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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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游天地 2024 年 9月 23日  星期一
责编：尹 婕　　　　邮箱：rmrbyinjie@163.com

    为庆祝第七个中国农民丰收节，
全国多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全方
位展示当地农业农村发展新成果、乡
村全面振兴新图景、农民群众精神新
风貌和农耕文化新发展等，也吸引着
不少游客参与乡村旅游，共庆丰收。

看丰收胜景

九曲黄河在河南省兰考县东坝头
镇拐出最后一弯，张庄村是这道弯上
的一个普通村庄。张庄村里，名为“幸
福路”的村道两边分布着售卖红薯、花
生糕、老布鞋、醋等的小店，为远道而
来的游客购买土特产提供便利。乡村
记忆民俗馆内传出铿锵的豫剧唱腔，
不远处的桐花书馆里人们正在安静地
看书。这个拥有全国乡村旅游重点
村、河南省文明村镇、河南省特色旅
游村、河南省乡村康养旅游示范村等
诸多荣誉称号的村庄，每年吸引游客
约 15万人次前来感受乡村新生活。

张 庄 村 曾 是 兰 考 最 大 的 风 口 ，
“冬春风沙狂，夏秋水汪汪”。上世纪
60 年代，焦裕禄在这里深入开展调
查研究，寻找治理风沙的科学办法。
后经几十年的治理，昔日的风沙窝被
改造成米粮川，但由于以粮谋生、资
源匮乏，这里仍长期处于贫困状态。
2014 年起，张庄村坚持“党建引领、产
业支撑、政策助力、旅游带动”，建起肉
牛养殖场、鞋业加工厂、净菜加工厂、
农副产品销售公司等，引进公司种植
褐蘑菇、芦笋、西瓜、辣椒，加工红薯
醋，支持还乡创业人员发展特色水产
养殖……产业发展的同时，张庄村结
合红色资源和自然资源优势发展旅游
业，建设四面红旗纪念馆、焦裕禄精神
体验教育基地、桐花书馆等，来的游客
多了，村民们又开起农家小院。村里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兰考是重要的红色旅游目的地，
每年都有众多游客前往感悟焦裕禄精
神，追寻红色记忆，汲取奋进力量。
兰考还是全国整区域推进高标准农田
建设试点县，近年来，来欣赏“良田
美景”已成为兰考乡村旅游的又一
看点。

今年丰收节主场设在兰考县，主

场活动包括致敬丰收、致敬农民、致敬
农耕 3 个板块，活动现场还有兰考治
理“三害”成果系列展示，让人们直观
感受当地巨变以及如今的丰收胜景。

赏缤纷秋色

日前，以“和美乡村绘新景 山
海江田赏秋色”为主题的 2024 中国
美丽乡村休闲旅游行 （秋季） 推介活
动在辽宁省盘锦市举行，现场发布浙
江省温州市永嘉县楠溪秋韵乡村休闲
游、天津市西青区大美稻香幸福之旅
等 55 条秋季精品线路以及辽宁省盘
锦市稻作人家民俗村、湖北省随州市
千年银杏谷等 171 个精品景点。这些
线路、景点凸显了入选地秋季田园风
光的特色，为广大游客感悟乡愁、畅
游乡村提供指南，展示美丽乡村、传
承农耕文化、激活乡村消费。

自然风光是乡村旅游的重要吸引
物。近年来，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推
进，全国各地乡村的生态环境日益向
好，成为游客看景休闲的好去处。

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清水河
县老牛湾村，地处黄河边，黄河蜿蜒

环绕着村庄，与林田、民居构成一幅
美丽的田园画。发展乡村旅游以来，
当地更加注重生态环境保护，并依托
黄河、古长城等资源，建起一批特色
旅游景点。到老牛湾黄河观景台看黄
河风光，成为这里的旅游名片之一。
山东省聊城市冠县是鸭梨之乡，也是
国家级森林康养试点建设县、山东省
乡村旅游示范县。当地以“梨”为媒，
大力发展文旅产业，“春赏花、夏看绿、
秋尝果、冬品树”的全年旅游产品日益
成熟。眼下正是采摘季节，众多游客
前往冠县欣赏“万顷梨满枝”的喜人
景象。

体验新业态

中国历史文化名村爨底下村位于
北京市门头沟区斋堂镇，距今已有数
百年历史。村庄依山而建，依势而
就，高低错落，是京郊重要的乡村游
目的地。去爨底下村看古民居、峡谷
徒步等很受欢迎。中秋假期，到爨底
下村的游客发现，这里又多了不少新
玩法。古戏台上有传统文艺作品与现
代音乐的融合演出，卖货郎在石板路

上叫卖，篝火音乐派对上有非遗火壶
表演……

9 月 14 日，2024 北京西山永定河
文化节暨第三届京西山水嘉年华活动
在爨底下村启幕，戏曲乐舞、诗词歌
赋、晒谷祈福与创意市集、国潮旅
拍、街舞 Rap 等丰富多彩的文旅体验
活动为古村注入新鲜活力。活动还发
布了 3 条展示自然风光与文化魅力的
秋季精品线路，包括“长城巍峨秋静
美，千载文明共辉煌”文化主题线路、

“户外徒步寻幽径，月辉洒满共金秋”
探险主题线路、“悠然自得赏野趣，祈
福纳祥慢时光”纳福主题线路。

近年来，“去村里体验新业态”
已成为乡村旅游的新看点。内蒙古自
治区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黄河稻渔生
态观光园里，炫彩多姿的稻田画进入
最佳观赏期。不少游客专程从外地赶
来，只为实地感受“塞上江南、鱼米
之乡”，看一看“不一样的内蒙古”。
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区池上镇聂家峪村
不仅建起特色民宿，还举办“山谷里
的歌声”篝火音乐晚会，集音乐、休
闲、住宿、采摘等于一体的多样体
验，吸引游客纷至沓来。

推广
“持续激发‘中国游’热度，

一定要用好国际网络平台，深度
挖掘目的地文化和旅游资源，并
结合流行元素和热点，在宣传内
容和形式上大胆创新，策划推出
更多具有广泛参与度的国际推广
项目。”

——今年以来，入境游市场
加速复苏，更多外国人开始了解
中国、爱上中国。河南大学文化
旅游学院教授陈楠认为，应更加
关注客群的结构性变化，满足外
国年轻游客对新鲜体验和深度探
索的需求，高标准打造非遗体验、
沉浸互动、剧目演艺等文旅新场
景。在服务方面，推出灵活的旅
游 套 餐 ， 支 持 散 客 自 由 组 合 行
程，提供更多定制服务，并加强
旅游从业人员的专业培训，提升
语言沟通能力和服务质量，确保
外国游客获得高质量服务体验。

模式
“‘一码游’作为当前一种流行

的旅游服务模式，正成为推动文旅
产业数字化、智慧化发展的重要
力量。”

——去年 4 月，南岳衡山景
区全面整合景区资源，上线“南
岳一码游”平台，推出线上购票、
路线规划、导游租车、文创特产、
活动预约等服务，打造“吃住行
游购娱”一站式服务，得到游客
好评。今年，该平台项目成功入
围湖南省“数字新基建”100 个
标志性项目。对此，湖南衡阳师
范学院地理与旅游学院教授杨金
华作出上述评价。

融合
“非遗与旅游的融合，不仅要

给非遗输血，还要通过产品化、
商业化、品牌化等实现非遗的价
值转化、自我造血，这才是长久
的融合发展之策。”

——在谈到如何发展好“非
遗+旅游”时，山东工商学院工
商管理学院副院长焦念涛表示，
二者融合也应结合当下消费需求
进行创新，比如以非遗为纽带，
将传习基地、非遗工坊等纳入精
品 旅 游 线 路 ， 开 设 研 学 旅 游 课
程 ， 通 过 非 遗 表 演 打 造 演 艺 业

态，为非遗注入新的活力和元素。

研学
“如何打磨出好的研学课程、

如何设计好一次研学活动，真正
让研学旅行成为符合教育心理、
学习规律，提供旅游体验的优质
产品，是每个相关企业需要认真
思考的问题。”

——中国旅游研究院数据分
析所所长张杨认为，教育与旅行并
重的特征，决定了研学旅行的对象
并不局限于中小学生，而是适合于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每一个
人。目前，研学旅行市场正在突破
中小学生群体，逐步覆盖学龄前儿
童、中小学生、大学生、成年人、老
年人，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研学
旅行可以助力城市打造新名片。

消费
“文旅消费促进了当地旅游业

态发展，推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增长，也提升了当地经济发展
的动力和活力。”

——近期，多地文旅消费展
现出蓬勃发展的新景象。中国传
媒大学文化产业管理学院副教授
熊海峰认为，随着文旅产品供给
种类的不断丰富、供给质量的有
效提升，文旅消费潜力将进一步
释放，为拉动整体消费上升、助
推经济发展发挥更大作用。

创新
“将当地独特文化和美食结合

起来，使美食成为感受当地文化
的新渠道，也能实现美食旅游的
创新。”

——北京联合大学旅游学院
教授曾博伟在谈到美食旅游时表
示，江西井冈山把南瓜汤、红米饭
等当年的红军餐作为游客感受红
色文化的内容之一，让文化旅游的
融合变得更加生动。从这个意义
上说，游客在旅游地吃的不是美食
本身，而是当地的“文化”。

（本报记者  尹  婕整理）  

观点集萃

丰收时节游乡村
本报记者  尹  婕

    游客在安徽省芜湖市孙村镇八分村马仁奇峰景区里的福文化景点游玩。 肖本祥摄 （人民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