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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
“国际旅游具有国际交往的功能，是实现民间交往、交流互鉴的

重要渠道。”
——今年以来，我国出入境游加速回暖。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

发布的《世界旅游晴雨表》称，2023年国际游客人次恢复至2019年
的 89%，预计在市场需求强劲、航线运力增加以及中国和其他亚洲
主要市场持续复苏的支持下，2024年全球旅游业将全面复苏。西北
大学旅游管理系教授梁学成表示，出入境需求仍在释放中，便利化
政策将进一步刺激国际旅游复苏。

赋能
“数字经济的浪潮正席卷而来，为文旅产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

力。科技的力量不仅为文旅赋能，更为影视与文旅的深度融合提供
了新的可能。在未来我们可以期待，影视与文旅的融合，将不再局
限于传统的观光旅游，而是向更深层次的体验旅游转变。”

——2024 数字赋能幸福文旅高质量发展论坛日前在上海举办。
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生导师尹鸿
致辞时表示。

拉动
“文化和旅游产业快速发展，能带动有效投资、促进消费增长、

拉动经济发展、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
——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副院长彭俞超说，运营景区、建设

项目都需要大量资金，支持文旅产业发展，金融业要加大信贷支持
力度，尤其要聚焦重点景区、优质企业和重大项目的资金需求，提
供有针对性的信贷服务。

质量
“与‘走马观花’式旅游的快节奏不同，慢旅游强调更加宽松自

由的行程，游客以适宜的速度寻求旅途的质量，而非目的地数量。”
——中国旅游研究院科研管理部负责人战冬梅表示，从游客需求

角度出发，人们对慢旅游的向往符合现代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方向，
符合现代服务业战略目标，也为景区规划提供了新思路。慢旅游强调
深度和沉浸式体验，景区所在城市应尽力完善当地娱乐及接待设施，
为慢旅游发展提供基础条件。此外，也应积极关注游客在旅游过程中
遇到的服务问题，维护好一个城市的形象。

讲解
“要给游客一碗水，必须要有一桶水的储备。讲解员不能只是背

诵一份讲解词，要深挖讲解词背后的文化故事。”
——甘肃嘉峪关丝路 （长城） 文化研究院副研究馆员张晓燕，

被人们称为“百问不倒的讲解员”，自2002年参加工作以来，讲解接
待各类团体 1.5 万个，讲解服务 20 多万人次。她希望通过自己的讲
解，让来到嘉峪关的游客更好地了解长城文化、感悟长城文化。

（本报记者 尹 婕整理）

观点集萃观点集萃

蓝色和赤金色的凤凰在空中盘
旋，跟随其后的红色巨龙摆动着矫
健的身姿，引来游客阵阵赞叹……
晚上去老北市看“凤凰”——越来越
多人正用这种方式打卡沈阳。

沈阳老北市地处城市中心，因
清太宗皇太极在此敕建皇家寺庙而
兴，距今已有近400年历史，孕育
并传承着北市摔跤、辽菜技艺等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以及皇寺
庙会等群众基础深厚的民俗活动。
端午节假期，老北市再次登榜辽宁
省热门景点。

“十几年前到沈阳游玩时来过
老北市，那时的老北市不仅设施陈
旧，而且游玩项目传统、单一，对游
客的吸引力较弱。”来自北京的游客
刘泓鹏听说老北市进行了重新改
造，近期再次来到这里，“没想到现
在的老北市这么接地气，尤其是‘龙
凤呈祥’表演，非常惊艳。”

年初以来，以沈阳老北市、沈
阳故宫、张学良旧居等为代表的文
化地标不仅使沈阳文旅热度持续上
升，也成为沈阳深入推进文旅深度
融合的一个缩影。沈阳在文旅发展
方面不断创新，挖掘独特场景，提
供沉浸体验，围绕“夜游”主题，
开发出浑河夜航、西塔烟火、文创
市集、24 小时书店、深夜食堂等
多个项目。

沈阳和平文化旅游产业发展有
限公司董事长陈敬来介绍，2023
年，老北市街区依托锡伯族家庙、
皇寺两大物质文化遗产，通过精准
改造、商业重构、深化沉浸式体
验、策划网红爆款 IP、举办利商惠
民活动等多项举措，开启将商业业
态、多元化沉浸式演艺、体验式互动
等元素向主题化、IP 化、故事化的
深化探索之路。

“去年以来，我们累计举办各类
活动及惠民演艺 1 万多场，吸引了
国内外近千万游客到这里打卡，游
览时长同比增长 49%以上。此外，
全网点赞互动频次破百亿次，居全
国景区曝光量前列。”陈敬来说，
当前，以老北市等为代表的文旅融
合项目，正在成为这座城市文旅行
业高质量发展的典范。

近年来，沈阳市多措并举加快
旅游市场建设，让旅游业在老工业
基地全面振兴中发挥更大支撑力。
地处严寒地区的沈阳市，当前正以
各类文旅新玩法打破“冬季限定”，
奋力走向“四季常青”，变身文旅新

“网红”。沈阳文旅部门的数据显示，
今年端午节期间，沈阳市共接待游
客408.31万人次，同比增长31.63%，
实现旅游收入38.45亿元，同比增长
80.52%。

（据新华社电 记者白涌泉）

辽宁沈阳：

新玩法让文旅“四季常青”

人们在沈阳老北市街区欣赏“凤舞九天”表演。侯 伟摄 （人民图片）

夏日的百花村里万物葱茏，蜿蜒
平整的柏油路穿村而过，串起沿途秀
丽景致。

百花村位于安徽省庐江县汤池
镇，是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王圩山
脚下的“少间·王圩里”民宿里，负
责人万光胜正忙碌着，“今天我们接
待了好几拨游客。每到双休日和节假
日，许多城里人来这儿体验乡村生
活，有时‘一房难求’。”

这家民宿还入选安徽省首批“皖
美金牌民宿”，33 间客房风格各异，
透过房间的窗户，远山近水、村庄田
园，尽收眼底。

“我每年都会来住上几天，清晨在
鸟鸣声中醒来，夜晚抬头可见满天星
斗，仿佛置身世外桃源。”北京游客张
志飞正惬意地享受度假生活。

据了解，近年来，因农民外出务
工，地处山坳的百花村里出现不少闲
置房，长期无人打理。如何用好这些

“沉睡”的资源？2019年，百花村成
立庐江县首家农房收储合作社，探索
闲置资产的增值路径。

通过农村闲置房屋的多元化利
用，百花村陆续引进一批民宿，有效
地盘活闲置资产，用活闲置资金，逐

步实现村庄变景区、民宿变景点、风
景变“钱景”。

百花村党委书记何紫云介绍，民
宿产业的发展为当地带来了实实在在
的收益。“就拿‘少间·王圩里’来
说，本村 11 户村民以农房入股，每
年按 1 平方米高于 60 元分红；从前
台、管家到保洁、厨师，大都是附近
村民；民宿还与村民达成合作，定期

收购当地的农特产品；村里和民宿按
照一定比例分成，一年下来为村集体
经济带来90多万元的收益。”

百花村培育发展民宿经济，是庐
江县发展乡村旅游新载体，唤醒乡村

“沉睡”资源，助力乡村全面振兴的
一个缩影。

近年来，庐江县发挥好山好水优
势，创新乡村运营机制，引导鼓励有

条件的镇、村集体和乡村运营商，对
收储、租赁的闲置农房进行改造，

“长藤结瓜”式发展乡村民宿，积极
培育建设乡村旅游网红打卡点。在此
基础上，庐江县坚持以“品位化设
计、品质化打造、品牌化管理、差异
化发展”为目标，打造出一批各具特
色的民宿产品，更好地满足多层次、
个性化的旅游消费新需求。

庐江县还举办乡村运营商招募大
会，招募有情怀、懂设计、肯创新、
会营销、能招商的优秀乡村运营团
队，推动形成民宿集群，助推文旅产
业高质量发展。

截至目前，庐江县已建成精品民
宿37家，家庭民宿31家。今年以来，全
县共接待游客 625 万余人次，实现旅
游综合收入48亿元。蓬勃发展的乡村
旅游成为该县全域旅游中的亮点。

据了解，接下来，庐江县将在强
化规划引领、完善配套设施、提升服
务水平、加强规范管理等方面下功
夫，为民宿发展提供更多有针对性的
支持和帮助，积极培育发展可持续、
叫得响、吸引力强的文旅新业态，通
过打造优质民宿，形成一个个全新的
休闲度假旅游目的地。

左上图：百花村建起一批精品民
宿，成为重要旅游吸引物。

盘活乡村“沉睡”资源

安徽庐江民宿经济热起来
赵德斌文/图

走进乡土中国

从高空俯瞰，在中国大陆沿海中
部、山东半岛东南部，有一座背山面海
的城市——日照。山与海，是这座城
市最鲜明的地理特征，也赋予它独特
的气质。

日照很年轻，建市至今共 35 年，
是山东省最年轻的地级市。日照又很
古老，自北宋元祐二年（1087年）置日
照镇，便开启了此地以“日照”之名传
天下的历史。

红日出海

万平口，第一缕阳光从海天相接
处射向大地，仅一瞬，一轮红日跳出海
面，日照新的一天开始了。

沙滩上等候已久的人们爆发出欢
呼声。在万平口看海上日出，早已是
到日照不可错过的体验项目，还有许
多人将这里作为了解日照的第一站。
事实上，早在古代，它就已经是日照的
著名景观。

为了看海，远道而来的人们还走
进日照海滨国家森林公园。他们来到
海边，脱鞋赤脚踩在沙滩上，足底传来
细腻的触感，蹲下身捧起沙，才发现这
里的沙子竟“像面粉一样细”，还闪着
银白色的光泽。

渔民们也正迎着初升的太阳，驾
着渔船从渔港码头驶出，奔向“海上牧
场”，进行新一天的“耕作”。此刻，海
面上浮光跃金，海面下，各式鱼、虾、
蟹、贝类等正在大海的喂养下渐渐长
大。不久前，岚山海域，财金“海上粮
仓壹号”首座网箱内，一尾尾肥硕的三
文鱼，顺着吸鱼管道被传送至养殖工
船加工车间，随后“游”上人们的餐桌，
为今夏增添“又一鲜”。

日照地处黄海之滨，海水温度适
宜，在距岸130海里处，分布有5000亿

立方米的黄海冷水团，让三文鱼在这
里安家有了可能。多年来，日照不停
地探索，今年起，财金“海上粮仓壹
号”系列网箱陆续下水，它包含6个单
个有效水体约6万立方米的智能养殖
网箱，抗风浪性能高，可有效降低人
工喂养成本、提高养殖作业效率，全
部投用后，这片海洋“沃土”可年产三
文鱼 6000 余吨。三文鱼养殖成为日
照海洋渔业养殖生产集约化、智能化
的一个缩影。

渔业生产迈向现代化，传统“渔文
化”也并未远去。

“哎哟，梳过来吧——”的曲调响
起，杨洪永高亢的声音悠扬轻快，似是
看见数不清的鱼虾已入网，即将提出
水面装入船舱。他和同伴们喊起溜网
号，尽情歌唱着丰收的喜悦。

成缆号、箍桩号、拿船号、推关号、
张篷号、撑篙号、棹棹号、打护号、悬斗
号、溜网号、掏鱼号、点水号，这是数百
年来岚山渔民在耕海牧渔中创造出的
劳动号子，也是渔民们的“信天游”。
这些号子或欢快，或轻缓，或激昂，或
低沉，时长时短，时紧时松，每一个音
符都跳跃着搏击海洋的力量和对鱼儿
满舱的憧憬。

如今，杨洪永带着岚山号子传承
人的身份，和同伴们或在“山东手
造·岚山风物”展示体验馆里，或走进
学校，或登上舞台，再现岚山号子，让
更多人借此了解日照海洋文化。

山孕灵秀

日照境内有4300多座大小山头，
目力所及皆有山。浮来山，是其中几
座名头较响的山之一。

浮来山位于莒县城西，又名浮
丘，由飞来、佛来、浮来三峰鼎足而
成，形似卧龙，清雅灵秀。山虽不
大，却是当之无愧的名山。这份名气
与撰写《文心雕龙》的刘勰有着莫大
的关系。浮来山三峰环抱处有一座古
刹，门额处悬有“定林寺”巨匾。在
门左的石碑上，镌刻着“刘勰故居”
四个字。《文心雕龙》 是我国古代文
学理论发展史上里程碑式的著作，自
诞生以来，吸引了一批批研究者，并
形成“龙学”。众多文人墨客因刘勰
和《文心雕龙》之名来到浮来山，又
为它的秀美风光与厚重人文所折服，
在此留下诸多华美篇章。

在定林寺的前院，生长着一棵古

老的银杏树，不久前，它以四千年树龄
被认定为“树龄最长的圆铃银杏树”。

入夏以来，这棵银杏树愈发枝繁
叶茂，硕大的树冠覆盖数十米区域，树
荫下，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驻足观赏，
皆惊叹于它的壮观。大树前有一块立
于清顺治甲午年（公元 1654 年）的石
碑，据碑文记载，春秋时期，莒、鲁两国
不和，纪国国君从中调解，莒、鲁两国
国君于鲁隐公八年（公元前 715 年），
会盟于这株大银杏树下——那时这株
银杏便已是参天大树。莒州太守陈全
国立此碑时，此树“至今三千余年”。
当年，刘勰一定也曾无数次在这棵树
下徘徊、思索过。

如今，这棵“四千年古树”还是莒
县着力打造的城市品牌之一，成为这
座城市历史和底蕴的鲜明符号。

山是厚重的，也是年轻的。在日
照，大大小小的山头里孕育着勃勃的
生机。开车沿着平坦的公路在山区穿
行，路两侧的茶园一个接一个闪过。
1956年，日照县被选为首批引种南茶
试种基地县。“南茶北引”面临的最大
困难是“冻害”和“干旱”。当地人想尽
一切办法，在一次次实践中寻找应对
方案。1966 年，日照县试种茶田 8.7
亩，翌年成活5亩。如今，日照茶园面
积已达30万亩，年产干毛茶2.1万吨，
总产值40亿元，日照已发展成为优质
茶产区，日照绿茶是名副其实的日照

“金名片”。越来越多的人到日照，不
仅为看海，也为“来喝茶”。

惬意之城

夜抵日照，高铁站外仍旧热闹，一

句句日照方言飘进耳朵，虽只能听懂
大概，却让我感到几分熟悉和亲切。
日照处在胶辽官话区、冀鲁官话区、中
原官话区、江淮官话区的交界处，而我
老家的方言正属于江淮官话。原来如
此。当地一位朋友的比喻让我觉得颇
为贴切与浪漫：当地人说话，“犹如舌
尖上卷起浪花”。

卷起的浪花，多么惬意而有活力。
可不是嘛，这里冬无严寒，夏无酷暑，
空气清新，光照充足，2009年，便因出
色的人居环境和生态环境规划获得

“联合国人居奖”殊荣。在社交平台上，
日照被称为“一座能让人获得松弛感”
的城市：赶海的人，拎着小桶，握着铲
子，带着孩子，在滩涂上寻“宝”而不在
意收获多少；在阳光海岸绿道上骑行，
可快可慢，一路与大海、绿树相伴。最
不可错过的要数吃海鲜，无论你哪个
季节到日照，日照人总能用时令海鲜
做出美味，海沙子面、辣炒蛤蜊、煎饼
卷黄尖子鱼、海凉粉、鲅鱼水饺……

逛海鲜市场能更好地体验“当一
天日照人”。正值休渔期，虾类、贝壳类
占据了市场的“半壁江山”。人们挤挤
挨挨地在摊位间穿行，螃蟹、鲅鱼、黄
尖子鱼、北美虾、海蛎子、西施舌……
一一看过去，买到心仪食材后心满意
足地拎回家，烹出一桌“海的味道”。

到了说再见的时候，再一次默念
“日照”这个名字，那轮跳出海面的红
日如在眼前。金色的光芒点亮大海、
高山，温暖着奋斗的人们，也照耀着这
座年轻城市的发展之路。

上图：山东日照正聚力打造现代
化国际海滨旅游度假名城。

史家民摄 （人民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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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照世帆赛基地四号码头，游客乘坐快艇游玩。 刘玉才摄 （人民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