的雪”有了更直观
的了解；俄罗斯乐队倾情献唱，
充满异域风情。

“圣泉雪集”是本次冰雪节推
出的冰雪市集，方便游客在此体验
北方“赶大集”的快乐。市集上本
地小吃香气飘飘，各种特产琳琅满
目，小城的烟火气在漫漫冬日里不
断升腾。

阿尔山冰雪资源丰富，雪期
长、雪质好，是冬季旅游和冰雪
运动的理想去处。阿尔山市区有
两处滑雪场，城西侧是国家体育
总局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训练基
地，从这里走出了众多世界一流
的滑雪运动员；城东侧为大众滑
雪场，每年 11 月初至次年 4 月初
是最佳滑雪期，游人在这里可以
滑雪、溜雪圈、骑雪地摩托车、
坐雪橇等，在冰天雪地中享受冰
雪带来的快乐。

依林而建、因水而名，森林与
草原相拥、温泉与冰雪相伴，阿尔
山是一座生态之城。虽然，冬季的
最低气温可达零下 30 摄氏度，但
境内的“不冻河”由于河段附近存
在大量的地热资源，河水不但不会
结冰，还冒着腾腾热气。人们可以

划着小船在河上漂流，感受自然的
奇妙。

阿尔山地处中蒙俄交界，近年
来，阿尔山冰雪节已发展成为国际
友好交流合作的平台、文体旅协同
发展的纽带。据悉，本届冰雪节将
持续到2月。期间，游客可以在阿
尔山解锁多种冰雪玩法，沉浸式体
验北国风情。阿尔山也将依托得天
独厚的冰雪资源和区域优势，深耕
体旅融合，以赛促旅，切实提升冬
季旅游市场活力。

题图：阿尔山森林雪野活动现
场。 阿尔山市委宣传部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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