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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游客沉浸式感受中国文化魅力
本报记者  林子涵

环 球 热 点

沿着北京中轴线，游览古建筑群；
在秦始皇帝陵博物院，近距离参观兵
马俑；在丽江古城，感受多彩民俗风
情……一段时间以来，“中国游”成为
海外社交平台的热门话题。许多外国
游客来中国文化古迹观景览胜，在社
交平台分享他们的旅行体验，吸引大
量海外网友跟帖热评。

文化和旅游部数据显示，今年1—7
月，外籍人员来华观光达572.2万人次，
同比增长403%。中国旅游研究院入境
游客满意度专项调查显示，超六成受
访者将体验中国文化作为来华旅行的
主要目的。文化和美好生活体验构成
中国入境游的核心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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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去过一次还想去”

不久前，来自摩洛哥的希沙姆沿着北京中轴线进
行了一场漫步。从景山公园万春亭到宏恩观，一路上，
多座标志性建筑描绘出“古都之脊”的风貌。“这条旅
行线路非常令人惊喜，能体验到历史遗迹与现代生活
的交织融合，真是妙不可言。”他说。

“我非常喜欢这里！参观游览的体验非常好。”罗
马尼亚游客博德纳尔刚刚结束他在西安、成都、重庆
等多个城市的旅行。在他的手机相册里，有许多他拍
下的秦始皇兵马俑照片和亭台楼阁的古建美景。“因为
太喜欢中国，今年年底我计划再去中国一次，到深圳
等更多地方去看看”。

在云南，波兰游客伯纳黛特用 2 周时间游览了多个
古城。“我了解到，云南位于中国西南部，这里是白
族、瑶族等许多少数民族的家。”她说。在昆明，伯纳
黛特换上了少数民族的服饰，体验了一把当地民俗文
化风情。“从大理，再到丽江古城，这绝对是场令人惊
艳的旅程。”她说。

多家旅游平台数据显示，“十一”假期期间，入境
游订单量同比增长六成左右，许多城市成为外国游客
的热门目的地。携程旅行不久前发布的 《2024 年国庆
旅游消费报告》 显示，“十一”假期期间，携程入境游
日均人次增速近 80%，超 50% 的外国旅客在中国停留超
过 7天。

中国旅游研究院 （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 不久
前发布“入境游客喜爱的十个景区度假区”榜单，故
宫、慕田峪长城、秦始皇兵马俑等名列其中。此外，
云南丽江古城、上海朱家角古镇、浙江乌镇等也入选

“入境游客喜爱的十个名城古镇”榜单，成为外国游客
来华旅游的热门目的地。

“越来越多游客领略到中国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独特
魅力。”法国 《20 分钟报》 报道称，外国游客在中国探
索丰富多彩的风土人情，加深了对中国的了解。还有
一些游客因为 《黑神话:悟空》 游戏火爆，打卡山西古
建筑。不少外国游客表示，中国“去过一次还想去”。

“文化+服务”提升旅游吸引力

“中国游”的魅力来自何处？分析表示，持续优化
的文化服务和文化产品供给是原因之一。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
执行院长厉新建表示，近年来，中国各地采取许多创
新性举措，推动文旅深度融合发展。越来越多“有意

思”的文化旅游产品，使“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
焕发出持久魅力，为国内外游客提供“有意义”的文
化旅游体验。

中国旅游研究院近期发布的 《中国入境旅游高质
量发展报告》 显示，入境旅游作为中国现代旅游服务
业的开端，是衡量中国旅游竞争力水平的重要标尺。
2024 年上半年，中国入境旅游恢复发展的态势持续向
好，中国优质的旅游资源和传统文化得到更多游客
青睐。

“文化是吸引国际游客入境游的‘超级实力’。”世
界文化城市论坛副总监伊莎贝拉·华伦蒂尼在日前举
办的 2024 世界旅游合作与发展大会上表示，博物馆和
传统艺术等文化资源，是旅游目的地的重要竞争力。

“中国游”的火热，也得益于便利设施的持续优化。
日前，北京市实施境外银行卡刷卡过闸乘坐地铁

服务“满月”，外卡过闸业务累计进站量已超过 3 万人
次；上海出租车和地铁站配备外卡 POS 机，支持外卡
支付；成都、西安等 8 个城市也正试点便利来华人员支
付的新举措。

截至目前，中国已同 24 个国家实现全面互免签证，
对 16 个国家实行免签入境政策，对 54 个国家实行 72 小
时或 144 小时过境免签，外国游客来华流程不断简化，

在华体验不断优化。
“为满足国际游客多样化需求，中国采取一系列措

施提升旅游服务质量。”新加坡 《联合早报》 报道称，
移动支付、在线预订等现代化服务在旅游领域应用广
泛，为外国游客带来便捷高效的旅行体验。

“中国出台便利外籍人员来华政策措施，持续优化
入境免签、过境免签等政策，推动外籍人员来华数量
不断攀升。借助这些优惠政策，中国为外国人来华旅
游提供了更多机会，也向外国游客更好展示了中国的
国际文化形象。”厉新建说。

“中国游”热度延续

“我想 11 月底去中国，有什么景点推荐吗？”“我和
家人最近想去中国，可以参考你的行程规划吗？”“在
中国，住酒店买景点门票有没有优惠？”在海外社交媒
体平台上，许多外国网友和博主持续通过发布短视频、
图文游记等形式分享自己的在华见闻。不少外国网友
跟帖评论、咨询攻略，表达近期来中国旅行的愿望。

这几天，结束了在中国的旅程后，博德纳尔也加入
了“晒攻略”行列。他在海外社交媒体上“中国旅游和签
证”的话题标签下，分享了自己的行程规划、预算清单以
及购票和预订酒店等实用指南。他写道：“我根据社交
媒体上各国旅行者分享的攻略，顺利完成了自己两周的
旅行。现在，我也将规划共享出来。欢迎对中国游感兴
趣的人向我咨询。”

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外国
人来华旅游持续升温。“十一”假期期间，外国人出入
境达 101.4万人次，同比增长 37.2%。

“您是否正在计划前往这个幅员辽阔的国家进行
‘梦想之旅’？我们整理了一份指南，回答了有关中国
旅行的一些最常见问题。”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不久前
发布了一份详细报告，介绍了如何申请中国签证、如
何设置移动支付、去中国旅游前可下载的实用应用程
序等信息。报道称，有外国旅客在到中国旅游后改变
了对中国的看法并开始计划下一次的在华旅行。

“我来过中国很多次。中国非常迷人，历史源远流
长。中国在推动入境旅游方面具有巨大优势。”亚太旅
游协会主席彼得·西蒙近日表示，希望中国旅游产品
持续增加文化互动性和新颖性，让游客获得本土文化
的深度体验。

“期待外国游客来中国体验更多‘有意思、有意
义’的文化旅游产品，领略中国丰富的旅游资源与深
厚的文化底蕴。相信在此过程中，一个开放、自信、
文明、安全的中国也将展现在更多外国朋友面前。”厉
新建说。

从空中俯瞰巴基斯坦西南部
港口城市瓜达尔，中巴友谊林这
片绿洲在瓜达尔以黄色为主色调
的黄沙地上格外亮眼。再拉近些，
还 能 看 到 用 桤 果 木 修 剪 而 成 的

“中巴万岁”四个立体大字。
中巴友谊林占地面积约 3 个标

准足球场大。新华社记者日前探
访这片友谊林时，园丁比拉尔·
贾韦德正仔细为友谊林东北角新
种的小树苗浇水。他说，附近的
人们都喜欢来这片树林里遛弯，
自己一定要把林木呵护好。

瓜达尔港是中巴经济走廊的
支柱项目之一。2013 年，中国海
外港口控股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中国港控”） 取得瓜达尔港口及
自由区运营权，开始对瓜达尔港
进行包括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在
内的全方位升级改造。

在当地语言里，“瓜达尔”意
为“风之门”。这里气候干燥炎
热，地表植被少，土壤盐渍化、
沙漠化严重。中国港控绿化负责
人王瑞磊介绍说，这片友谊林以
前是垃圾场。中方团队到瓜达尔
后，根据当地气候特点，选取具
有防风固沙功能的树种种植在友
谊林中。截至目前，已累计种植
适 合 热 带 干 旱 地 区 的 植 物 4000
余株。

在 友 谊 林 的 温 室 里 ， 芦 荟 、
仙人掌、绿萝、金边吊兰、文殊
兰等茁壮生长。在温室外，育林
员阿拉·布克什指着几棵树木向
记者介绍说，这是从中国引进的帝王蕉，同本地品种
相比，帝王蕉果实更饱满，深受巴基斯坦果农欢迎。

作为“中国大使绿色就业计划项目”的重点内容，
友谊林不仅为当地提供了美丽的景观、改善了环境，
还为当地民众带来中国的先进种植技术，带动增收。

友谊林内种有银合欢、大花田菁、巨菌草等，为
自建的养羊场提供了大量饲料。中方工作人员还教当
地农民扦插、嫁接、科学除草施肥等提高作物产量的
技术。

中国港控还会定期邀请瓜达尔大学、法曲尔小学
的学生来友谊林和温室大棚内参观，传播绿色发展
理念。

比拉尔自豪地跟记者说，身边越来越多的年轻人
在看到友谊林发挥的良好作用后，也开始在自家附近
种树。王瑞磊说，每逢春节、植树节等重要节日，瓜
达尔港项目员工都会自发前往友谊林植树。

从小就喜欢种树的比拉尔特别喜欢现在的工作。
“我想多种些花草树木，把这里变成一个大花园。”
他说。

（新华社电  记者邓凯尹、邹淑华、张敬尧）  

近日，中医药健康日活动在北京按摩医院朝阳院区
举行，来自多个国家的驻华外交官及国际友人体验了中
医按摩推拿、针灸和中医护理等，加深了对中国传统医
学的了解。

图为在中医药健康日活动上，德国友人蒂娜表演八
段锦。 新华社记者   才  扬摄  

环 球

掠 影

外国友人体验中医文化

由中国驻慕尼黑总领馆与德国因戈
尔施塔特市政府主办的第十届巴伐利亚
中国日活动 16 日在慕尼黑举行。120 余
名中德政商界人士与会，围绕中国经济
前景、双边投资以及可持续发展等主
题，深入探讨两国合作积极前景。

中国驻慕尼黑总领馆代总领事林凯
在致辞中指出，今年是中德建立全方位
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两国经贸合作硕
果累累。中国与德国巴伐利亚州 （下称
巴州） 的友谊深厚，目前，约 500 家中
国企业在巴州落户，包括西门子、奥
迪、宝马和安联在内的 600 余家巴州企
业在中国设有分支机构并投资兴业。

巴伐利亚州经济事务、地区发展和
能源部国务秘书托比亚斯·戈特哈特表
示，中国连续数年保持巴州最重要贸易
伙伴地位，2023 年中国和巴州的贸易额
达到 530 亿欧元。巴州对华出口长期在
高位保持稳定，进口在过去三年几乎翻
了一番。

戈特哈特强调，德国始终重视对外
贸易，而中国市场不可忽视。双方在汽

车、机械工程和能源等领域合作多年来
不断深化，基于信任的共同进步有助于
促进双方经济发展并应对全球挑战。他
期待两国在更多领域继续保持密切友好
合作。

中国商务部投资促进事务局副局长
于广生提到，今年上半年，德国企业对
中国投资创历史新高，2023 年中国企业
对德新增投资项目同比增长 42%。他指
出，双方企业用实际行动为两国经贸合
作投下“信任票”。中国持续推进高水
平对外开放，期待双方优势互补，加强
交流合作，共享发展机遇。

活动现场，巴州因戈尔施塔特市与
长春市宣布建立“经济战略合作伙伴”
关系。因戈尔施塔特市市长克里斯蒂
安·沙普夫介绍，作为奥迪总部所在
地，该市与中国一汽所在的长春市多年
保持紧密联系，经济和文化交流活跃，
未来将继续深化合作。

沙普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在
当前地缘政治局势紧张等背景下，中德
作为全球主要经济体和贸易大国保持合

作对世界经济稳定至关重要。他对两国
未来合作充满信心，认为在气候保护、
可持续发展、教育交流和文化互鉴等领
域有广阔合作前景。

此外，对于欧盟拟对中国电动汽车
加征关税的决定，与会人士一致认为，
中欧双方应致力于促进自由贸易，推动
共同发展。

戈特哈特指出，电动汽车加征关税
可能导致贸易冲突升级，这与自由贸易
的原则背道而驰。他表示，对于所有利
益相关方来说，避免加征关税的措施毫
无疑问才是最佳解决方案。因戈尔施塔
特市经济官员格奥尔格·罗森菲尔德告
诉记者，贸易壁垒和保护主义是错误选
择，双方应加强互信，推动开放竞争，
实现共同发展。

第十届巴伐利亚中国日活动由巴伐
利亚中国中心与中国国际投资促进中心

（德国） 共同承办。该活动也是中国驻
慕尼黑总领馆发起的“德企走进领馆，
近观中国经济”系列活动的第三场。

（新华社电  记者车云龙、刘  旸）  

“中德合作对世界经济稳定至关重要”
——中德人士看好两国合作前景

在巴基斯坦瓜达尔，一名园丁走在中巴友谊林内。
艾哈迈德·卡迈勒摄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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