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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映照青城的余晖被大青山遮掩，塞上老街的点
点烟火更加引人注目。街道上，身着少数民族盛装的游
客站在红墙绿瓦前顾盼生姿，将古朴的景色和美好的笑
容定格在相机里，三三两两的年轻人或唱着民谣，或跳
着民族舞蹈，引来目光围聚。

走在老街上，脚下踩着青石路，街道两旁一家挨一
家的小店展示着皮雕画、玛瑙首饰等手工艺品和马奶
酒、牛肉干等特色小食，霓虹灯广告牌和不可移动文物
的标识交相辉映。400多年的历史在这条街上倏忽而过，
曾经的边贸街市，如今燃起星星点点的城市烟火，映照
着人们充满喜悦的面容。

“塞上老街是呼和浩特市人流量最密集的地点之
一。”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玉泉区文体旅游广电局
副局长李伟介绍，塞上老街是游客特别是青年人喜爱的

“打卡地”，夏季平均每天人流量过万，辐射形成了“四街
八巷二十四院”的文化游览街区。

塞上老街并不长，加上周边的街区，东西总长约800
米，南北宽近400米。然而，在这片以塞上老街为核心的
文化区块内，有3个A级旅游景区、4处国家级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88处不可移动文物、4个非物质文化遗产传习
基地、730余家文旅创意产业商户。2022年，塞上老街入
选首批国家级旅游休闲街区。

明清时期，这里也曾是塞外最繁华的贸易街市。中
原客商将茶叶、丝绸带到这里，用来交易北方游牧民族
的牛羊奶食。驼队、马队在这里交汇，形成了独具特色
的蒙商文化、民族文化和老城文化。400年来，塞上老街
见证了各民族赓续不断、欣欣向荣的交往交流交融。

走进塞上老街，一家现代装修风格的玛瑙石工艺品
店十分惹眼，落地窗里蒙古族小伙呼德日正在弹奏知名
指弹音乐人的吉他曲，循“声”而来的顾客也似乎忽略了
精致的工艺品，沉醉在优美的曲调中。呼德日的岳父在
这条街上经营工艺品店已经20多年，几个月前，呼德日
接手店铺并重新装修，门外还能看到古朴的风格，店内
却满眼是新颖时尚的装饰。

外“古”内“潮”是这条老街最大的特点。一家茶馆
的老式窗棂，斑驳得已经分辨不清当年的颜色，窗框上
贴着不可移动文物的标牌，店里琳琅满目的却是充满创
意的“新中式”茶品。流行的旅拍已然成为这条古朴老
街上最火的业态，336 家商户里就有 103 家从事民族服
饰旅拍摄影。身着传统民族服饰的游客在古街小巷穿
行，令人恍惚间置身于悠远的历史氛围中。

徐荣的皮雕画店铺经营了近20年，他说相比以前最
大的变化就是更忙碌了。“以前图案简单，游客也少，现
在旺季每天要开到深夜才关门。”徐荣的店铺里，象征草
原文化的牛、马、鹿仍是主要图案，还有各种卡通图案。
徐荣说，有不少游客现场学习皮雕手艺，自己创作图案。

蒙古包造型的马卡龙、马鞍形状的奶皮子慕斯、瓶
装的创意马奶酒……“老街”不老，新颖的创意食品让百
年老街焕发生机。学习油画专业的90后青年阿拉腾，经
营的传统手工奶食品的店铺充满现代民族艺术气质。
她和母亲乌仁从包头市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的草原牧
区搬来塞上老街，将牧区手工制作奶食品的传统手艺和
城市文化结合，推出了“奶皮蛋糕”“冷萃酸奶”等新式奶
制品，深受年轻人喜爱。“为了适应年轻人的饮食喜好，
我们对奶制品进行了低糖改良。”阿拉腾说。

华灯初上，与塞上老街连通的通顺大巷里传出小吃
的叫卖声、牛羊肉油脂滴入碳火的声音，美食“交响乐”
与周末上映的音乐剧《千秋昭君塞上情》优美的乐曲声
此起彼伏，音乐剧分别在文化街区各个地点上映。此
外，灯光秀、专题文艺汇演、交响乐演出、公益晚会等系
列专题夜间演出活动，以及大观园剧场、大盛魁相声茶
楼定期的精品演艺，还有时尚达人自发的轮滑、行为艺
术表演，汇聚成塞上老街别具特色的人文新景观。

夜晚的流光溢彩，让文博场馆也十分火爆。归化城
老街区展示馆、大盛魁博物馆、马头琴博物馆、惠丰轩饮
食文化博物馆轮流开设夜间游览，使得塞上老街的夜色
更加璀璨。

（据新华社呼和浩特电 记者贺书琛）
下图：不久前，由呼和浩特市邮政分公司与呼和浩

特市玉泉区文体旅游广电局联手打造的“塞上主题邮
局”在塞上老街旅游休闲街区启用，图为来自广东的游
客在“塞上主题邮局”前留影。 丁根厚摄（人民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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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丰富选择多

手持工具，在模拟考古坑里挖掘、清
理、修复，一群学生正在老师带领下体验
考古工作。这是四川广汉三星堆镇三星
村考古探索基地推出的“三星堆探秘”研
学课程，学生通过亲身体验，深入了解古
蜀文明。江苏南京玄武湖景区推出“玄武
湖生态探秘之旅”系列研学活动，立足景
区自然生态环境，结合自然物候的变化，
让参与者亲近自然、探索自然。湖南省江
永县结合当地瑶族文化、古村文化等，打
造的研学旅游产品别有韵味，游客到勾蓝
瑶寨可参与“打糍粑体验”“亲子 DIY 手
作”“民俗表演”等互动体验项目……博物
馆、大自然、乡村等都是开展研学旅行的
好去处。研学旅行成为今年暑期旅游市
场上的主力军，吸引众多大中小学生及亲
子游群体参与。

同程旅行日前发布的《2024暑期旅游
消费趋势报告》显示，历史文化名城依然
是暑期亲子游的首选，北京、西安等人气
较高；去中小学语文课本上出现过的地标
景区，受到不少亲子研学游群体青睐；博
物馆是暑期旅游热点，截至7月5日，同程
旅行平台搜索指数较高的博物馆前十名
依次为：故宫博物院、陕西历史博物馆、上
海博物馆、苏州博物馆、洛阳博物馆、广汉
三星堆博物馆、南京博物院、广东省博物
馆、成都博物馆、河南博物院。

北京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和教
育资源，是最受研学游群体喜爱的目的
地。大众点评数据显示，6月以来，北京研
学一日游、研学夏令营等相关旅游产品的
搜索量同比分别增长了180%和177%。今
年暑期，北京市文旅局推出“缅怀致敬红

色游”“炫酷工业科技游”“长城古迹探寻
游”“月光北京欢聚游”“访古探幽文博游”

“绿荫戏水避暑游”“演艺之都沉浸游”“双
奥文化体验游”八大系列主题活动，并
推荐 20 个“暑期必逛特色博物馆”和暑
期博物馆十大特展。此外，北京文旅生
活季期间，全市多家景区、酒店、民宿
等文旅场所和经营单位，推出面向学生
等群体的专属优惠活动和措施，进一步
吸引研学游群体。

开辟文旅“新赛道”

如何兼顾“游”与“学”，让参与者“游
有所获”，让研学旅行真正成为学校之外
的“大课堂”，一直备受瞩目。

近日，《浙江省中小学生研学旅行课
程指南（试行）》（以下简称《指南》）印发，
对研学旅行的课程性质、课程目标、课程
规划实施等作出明确规定。根据《指南》，
研学旅行覆盖小学四至六年级，初中一、
二年级，高中一、二年级，共3个学段，其余
学段视条件和具体情况开展研学实践教
育活动。中小学将研学旅行与学校综合
实践活动课程统筹考虑，着重设计好主题
串联式研学课程。研学实践基地营地综
合分析自身课程资源，着重设计好营地辐
射式研学课程。课程内容基于学生需求，
小学生贴近日常生活，设计常识性、具体
性的探究内容；初中生着重设计综合、科
学性的探究内容；高中生着重设计职业选
择、学术、应用性的探究内容。

温州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叶新东表示，
目前不少研学项目只是单纯的旅行，在导
游词中增加一些知识性内容。这份《指
南》偏重于在旅行过程中让学生自己动
手，自己探索，而不是走马观花式旅行。

博物馆是研学旅行的主要目的地之
一。近日，国家文物局办公室发布《关于
做好 2024 年暑期博物馆开放服务工作的
通知》，重点场馆、热门场馆可根据实际情
况，通过适当延长开放时间，策划云展览、
云直播、云教育以及流动展览等方式，更
大限度满足公众参观需求。优化安检和
核验流程，缩短观众排队等候时间，增设
防暑设备和必要防暑药品、饮品，切实做
好观众和一线工作人员防暑降暑工作。
此外，经评估无需通过预约机制实现分
流、错峰的场馆应取消预约。如确需预约
的，应结合实际优化预约机制，加强精细
化管理，尽可能简化预约程序。

多地积极布局研学旅行“新赛道”，大
力发展研学游，打造优质产品。这一举措
正成为不少地方推动文旅品质提升、全域

文旅资源互融互通、提升文旅竞争力的重
要途径。例如，江苏省文旅厅发布“博物
知旅”暑期系列活动，并推出 10 条江苏省
文博场馆研学游精品线路，“博物知旅”暑
期系列活动包括“乐享博览”“体验博学”

“记录博闻”“共享博韵”和研学游等600项
特色内容活动；广西壮族自治区推出14条
研学游线路，包括历史文化主题、探索自
然主题等；“好运山东”户外运动休闲季研
学之旅日前启动，并发布首张省级体育研
学地图和16条体育研学线路。

推动精品化发展

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全国各地到
河南安阳研学旅行的人数已接近百万。
进入暑期，大中小学生成为殷墟博物
馆、中国文字博物馆、红旗渠等景点内的
游客主力。研学旅行目的地已成为安阳
的名片之一。

安阳旅游资源丰富，既有秀丽的自然
风光，也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它是世界文
化遗产殷墟所在地、甲骨文的故乡，也是
红旗渠精神的发祥地，还有着“中国航空
运动之都”的美誉。据安阳市文化广电体
育旅游局相关负责人介绍，2016 年，安阳
跻身首批 10 个“中国研学旅游目的地”城
市，产品体系丰富，涵盖红色游、生态游、
文化游、乡村游等。截至目前，安阳已建
成全国研学旅游示范基地 1 个、全国中小
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 4 个、河南省中小
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8个。

近年来，安阳推动研学旅行规范化、

精品化发展，推进《安阳市研学旅行基地
和营地建设与管理规范》《安阳市研学旅
行课程研发和导师服务规范》《安阳市研
学旅行综合评价规范》编制工作。当地还
重新设计整合推出10条“有课程、有体验、
有故事”的研学旅游线路，包括“字都研
学”“红色经典”“诗画太行”“黄河寻根”
等，让游客更好地体验安阳的风光、历史、
文化。中国文字博物馆已形成三类研学
套餐、六个研学系列、九个研学环节的“三
六九”式研学课程体系，并全力打造中国
文字博物馆研学导师库，成立研学项目研
发小组，不断为研学旅行注入新意。

打造独具特色的“研学之城”，正成为
不少城市塑造城市文旅新形象的着力点。

今年 4 月底，甘肃省兰州市文化和旅
游局与甘肃新东方文旅有限公司签订战
略合作框架协议，进一步深化政企合作，
整合市场资源，推进文旅深度融合，携手
打造独具黄河文化特色的“研学之城”。

广东自然生态多元、历史文化底蕴深
厚，其中，广州、深圳、珠海等城市拥有优
质科技教育资源，具备打造“研学之城”的
优势。如今，港珠澳大桥、白鹅潭大湾区
艺术中心等地都已成为热门研学目的
地。6月，2024年“万名港澳青少年赴广东
研学游”活动启动，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
还发布了“文博艺术游”“海丝探秘游”“欢
乐海岛游”“生态康养游”“工业研学游”

“科技创新游”“民俗体验游”“美丽乡村
游”“寻味广东游”“人文历史游”等十条主
题精品线路，鼓励更多港澳青少年来粤研
学、游学。

研
学
游
成
暑
期
市
场
主
力
军

各
地
精
心
打
造
学
校
之
外
的
﹃
大
课
堂
﹄

本
报
记
者

尹

婕

7月1日至8月31日，2024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8.6亿人
次，日均发送1387万人次；携程集团发布的《2024暑期旅游市场预测报告》显示，暑期国内酒
店、机票搜索热度均同比上涨20%以上。暑期旅游市场热力十足。

以大中小学生为主要客群的研学旅行，人气更是居高不下。人们选择在这个火热的夏
天“行万里路”，欣赏祖国壮美山河，体验悠久传统文化，感受时代发展脉搏。不少地方也
通过升级、优化研学旅行产品，开辟推动当地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打造地方文旅品牌的重
要途径。

随着暑期旅游季的到来，享有“画里乡村”美誉的安徽省黄山市黟县宏村景区推出研学游、亲子游等多种旅游产品，图为
游客在宏村景区游玩。 许家栋摄 （人民图片）

山东高密姜庄镇产学研实践基地内，非遗传承人指导小朋友剪纸。
李海涛摄 （人民图片）

阳光洒在云松茶山的古步道上，半山
腰的乡村茶舍门前彩旗飘舞。茶香氤氲，
吸引众多游客来这里享受浮生半日闲。

云松茶山位于浙江省绍兴市越城
区。绍兴，古称越州，地处浙西丘陵山区
向杭、嘉、湖平原沉降的过渡地带，南临钱
塘江，气候温暖、湿润、多雾，蒸腾而上的
云雾与钱塘江水汽汇合，非常适合茶树生
长。唐代，茶圣陆羽在《茶经》中盛赞，

“茶，越州上”；宋代，这里出产名冠天下的
龙井绿茶、日铸雪芽；明代，绍兴茶农发明
了炒青绿茶。独特的地理环境，悠久的茶
文化历史，加上精湛的制茶工艺，绍兴茶
产业兴旺发达，绍兴也成为游客品茶赏景
看文化的好去处。在这里，人们可以去千
年古镇富盛品抹茶，去柯桥平水来一杯日
铸茶，也可以到上虞品一杯觉农舜毫，或
者到嵊州品一杯越乡龙井……

越城区立足茶资源禀赋，以“政府+龙
头企业+合作社+农户”模式打造绿色产业

链。当地区委组织部打造“离城最‘静’的
茶园”共富品牌，以茶为媒，连接农创客、
农产品直播间、乡村茶舍等多个振兴支

线，精心谋划“互联网+农业”“观光休闲+
农村文旅”等渠道，走出越城，拓宽销路，
寻求农产品长期合作机会，大大激发了农

村致富活力。
富盛镇打造以御茶村为核心的茶产

业链共富工坊，通过茶园租赁、劳务合作
等方式，每年提供至少500个工作岗位，带
动农民增加工资性收入1000万元。

越城深入挖掘茶乡底蕴，培育茶旅经
济，建设集互动、展览、销售于一体的茶文
化体验中心，推动农副产品、餐饮民宿等
与“茶”融合发展，逐步构建以茶文化为特
色的发展格局。目前，当地日均接待游客
量约 1500 人次，2023 年旅游综合收入超
300 万元，解决农村闲置劳动力 220 余人，
助力实现村强民富，推动乡村全面振兴。

“我返乡创办茶舍，希望能抓住乡村
文旅发展机遇。如今，茶叶、茶点、竹编等
都有不错的销路，游客也喜欢到这里喝茶
聊天，感受乡村生活的惬意。”茶舍老板一
边整理文创产品，一边高兴地介绍。

左上图：绍兴市越城区鉴湖街道坡塘
村茶山。 劳卓娜摄

近年来，河北省秦皇岛市海港区不断优化“夜经济”
发展环境，创新产品供给，丰富消费业态，满足市民和游
客的文旅生活需求，助推城市焕发新活力。下图为演员
在秦皇小巷文化美食旅游街区演奏古筝。

曹建雄摄 （人民图片）

河北秦皇岛：

“夜经济”催生新活力
浙江绍兴：

到越城看“离城最‘静’的茶园”
林 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