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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成都都江堰市是全球为数
不多的拥有世界自然遗产、世界文
化遗产和世界灌溉工程遗产的“三
遗之城”。

今年端午节期间，在青城山景
区，不少游客参与了“来青城山找药
仙报个到”活动，身穿汉服，手持团
扇集章打卡，找“药仙”报到，收获
惊喜奖品。这是都江堰市以“新十二
月市—五月扇市”为主题，结合历史
文化溯源，开展的一场文旅体验活
动，也成为“三遗”活化利用的人文
景致，展示出历史连接当下的生动
景象。

今年上半年，青城山—都江堰
景区累计接待游客 541.79 万人次，
同比增长 16.35%；门票收入 2.756 亿
元，同比增长 15.29%。纵观整个都
江堰市文旅市场，精彩纷呈的活动
激发出消费潜力，业态的多元化满
足了游客体验的多样化，更重要的
是“三遗”活化利用，正在令旅游

品质不断提升。
除了“三遗”，都江堰市还拥有

清明放水节这一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青城洞经古乐、青城武术、
柳街薅秧歌等四川省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以及众多成都市级、都江堰市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份名单彰
显出时序承接的连绵不绝和历史文
化的深厚底蕴，而散落在这座城市
各个角落的文化因子，更如同满天
星斗闪烁于都江堰的历史时空。围
绕“传承天府文脉”这一主题，近年
来，都江堰市在“三遗价值”上不断更
新理念，创新思维，通过延续历史文
脉和彰显文化底蕴来守护好城市的

“根”与“魂”。
一直以来，在保护性修复与活

化利用过程中，都江堰市特别注重
历史故事、民俗风情等文化记忆的
有机导入。在近日举办的第十三届
四川国际茶叶博览会上，由都江堰

青城贡品堂茶业有限公司研发的灵岩
珍眉和青城玉茗两款产品荣获博览会
金奖。藏在“灵岩珍眉”产品设计背
后的正是一段都江堰的历史文化故
事。“曾当过灵岩寺住持的传西法师
精通文学、佛学、茶学，他相信有着
一山一堰的都江堰必有天赐灵物，便
带弟子醉心寻觅，寻得婆娑林中灵岩
山茶，并成功制作出‘珍眉绿茶’。
研发团队通过拜访科研院所，走访民
间制茶艺人，在传统技艺基础上结合
现代工艺研发出‘灵岩珍眉’系列产
品。”都江堰市文广体旅局相关负责
人介绍，此次获奖提升了都江堰茶叶
品牌影响力。都江堰市借助研发推广
蕴含城市历史文化 IP 的文创产品和
城市好礼，迈出“在活化中保护”的
探索步伐，并初结硕果。

近年来，都江堰市不断创新推进
大遗产、大青城、大灌区、大熊猫、
大冰雪文化旅游场景化、产品化、项
目化，将五大 IP 与“吃住行游购

娱”有机融合，针对全龄段、全时
段、全季节消费需求，先后培育成都
融创文旅城、大熊猫自拍广场、精品
民宿、精致露营等时尚消费场景，打
造最成都·生活美学新场景14处，创
建“新旅游·潮成都”目的地 29 家、
周末精品旅游场景 （点位） 40 个、
精品民宿 150 余家，推出“蓝眼泪”
等沉浸式体验项目和“蜀守传”等智
慧文旅场景，文旅消费的“时尚标
签”越来越丰富。以创意化的方式讲
好都江堰故事，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
化、时尚化、国际化转变，都江堰市
还孵化出众多体现都江堰元素、彰显
都江堰魅力的文化旅游产品。

蓝染与竹编走向街头，时髦的文
创小店搬入古街，咖啡与茶香一同飘
散，壹街区的工业遗产建筑化身为艺
术与商业深度融合的时尚空间……通
过“活化利用”，“三遗”正为越来越
多人带来全新的文化旅游体验。

本报南宁电 （记者庞革平） 近
日，由广西壮族自治区侨务办公室主
办、广西华侨学校承办的 2024 海外
华裔青少年“文化·寻根”中华文化
体验营活动在广西南宁、桂林开展。
来自越南、泰国、老挝、印度尼西
亚、意大利等国家的 40 名海外华裔
青少年相聚广西，共同开启一段精彩
旅程。

本次参营的营员为第四届海外华
裔青少年“学中文·讲故事”主题大
赛中获特等奖和一等奖的优秀选手。

活动期间，他们进行了“学中文·讲
故事”主题大赛优秀作品现场展示，
学习了四大名著之一的《西游记》等
相关文化课程，并到广西民族博物
馆、南宁青秀山风景区、桂林象鼻
山、桂林两江四湖等地进行文化考
察，实地感受广西经济建设发展成果
和乡村全面振兴成效，进一步了解广
西的悠久历史和独特的民族文化。通
过沉浸式的学习体验，海外华裔青少
年领略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和深厚
魅力。

四川都江堰

“三遗之城”添新彩
本报记者 王明峰

海外华裔青少年广西寻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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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山下的公园城市——都江堰。 何 勃摄

入夏以来，全国多地持续高
温，而位于中国最北端的黑龙江
省 ， 夏 季 平 均 气 温 22℃ ， 天 赐

“凉”机，成为众多游客心目中的
避暑胜地。

北国好风光，美在黑龙江。从
“一地一季”变“全域全季”，黑龙江
文旅频出“金点子”，将“尔滨”热延
续下去。今年夏天，黑龙江解锁了
一些独属于夏季的新玩法，还将“宠
客”进行到底。目前，全省各大景点
接待避暑游客数量持续增长，龙江
旅游热仍在升温。

游客在这里，远离酷暑的烦
扰，感受宜人夏景，置身于广袤的
原始森林和湖泊，感受大自然的静
谧，漫步于松花江畔，品尝着“马
迭尔”冰棍，与市民一起感受江风
拂面的凉爽和惬意，让身心一起放
个假。

既是“冰城”又是“夏都”

解锁文艺范儿新玩法

夜幕降临，炫目的灯光闪耀于

松花江上，三艘千吨驳船搭建的巨
型舞台上，上百名中外演员以情景
剧、歌舞、杂技、水上表演等表现
形式，结合火秀、激光、水幕电影
等舞台特效，展示哈尔滨的风采。

这是哈尔滨首次推出的夏季江
上实景沉浸式演出——《遇见·哈
尔滨》的现场，自6月在太阳岛风
景区首演后，填补了“冰城夏都”
的水上演艺空白。“希望大家看一
场秀，爱上一座城。”哈尔滨市文
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王洪新说。

一条松花江，见证着城市百年
的变迁与发展。观众在 60 分钟的
时间里品读这座城市的历史故事，
沉浸式了解“上京会宁府”辉煌灿烂
的北方文明、“东方小巴黎”魅力四
射的多元文化、“共和国长子”忠诚
担当的风骨情怀、“冰城夏都”浪漫
激情的独特气质。

“我们旨在打造出独属于哈尔
滨的文化视觉符号。”如何融入哈尔
滨的元素，通过演出把哈尔滨的文
化推广到全国各地，《遇见·哈尔滨》
舞美总设计叶鹏率领团队精心打
磨，“比如舞台造型，我们就选择了
让外地游客印象深刻的标志性景观
阳明滩大桥，舞台大屏幕上下高低
错落形成流畅的弧线，犹如松花江
水波动的形态。”

“迷人的哈夏”城市艺术季是
冰城文化大餐的一部分，哈尔滨大
剧院的舞台为松花江畔注入文艺新
活力。“本次艺术季共引进国内外
精品剧目 80 余场，其中包括原版
法语音乐剧 《摇滚莫扎特》，中文
音乐剧 《人间失格》，经典话剧

《白鹿原》《雷雨》，俄罗斯芭蕾舞
剧 《天鹅湖》，杨丽萍导演舞剧

《平潭映象》等众多好剧。”哈尔滨
保利剧院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许迅
介绍。

经典名剧“请进来”，冰城作品
“走出去”，值得期待的是，哈尔滨芭
蕾舞团经典芭蕾舞剧《胡桃夹子》将
于 8 月在保利剧院院线巡演，巡演
城市包括天津、济南、昆山、上海、
宁波。

“尔滨”的夏天，有凉爽的气
候、迷人的音乐、爽口的啤酒，还
有漫天的星星。眼下正是露营好时
节，第二十二届中国·哈尔滨国际
啤酒节生态露营区正式迎客。当夜
幕降临，温暖的篝火映照着游人惬
意悠然的身影，与三五好友相聚，
品美食美酒，谈天说地，属于“尔
滨 ” 的 浪 漫 吸 引 了 天 南 海 北 的
游客。

观景赏鸟追极光

大美生态独具魅力

翠峰叠嶂映苍穹。黑龙江省拥
有全国最大的大、小兴安岭山脉连
片森林，踏入一片人迹罕至的原始
森林，就像进入绿色的海洋，偶尔
听到鸟儿的歌唱，清脆悦耳，仿佛
在 诉 说 着 这 片 栖 息 地 的 古 老 与
神秘。

每逢夏至，位于大兴安岭山脉
北麓七星山脚下的一个小村庄——
北极村便热闹起来，来到全国 5A
级景区漠河市北极镇北极村的游人
络绎不绝，这里是中国观赏北极光
的最佳观测点。

6 月 21 日，“神州北极”漠河
迎来第 34 个“北极光节”。“我们
是一个宿舍的同学，约好了毕业旅
行一起来这儿‘找北’，这是在北
极村才能独享的快乐。”来自河南
的大学生胡明谚来到位于北极村的
中国最北邮局细心挑选了几张明信
片，写下对家人的祝福。这是一家

“网红”邮局，2023年仅明信片就

售出 55 万枚，也成为游客必到打
卡地。

“为实现‘一年四季皆可游’，
我们发展特色旅游，让绿水青山、
冰天雪地真正成为村民们的金山银
山。”黑龙江漠河市委常委、北极
镇党委书记文竹说。

湿地水草丰盈处，候鸟翩跹舞
晴空。黑龙江湿地面积居全国第四
位，占全国天然湿地的 1/7，是众
多珍稀水禽的重要繁殖栖息地和迁
徙停歇地。齐齐哈尔扎龙生态旅游
区，是世界上面积最大的野生丹顶
鹤繁殖栖息地、最大的丹顶鹤人工
繁育种群再野化基地，这里水草丰
茂，碧波荡漾，美丽的丹顶鹤在湖
面上翩翩起舞，它们或低头觅食，
或振翅高飞，构成了一幅和谐的生
态画卷。

受连日降水影响，最近牡丹
江镜泊湖吊水楼瀑布在今年首次
出现三面飞瀑的景观。“这次龙江
游惊喜不断，我们看到了如此气
势磅礴、景色壮丽的瀑布，这里
还有看不尽的美景、吃不完的美
食，黑龙江夏天气候凉爽，特别
适合我们老年人来度假。”河北退
休教师王春霞和老伴对此次旅行
赞不绝口。

辽阔黑土地上的大美生态是大
自然的杰作，更是黑龙江多年来坚
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成果。降
碳、减污、扩绿，龙江人民致力于让
天更蓝、林更绿、水更清。

2023 年，黑龙江全省优良天
数比例为 94.2%，优于全国平均水
平，大兴安岭地区、黑河市和伊春
市位列全省城市环境空气质量综合
指数前三名。

“一季火”到“四季热”

将“宠客”进行到底

“去年冰雪季，黑龙江冰雪旅
游开启‘宠客’模式，激发了游客
激情，引爆了‘尔滨’出圈，带动
了相关行业繁荣发展。今年夏天，
黑龙江避暑旅游同样精彩，必定让
游客朋友们更加开心、舒心、安
心。”黑龙江省文旅厅副厅长蒋兴
成近日向广大游客发出邀约，作出
承诺。

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黑
龙江共接待游客 1500.5 万人次，同
比增长 28.6%，实现旅游花费 112.8
亿元，同比增长 28.8%。端午节期
间，黑龙江共接待游客 639.5 万人
次，多家景区迎来客流高峰。

从“火一季”到“四季常青”，以
“网红”城市哈尔滨为范本，黑龙江
文 旅 正 在 奋 力 书 写 崭 新 的 高 分
答卷。

龙年游龙江，一路向北方。
日前，黑龙江省政府办公厅宣布于
6月24日至10月8日开展2024年黑
龙 江 省 夏 季 避 暑 旅 游 “ 百 日 行
动”，进一步激发夏季文旅消费
活力。

为了让游客玩得开心、游得放
心，黑龙江多个部门联合发布了《黑
龙江省十大涉旅行业诚信自律公
约》，涉及旅行社、导游、景区、民宿、
餐饮、出租车、旅游客运巴士、汽车
租赁、旅拍、研学实践教育十大行
业，从诚信经营、行业自律、违约惩
戒、安全监管等方面对涉旅行业提
出明确要求，让行业诚信自律成为

“硬约束”。
“宠客”已成为常态。黑龙江正

不断提升旅游服务质量，升级旅游
基础设施，全力塑造“避暑胜地，清
凉龙江”的夏季旅游品牌，进一步增
强龙江特色文旅吸引力，推动全省
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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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市索菲亚广场上鲜花盛放。 张本盛摄

漠河市北极镇北极村七星广场上的“指北针”雕塑。 邵天李摄

江上沉浸式演艺《遇见·哈尔滨》成为市民和游客“夜游”好去处。
哈尔滨市委宣传部供图

龙江第一湾景区位于大兴安岭地区，黑龙江流经此处自然形成长约30公里的“Ω”形大湾，景观独特，气势
磅礴。 关卫宏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