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告联系电话 65363547 65367287 办公室 65369330 发行部 65369319 传真：（8610） 65003109 零售3元/份 国内定价全年420元 国内统一刊号：CN11-0066

1212 旅游天地旅游天地 责编：尹 婕 邮箱：rmrbyinjie@163.com

2024年7月8日 星期一

研学
“研学旅行对推进中小学生社会教育、促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起到

了积极作用。当前，要更好地发展‘书生意气的研学，家国天下的旅
行’，亟须培育一批面向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研学城市’。”

——进入暑期，研学旅游渐趋火热。近年来，研学旅行发展迅速，
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在谈到研学旅行发展现状及前景时这样表示。

助力
“近几年旅游业的火爆，离不开数字技术的助力与保障。”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季为民表示，互联网技

术、数字技术以及人工智能技术，不仅升级改造了旅游景区、度假区、
城市、村镇等，也对旅游产业的全链条、全生态产生巨大影响。数字技
术对我国旅游业的高质量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创新
“新质生产力是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和重要着力点，从新

资源、新业态、新市场、新模式、新场景等方面推动旅游业创新发展。”
——南昌大学近日召开学术研讨会，与会专家学者共话旅游强国建

设。江西省文化和旅游研究推广协会会长、南昌大学教授朱虹在作主旨
报告时表示。

多元
“一方面，随着消费者旅游需求的不断升级和个性化需求的增加，旅

游产品呈现出更加多样化和精细化的特点；另一方面，随着国际交流的
日益频繁，入境游市场也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7月1日，2024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启动，多地进入暑期旅游高
峰期。多个在线旅游平台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国内旅游市场保持
稳步增长，酒店、机票搜索热度均同比上涨 20%以上，出境游受政策红
利影响，增长迅猛。携程集团公共事务部总经理陆杨表示，今年暑期旅
游市场呈现出多元化趋势。

变化
“过去地方文旅的传播方式以开展线下旅游推介会为主，文旅形象看

起来是‘高大上’的，现在通过社交媒体传播的内容更加富有感染力、更生
活化，并具体到场景中，这种在传播形式和内容上的变化更能打动人，也更
吸引游客。”

——哈啰公共事务副总裁李洪从品牌传
播的角度分析指出，社交媒体给旅游文化传
播带来了积极改变。

本报记者 尹 婕整理

绵软香糯的洋芋包子、
滑爽劲道的洋芋拉皮、金黄
酥脆的干煸洋芋丝……一道
道美食端上游客的餐桌，引
得众人赞不绝口。土味十足
的洋芋，在蔡家堡乡刘李山
村农家乐七号小院后厨里，
通过炒、炸、烤、炖、蒸、
烩、煎等程序，成了颇有特
色和名气的“洋芋宴”。

主厨的是刘李山村村民
李长林，为了既保留洋芋的

“乡土气息”，又力求风味新颖
独到，他在烹饪技法上求突
破，经过不断探索，研发出色、
香、味、形兼具的79道菜品，把
洋芋美食做到了极致。

原材料洋芋均产自蔡家
堡乡。青海省海东市互助土
族自治县蔡家堡乡属低位浅
山地区，高寒、干旱、日照时间
长，昼夜温差大，这样的气候
条件适宜马铃薯（当地人叫

“洋芋”）、蚕豆、豌豆的生长，
特别是洋芋，淀粉含量高、口
感好。但是，过去很长时间
里，受交通制约，对接市场
不 便 ， 种 出 的 洋 芋 换 不 来
钱，蔡家堡人迫切需要闯出
一条致富路。

2023 年，互助县打造绿
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先行
示范县，蔡家堡乡党委抓住
时 机 ， 紧 盯 马 铃 薯 产 业 优
势，联系互助县农业农村和科技局的农业专家和相关
业务部门，选调优质种子和现代农业技术设施，推广
马铃薯全膜覆盖栽培技术，发动村民扩大马铃薯种植
面积，全乡马铃薯种植面积达到1.5万亩，平均亩产量
4500斤以上，实现产值3500余万元。

“洋芋虽好，但没有叫得响的品牌，出去推销只说
得出品种”，后湾村种植大户薛文军意识到了品牌在市
场上的重要性，“洋芋闯市场，照样得过品牌关！”

于是，蔡家堡乡党委政府扶持并打造洋芋产业集
群，探索规模化、品牌化之路，以曾经与蔡家堡乡息
息相关的“北山”命名，打造“北山洋芋”品牌。

上刘家村党支部书记刘连彬发起并成立洋芋种植
专业合作社，把分散的小农户组织起来，通过“党建+
合作社+种植大户+农户”等方式，将蔡家堡乡的马铃
薯远销至广东、江苏等地，提高了群众收入。

截至目前，蔡家堡乡成立马铃薯专业合作社 27
个，培育种植大户103户、家庭农场6户，重点打造马
铃薯种植万亩示范点1个、千亩示范点2个、百亩示范
点 13 个、马铃薯深加工车间 2 个，形成并完善了马铃
薯种植、窖藏、加工、销售一站式服务，“支部领航、

村民入股、合作经营”模式应运而生，马铃薯集成连
片形成的规模效益也逐步凸显。

在此基础上，蔡家堡乡尝试建立农业联合社，借
助“中邮惠农”服务模式，携手互助邮政，实现“北
山”洋芋从“采挖、打包、装箱、销售”全链条服
务，拓展“线下+线上”销售，共同打造多元立体的消
费扶贫体系，打通北山洋芋等农产品“出山”的“最
后一公里”。

此外，蔡家堡乡还最大限度延伸马铃薯产业链，
副乡长刘大军和村民李长林一起，多方借鉴，研发河湟
洋芋宴。“用焪、炒、煎、炖等不同方式做出来的洋芋美
食，受到了许多人的青睐。”刘大军说。

蔡家堡乡党委副书记、乡长李有武说：“北山洋芋
和独具特色的河湟洋芋宴逐步成为蔡家堡乡的支柱产
业。我们做足美食文章，吸引食客聚集，打造特色美
食探访新地标。”据统计，2023年，刘李山村七号小院
客流量达4万余人次、年收益100余万元。

为了提升洋芋产品附加值，蔡家堡乡争取和整合
资金600万元，在上刘家村东南侧建设以河湟洋芋宴为
主，集“洋芋美食文化展厅、河湟洋芋宴品鉴餐厅、
洋芋花民宿旅游接待中心”功能于一体的河湟洋芋宴
体验中心，以餐带游、以餐带购、以餐带娱，推动河
湟洋芋宴区域化升级，并辐射9个易地扶贫搬迁村，逐
步形成乡村民宿、庄园烧烤、特色美食等融合发展的
乡村休闲旅游产业集群。

截至目前，河湟洋芋宴相关从业者达 50余人，累
计客流量达 12 万余人次、年收益 100 余万元。体验中
心项目正式运营后，预计上刘家村集体经济年增收 21
万元，并可提供50人左右的就业岗位，将产生良好的
社会效益。

“眼看着到村里来旅游的人越来越多，我开起农家
乐，生意很不错。”孙家湾村桂花农家院的老板严凯仲
最近忙得不可开交，“有时桌子都快摆到大门外了”。
据统计，目前，类似的农家乐、小商超在蔡家堡乡共
有50多家，它们接待来自各地的游客，也激发着乡村
经济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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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家堡乡农民在洋芋地里劳作。蔡家堡乡农民在洋芋地里劳作。

观点集萃观点集萃

“不好意思，乘坐滑翔伞
和热气球的预约已经排到5个
月以后了。”在山东淄博博山
区石马镇五阳湖畔的悦湖飞行
营地，工作人员潘雨君正在给
游客做预约登记，同时推介当
地特色乡村游，“虽然这次没法

‘上天’，但大家可以先去五阳
山徒步，然后看看响泉村的古
树和古泉，都别有一番风情。”

酒香也怕巷子深。石马镇
虽然有山水风光、古村古迹、
孝道文化等自然和人文景观，
但一度苦恼“藏在深闺人不
知”，无法将丰富的资源转化
为实实在在的收益。

日益兴起的户外运动风
潮，成为当地“破题”乡村全面
振兴的关键。近年来，石马镇
承办了十余项各级体育赛事，
叫响了五阳湖运动休闲特色小
镇的名气。当地还不断完善各
类户外基础设施建设，打造国
内知名的户外运动目的地。

石马镇党委书记张坤对记
者说，仅五阳湖体育文化产业
园，每年就能接待省市运动队
1.4 万多人次，各地游客 30 多
万人次，解决200多个农村剩
余劳动力就业。

日前，“好运山东”2024
首届户外运动休闲季暨“齐风
鲁韵 悦动五阳”和美乡村生
态体育嘉年华活动在石马镇举
行。“这个活动就是要发挥户
外赛事的综合效应，以户外赛
事拉动餐饮、住宿、购物、文

旅等消费，促进乡村经济发
展，以体育发展赋能乡村振
兴，以体育力量点亮和美乡村
蓝图。”山东省体育产业发展
服务中心主任高文清说。

广袤的齐鲁大地上，山、
水、林、草、沙等都是天然的
户外运动场地。山东各地着力
挖掘户外资源，为乡村全面振
兴增添新动力。

统计显示，2023 年在威
海市环翠区半月湾举办的铁人
三项世界杯，实现 4700 万元
直接经济收益，可量化品牌价
值超过4亿元，印证了“乡村
户外赛事+文化旅游”带来的
乘法效应；今年上半年，“好
运山东”首届户外运动休闲季
暨 2024 德州“两河牵手”户
外运动嘉年华活动启动，大力
推动体育和旅游融合发展、助

力乡村全面振兴……
为进一步使户外运动赋能

乡村全面振兴，山东省体育局
等15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推进
体育助力乡村振兴的实施方案

（2023—2027 年）》，提出“以乡
村体育旅游、户外运动为代表
的乡村体育产业不断壮大”。
同时在省级层面编制户外运动
目录、发展规划和设施建设规
范，行业规范逐步建立。

山东省体育局党组成员、
副局长王强说，山东将大力发
展登山、骑行、水上运动、航
空运动、露营等乡村特色户外
运动产业，培育打造乡村特色
户外运动消费场景，深化体育
与农业、商业、旅游、健康、养
老、教育培训等产业深度融合。

（据新华社济南电 记者
张武岳）

山东：

“户外运动+”成为乡村振兴新动力

走进乡土中国

参赛选手在山东省乐陵市第十四届全民健身运动会自行车
赛中骑行。 贾 鹏摄 （人民图片）

粉雪、雾凇、查干湖冬捕……得天独
厚的资源让吉林跻身冬季旅游热门目的
地。如何在“一季火”的基础上，实现“四
季红”？

近年来，吉林省加快打造文旅新场
景，滑雪场山坡上的露营派对、人防工程
改造成的四季室内越野滑雪场、延边朝鲜
族自治州的民俗体验等一系列新产品，丰
富了市场供给，也助推吉林文旅产业实现
全季、全域发展。

乐享“滑雪场的夏天”

吉林市北山风景区内的吉林北山四季
越野滑雪场，常年维持零下六摄氏度，任
何季节，游客都可以在“山洞里”脚踩雪
板，身背长枪，体验越野滑雪的魅力。

据介绍，吉林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由
人防工程改扩建而成，配备有处罚圈和射
击场地，能够独立承办标准越野滑雪赛
事。自2019年1月投入使用以来，该滑雪
场一直作为国家队、各省市地方队专用训
练场地使用，先后接待各级专业越野滑雪
运动队伍 40 余支，顺利完成 2022 年北京
冬奥会越野滑雪备战工作。

2023 年 11 月 18 日，吉林北山四季越
野滑雪场正式面向社会公众开放，日均接
待游客 100余人次，今年元宵节当天，前
来体验的游客达3000人次。

值得一提的是，游客不仅可以在这里
感受越野滑雪乐趣，还能在位于处罚圈大
厅的吉林市雾凇实验室，不受季节限制地
观赏雾凇。

“通过前期大量的野外观测数据搜集
和研究，我们从成雾方式、雾滴粒径大小、
温湿风压等环境要素中选取最贴近自然状
态的方式，从而模拟本地冬季气候环境自

然生成雾凇。”吉林市气象局业务科技处处
长庞培林告诉记者，吉林市雾凇实验室生
成的雾凇与野外雾凇相比，无论是蓬松度
还是给人带来的感官体验，都十分相似。

室内滑雪场有新花样，室外滑雪场也
有新玩法。

今年，万科松花湖度假区迎来运营的
第十年，已形成“冰雪旅游体验+四季度
假小镇”的发展模式，成为集山地度假、
高山滑雪、赛事训练、户外休闲、餐饮住
宿、会议购物、教育营地等功能于一体的
山地四季度假目的地。

“我们有 60万平方米高山花海，还拥
有热气球、全地形越野车等 20 多种山地
娱乐项目，能为全国喜爱山地自行车等运
动的游客提供专业场地。”万科松花湖度假
区市场部负责人黄钟锐说。

5月20日，吉林市露营文化季暨北大
湖田园休憩营地开营仪式在北大湖滑雪度
假区举行。据北大湖滑雪度假区市场总监
闫帅介绍，北大湖田园休憩营地总占地
3.5万平方米，现有34个房车营位、8个太
空舱营位、8 个木屋帐篷营位，提供小
吃、烧烤等配套服务，未来还将增添无动
力滑车、山地自行车等娱乐项目。

近年来，以万科松花湖、吉林北大
湖、万达长白山、鲁能胜地等为代表的滑
雪度假区，不断打破季节限制，丰富旅游
产品和业态，形成冬季滑雪运动、夏季避
暑休闲相结合的雪场运营新模式。吉林省
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陈思宇表示，在吉
林，“滑雪场的夏天”成为人们避暑休闲
的新选择。

传统项目“玩”出新意

与此同时，吉林冬季旅游传统项目也

不乏新看点。
天寒地冻时节，吉林省松原市查干

湖，近1米厚的冰上凿出磨盘大的洞，伴
着号子，渔网出水，几百条大鱼被拖到冰
面上。查干湖冬捕有上千年历史，捕鱼曾
是渔民们赖以生存的手艺，如今成为独具
特色的文化和旅游项目。

“一二三，齐发力！”2023—2024 雪
季，查干湖景区冰面上彩旗招展，渔工号
子悠扬。与以往不同的是，冰面上多了不
少“业余渔工”。在查干湖旅游经济开发
区工作人员魏来引导下，辽宁旅客陈女士
一家和渔工合力，将百米长的渔网缓缓拖
出水，胖头鱼、白鱼……十几条大鱼蹦得
欢腾。“望不到头的冰面上，亲手凿冰、
捕鱼，真是个难忘的旅游经历。”陈女士
成就感满满。

为丰富冰雪旅游场景，查干湖还策划
推出冰湖捕鱼、非遗鱼皮画制作等多项文
旅体验项目。“这些新增项目特色足、参与
感强，游客很是喜欢。”魏来说，第二十二届
查干湖冰雪渔猎文化旅游节开幕当天，查
干湖接待游客12.3万人次。

这是吉林省擦亮冰雪旅游招牌的缩
影。近年来，吉林省多措并举，在完善基
础设施、创新冰雪产品等方面持续加大投
入，做好“冰雪+”文章。吉林省文旅厅
制定 《加大文旅消费十八条措施》《吉林
省“引客入吉”和文旅项目招商政策》

《2023—2024新雪季吉林省冰雪政策》，推
出景区门票减免、演出活动奖励等系列创
新性政策举措，省级层面投放冰雪消费券
3500 万元、各市 （州） 投放冰雪消费券
3638万元。同时，深挖冰雪特色资源，实
施“冰雪丝路”创新先导区建设行动，推
出大型沉浸式旅游演艺项目 《粉雪传
奇》，实施“长白天下雪”品牌数字化推
广工程……打造万亿级的冰雪和避暑休闲

生态旅游产业。
目前，吉林省调查和记录的冰雪资源

单体共 89531个，单体密度为每平方公里
0.48个。2023—2024雪季，吉林省接待国
内游客 1.25 亿人次，实现国内旅游收入
2419亿元，两项指标均创历史新高。

多彩活动贯穿全年

“打糕打糕，一早来打，年年高！”1米来
长的石槽里摆着几十斤提前蒸熟的糯米，
两柄木槌交替落下，黏糯甜香的打糕逐渐
成型。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安图县奶头山村
村口，民宿老板杨丽娜身着民族服饰，提
前备好打糕材料，热情招呼游客尝试。

杨丽娜介绍，打糕是当地传统美食。
今年，她在旅游项目中添加传统民俗体
验。“以往，游客大多选择冬季来赏冰玩
雪。如今，我们也在其他季节花心思、添
项目，让游客愿意来、玩得好。”

自 3 月末至 6 月下旬，长春已陆续举
办首届大学生春日踏青季、第二届市民合
唱季、街头音乐会等110余项文旅活动。

吉林省文化和旅游厅厅长孙光芝介
绍，今年，吉林省将在“旅游+”“+旅
游”业态上持续发力，春夏季开展各类活
动 200 余项，进一步加大电影节、戏剧
节、音乐节、艺术节、动漫节、电音节、
演唱会等大型活动供给，用精彩纷呈的文
旅活动，带动文旅市场实现“四季长红”。

前不久，吉林省旅游发展大会召开，
会上发布《吉林省沿边开放旅游大通道旅
游发展规划》《大长白山区域旅游发展规
划》《松花江流域 （吉林省段） 旅游发展
规划》，统筹推动G331沿线、大长白山区
域以及松花江流域地区旅游产业高质量发
展。吉林，正向着加快建设旅游强省、打
造“万亿级”大旅游产业集群目标迈进。

吉林焕新文旅消费场景
旅游业从“一季火”向“四季红”转变

本报记者 刘以晴 徐嘉伟

小朋友在延吉市中国朝鲜族民俗园游玩。 人民网记者 李 洋摄

夏日的万科松花湖度假区里活动丰富，成为人们避暑休闲的新选择。
万科松花湖度假区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