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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途家民宿发布 《2024 暑期
民宿玩乐指南》，7 月，热门城市暑期
民宿预订量同比增长近三成。青岛、
威海、北京、成都、大理、重庆、上
海、西安、丽江和南京等地的民宿预
订火热。

“全国各地哪儿凉快，哪儿的民宿
就火”，多个东北和西北的避暑游目的
地预订增长快。到和田昆仑山大峡谷
看雪山草原、到大兴安岭体验凉爽的
夏天、去林都伊春喂小鹿看林海……
这些地方的民宿预订量同比增长 3 倍
以上。

今年暑期，新疆民宿预订量同比
增长 1.3 倍，成为预订增速最快的省
份。伊犁、乌鲁木齐、阿勒泰、喀什
和博尔塔拉为热门目的地。今年新疆
新增民宿的数量同比增长 1.2倍，阿克
苏、喀什、伊犁、阿勒泰、乌鲁木齐
等地的增量最高。

浓郁的民族风情和优美的自然风
光让人流连忘返。在伊犁，距离那拉
提草原2公里内的民宿最受欢迎，那里
有房东独家秘制的烤肉串和看得到草
原的大露台。阿勒泰哈萨克族的毡房
民宿，多日前就已满房。

与 之 前 年 轻 人 “ 寻 找 有 风 的 地
方”不同，今年暑期大理民宿突出亲
子特色，亲子民宿预订量同比增长
150%。上一堂生动的自然课成为不少
父母带孩子选择大理民宿的理由。果
壳、娟子夫妇带娃定居大理，用八年
时间打造了大理玩创亲子艺术空间，
让孩子亲近自然，爬树、趟水坑、收
集动植物、制作工具……鼓励孩子用
双眼去发现、双手去触摸、双脚去感
受自然。

陕西安康梦紫阳民宿依山傍水，
是一家以茶和米酒为主题产品的民
宿。房东苟云华介绍：“民宿在暑期会
为客人提供多种农事活动体验，让人

们从实践中体验乡村魅力。院子旁有
自己种的八十亩稻田，客人可以带孩
子去稻田捉鱼，听青蛙唱歌，院子外
有条河，水非常清澈，可以游泳。”

在青岛，民宿房东会准备好赶海
的小锄头和小耙子等工具，带客人一
起赶海。

除亲子游外，携宠物出游、多人
结伴也是暑期民宿的热门，带有“宠
物友好”“整租”“独栋别墅”“小院”
等关键词的民宿预订量同比增长 2.3
倍。最受欢迎的整租目的地为北京、
大理和湖州。

今 年 暑 期 ， 很 多 游 客 “ 入 乡 随
服”，深度体验当地文化，是民宿的热
门玩法。带有“汉服”“民族服装”

“特色服饰”等关键词的民宿搜索量同
比增长4倍。

“工作日也只有少量空房了，提供
民族服饰的民宿卖得最火。”吉林延吉

一家民宿的房东香香介绍，暑期到来
后，她的朝鲜族特色民宿一直很火。

“我们的民宿提供朝鲜族特色早餐和朝
鲜族服装，希望客人能够沉浸式体验
朝鲜族风情。”

在新疆喀什，定制一件艾德莱斯
绸面料的裙子成为不少游客的新体
验，穿上鲜艳的民族服饰，化身维吾
尔族少女，漫步喀什古城格外有意
境。喀什巷逢民宿房东赵小姐是土生
土长的本地人，除了民宿装潢充满民
族风，她还经常邀请客人参加当地婚
礼。她说：“客人参加婚礼能看民族特
色歌舞表演，更能深刻感受本地的风
土人情。”

途家民宿首席商务官刘杨介绍：“从
目前的预订情况看，今年暑期，能提供
个性化服务、地方文化特色鲜明的民
宿正脱颖而出。未来途家将覆盖更多
目的地，满足用户探索小众、体验特
色住宿的需求。”

夏日清晨，一场雨后，太行大峡
谷云雾缭绕。岩壁之上，葱郁的植被
盎然生长，绯红的岩石层层堆叠，群
峰竞秀，尽显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这里空气太新鲜了，真是‘天然
氧吧’！”来自河南省林州市的张女士
说，“市区天气又闷又燥，来到这里，
感觉很舒服。”

太行大峡谷位于河南省安阳市林
州市石板岩镇境内，地处河南省最北
部，是林虑山与太行主峰之间的一道
峡谷，长约50公里，落差达千米。这
里 森 林 茂 密 ， 其 植 被 覆 盖 率 约 为
90% ， 峰 、 峦 、 台 、 壁 、 峡 、 瀑 、
嶂、泉姿态万千，令人啧啧称奇。

驾车驶入大峡谷，打开车窗，清
凉感扑面而来。“我们这里比市区温度
低，现在也就26摄氏度左右，是避暑
的好地方。”林州市石板岩镇党委书记
路红卫说。

峡谷深处的石板岩镇，已经有3000
多年的历史。《林州市石板岩镇志》记
载，殷商时期商王武丁和宰相傅说就在
此居住过。石街、石院、石墙、石柱、
石梯、石楼……这里90%以上的建筑以
石为材料，就连民居的屋顶也是由石板
层层叠砌而成。

“原先这里交通不畅，加上山路崎
岖，运输砖瓦不方便，当地居民便就地
取材，以石头为原料建造房屋，这些石
板房屋冬暖夏凉。”路红卫说。

山中绿意正浓，石板岩镇因独特的
石材建筑风格而闻名，又被称为“中国
画谷”。记者来到石板岩镇高家台村，
看到三五成群的学生正拿着画笔在这
里写生。他们的画板上，有直插云霄、
气势磅礴的悬崖峭壁；有依山而建、错
落有致的石板房屋；有藤蔓缠绕、绿意
盎然的连片植被……

“与其他地方相比，这里景色独
特，气温也很适合户外写生。”正在埋

头画画的美院学生王柯清说。
暑期一到，大峡谷景区便迎来客

流高峰。“天空悬廊好刺激，距离地面
有400多米，站上去虽然有点害怕，但
景色壮观，值得来体验。”刚从天空悬
廊下来的张先生激动地说。不只是天空
悬廊，大峡谷东侧崖壁之上的滑翔教场
也充满挑战，滑翔爱好者在这里享受着
一次又一次与自然最纯粹的亲密接触。

漂流也是游客在这里避暑的热门
选择。游客们穿好救生衣，坐上橡皮
艇，沿溪流而下，在全长约 5000米的
河道迎波踏浪。“这里植被茂密，整个
河道都有绿荫包围，怪不得大家都称
这里是‘晒不黑的漂流’。”游客肖女
士说。

除了引人入胜的景区风光，散布其
间的大小民宿同样各具特色。记者一

走进开业不久的不远·太行文化度假民
宿，就被悠扬的音乐与融合东方美学的
设计深深吸引。“我们家民宿把老屋的
旧石板利用到建筑外墙中，保留了原有
的石板岩特色。”民宿项目负责人高华
说，“每间房都有整面落地观景窗，客人
躺在床上就能欣赏窗外的景色。在这
里，游客可以暂时远离城市的喧嚣，静
下心来慢慢享受自然美景。”

“坐在小院里看风景就像身处世外
桃源一样，感觉自己吸收了大山的灵
气，很放松。”住在民宿的李先生说。

近年来，石板岩镇依托丰厚的自
然资源和特色民俗文化，大力发展乡
村旅游，逐步形成了以“民宿小镇”

“写生小镇”为主导的特色文旅产业，
将自然资源与人文情怀相融合，吸引
了越来越多的人到这里寻找夏日清凉。

河南林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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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民宿体验特色游
本报记者 赵 珊

今年以来，陕西西安迎来越
来越多的外国游客，入境游市场
持续升温。

西 安 ， 拥 有 3100 多 年 建 城
史、1100 多年建都史。作为“十
三朝古都”，这座古城的大街小巷
点缀着繁华夜景，浸润着悠久历
史，也氤氲着浓浓的烟火气。行
走其间，外国游客仿佛回到古代

“逛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独特
韵味。

势头火热

奥地利维也纳，世界著名的艺
术之都；陕西西安，国际知名的文
化古都。两地文化艺术邂逅，将碰
撞出怎样的火花？

入夜，陕西省文化馆曲江馆
区，“乐之行”文化交流活动精彩
上演。4 月 7 日，陕西迎来了自今
年 3 月 14 日中国对奥地利等 6 个
欧洲国家单方面试行免签政策落
地后，首个大型入境旅游团——
80 人组成的奥地利旅游团，以维
也 纳 大 学 爱 乐 团 女 声 合 唱 团 为
主体。

陕西省文化和旅游厅相关负责
人说，“希望双方通过音乐艺术的

‘各美其美’，实现双向奔赴的‘美
美与共’。”

除了音乐，奥地利旅游团的行
程丰富多彩：参观兵马俑、大雁
塔、西安城墙，夜游大唐不夜城，
观看唐乐舞，品尝饺子宴，体验陕
西特色小吃……

“参观兵马俑，是我多年来的
梦想。中国对奥地利试行免签政策
生效后，我们实现了一场说走就走
的中国旅行。”该团副团长维罗妮
卡·施密特说，“今后我们将组织更
多奥地利客人到陕西旅游。”

随着入境游热度上升，西安街
头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外国旅游团。
日前，35 名来自美国的师生抵达
西安，参加夏令营。这些中学生游
览了钟鼓楼、小雁塔等名胜古迹，
感受了皮影、泥塑、剪纸等非遗的
魅力。

“兵马俑特别酷。”美国学生韦
漫辉喜欢中国历史，对兵马俑赞叹
不已。康婷也意犹未尽，她说：

“中国是非常好的地方，我希望能
来中国学习。”

数据显示，今年 1 至 4 月，西
安接待入境游客 13.25 万人次，入
境游客在西安用支付宝消费同比增
长近7倍。越来越多国际友人来到
西安，参观游览、交流体验，开启
美妙的“古城之旅”。

体验多元

外国游客在西安古城里体验定
制游、深度游，玩出“新花样”。

夜幕降临，大唐不夜城步行街
上灯光璀璨、游人如织。来自西班
牙的安东尼奥，其一身汉服妆造颇
为惹眼。他带着一家人走在街上，
沉浸式体验盛唐文化。

“这种传统与现代交融的感觉，
真让人着迷！有灯光、有音乐，还有
中国传统建筑的魅力。”安东尼奥
感慨地说，“这里的人们很友好。
我小儿子穿着唐装，不少中国游客
经过时，都热情地跟他合照。”

街头巷尾越来越多的外国游
客，让非遗陶埙商铺经营者赵军惊
喜不已。“外国游客对陶埙尤其是
对它独特的音色很好奇。他们经过
商铺时，常常驻足倾听。”赵军从
事陶埙制作已有20多年，“有些外
国游客还会问我陶埙怎么烧制，不
少人购买留作纪念。”

外国游客“入乡随俗”，让大
唐不夜城唐食坊工作人员胡望雨印
象深刻。“近期，外国游客人数增
多，给我们店带来了更多生意。”
胡望雨介绍，具有西安特色的黄桂
稠酒，颇受外国游客青睐。有时给
外国游客倒酒试喝，他们还会用抱
拳礼表达感谢。

西安华清宫景区里有另一番精
彩。来自澳大利亚的奥利弗与中国
朋友一起观看实景历史舞剧《长恨
歌》。“演员独特的服饰，舞台多变

的灯光，都很有特色。”奥利弗赞
不绝口，“尤其是舞台后面的山，
变成演出的一部分，太震撼了。”

易俗社文化街区里，常有外国
游客被雕梁画栋的露天戏台和台上
的秦腔演出吸引。

为探索“戏曲+旅游”新模
式，西安易俗社去年 8 月推出了

“易俗社·梨园夜”，为西安增添了
秦腔夜游夏日文旅新体验。“易俗
社·梨园夜”策划团队成员蒲国伟
表示，期待今年夏天的活动吸引更
多外国游客。

新场景、新形式、新业态，外
国游客畅游古城西安，在大街小巷
丰富着自己独特的旅行体验。

游览便捷

仲夏时节，秦始皇帝陵博物院
游客熙攘。放眼望去，有不少外国
游客，据介绍，他们主要通过“秦
始皇帝陵博物院境外融合服务平
台”预订门票。

“到西安参观兵马俑，完成了我
多年来的心愿。”美国游客迈克对中
国历史文化特别感兴趣，拿着相机
拍不停，“我和家人在网上预订了门
票，到现场后的旅游体验很好。”

4月3日，“秦始皇帝陵博物院
境外融合服务平台”发布，这是陕
西省首个文博单位发布的方便外国
游客支付的融合服务平台。外国游
客在本国就可以线上预订门票、使
用本币结算，到达现场后直接持护
照排队进场。

“截至 5 月底，融合服务平台
已覆盖 39 个国家和地区的 24 种语
言和 29 种货币，试运行以来，已
有 1.5 万多名外国游客通过该平台
预订门票。”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副
院长周萍介绍，“门票预订还带动
了其他景区、酒店、机票和餐饮娱
乐等旅游消费订单4.2万余单。”

与此同时，西安城墙景区也优
化服务，提升支付便利性。一对来
自法国的夫妇登上城墙，欣赏历史
古迹之余，也对旅行的便利度颇为
称赞，“没想到，这里可以直接刷
信用卡，真是一个惊喜！”

西安城墙景区工作人员尚楚乔
介绍，具有 Visa、Master、银联等
标识的境外银行卡持卡人，可在西
安城墙景区 12 个城门售票窗口刷
卡购票、快速入园。

“我们推出的支付措施，有效
破解境外游客‘不能用’‘不好用’和

‘不想用’等支付难题，让‘外卡’支付
不再‘卡’。”尚楚乔说，“我们还提供
境外来陕人员消费场景支付指南手
册，让外籍游客看得懂、用得上。”

截至目前，西安所有5A级景区
都已实现刷外卡支付购票无障碍。

便捷体验，不只在景区，还包
括商场、便利店、餐饮商户、交通
枢纽，涵盖了食、住、行、游、购、娱
等旅游消费场景。据介绍，陕西
174 家 4A 级以上景区、241 家 3 星
以上酒店，31 家规模以上商业综
合体、上千家超市便利店和餐饮商
户以及西安地铁、西安咸阳国际机
场、西安火车站均可刷外卡支付。

外国游客“逛长安”品古韵
本报记者 高 炳

外国游客登上西安城墙参观游览。 西安卓恒国旅供图

新疆喀什的巷逢民宿民族特色浓郁。 途家民宿供图

走 进 浙 江 东 阳 湖 溪 镇 一 间
“共富工坊”，只见数十位手艺人
坐在老式织机前快速编织草编墙
纸，梭子声此起彼伏。许多游客
在织机旁观看，并与手艺人编织
出的漂亮墙纸合影留念。

草编墙纸技艺诞生在东阳市
湖溪镇南塘村，是金华市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其制作技艺源于中
国民间传统土布编织技艺。与织
布相比，两者最大不同在于所用
的 纬 线 材 料 。 草 编 墙 纸 以 草 、
麻、藤等天然纤维为纬线材料，
在传统木制布机上用手工编织而
成。草编墙纸吸潮、吸音、抑
菌、立体感强，散发出天然香味，
倍受欧美等发达国家用户青睐，自
1973 年在秋季广交会成交第一批
订单以来，该产业在当地发展稳中
有进，逐渐形成一条草麻种植、野
生藤类采割加工、原料梳理打结及
手工编织等生产加工链。同时，这
项非遗技艺在工坊的制作过程也
成为游客观光项目之一。

本世纪初，“志成”公司将草编

墙纸制作技艺传授到浙江省以外，
先后在广东、安徽、河北、湖南等省
设立了 7个加工草编墙纸的“共富
工坊”，带动农户 500 多户。2022
年 12月，该公司与南塘村签订了
村企联建协议，腾出 700多平方米
厂房设立了“志成墙纸·共富工
坊”，重新制作织机 40台，免费向
公司周边村民开放。只要有闲余
时间，大家随时可来共富工坊编
织墙纸网，带动周边农户 30 余
户，增加村集体及村民年收入120
余万元。湖溪镇桥南村民张妙仙
说：“我的娘家在南塘村，从小就
会操作老式织机。现在工坊开到
了家门口，每月有 3000 元左右收
入，还能照顾家里，太好了。”

共富工坊在帮助农民组团致
富的同时，也传承着草编墙纸制
作非遗技艺。此外，东阳市积极
培育现代“新农人”，提高农民素

质，通过“人才+
共富工坊”带动
乡村旅游和村经
济发展。如今，
东阳共建成“共
富工坊”122 个，
吸 纳 就 业 人 数
6400 余人，每年
可带动村集体增
收26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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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共富工坊”员工正在传
统织机上手工编织草编墙纸网。

左图：村民在“志成墙纸·共富
工坊”的种植基地收割菀草。菀草
是草编墙纸的主要原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