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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历三月初三，古称“上巳日”，
是中国多个民族的传统节日。在壮
族，“三月三”是歌圩节；在畲族，“三
月三”是谷米节；在黎族，“三月三”是
预祝山地旱谷和渔猎丰收的节日；在
瑶族，每逢“三月三”便集体宴饮，唱
歌跳舞……

近日，广西、福建、海南、广东
等地推出各具特色的民俗活动庆祝

“三月三”，多彩民俗吸引游客，催热
文旅。

歌舞盛宴不停

听一首原生态畲族山歌，跳一曲
欢快的竹竿舞，欣赏歌舞剧《畲山
情》——在福建省连江县小沧畲族乡，

“三月三”连马民族文化节歌舞萦绕，
热闹非凡，吸引了来自福州市周边等
地的游客前来感受节日气氛。

在畲家风情沉浸式互动街区，受
邀参加活动的台湾同胞与当地民众一
起载歌载舞，沉浸式体验畲族的风土
人情。活动现场，不少台胞表示感受
到了畲族特有的热情，还邀请小沧乡
的同胞们到台湾做客。

而在广西柳州的鱼峰公园歌仙广
场，数以千计的歌友汇聚于此，参加

“鱼峰歌圩”全国山歌邀请赛。一些
歌友举起手机开启直播，录制视频，
向全国各地的网友发出线上对歌邀
请，将“三月三”的欢乐与祥和传递
给更多人。

“明年我一定要去柳州，和姐妹
们现场拉山歌！”今年56岁的刘阿姨
现居北京，看到活动当天的山歌直播
后，将前往柳州列入了旅行计划。

民族风情浓郁

除了载歌载舞，各地“三月三”

节庆活动紧扣少数民族文化特色，推
出一系列非遗体验活动，掀起“最炫
民族风”。

“织黎锦真有意思，但也非常需
要耐心。”在海南省保亭黎族苗族自
治县，一群意大利游客深度体验海南
黎族的织黎锦、编黎藤习俗，从中感
受到这些非遗手工艺的独特魅力。

在海南三亚，黎族、苗族的姑娘
们欢聚一堂，同场竞技，飞梭走线，

快速织就黎锦、苗绣的精美纹样，游
客可以从质、形、饰、色、画等角度
全方位近距离欣赏绚丽多彩的黎族、
苗族服饰。

在广西南宁的青秀山，“广西三
月三·八桂嘉年华”文化旅游品牌活
动设置多个体验区，游客不仅可以在

“乐行广西”“美味广西”等5个非遗
村寨和酒街、茶街等5条特色街区赏
非遗、品美食，还可以自己动手，体
验绣球制作，学打壮族会鼓。

丰富多彩的活动不仅受到国内游
客的欢迎，也获得了外国游客的青
睐。据广西壮族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
相关负责人介绍，随着广西民族文化
旅游推广季活动的开展，桂林市近日
迎来首个来自波兰华沙的入境旅游
团，他们在节庆中游览民族村寨，感
受民族风情；崇左市邀请越南游客来
到天琴壮寨，共同欢度“三月三”。

传统节日焕新

“三月三”一早，在广东省广州
市仁威祖庙前，无人机方阵腾空而起
化身为一条飞龙在空中盘旋，热闹的
民俗文化巡游开启：身穿汉服的舞者
向路人赠送香草，复现古时上巳日

“祓禊”的场景；粤剧群英队的武

生、花旦边走边唱，展现岭南戏曲文
化……一时间，巡游方阵所到之处成
为流动的“主题乐园”，带领市民和
游客深入广州的多个历史文化街区，
来一场时髦的“城市漫步”。

今年“三月三”，各地将古老的
文化民俗与新潮的玩法相结合，让传
统节日焕发新的活力。例如，海南保
亭推出“三月三奇遇记”全程剧本
秀，将民俗文化故事贯穿于角色扮演
和互动游戏中；广西来宾在象州梦幻
业文旅街区开展国风电音派对、烟花
灯光秀等活动，吸引年轻游客参与。

业内人士认为，今年春节以来，
潮汕英歌舞、甘肃社火、“三月三”
节会等民俗活动“出圈”又出彩，不
仅带火了当地旅游，也吸引了更多年
轻人了解并爱上传统民俗文化，通过

“民俗+文旅”的融合创新供给，传
统民俗不断释放新意与活力，成为展
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带动区域文旅
产业发展的新动能。

上图：在广西南宁青秀山的“广
西三月三·八桂嘉年华”主会场活动
上，人们身着民族服饰，纵情歌舞。

新华社记者 周 华摄
左图：在海南三亚的黎锦、苗绣

技艺竞赛上，青少年选手编制黎锦。
陈文武摄 （人民图片）

多彩民俗催热多地文旅
本报记者 朱金宜

本报电（记者朱金宜） 日前，
2024 年“美好乡村等你来”乡村旅
游数字提升行动暨第二十六届北京
平谷国际桃花节启动仪式在北京市
平谷区金海湖镇举办。本次活动由
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政府、抖音公益、
抖音生活服务主办，发布助力县域
特色活动、帮扶重点村镇、扶持乡村
文旅创作者等三大乡村旅游数字化
提升专项。

活动当天发布的 《抖音 2024
乡村文旅数据报告》显示，过去一
年，抖音新增乡村内容 10.9 亿条，
曝光近 2.8万亿次，“山里 DOU 是
好风光”项目扶持超2万个乡村文
旅经营主体增收 47 亿元，吸引游
客约1990万人次。

近年来，乡村旅游、县域文旅等
旅游方式热度升高，抖音等数字平
台和创作者通过记录乡村美好生
活，将网络流量转化为实际效益。
2023 年 4 月，在文化和旅游部资源
开发司指导下，抖音生活服务、抖音
公益持续助力乡村文旅数字能力提
升，探索乡村文旅发展新路径。

文化和旅游部资源开发司司长
单钢新表示，乡村旅游数字提升行
动是促进数字经济与旅游业深度融
合发展的一项重要举措，通过乡村
旅游数字提升，将新技术与在地资
源相结合，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培
育壮大新型消费，同时吸引更多有
志于乡村振兴的平台机构、社会力
量和达人创客都来投身乡村旅游发
展，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促进文旅
深度融合，推动城乡共同富裕。

据“山里 DOU 是好风光”项
目负责人何慧介绍，下一步，将继

续助力有特色、有创新、有大众参
与的县域特色文化活动，帮助乡村
打造流量 IP；以 1597 个全国乡村
旅游重点村镇为核心，面向乡村地
区经营主体开展数字能力培训等定
向扶持；通过优质短视频征集、支
持文旅达人创作等举措，吸引更多
人关注乡村文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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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日里，山西祁县的乔家大院格
外迷人，一朵朵春花悄然绽放，散发
着万象更新的活力。漫步院内，一步
一景，每时每刻都能够感受到温暖与
惬意。

“走吧，让我陪您一同走进这座恢
弘大气的府邸宅院，去探寻乔氏家族
的前尘往事……”导游小陈打开话匣
子，带领我们一起探访这座始建于清
乾隆年间的古老民宅——乔家大院。

一

有人说，乔家大院是“北方民居建
筑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有人说，乔
家大院是一本“可以触摸生命温度的
史书”。走进这座大院，你会发现它恢
弘、巍峨、凝重、敦厚、坚实。

乔家大院三面临街，但不与周围
民居相连，是一座封闭式建筑群，由
在中堂、德兴堂、保元堂、宁守堂和
乔家花园五部分构成，共 18 个大
院、41个小院、731间房屋。全院布
局严谨，设计精巧，俯视呈“囍”字
形，建筑考究，精工细作。院内斗拱
飞檐，彩饰金装，砖石木雕，工艺精
湛，完整地保护、传承和展示了晋商
家族的住宅风格、生活习俗与商业经
营模式等。

乔家大院门口的百寿图砖雕影壁
引人注目。据介绍，影壁上有100个遒
劲有力、形态各异的篆体“寿”字，与影
壁顶部的“万”字相互组合，寓意吉祥，
韵味深长。

大院内的门槛一重接着一重，一
条条通道和台阶将平房屋顶连接成一
个个高悬的空间。屋顶上建有 140 多
个烟囱，烟囱的下半部用砖砌成中空
的方斗形，上半部雕刻成各不相同的
造型，犹如一座座微型建筑矗立空中。

当阳光洒在屋脊的走兽装饰上

时，这座大院里曾经的欢笑与眼泪、
辉煌与梦想便渐渐鲜活起来。抚摸着
青砖灰瓦，望一望雕梁画栋，我仿佛
感受到乔家人走南闯北经商的勇气与
坚毅。

二

巍峨的大院、精美的建筑，是乔
家留下的物质遗产；严格的家规、睿
智的家训、淳朴的家风，则是乔家留
给后世的一笔精神财富。

“读书即未成名，究竟人品高
雅；修德不期获报，自然梦稳心安”

“传家有道唯存厚，处世无奇但率
真”……行走在大院里，我最欣赏的
是富含哲理的一对对楹联。这些名言
警句，一字一句，鞭辟入里；一言一
语，发人深省。它们伫立在大门两
侧，迎接往来宾客，将乔家的故事娓

娓道来。
乾隆初年，乔家发家始祖乔贵发

为做生意“走西口”，和同乡合伙在包
头开起商号“广盛公”，经营草料、粮
油、米面等商品交易业务。虽经历波
折，但乔家的生意依然越做越大，财力
日渐雄厚。后来，乔贵发亲眼看到一
同创业的合伙人秦氏家族家风不正，
挥霍无度，门庭败落，于是立下 24 字
的“六不准”家规，以正家风。

乔家非常注重以儒行商、以儒治
家，这在院内多达上百条的楹联匾额
上可见一斑。勤奋读书、诚信厚道、
儒雅和睦、端正坦荡……一条条修身
格言随处可见，成为子孙们心心念念
的为人处世准则。在长达200多年的
传承中，乔家人以坚韧不拔的意志、
吃苦耐劳的精神、恢弘博大的胸怀、
诚信为本的理念、多谋善断的智慧、
先义后利的晋商精神，书写了从穷苦

农家到富商巨贾的家族传奇。

三

“为每一位来景区的游客提供更
专业、更有人情味的服务，是我们的
追求。”导游小陈一边讲解，一边和
大家聊天。

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
家二级博物馆，乔家大院景区不断提
升展陈水平和配套设施，活化利用文
物资源，讲好晋商故事。近日，乔家
大院推出一系列特色春游活动：赏春
色，体验花式打卡；探春景，“乔”
遇乔院文创；品春意，一起绘伞戴
柳。清明假期期间，乔家大院日均接
待游客 8000 人次，用实际行动擦亮
晋商文化名片，提升游客满意度。

景区内各类无障碍设施、景点标
识标牌完备齐整，游客中心多项服务
一应俱全，从手机充电区、开水供应
点、邮政快递服务等设施，到母婴
室、影视休闲区等功能分区，无不体
现着景区把游客放在第一位的理念。

为满足游客个性化、多样化的旅
游需求，乔家大院推出3支NPC（特定
角色）队伍，让游客通过情境互动，沉
浸式体验晋商文化内涵。此外，乔家
大院还新增了皮影戏、剪纸等非遗体
验店，依托乔家家训、建筑纹饰、乔家
福字、大红灯笼等文化元素，充分运用
3D打印等新技术，加大文创产品研发
和推广力度，让文物“活”起来，为游客
打开了解晋商文化的又一扇窗。

春日来游乔家大院，仿佛穿越时
空隧道，走入了富有激情的晋商创业
故事当中。一轮红日高悬空中，映红
了这座见证历史传奇的大宅院，也映
红了游客欢愉的脸庞。

题图：乔家大院春光。
资料图片

乔家大院春意浓
程 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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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江西省婺源县的 13 万
亩油菜花进入盛花期，与白墙黛瓦
的徽派建筑相映成趣，引来各地游
客游玩赏花。据统计，仅今年1月
和 2 月，婺源县就接待游客 355.7
万人次，同比增长 14.3%，综合收
入达31.1亿元。

和以前“花开客来，花谢客去”
不同，江西多地通过“油菜花+”新
模式，展现乡村农旅新“花”样。

“我们是奔着赏油菜花来的。”
在婺源县赋春镇严田村，来自北京
的游客李女士与 82 岁的父亲走下
赏花小火车时说，他们已经在婺源
游玩了一个多星期，新颖的赏花形
式让人印象深刻。

油菜花的颜色也“上新”。当
游客被赏花小火车带到油菜花田深
处时，能看到紫色、白色、橙色等
油菜花竞相盛开，游客的赞叹声伴
随着相机的快门声此起彼伏。

“‘油菜花+’体验是村里的
赏花特色。”严田村村主任李五旺
说，村里创新推出了两列赏花小火
车，每列小火车能坐 48 位游客，
半小时左右就能沿着开满油菜花的
村子游览一遍。为添新意，村子还
专门请教农技人员，种出了多色油
菜花，游客们可以坐着“驶往春天
的专列”赏花拍照。2023 年，严
田村村集体经营性收入突破125万
元，以前外出务工的村民如今在家
门口吃上了“旅游饭”。

位于篁岭景区的油菜花梯田吸

引了大量游客，不少游客穿着国风
服装，融入美景之中。

在篁岭景区，来自浙江的游客
王女士一行三人，头戴油菜花环，手
里拿着油纸伞赏花观景。王女士说，
来之前期待的是油菜花海，没想到
来了以后最吸引她的是当地文化。

“春天是旅游旺季，我们店生
意好的时候，一天能卖一两百把油
纸伞。”今年 47 岁的篁岭油纸伞店
老板曹文娟介绍，江西婺源甲路纸
伞已有 800 多年的历史，其制作技
艺入选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眼看“赏花经济”火热，她把婺源油
菜花美景画在扇面上，让传统油纸
伞成为游客赏花时的伴手“潮玩”。

围绕赏花等“春日经济”，江
西多地推出形式多样的文旅活动。
九江市彭泽县举办第十届“江中花
海，魅力棉船”油菜花旅游活动，
其中一项自行车骑行活动引来各地
骑友围绕花海驰骋；鹰潭市龙虎山
举办第五届花朝节，随处可见头戴
簪花、身着汉服的年轻人拍照“打
卡”；吉安市遂川县美丽乡村建设
点的油菜花，花色多达70种……

江西各地的农旅新“花”样，
不负春光，为当地农文旅融合发展
带来了新气象。

（据新华社南昌电 记者熊家林）
题图：江西省上饶市婺源县江

岭油菜花海进入盛花期，游客们徜
徉花海，感受春天的气息。

张连华摄 （人民图片）

油菜花开出农旅新“花”样油菜花开出农旅新“花”样

位于天津市和平区的五大道历史文化街区保存有风格多样的近代建
筑群落。近年来，天津市秉持“保护优先、合理利用、修旧如故、安全
适用”的原则，对先农大院、庆王府等200余处建筑进行整理修复，根据
建筑特点，引入新产品、新场景、新业态，让老建筑“活”起来。图为
市民和游客在先农大院内的游览创意集市。

新华社记者 赵子硕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