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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两年，中国国内游和出境游迅猛发
展，尤其是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境旅游
市场，国人境外消费热情之高更是受到世界
的关注。相比之下，入境游显得有些低迷。
当大批中国游客揣着人民币，去拉动其他国
家的 GDP 时，来中国看风景的游客却少了。
业界因此一度担心，入境游会从此消沉吗？

提升入境游的突破口在哪里？今年以
来，厦门、成都、湖北等入境游目的地经过
不断探索，已经以逆势中获得增长的佳绩，
给出了积极的回答。

外国游客为何来中国少了

入境游曾在中国旅游发展中扮演过极其
重要的角色，并使中国旅游业
淘到了第一桶金。中国旅游研
究院院长戴斌分析说，刚开放
入境游时，海外游客对神秘的
中国充满好奇而大量涌入。从
1979 年到 1999 年，实现了 20
年的高速增长期，随后10年进
入平稳发展期。但从2009年至
今，入境游呈现停滞的状态。

近日，国家旅游局发布了
今年入境游最新数据。在 2012
年、2013 年入境游连续两年负
增长的基础上，今年 1 至 5 月，
入 境 游 人 数 同 比 又 下 跌 了
2.8%。分析出现负增长的原因，
主要包括外部环境因素和旅游
业自身发展两个方面。

戴斌指出，外部环境包括
人民币汇率调整逐渐走强，海
外游客在中国消费的价格贵
了。雾霾天气、食品安全、自然和人为灾害
等非经济因素，使得海外游客觉得在中国旅
游不放心，不愿意来。旅游业自身的原因主
要是，以前海外游客对中国的神秘感没有
了，继而对进出便利性、交通网络等旅游品
质提出了更高要求。但我国面向入境游客的
公共服务体系还不够完善，入境游的短板便
凸显出来。例如在购物方面，我国没有展开
退税、免税的服务，不能满足海外游客观光
之余的购物需求。

提升入境游的突破口

只有国内游、出境游的迅猛发展，没有

入境游的同步增长，中国就不能实现从旅游
大国向旅游强国的转变。提升入境游是实现
旅游强国的关键所在和必要条件。

提升入境游的突破口在哪里呢？戴斌建
议，第一，要探索将国家旅游形象作为国家
形象的重要载体，加强向海外的宣传，告诉
海外游客一个真实的中国。由介绍传统的资
源扩充到介绍现代的生活方式；从推展原有
的景区景点转向介绍城市旅游目的地，让海
外游客来到中国后，在游览名山大川、名胜
古迹之外，还能够在菜市场、超市、电影院
等场所真实地感受到中国老百姓的日常生活。

第二，在国家层面上建立国家旅游推广
机构，借鉴美国国家旅游局、日本观光公
社、法兰西之家等机构的操作模式，将工作

主体从政府向市场化的专业机构过渡，充分
发挥专业机构的积极主动性，寻求与国外机
构开展合作，引导国内地接社主动对接境外
组团社。

第三，推进免签、免 （退） 税、航权开
放等优惠政策。未来需要制定面向海外游客
的新签证政策，简化签证办理手续。适时推
广入境游免 （退） 税政策的试点化改革，以
此为吸引力和增长点，优化入境游的市场购
物环境和市场秩序。开辟新航线，部分放开
新航权，优化我国热点旅游城市通向主要客
源国之间的交通可达性。

第四，区域联合推广主题线路。打造区
域整体品牌，发挥长三角、珠三角、环渤

海、粤港澳、海峡两岸等区域推广的示范作
用，向海外游客重点推出长江旅游带、黄河
旅游带、古运河旅游带、丝绸之路旅游带、
青藏铁路沿线、京沪高铁、京广高铁、武陵
山区、北部湾、大香格里拉等精品旅游线
路。

地方积极探索，逆势中止跌回升

在全国入境游的一片低迷中，厦门的入
境游却呈现了逆势上扬。前 4 个月，厦门接
待入境过夜游客 59.92 万人次，同比增长
12.88%。这得益于厦门一系列有针对性的
旅游营销国际化战略。比如，面向在华国
际人士征集、汇编和传播厦门旅游印象口

碑、体验口碑，开展口碑营
销 ； 组 团 参 加 米 兰 、 莫 斯
科、迈阿密、墨尔本等国际
旅游展会；在全球征集厦门
旅游体验师，开展事件营销
等。

随着成都国际航点的全
球 撒 网 ， 以 及 72 小 时 过 境
免签政策的实施，成都入境
游 也 在 今 年 上 半 年 逆 势 增
长。一季度，接待入境旅游
者 39.8 万 人 次 ， 同 比 增 长
17.5%；实现外汇收入 1497.37
万 美 元 ， 同 比 增 长 18.9% 。
成都旅游的国际推广内容正
在从以往的城市形象、旅游
产品，向城市文化、生活方
式扩展，从而提升了成都在
国际旅游市场的影响力。

今年一季度，湖北接待
东南亚入境游人数增幅已超过 11%。“灵秀
湖北”品牌走俏东南亚旅游市场。这得益
于该省及时调整入境游市场策略。2008 年
金融危机以来，欧美远程入境市场受到冲
击，找到新的入境旅游“引爆点”，成为湖
北入境旅游新策略。楚文化特别是三国文
化，在东南亚地区有广泛认识度，宗教旅
游、山水旅游独具特色，对东南亚市场具有
很强的感召力。目前，湖北已开通至新加
坡、泰国、韩国、日本等东南亚国家的直
航航线。

以上三地入境游的大幅度逆势上扬，在
提振业界信心的同时，也提示人们：只要措
施得力，振兴入境游并非遥不可及。

青春在圣地绽放青春在圣地绽放
李卫康

俗话说，人是铁饭是钢，
一顿不吃饿得慌。位于太行山南麓与
冀南平原交界处的沙河故乡，山高人少，
泥土也少，农作物只能生长小麦、玉米、豆类、
高粱等。这些农作物当中，小麦可以磨成细粉，不论
是做馒头、烙饼还是擀面条、炸麻糖，都非常柔韧好吃，
还有着一股麦子的清香味。每年5月打了麦子磨了新面粉，

家家户户主妇都拿出最好手艺，蒸上
几锅馒头，亲戚之间相互赠送，叫对方
尝尝自家打的新麦子。

但小麦不是种下就能有好收成，精心养
护之外，还要雨水、日光的配合。要是成熟时候
下连阴雨，麦子就会烂掉，或在地里就长出新芽。
要是春天时候干旱，麦子也长不好，即使勉强把个
子拔起来，结的籽粒也要么很少要么瘪的。因此，冀南
一带的年景，与天气有着紧密联系。大抵也是此故，冀
南人特别敬畏天，认为一切都是老天爷的安排。每到节
日，家家户户蒸馒头、包子，有的人家还颇费心思，做一种
叫做“面刺猬”的面食，放在自家门头上，祈望刺猬往家驮
来金银元宝。元宵节那天，用蒸熟的黏米面，做一些圆柱形
的小粘灯，晚上点着，放在自家几案上的各尊神像前面，还有
所有的房间和院子、街门口等地方，用来驱邪消灾，为各路神
灵照亮。凡此种种，不一而足。由此可以看出冀南人对面和面
食的热爱与虔诚态度。

也难怪，粮食管着生死，看重粮食也就是看重生命。面食与
生活水平和质量密切相关。到上世纪90年代初期，随着科学昌
明和人们思想的开化，一些古老的、传承甚久的以面食供奉神灵
的习俗才逐渐消失。

早上一口馒头一口咸菜，再加小米汤，这是冀南人至今不
变的饮食习惯。中午大都是面条。面条也是白面做的。以前，家境
不太好的时候，还掺点玉米面。这些年，几乎都是白面做的吃食
了。面条多为手擀。先根据吃饭人的数量，凭经验挖几升到面盆
里，再舀点清水（忌用开水），用手和。等到把面和得既松软又凝
固，便摊开来，再用枣木擀面杖从厚到薄，从小到大擀动，直
到擀得均匀了，再像叠被子一样叠在一起，用菜刀切。面条
下到锅里，可以和茄子、土豆、白菜、西葫芦、番茄一起煮成
汤面条，也可以捞出来，另外炒菜后浇上去再吃。

不过，冀南人还有句俗话说：面条不算饭。这
话是从老辈子那里传下来的，有些调侃意味。大致是因其柔软，加汤，
没有馒头结实有形。从客观上说，面条当然不如馒头吃了顶饿。可现
在，随着面条里加的肉、鸡蛋和其他菜多，分量又足，很少有人
一边吃面条一边咬馒头了。最多，再加个麻糖。麻糖也是冀
南人喜欢吃的一种面食。只不过，麻糖里加的东西多，
还得用油炸，做起来麻烦，一般人家因为忙，或者
缺手艺，很少自己做。想吃的话，随便到
街边的小饭店里，就能买回好几
斤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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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献解困之策 地方探兴盛之道

厦门成都湖北入境游逆势上扬
本报记者 赵 珊

近日，前往广东省梅州市梅县区雁洋镇的游客发现，这里新立起的宣传牌上，都有一
个醒目的国际慢城标志“蜗牛”（见左图）。在荷兰法尔斯举行的2014年国际慢城联盟年会
上，雁洋镇成为继南京高淳桠溪之后中国第二个“国际慢城”。雁洋镇空气负离子常年保持
在每立方厘米96800个以上，拥有多个国家5A级或4A级景区，如雁南飞茶田、叶剑英纪念
园、雁鸣湖度假村，以及粤东名寺灵光寺、客家围龙屋、桥溪古村落等。作为梅州文化旅
游特色区的核心区，这里更是完整地保留着唐宋时期由客家先民从中原带来的拜月、祭

祖、婚嫁等民俗，其中客家山歌、广东汉剧、提线木偶等6项被列为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 本报记者 罗艾桦摄影报道

梅州雁洋镇成为梅州雁洋镇成为““国际慢城国际慢城”” 我们一行到达浙江丽水景宁畲族自治县大均乡的中国畲乡之窗景区
时，天空正在酝酿一场大雨。作为全国唯一的畲族自治县，也是华东地区
唯一的少数民族自治县，景宁拥有得天独厚的畲族民俗文化。畲族婚俗是
畲家风情活动中最有特色、最富情趣的民族习俗活动，当天我们便有幸观
摩了一场畲族婚嫁表演。

在畲族导游姑娘的精挑细选下，我们同行的男士分别作为新郎、亲家
舅、赤郎受邀参加婚礼。当迎亲队伍浩浩荡荡地前往新娘家时，女方家的
赤娘们早已排兵布阵设下了道道难关。刚到新娘家门口，第一道槛“杉刺
拦路”就让两位赤郎伤透了脑筋。由于畲族语言实在难懂，赤郎歌艺也实
在有限，在对歌和罚酒三杯这两个可选项中，赤郎们选择了后者，各自干
了满满三杯酒后，迎亲队伍才进到新娘家中堂。之后，迎亲队伍又经历了

“捉田螺仪式”（迎亲队伍与女方亲眷互相行礼作揖以表尊重和敬意）、喝宝
塔茶、“借锅”（男方借女方炊具办酒席）、类似老鹰捉小鸡的“抢鸡笼”、

“杀鸡洒血”和“盘歌”（对歌） 等环节的考验。
距迎亲队伍出发已超过半小时，新郎终于敲开了新娘的闺门。只见畲

族新娘头戴凤冠身着凤凰装，衣裳、裙子上绣着五彩缤纷的花边图案，金
色腰带头扎在腰后，佩于全身的银饰叮当作响，甚是美丽动人。一睹新娘
真容之后，又经历了“留风水”、“行嫁”、“拜堂成亲”等环节，婚礼才算
完成。礼成，瞬间暴雨倾盆，整个世界变得清爽利落。远处的青山轮廓秀
丽，勾勒出景宁清纯秀美的风光。

随着时代的变迁，在景宁只有山区深处的部分畲族家庭仍依传统婚俗举
行婚仪，畲族婚俗成为一种行将失传的“绝唱”。2007年，畲族婚俗被列入浙江
省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重点保护。目前，畲族婚嫁表演已列为中国畲
乡之窗景区特色旅游项目，游客们可以在参与中感受、了解畲族传统。

观赏畲族婚嫁表演观赏畲族婚嫁表演
尹尹 妍妍文文//图图

在 《舌尖 2·秘境》 中介绍了一种逆流产卵、肉质鲜美的碱
水鱼：瓦氏雅罗鱼，俗称华子鱼。荧屏上盛大的冬捕画面和诱
人的华子鱼佳肴让人看后念念不忘、垂涎欲滴。日前，笔者追
随着美味，来到了华子鱼的故乡——达里湖。

达里湖位于内蒙古克什克腾旗西部，汉语译为“大海一样的
湖”，总面积240平方公里，是内蒙古第二大内陆湖。达里湖与国家
自然保护区紧密相连，集湖泊、湿地、草原、沙地等多样化的生态系

统为一体，自然景观十分丰富。达里湖为火山喷发形成的高原堰塞
湖，由于常年补给量小于蒸发量，湖水的碱性越来越大，现在PH值已

经达到9.7，极其不适合鱼类生存，但是华子鱼却坚强地存活了下来，而
达里湖也是世界上唯一产鱼的盐碱湖。这不禁使我想起泰戈尔的那首

《鱼和水的爱恋》——“……鱼对水说：如果没有鱼，那水里还会剩下什
么？水对鱼说：如果没有你，那又怎么会有我？”

当地华子鱼特色吃法是干炸，当餐厅服务员端上满满一盘干炸华子鱼
时，那诱人的香味险些让我的口水流出来。我迫不及待拿起一条鱼大快朵颐，鱼

肉紧密有韧性，外焦里嫩，鲜美无比，绝不是一般淡水鱼可以比拟的。如此美味，
怪不得连康熙皇帝吃后都评价“吃了这里的鱼，朕便不想天下的鱼了”。

沿着木栈道走到湖边，接我们的快艇已停在眼前。伴随着马达声，我们如离弦
之箭飞入达里湖的怀抱。清风拂面，湖水为伴，乘着快艇与达里湖进行亲密接触，偶

尔有湖水溅到脸上，凉爽滑腻，让我们在速度与刺激之余体验到了湖的宽广。几只水鸟
从湖面掠过，更为达里湖增添生机。达里湖是我国北方重要的候鸟迁徙通道，每年春秋季

大量迁徙候鸟在此驻留，各种鸟儿比翼齐飞，百鸟争鸣，热闹非凡，使这里成为“百鸟乐
园”。

如今，人们来到革命圣地西柏坡，都会随着一群“80后”的讲解员娓娓动听的
介绍，感受这里曾经有过的峥嵘岁月。刘晓晓便是这群讲解员中的一员。

“我们在西柏坡遇上了一位优秀的讲解员。这位年轻漂亮的小姑娘顶着炎炎的烈
日，热情地为我们讲解，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富有激情与感染力的讲解员。她的讲解
把我们带回到当年的革命环境中，向我们传递了西柏坡精神，使我们受到了深刻的
革命教育。”这是刘晓晓刚到西柏坡工作的第二年，北京总参医院的一位老同志在
表扬信中称赞她的一段话。正是这封信，使她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人生发展方向。

她始终不变的梦想，就是成为一名优秀的讲解员，为成千上万名走进西柏坡的
观众讲述那段辉煌的历史。为此，她努力学习西柏坡历史，苦练讲解基本功，并
将快板、民谣等艺术形式融入讲解之中。每当讲述当年人民群众支援前线的感人
故事时，她总会为观众唱一首《支前民谣》，虽然这首民谣刘晓晓已经唱过几千
遍，每再唱一次，她都饱含深情，那熟悉的词曲仍然感动着在场的每一位观
众：“最后的一碗饭送去做军粮，最后的一尺布送去做军装，最后的老棉被盖在
担架上，最后的亲骨肉含泪送上战场。”

刘晓晓来到西柏坡已经整整10年了，这10年里她几乎没有休过双休日、
节假日。每逢佳节，亲人团聚时，恰恰是她在西柏坡最忙碌的日子。为了工
作，晓晓在结婚后 7 年里一直没有要孩子。2013 年终于有了自己的宝宝，
这年春节，妈妈盼着她能带着孩子回老家过年。当晓晓怀着急切的心情马
上就要上火车时，单位打来电话：“别走了，有讲解任务，回来吧”。手
握着火车票的晓晓，看看怀里的孩子，看着火车缓缓驶去。这一刻，
她又选择了留下。

有人曾经问她：“姑娘，你这么年轻，是什么力量让你在远离
繁华都市的大山里坚守了 10年？”晓晓用自己对工作的挚爱，作

出了最好的回答。岁月如歌，她的青春梦想将继续在圣地绽放！

旅途中的感动⑤

刘晓晓在西柏坡纪念馆为游客做讲解。
西柏坡纪念馆供图

畲族婚嫁表演现场畲族婚嫁表演现场

探访华子鱼故乡达里湖探访华子鱼故乡达里湖探访华子鱼故乡达里湖
郭 翔

外国游客在成都体验磨豆浆外国游客在成都体验磨豆浆 （（来自华西都市报来自华西都市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