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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旅游研究院 8 月 22 日发布的 《中国区
域旅游发展年度报告 2015-2016》 指出：当
前，在“一带一路”、区域一体化等国家战略的
指导下，在“旅游+”、“全域旅游”等战略的
推动下，中国的区域旅游的理念和内涵均有所
丰富，区域旅游业和区域经济表现出相似的态
势，总体呈现区域均衡化发展趋势。

“四大板块”协调发展

《报告》显示：中国国内旅游流主要是长三
角、珠三角、环渤海、成渝地区、中部六省及
东北这些区域间的双向旅游流，其中，环渤海
与珠三角、珠三角和长三角之间的双向游客流
量最大，上海与江苏、上海与浙江、北京与河
北、北京与天津这四条省际间的旅游流流量最
大。

目前，中国区域旅游呈现东部引领，中、
西部发展迅速，东北发展势头强劲的趋势。报
告指出，要依照不同区域的发展特征合理、适
时、有步骤地推进区域旅游发展，打造特色
化、活力化、多极化、全域性的区域旅游发展
格局。

东部地区应充分发挥带动作用，注重旅游
企业转型升级和旅游新业态的发展，引进和开
发新兴的旅游形式，因地制宜地进行试点建
设，形成以东部主要城市为核心的区域性旅游
交通网络，向中西部地区辐射。

中部地区有效地串联了东西部的区域旅游
市场，历年增长最为迅速，潜力巨大。未来应
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开拓旅游市场，横向上形
成串联区内外的大旅游发展片区，实现经济带
上的产业链纵向深化。

西部地区应以生态保护为前提，以资源优
势为特色，进一步加大投资力度，承接中东部
资源与产业转移，着力打造旅游发展示范基地。

东北地区应推动旅游品牌的打造与旅游产
品的开发，鼓励旅游市场主体创新，寻求多元
化的发展模式与区域旅游承接模式，减少季节
性旅游带来的影响。

国家战略提供新动力

报告分析，“一带一路”国家战略、京津冀
协同发展战略以及长江经济带战略为区域旅游
发展提供了新动力，区域旅游合作与一体化、
跨区域旅游合作的发展将日趋完善。

跨国的大区域旅游线路和发展格局日渐形
成，中国与周边国家旅游的发展和互动进一步
加强。目前，中国与丝路沿线国家双向交流已
超过2500万人次。报告建议，伴随着“一带一
路”战略的推进，可开展中巴经济走廊、孟中
印缅经济走廊、中俄蒙经济走廊、新欧亚大陆
桥等区域间的旅游合作，最终实现“一带一
路”旅游一体化。

在“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以及长江

经济带等国家战略的带动下，长江沿线旅游
带、中国古老长城旅游带、陇海兰新旅游协作
区和京杭大运河旅游带、青藏铁路旅游带等“三
横两纵”区域旅游格局将进一步优化，区域内多
层次、多渠道、全方位的旅游合作交流机制以及
互联互通的旅游交通、信息和服务网络将不断
完善，区域客源互送将得到进一步加强。

“旅游+”催生创新

在区域旅游发展中，“旅游+”催生了新的
经济形态，拓展了创新空间。报告指出，乡
村、农牧、工业、商务、研学、医疗、养老、
健康、文化、红色、海洋、林业、水利等旅游
和休闲度假产业集群，是“旅游+”的重点领
域，为区域旅游发展注入新活力。

此外，旅游业和互联网的深度融合促进了
旅游发展方式的转变。互联网作为游前、游中
和游后的方案提供者，关于景点、景区、住
宿、餐饮、购物等搜索内容，影响着区域旅游
的流动性选择。

报告建议，区域旅游的创新发展，也要以
互联网为平台和发展路径，推动旅游传统企业
和互联网的互相渗透和融合，形成开放共享的
旅游产业运营模式，支持在线旅游创业创新，
推动“旅游+互联网”投融资创新，形成平台
化、垂直化、细分化的旅游发展体系，拓宽区
域旅游产业发展链条。

国家战略带旺区域旅游
本报记者 赵 珊

马来西亚华裔魏勇
明讲着一口流利的中
文，像中国南方口音。

“第一次和勇明对话是
在班里的微信群，大家
都惊讶于他还会说成
语。”勇明的中国同学
说，“现在班里没有人
把他当做外国人，我们
的 交 流 没 有 任 何 障
碍。”来自马来西亚槟
城的勇明，已经在北京
求学两年了。

马来西亚的官方语
言是马来语，中文只在华人圈里通用。在家里，勇明和
外祖父用福建方言交流，和母亲、妹妹则用普通话和英
语沟通。勇明告诉我们，马来西亚华裔子弟因为家族的
关系，一般都至少懂得一种地方语言，比如海南话、潮汕
话、粤语、福建话等。

“马来西亚是东南亚唯一拥有完整的从小学到大学
的华文教育体系的国家。”勇明说，“这是我们上几辈
的马来西亚华人斗士们努力争取、奋斗的成果。”

勇明对中国的第一印象是“地大物博”。他惊讶于
中国庞大的国土面积、丰富的地形地貌和辉煌的人文
历史。“那些遗留下来的古建筑和古迹让人不得不感叹
于先人的智慧。”勇明说。

“中国的旅游景点非常多，从古迹到自然风光，再
到城市，每个地方都不尽相同，交通也比较便利。”勇
明已游览过上海、西安、哈尔滨、漠河和天津等地。
其中，东北的冰雪之行让他记忆最为深刻。“我第一次
走在冰冻的松花江和黑龙江上，放眼望去都是皑皑白
雪，让人特别兴奋。到了漠河，我看见人们在自家门
口堆起了木柴，烟囱上飘着袅袅炊烟，还有家家户户
都有的东北火坑，就觉得好特别。”勇明的家乡槟城地
处热带雨林气候区，平均温度在26℃-30℃，一年之中
温差变化极小，所以他对中国北方的冬景十分好奇，

“更有趣的是，那时候北极村是零下40摄氏度，人们所
呼出来的热气眨眼间就在眉毛、口罩、头发上结成了
霜，像个白发苍苍的老人，特别有趣。”

勇明在北极村结识了几位中国朋友。他说：“那些
与我一起看日出、吃北方菜，还给我讲解中国历史的
中国青年，每个人都非常有见识，对自己国家和世界历史了解很多，并且都
有自己的想法。可以感受到，他们非常爱国，希望自己的国家能更好。这一
点与我一样。”

马来西亚三面环海，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因此渔业、农业、采矿业和商业是马
来西亚经济的重要来源。马来西亚另一个主要收入来源是旅游业。勇明自豪地
说：“马来西亚的美食、自然风光和世界文化遗产吸引了很多游客。”

勇明的同学评价他是“中国通”：“勇明中文说得好，也熟悉中国的节日
和俗语。”勇明喜欢中国古代关于节日的故事，比如嫦娥奔月、屈原投江、年
兽的故事等。

勇明用中国网络流行词汇描述自己：“我必须承认自己是个‘吃货’，愿
意尝试各种各样的食物。烧烤一直是我的最爱。羊肉串、鸡翅、金针菇……”
他还关注到了食物中的香料，“在中国吃烧烤让我第一次知道了孜然这种香
料。它的香味非常浓烈，但又和我以前接触过的香料不一样。孜然和烧烤很
搭，但又不会太抢戏，加上啤酒则非常棒。”除了烧烤，他对港式早茶、东北
杀猪菜、新疆大盘鸡等也赞不绝口。

下一个假期，勇明想去内蒙古和西藏。他对世界三大草原之一——呼伦贝
尔大草原很感兴趣。他说：“内蒙古还有松涛激荡的大兴安岭，大山里孕育了各
种野生物种，河流和湖泊星罗棋布。”同时，他对西藏情有独钟，“不仅因为我是
一个佛教徒，更因为那里有神秘而美丽的高原景色和浓厚的藏族文化。远处的
雪山、近处的牦牛野猪、神圣的布达拉宫等，都让我非常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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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感知美丽中国④

980多年前，这里曾为河北赵州
文庙。风雨千载后，文庙的原建筑早
已荡然无存，惟 《大观圣作之碑》，
像一位饱经沧桑的历史老人，向寻访
者讲述着一段段尘封的往事。

《大观圣作之碑》是宋徽宗大观二
年（1108 年）立于宫学、太学、辟雍和
各郡县的圣旨碑。大观元年（1107
年）三月，宋徽宗下诏建立“八行取士
科”，同年九月二十八日，资政殿学士
兼侍读臣郑居中“奏乞以御笔八行诏
旨摹刻于石，立于宫学，次及太学辟雍
天下郡邑。”获准后敕令于大观二年

（1108 年）八月二十九日由礼部尚书
兼侍讲郑久中以所赐御笔刻石。碑文
由书学博士李时雍仿徽宗瘦金体书
丹。圣旨碑当时在全国共立多少通已
不得而知。现存世的仅有 6 通，除赵
县这通外，分别在河南新乡市红旗区
人民法院、泰安岱庙碑林、陕西兴平县
文庙、河北平乡文庙和西安碑林中。

沿城内石塔路东行，我来到赵县
文庙遗址。碑刻坐落在一个长方形的
保护池内，池四周雕制有围石护栏，
尽管碑刻的南侧是一栋大楼，但仍可
以感觉到碑体的高大。据了解，这通
碑的形制与规模为国内首属，2001

年被国务院列为第五批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早在1996年，国家拨款修补了
碑楼顶，并清理了碑基积土，砌筑了保
护池和地下排水设施，使碑刻得到了
有效保护。

我看到的这通碑，通高 5.6米，宽
1.57 米，厚 0.55 米。龟趺座，双龙碑
额。碑文四周阴文浅刻二方连续卷龙
缠枝牡丹图案纹饰，刻功精细，刀法娴
熟。碑文阴刻正文20行，说明3行，落
款4行，满行71字，共1267字，现已残
缺 62 字。碑额“大观圣作之碑”6 字
为蔡京所题。

《大观圣作之碑》 为建立“八行
取士科”而立，这在中国的教育史和
科举史上，都是很有价值的文献。

“八行”是指“士有善父母为孝，善
兄弟为悌，善内亲为睦，善外亲为
姻，信于朋友为任，仁于外州里为
恤，知君臣之义为忠，达义利之分为
和”。具备“八行”者，由下而上层
层推荐，可入太学，享受免试，直到
被任命为官吏。

千年古碑存留于世，是我们的幸
运。它既是记载中国教育史与科举史
的一页“史记”，又是人们闲暇观赏
和凭吊历史的好去处。

河北赵县《大观圣作之碑》
赵志勇

三江之源，高山峡谷暗藏神秘之美；高原天
堂，五彩经幡寓意美好愿景；康巴风情，热巴卓伊
尽展奔放热情……这就是玉树，一个曾因地震让
举国心牵之地，而如今以其独特的藏文化、绝美
的秘境风光吸引各地游客纷至沓来。8 月的玉
树草原亦是牧草茂盛，笔者跟随 2016“美丽中国
行”团队，开启了圣洁玉树之旅。

玉树名片

当飞机缓缓降落在玉树巴塘机场，几乎没
有人不被眼前所见之景所震撼：天空怎么可以
如此之蓝，山峰之颠的白云彷佛触手可及！

这就是玉树递给游客的第一张名片，尤其
是对于长期生活在充斥着各种汽车尾气中的城
市人来说，此般养眼的风光和纯净的呼吸体验
着实难得。不需要华丽文字的粉饰宣传，玉树
就这样打动了游客的心。

从玉树沿着澜沧江支流顺流而下，我们驱车
行驶在蜿蜒曲折的盘山公路上，四周青山环绕，云
朵遮住太阳，在群山间形成错落有致的明暗对比，
再加上蓝天的陪衬，构成一幅幅绝妙的风景画。碧
绿的河水在阳光照耀下波光闪闪，犹如一条玉带在
山谷中舒展开来，河边时有牦牛戏水，相映成趣。

数小时后，我们抵达有着“玉树小江南”
之称的囊谦县，早已等待多时的藏族同胞们热
情相迎，献上洁白的哈达，即刻消解了旅途的
疲惫。子曲河大拐弯处坐落着尕丁寺，绿水环
绕，风景秀美，是前来玉树旅游的游客以及众
多摄影爱好者不容错过的景点之一。

康巴风情

走在玉树新城，流逝的时光在这里仿佛凝
滞。宽阔整洁的街道没有车水马龙的喧嚣，行
人步履散漫悠然，层层叠叠的房屋依山而建；
四周高山环抱，山脚下河水静静地流淌着。6
年前的大地震将玉树变成一片废墟，灾后重建
的新玉树，尽管全是钢筋水泥混合而成的房屋
建筑，但是依旧散发着浓郁的民族特色气息

——屋顶边沿用经幡五色进行装饰，融入了藏文
化的颜色和符号。

在离玉树市不远的巴塘村，我们有幸在黑帐
篷中享用了丰盛的藏族宴。围坐在帐篷中品尝
着藏族美食，抬头即可见不远处山头如哈达般洁
白的云朵，以及阳光下飞舞的经幡，惬意之极。
席间，帐篷主人将美酒一一敬上，盛情美意溢于
言表。伴随着欢快的乐曲，以蓝天白云作背景，
以草原作舞台，身着精美藏袍的藏族同胞为我们
带来了歌舞表演，康巴卓玛的婉约多姿与康巴汉
子的粗犷豪放，尽展藏族歌舞的魅力。

当夜幕降临，整个城市渐渐归于沉寂，等
待黎明的晨曦再次将它唤醒。

高原天堂

“玉树”，在藏语中意为“遗址”，相传为藏族传
说中的英雄格萨尔王建立领地的地方，也是古老神
秘的藏传佛教的圣地之一，被称为“最后的天堂”。

在214国道海拔较高的路段，时常可见挂在垭
口的五彩旗帜，因其印有佛经，故称为经幡。当地
的司机师傅告诉我们，挂有经幡之地是祈福圣地，

人们在这里祈求福运隆昌，为家人祈福求健康，为
孩子祈福求考学好运，寄托着人们的美好愿望。

经幡的颜色也有寓意：蓝幡象征着天空，白幡
象征着白云，红幡象征着火焰，绿幡象征着绿水，
黄幡则是土地的象征，与蓝天在上、黄土在下亘古
不变的自然规律相一致。山巅垭口，在广袤深邃
的蓝天下，五彩经幡随风起舞，还有祈福的僧人放
飞的隆达雪片纷纷扬扬，神圣之意油然而生。

江河之源、名山之宗、牦牛之地、歌舞之
乡、唐蕃古道、中华水塔……从这些为世人耳
熟能详的美誉中，我们就能感知玉树的魅力。
但只有真正踏上这片圣洁的土地，品一樽美
酒，尝一碗酥油茶，观牦牛戏水，看经幡随风
起舞；沿盘山公路翻山越岭，行走在蓝天白云
与青山绿水间，才能真正领略玉树的美。

日前，“互联网+西藏文化旅游体验馆”在
拉萨众创空间开馆。在这里，人们既可以通过
电子设备用“万能视角”观赏羊卓雍错美景，又
可以在手机上体验全方位的阿里风光……体
验馆通过前沿的互联网技术使人们与西藏旅
游和文化“亲密接触”。左图为一名女士在虚
拟现实体验区戴上虚拟现实眼镜体验西藏美
景。下图为体验馆工作人员在介绍微景天下
西藏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开发的具有自主知识
产权的摄录设备。 新华社记者 张汝锋摄

““互联网互联网++西藏文化旅游体验馆西藏文化旅游体验馆””开门迎客开门迎客

魏勇明(左三)与朋友在漠河北极村。魏勇明魏勇明((左三左三))与朋友在漠河北极村与朋友在漠河北极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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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树：始于向往 止于敬仰
敖阳利

玉树：始于向往 止于敬仰
敖阳利

擦亮旅游地标
青海·玉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