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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旅游+”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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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旅游业目前发展势头强劲，
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日益提高，中
国正走进“旅游+”时代。

“旅游+”，是指充分发挥旅游业
的拉动力、整合力和提升力，为相关
行业和领域发展提供旅游平台、插上
旅游翅膀，催生新业态，提升相关行
业和领域的发展水平与综合价值。在
此过程中，旅游业自身也将极大拓展
发展空间，实现提质增效升级，有利
于促进中国由旅游大国迈向旅游强
国。

“旅游+”——开启旅游
强国大门的钥匙

长期以来，关于旅游的认识还停
留在简单的消费层面，把旅游看成是
孤立的行业。实际上，旅游对国民经
济的贡献不仅仅是消费，而是覆盖消
费、投资、出口三大领域；旅游是增
强国民幸福感、提升国民健康水平、
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产业，也是具有
优化区域布局、统筹城乡发展、促进
新型城镇化功能的新经济增长点。

“旅游+”是开启旅游强国大门
的钥匙。同“互联网+”一样，“旅
游+”具有“搭建平台、提升价值、
促进共享、提高效率”的功能。

互联网以其无处不在的技术力
量，全面深刻地改变世界；旅游则以
其强劲的市场力量、美好生活追求动
力及人文交流优势，通过“旅游+”
给世界带来深刻影响。

“旅游+”有四个鲜明特征：首
先，“旅游+”由需求拉动、市场推
动，为所“+”各方搭建巨大的供需
对接平台。其次，“旅游+”创造价
值 、 放 大 价 值 ， 不 是 简 单 机 械 的

“1+1=2”，而是有机融合、化学反
应，产生“1+1>2”的效果。第三，
旅游是人本经济，“旅游+”的核心
是人的发展，是可以广泛参与、广泛
受益、广泛分享的过程，能够激发全
社会的创造活力。第四，旅游业无边
界，“旅游+”具有天然的开放性、
动态性，其对象、内容、方式多种多
样且不断拓展丰富。经济社会越发展
进步，“旅游+”就越丰富多彩。

“旅游+重点行业”——
打造新的生活方式

“旅游+重点行业”，包括乡村旅
游、农牧旅游、商务旅游、研学旅
游、养老旅游、健康旅游、休闲度
假、文化旅游等，是旅游投资、旅游
消费的新热点、新亮点，是旅游转型
升级的新动力、提高旅游品质的新载
体，同时也将打造新的生活方式，提
高人们的幸福指数。以下列举几例。

旅游+研学，寓学于游。研学旅
游寓学于游、寓学于乐，正在成为青
少年假期生活的重要内容。适应这一
发展趋势，国家旅游局开展中国研学
旅游目的地和研学旅游示范基地建
设，组织成立内地游学联盟，会同有
关部门规范和引导中小学生赴境外研
学旅游，努力推动研学旅游丰富内
容、提高层次。

旅游+交通，开辟旅游空间。高
铁的开通、汽车保有量的增加、航空
条件的改善，进一步拓展了旅游空
间。目前，中国游客选择自驾游出行
的比例已超过70%，庞大的自驾游规
模和日益兴起的房车旅游对营地建设
产生了巨大需求。适应这一需求，国
家旅游局高度重视编制全国自驾车房
车营地建设规划和建设标准，促进自
驾车房车营地建设，协调出台配套政

策；支持民族地区和丝路沿线、长江经
济带建设一批自驾车房车营地；开发
高铁旅游、旅游专列和“东方快车”“新
中欧”等铁路旅游产品。积极发展低空
旅游，培育低空旅游目的地和产业链。

旅游+度假，不以游遍景点为目
的休闲度假游成为新时尚。为适应这
一旅游方式的新变化，国家旅游局开
展了国家旅游度假区创建工作和中国
国际特色旅游目的地创建工作。

旅游+新型养老，提高老年生活
品质。国家旅游局将会同有关部门研
究制定实施全国老年旅游发展纲要，
规范老年旅游服务，鼓励开发多层
次、多样化老年旅游产品；加大对乡
村旅游中养老旅游项目的支持；推动
保险机构开发更多适合老年旅游需要
的商业保险产品，进一步维护好老年
人旅游合法权益。

旅游+健康养生，推动中医药文化
走向世界。目前，中医药健康旅游方兴
未艾，对境外游客有很大吸引力。国家
旅游局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密切合作，
共同开展中医药健康旅游试点城市和
中医药健康旅游示范产品建设，推动中
医药健康旅游国际交流合作，让中医药
文化通过旅游走向世界。

旅游+购物，推动旅游商品特色
化发展。旅游商品一直是中国旅游要
素中的短板。目前旅游消费构成中，
旅游购物只占24%左右，远低于旅游

发达国家 40%—70%的比重。为推进
中国旅游商品特色化发展，国家旅游
局今年举办了中国国际旅游商品博览
会、中国旅游商品大奖赛等，组织实
施中国旅游商品品牌提升工程，加大
对旅游商品研发、创意的支持力度。

“旅游+重点领域”——
更好服务发展大局

“旅游+”代表着一种新的先进
生产力。“旅游+”与美丽乡村建
设、创新创业、民间交流等重点领域
结合，将在精准扶贫、促进创新创
业、民间外交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旅游+美丽乡村建设，开展旅游
精准扶贫。中国乡村旅游资源丰富，乡
村旅游扶贫是农村扶贫开发的主渠道
之一。旅游扶贫有利于打破贫困地区
的封闭状态，有利于更新观念、提高人
口素质，促进实现物质和精神双脱贫。

旅游+创新创业，促进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近年来，随着乡村旅游快
速发展，大批返乡农民工通过参与乡
村旅游经营实现了创业致富；越来越
多的大学毕业生和文化、艺术、科技等
专业人员落户乡村，将自身的专业优
势与乡村的资源优势、旅游的市场优
势结合起来，形成了一批乡村旅游创
客基地。国家旅游局今年推出首批
20家全国乡村旅游创客示范基地。

旅游+民间交流，旅游外交显现
活力。“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
于心相通。”旅游作为推动民间交往、
促进民众感情交流的重要载体，在国
家外交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中国现在每年近 2.5亿人次的出入境
旅游市场，已成为发出中国声音、讲好
中国故事、加强与世界联系的重要平
台和对外交往合作的重要抓手。旅游
行业要在国家对外开放新格局中主动
作为、主动发声，服务国家整体外交，
服务旅游产业发展，服务游客消费需
求，努力开创旅游对外开放的新局面。

（作者为国家旅游局局长）

中国中国走进走进““旅游旅游++””
李金早

开栏的话

中国旅游业目前发展势头强劲，对国民经济的贡献已覆盖消费、投资、出口三大领域，中国正走进“旅游+”时代。
“旅游+”是新的生产力，不仅能够更好发挥旅游业的拉动力、整合力和提升力，为相关行业和领域发展提供旅游平台、插上旅游

翅膀，催生新业态，提升相关行业和领域的发展水平与综合价值；而且可以拓展旅游业发展的视野和空间，提高旅游业发展的品质和
效益。什么是“旅游+”？怎样用好“旅游+”？“旅游+”会给旅游业乃至经济社会生活带来什么？针对这些问题，我们开设 《走进

“旅游+”》栏目，探析报道中国旅游业的最新走向和探索实践，敬请读者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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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慈行天下·和乐人间”为主题的第八届中国
（奉化）雪窦山弥勒文化节暨雪窦寺恢复开放30周年
感恩庆典日前举行。

今年是雪窦寺恢复建设30周年感恩年，也是奉化
第八次举办弥勒文化节。多年来，弥勒文化节深入挖掘
布袋弥勒的优秀传统文化内涵，吸引群众广泛参与，倡
导社会慈爱礼待、和谐相处，展示奉化区域文化特色。文
化节先后获得“中国十大品牌节庆”、“改革开放30周年
中国最具影响力的节庆活动”等荣誉称号。“布袋和尚传
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去年，弥勒文化
还首次作为“国字号”文化出访尼泊尔。

本届弥勒文化节推出了开幕盛典、雪窦山新地
标发展论坛、五大佛教名山系列丛书雪窦山卷 《世
界因你而欢喜》首发式等系列活动。

宁波市市长卢子跃代表市政府致辞：慈行天下，
和乐人间是广大群众的共同心愿。奉化多年来通过
对弥勒文化的挖掘、交流和传播，有力促进了佛教名
山建设，提升弥勒文化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为经济发
展和社会和谐传播更多正能量。千年古刹，名僧辈
出，卢子跃希望雪窦山秉持优良传统，全面助推名山
建设。奉化要充分挖掘区域资源和文化优势，把弥勒
文化与旅游、休闲、养生等产业结合起来，将弥勒品牌
做得更响更好。

开幕式上，奉化被国台办授予“海峡两岸交流
基地”、并被中国民协授予“中国弥勒文化之乡”称
号。雪窦山“太虚大讲堂”正式揭牌。

随后，以雪窦山的千年发展史为主线的大型实
景剧“燃灯续焰”徐徐展开，利用现场4D灯光和全
息投影灯高科技手段，将千年雪窦山的历史和绚丽
多彩的声光电技术结合，为观众奉上一台穿越古今
的视听盛宴。上海戏剧学院播音主持系主任宋怀强
饰演太虚大师。最后，由海内外大德高僧共同主持
的“慈心筑梦”传灯仪式，将庆典带入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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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庐山的个性里，大海是其根基和

血脉，环江抱湖是其博大的襟怀。诞生
于大海的巍巍匡庐，东偎浩浩鄱阳湖，
北枕滔滔长江。水，是庐山之母。

司马迁《史记》云：“余南登庐山，现
禹疏九江。”自此“庐山”二字便有了家
谱。

水运一直是古代主要的交通方式，
庐山下的九江成为各路商品的集散地。
浮梁的茶叶、樟树的药材、景德镇的瓷
器，都从九江吞吐转运，上溯祁、婺，下抵
昌、浔，进而接连长江，抵达外洋。

水汪汪的九江由此与妈祖娘娘广
结善缘。据清代《德化县志》记载：“天
妃庙俗称娘娘庙，在大姑塘又城北江
浒，旧有庙宇，乾隆年间遂建为天后
宫。”《九江府志》载：“天妃庙在城北，临
于江浒，宣德间，九江卫建。”在九江甘
棠湖畔、长江中心的小孤山、鄱阳湖中
间的鞋山上都建有天妃宫、娘娘庙，妈
祖信仰早已在这方水土之上落下根脉。

在众多天妃庙中，庐山天后宫有着
皇帝御建的血统。庐山天后宫雄踞在
云雾缭绕的庐山马尾水天花井山。庐
山天后宫的渊源，可追溯到元代至正二
十六年（1366年）。传说，朱元璋鄱湖大

战陈友谅，兵败溃退至马尾水，正当危
机关头，妈祖显灵于天花井山试剑石，
使朱元璋脱离大难，终成帝业。朱元璋
为感谢妈祖，于洪武五年，封妈祖为“昭
孝纯正孚济感应圣妃”，敕令德化县在
庐山马尾水天花井山旁壶山建天妃
庙。据《九江·儒林乡志》载：“天妃庙在
壶山西南麓，明建。清朝雍正己巳年，
乾隆戍子年，嘉庆戍寅年，道光戊戍年，
咸丰戍午年，先后五次重修。明时称天
妃宫，清代更名为天后宫。”

天后宫沉寂多年后，1999 年 9 月，
庐山马尾水景区的当家人曹俊平遇见
了来庐山开会的中国老龄委副主任曲
琪玉。曲琪玉应邀游览了马尾水，观看
了明代天后宫的山川形胜，提议：重建
庐山天后宫。随后，湄洲妈祖祖庙董事
长林金榜带领秘书长周金炎一行来庐
山考察选址。自此，重建庐山天后宫开

始进入紧锣密鼓的日程。
在天花井山平定地基时，挖出了许

多砖头瓦片，周遭野花一片，蜜蜂成群
结队在此徘徊，仿佛前来参与庐山天后
宫的开基典礼。公元 2002 年，庐山妈
祖庙落成。新建妈祖殿重檐巍峨，吞吐
烟霞。北望长江，风云开阖。登台远
眺，望天低吴楚，游目大山横。匡山嶂
列，九水环流，中有太古之心。

2012年10月22日，庐山天后宫在福
建湄洲岛举行了隆重的分灵仪式，当妈
祖圣灵踏上庐山时，一束阳光喷薄而出，
刹那间，云破天开，一轮红日悬挂在头
顶，下面是蜿蜒起伏的山岚和郁郁葱葱
的林海。凝目望去，天地间有一团喜悦，
一腔温柔，一片勃勃生机。世界道教协
会秘书长陈再发、中华妈祖文化交流协
会常务副会长林国良、天津天后宫宫主
蔡长奎、台湾北港朝天宫副董事长蔡辅

雄、妈祖书画院院长林德富等名流大家
络绎前来庐山天后宫朝拜妈祖。

天后宫伫立在庐山北坡马尾水大
峡谷中的天花井山，周围是郁郁葱葱
的原始森林，一条弯曲陡峭的山道盘
桓而上，至山顶，顿然云蒸霞蔚，曙光
一线，天心月圆。传说山顶也是黎山

老母的道场，太古之时，天地混沌，盘古
未分天地之初，庐山还是一片汪洋，黎
山老母举神鞭，挥动九十九道鞭影，将
庐山九十九座山峰赶到现在位置，才有
了这峥嵘的面目。

自然，得天独厚；人文，源远流长。
刚柔相济的庐山纳名江、名湖、名山为
一体，险峻而秀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世界遗产委员会的评价是“庐山的历史
遗迹以其独特的方式，融汇在具有突出
价值的自然美之中，形成了具有极高的
美学价值、与中华民族精神与文化生活
紧密相联的文化景观！”同样，妈祖信
俗，作为中国首个信俗类世界非物质文
化遗产，已经成为海内外华人真正意义
上的第一大信仰。庐山天后宫融世界
名山与妈祖信俗于一体，双世界文化遗
产珠联璧合，相得益彰。云山苍苍，江
水泱泱，人文圣地，山高水长。

庐山妈祖起苍茫
梅曙平

方城老姐妹的“虎头生活”
武建华 陈学峰 文/图

方城老姐妹的方城老姐妹的““虎头生活虎头生活””
武建华 陈学峰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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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窦山弥勒文化节夜景雪窦山弥勒文化节夜景

在古诗词中，看
山看水思乡愁，一花
一草系乡愁，一鸟一
虫诉乡愁，皆是情之
所在：“白发三千丈，
缘愁似个长”，物我两
忘，物我相融。而对亲人、爱人、友人乃至家国的热
爱，魂牵梦绕，或壮怀激烈，或晓风残月，直抒胸臆，
使美丽旖旎的乡愁，更沁人心田，动人心弦。

一脉乡愁系亲朋，一枝一叶总关情。
悠悠乡愁系于遥远故乡的至爱亲朋，深深思

念缘于挚爱的父母妻儿。思亲是乡愁的根，滋生
出茂盛葱茏的情感枝叶，使咏叹乡愁的诗句，由
于增加了人的因素，一枝一叶，一事一物都充满
了浓浓的亲情、爱情和友情，使得对乡愁的咏叹
更直接，更动人，更永恒。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
恐迟迟归。”老母亲对行将远行的儿子的牵挂，一
针一线缝在儿子的衣衫上。密密缝，是母亲殷殷
不舍；恐迟归，是母亲盼儿归来的一腔期待。诗句
平白，因情真意切成为千古绝唱。

“茅檐低小，溪上青青草。醉里吴音相媚好，白
发谁家翁媪。大儿锄豆溪东，中儿正织鸡笼。最喜小
儿无赖，溪头卧剥莲蓬。”辛弃疾用白描手法，勾勒
出一幅充满热爱之情的乡村生活图画。茅檐、小溪、
青草因为有了翁媪、大儿、中儿、小儿而变得亲情脉
脉，温馨恬美；一家五口也因为置于茅檐下，小溪
边，青草地，其乐融融。亲情，融入乡愁惹人醉。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
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断肠处，明月夜，短松
冈。”家乡明月，照着故居老屋的小木窗，思乡梦
里，走出亡妻的倩影。“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
纵使无声，却道出痛彻肺腑的思念。爱情，融入乡愁更加动人。

中华大地重情重义。友情融入乡愁就成为一杯醇厚的美酒。“桃花
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春日里，李白行将离别，忽闻好友送行
的歌声，牵住了李白前行的脚步。猛然发现，奔流的桃花水纵有千尺之
深，也不及朋友依依送别的深情。托物言志，以水喻情，友情化作缕缕
乡愁，绵远悠长。再看“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道尽离别
的惆怅，“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一语道破心心相印的深情厚谊。
托乡愁而言友情，将友情浸入乡情，情淳诗美。

在古诗词中，亲情、爱情、友情就这样伴随着乡愁融入我们的民族
情怀。读古诗词的最高境界，就是家国情怀，悠悠乡愁升华为爱国豪
情。“平生塞北江南，归来华发苍颜。布被秋宵梦觉，眼前万里江山。”辛
弃疾两度北抵燕山抗击胡虏，足迹遍及塞北江南。老来归乡，秋夜一觉
醒来，眼前却是祖国的万里河山。爱家、爱乡、爱国从来是
一脉相承。因此，岳飞凭栏处眺望故乡家国，才会壮怀
激烈，才会发出“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的呼唤；才会
陡升“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
收拾旧山河，朝天阙”的万丈豪情。怀揣爱国之
情，也才会使苏轼聊发少年之狂，“会挽雕弓如满
月，西北望，射天狼”。

除了豪迈，国恨家仇还使悠悠乡愁化作无数
婉转低回的诗句叩击我们的心灵。“国破山河在，
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花溅泪、
鸟惊心，这种诗歌移情手法的运用，将诗人的悲
愤之情抒发得更淋漓尽致。

就这样，乡愁凸显爱国之情，在古诗词中留下了
千古不朽的名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
青”；留下英雄情愫：“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
还”。这样足以激荡人爱国情怀的诗词连同让人不能
忘却的乡愁，留在中华儿女的心间。

孔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这
样的育人理想在我们倡导的古诗词的学习吟咏中
会取得成效。古诗词，诗中有画，诗中有情，诗
中有理，走进古诗词那美丽的乡愁，我们的身
心也将美丽起来。

坐高铁到河南洛阳，向南驱车 30分钟
左右，就到了汝州温泉镇世界妇女经济文
化交流中心。

该项目实施单位汝州博易观光医疗主
题园区开发有限公司法人孙全英领我们参
观了正在兴建的新生命医学楼、安养老年
公寓、温泉区等等。

孙全英介绍说，此项目始建于 2009
年，初建时定位于观光医疗、温泉疗养、
温泉酒店服务、旅游地产。因为汝州温泉
镇早在 4000 多年前就有温泉自然溢出，史
称汉唐皇家温泉，武则天3次幸临温泉，历
史上有据可考的 10 位皇帝 3 位妃子都来此
泡过温泉。

现在，世界妇女经济文化交流中心第
一期已建好的楼房和设施，将打造成为世
界女性创业技能交流培训中心、女性创业
研发中心、女性发展论坛暨女性文化艺术
交流中心、低碳节能环保中心和购物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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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时节，在河南方城县潘河桥街头，经常
能够看到两位老奶奶在制作“虎头鞋”、“虎头
靴”，身前摆放着她们制作好的“虎头作品”，吸
引着不少赶集人前来观看和购买。这两位年近八
旬的老奶奶一针一线地绣制着孩子们爱穿的“虎
头鞋”、“虎头靴”，幸福的笑容绽放在秋日的阳
光下。她们的好手艺招引着不少人观看。

方城县能够制作“虎头鞋”、“虎头靴”这种
传统手艺的农村妇女仍有5000余人，其中做出的

“虎头鞋”、“虎头靴”能在市场上销售的农村妇
女有300余人。

“虎头鞋”是童鞋的一种，因鞋头呈虎头模样，
故称“虎头鞋”，它是民间传统手工艺民俗产品。精
品“虎头鞋”做工复杂，仅虎头上就需用刺绣、拨
花、打籽等多种针法。除此之外，还需要有艺术想
象力。有时在缝制虎头鞋时，就用毛皮将虎耳、虎
眼、鞋口等部位镶边，不仅增强了装饰性，而且还
拥有了质感，再绣上一个大大的虎头“王”字，虎威
尽收眼底。看似平常的虎头鞋已经过了几千年孕
育和传承，被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养分和新鲜血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