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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
自治州的木垒哈萨克自治县，拥有新疆
首个“中国农业公园”——天山木垒中
国农业公园。这里既有以平顶山旱田
为代表的旱田风光以及马圈湾、菜籽沟
艺术家村落、四道沟遗址、月亮地传统
村落等自然和人文、生态景观，又有旱
作农耕文化和草原文明历史的活态展
示，是集民宿旅游、创意农业、农事体验
于一体的田园综合体，如今已成为乡村

振兴的强力引擎。
横穿木垒农业公园的伴山公路犹

如一条绸带，盘旋在万亩旱田，蜿蜒至
南部丘陵，是从生态之美奔向富裕的
小康之路。四面八方的游客络绎不绝
地走进来，伴山公路沿线两万多名农
牧民成为最大受益者。

伴山公路入口处的河坝沿村如同
农业公园的迎宾厅，紫色花海欢迎八方
宾客。村史馆设有农耕文化展览区和

维吾尔族游牧生活文化展览区。平顶
山万亩旱田，良田纵横，绿茵如盖，有龙
王庙水库、神龙潭、平顶山湿地等自然
景观，又有唐独山守捉城、古墓群、岩
画、原始村落遗址等历史人文景观，犹
如农业公园的会客厅。双湾村宛如会
客厅的阳台。村子以百合、紫苏、雪菊、
格桑花、丁香等彩色种植为媒，重点打
造“旅游+农业”的特色风景。在荒滩、
黄土梁、空闲地上种植以红豆草、苜蓿、

燕麦为主的绿色植被，基本消除裸露地
面，还装饰有农户自编的草羊、草牛、草
人、草蝴蝶等，构成美丽的田园景观。

菜籽沟艺术家村落是新疆农耕居
住生活的活态博物馆，好似农业公园的
大书房。木垒书院、平洼书屋闻名遐
迩。随着一些文化名人和艺术家的入
驻，菜籽沟村焕发出生机。村里建有国
学讲堂、乡村美术馆和艺术家工作室
等，每年接待游客30万人以上。

月亮地村历经百年，是伴山公路
的最后一站，土色土香、民风淳朴，已
被列为中国传统村落，仿佛是农业公
园的后花园。月亮地村有古戏台、小
游园、采摘园、村史馆、农耕博物馆等
公共文化休闲娱乐设施，民房改造为
特色民居。如今，月亮地村已成为集
文化体验、农业观光、农事体验、特色
民宿为一体的乡村旅游示范点。

木垒县现有民宿客栈、农家乐、牧
家乐 130 多家，旅游从业人员达到
2700 多人。旅游业一头连着绿水青
山，一头连着农民的腰包，激活了一个
个有颜值又有产值的美丽乡村。旅游
既是木垒县的支柱产业之一，又是富
民惠民的创新实践。

本报电（王采莹） 近日，由江
西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的2019江西
红色文化旅游推广季在北京举办，
旨在推动赣京两地文化和旅游交流
互动。推广季于上个月已在上海启
动，首发团游客已前往南昌、抚
州、瑞金、于都等地感受江西的红
色文化。

江西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黄
小蓉介绍说，江西是一块有着光荣革
命传统的红土地。南昌起义打响了
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井

冈山创建了第一个革命根据地；瑞金
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于都是中
央红军长征出发地。跨越时空的井
冈山精神、苏区精神、长征精神等，已
成为中国永不褪色的“精神标识”和

“文化名片”。
江西向海内外游客推出了 6 条

红色精品旅游线路，分别是：“八一起
义”之旅、“秋收起义”之旅、“井冈摇
篮”之旅、“共和国摇篮”之旅、“长征
出发地”之旅和“赣东北根据地”之
旅，涵盖了江西多个重要景点。

本报电（王华婷）中国旅游协会
2019年会员大会近日在山西太原举
办。协会一直努力探索服务会员的
方法，去年组织召开首届“中国服
务”·旅游产品创意案例发布及创新
大会。案例全景式地反映了广大旅
游企业在供给侧改革创新中的最新
成果，旨在旅游行业树立一批具有国
际水准、本土特色的产品标杆，持续
推动“中国服务”质量的提升，提升全
行业的国际视野，促进跨界合作，向
世界讲好“中国服务”的故事。

协会积极支持各地旅游发展，去

年先后参加了博古斯世界烹饪大赛
2018亚太区选拔赛、2018海上丝绸之
路（北海）旅游发展投资大会等行业内
的重要活动；协会持续做好扶贫工作，
组织“中国旅游大讲堂”活动和搭建

“公益中国旅游协会”扶贫电商平台。
据悉，协会今年继续举办第二届

“中国服务”·旅游产品创意案例发布
及创新大会、极地旅游论坛北极峰
会、中国旅游大讲堂、2019年中国体
育旅游博览会、2019 长三角智慧文
旅创新峰会等多项活动，助力旅游业
的创新发展。

新疆木垒：

“中国农业公园”带火乡村游
杨滋惠/文 李天仁/图

中国旅游协会助力行业创新

江西推广红色文化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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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岁的方唐，家乡在四川南
充，大学刚毕业后留在西安。她说
喜欢这座城市的烟火气和历史文化
氛围。西安曲江大唐不夜城的“西
安年”活动，让作为志愿者的方唐
很兴奋。“大雁塔、灯光、音乐喷
泉，花车巡游，到处都是兴奋的笑
脸。大唐不夜城最棒的是音乐街
区，我觉得那才是西安该有的样
子，网红乐队、行为艺术、全球美味、
综合商场……一条2000米长的街区
上，你绝对可以找到对自己口味的东
西，我喜欢这样过年的感觉。”

喜庆，热闹，活动丰富。在这

里可以满足游人关于过年的所有
想象。也正是因为够嗨够潮够中国
风，2019年“西安年”期间，大唐
不夜城接待游客约 1689.42 万人次，
仅元宵节当日就达84万人次。

“朋友告诉我们，来西安一定要
看看大唐不夜城。”来自北京的姜先
生和刘女士夫妇说。他们一个学历
史，一个学文学，通过热播剧 《长
安十二时辰》，发现原来可以在西安
找到历史和文化的融合，便说走就
走马上西行，到西安的第一站便是
到大唐不夜城寻找“大唐长安”。

“一边走在唐风唐韵的大唐不夜城，
一边看着手机对应剧中当年长安的
市井万象，我们感觉穿越了，回到
了1000多年前的大唐长安。”

华灯初上，大唐不夜城里大小
不一的舞台前，围起了一层层的观
众。正在尽情演出的“吾谣乐队”
年轻主唱叫闫鹏，来自甘肃，这个
乐队中负责马头琴演奏的巴雅，则
是一位蒙古族乐手，还有“寻鹿乐
队”的张靖，来自新疆。不管是民
谣风，还是摇滚调，时尚的音乐穿
梭在高科技的流光溢彩中，大唐不
夜城又化身为现代摩登之城。

“这里每天都是音乐节。”休憩
时，乐队的年轻人你一言他一句，

说得很是兴奋，“1000 多年前，诗
人和音乐人都前往长安寻梦，今
天，这里也是中国人寻梦的地方！”

“一座城市的未来取决于它如何
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找到平衡。”西安
市曲江新区一位负责人说，西安以
历史文化优势推进文旅融合，反过
来，文旅融合也为西安打造国际化
大都市和“一带一路文化枢纽”，提
供持续推动力。

大唐不夜城作为“文化+旅游+
商业”的标本、夜经济的一个风向标，
已跻身首批国家试点步行街区。而
在西安，这样的牌还有很多——

夏日的晚上，城墙南门洞里，
西安的民间乐队“听南门说”，几
个年轻人边弹吉他边唱，来自外地
的游客纷纷举起相机，录下古老城
市的时尚瞬间。不远处的环城公园
里 ， 秦 腔 爱 好 者 组 成 的 “ 自 乐
班”，一声声秦腔吸引来里三层外
三层的游人。来自安徽的刘先生
说：“西安的包容和活力，从这两
种音乐声中就能看出来，挺震撼，
我喜欢。”

十来年时间，大明宫国家遗址
公园从容纳10万人的棚户区蝶变为
城市中央公园，容纳 3 万名选手的
国际马拉松以此为终点。站在唐风
代表性的丹凤门下，来自肯尼亚的
选手开心地笑着。他说：“这是我第
二次来西安，跟别的城市不太一
样，不论是建筑还是景区，很有中
国范儿。”

“古人的文化遗产，经创造性的
想象和改造后，在当代人手中成为
能够享用的文化成果，营造出一个
既可观、又可居、又可游的城市特
色环境。”在文化学者、北京师范大
学教授康震看来，这是古都西安在
历史文化资源向文化旅游资产转化
路上，为人类文明传承保护进行的
有益尝试。

文旅多元深度融合

古城西安 一眼千年
本报记者 王乐文 龚仕建

海外游客爱北京

北京，是海外游客到中国的必游
之地，无论是跟团游还是自由行，故宫、
长城、天坛、颐和园等世界遗产无疑是
不可错过的景点，鸟巢、水立方、三里屯
等现代城市地标也是必去的热门地。

北京正受到越来越多海外游客的
青睐。阿曼的希姆吉旅行之家旅行社
的总经理卡西奥·维特姆告诉记者：

“中国已成为很多中东国家的最大出
境游市场。我们旅行社每年大约有
50万的游客到中国，其中70%的游客
是到北京旅游。”

特里·戴尔向记者介绍：“目前美国
市场上大部分赴中国旅游的线路还比
较传统，主要是围绕长城、故宫等经典
目的地而设计。但美国游客的需求在
变化，有必要挖掘更丰富的文化旅游资
源，这样人们才不会把北京看作一生只
来一次的地方，而愿意多次到访北京。”

为了让更多的海外游客能感受北
京的新魅力，除了经典景点外，北京陆
续推出了一些新看点，比如游览世园
会，夜游天坛，夜游北海静心斋，游故
宫新线路，到古北水镇游览不一样的
长城，北京 798、北京 751 等时尚街区
休闲游，入住四合院、故宫全景、艺术
等主题酒店。这些蕴含浓浓“新京味”
的文旅新亮点，吸引了不少海外游客。

“去年，澳大利亚赴中国的旅游
市场增长了50%。仅我们公司的来华
旅游业务量就提升了3倍多。除了大
众目的地外，我们还为澳大利亚游客
提供北京的小众特色景点，受到游客
欢 迎 。” 来 自 澳 大 利 亚 一 家 名 为

“燃”的旅游公司创始人兼执行董事
兰德·迪尔说。

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曹鹏
程向记者介绍，从今年起，北京的入
境游资源推广将重点聚焦冬奥会和中
医健康养生这两大主题。作为世界唯
一的“双奥”城市，北京的冬奥资源无
疑将成为含金量十足的旅游推广点，
冬奥会也将成为推动北京入境游的重
要契机。此外，2020年的世界休闲大
会等活动也将助力北京入境游。

文化体验受欢迎

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参观经

典景点或是逛胡同、看京剧、吃烤鸭
等传统的文化体验已不能满足海外游
客的需求，他们希望能深入地体验当
地更为丰富的文化。

据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相关负责
人介绍，在国家图书馆体验传统线装
书制作；近距离与中国杂技团的演员
交流并观看杂技表演；参观国家大剧
院，了解演出剧目制作情况；探访改
造后的首钢工业园区和奥运主题馆；
参观天乐园京剧体验馆，全方位了解
京剧的台前幕后；参观钧天坊古琴艺
术中心，了解古琴制作过程并观看古
琴演出……这些多姿多彩的文化体验
颇受海外游客青睐。

北京东城区文旅局和凯撒旅游日
前合作推出“故宫以东”文化行旅产
品，向海外游客奉上“地道京式文化艺
术大餐”，包括“艺术京脉——威尼斯
中国馆的‘睿·寻’之路”“京味儿食足
——非遗美食匠人带您品味古都”“京
腔京韵——话剧、古乐、京剧，寻觅皇
城内外的腔调”“情满四合院——隐于
胡同深处的学堂，人艺、史家、东四寻
礼记”等 4 条主题线路。凯撒旅游在
每一条文化线路中都设置了“文化主
理人”角色，由当代艺术家、“非遗”代
表性传承人、文化专家学者、深谙京味
儿文化的老北京人等组成，这些文化
艺术导师将帮助游客在旅行中收获深
层次的精神文化体验。

在互联网深度融合发展的趋势

下，国际旅游呈现散客化趋势。中青
旅国际旅游有限公司入境在线副总经
理许二荣告诉记者：“中青旅非常关
注海外游客的最新需求，不断加强与
海外旅行商合作，共同开发新的线路
产品。近年来推出的学包饺子做中
餐、学打太极拳、学写毛笔书法、画
京剧脸谱等北京传统文化体验产品，
参与性、互动性和体验性较强，越来
越受到海外游客欢迎。同时，中青旅
通过专门服务入境散客的旅游电子商
务平台，为海外散客提供机票、火车
票、租车、景点门票等单项产品。”

中外合作推广精

北京入境游还有巨大的提升空
间。曹鹏程举例说，英国伦敦每年接
待入境游客数量约 2000 万人次，但
北京每年入境游在 400 万人次左右，
可见，提振入境游仍是目前北京旅游
的努力方向。

近几年，为推动入境游发展，北
京动作频频，实施 144 小时过境免
签，面向海外旅客实施购物离境退
税，开设首家面向外国旅客和港澳台
旅客的市内免税店，依托海外社交媒
体平台，线上线下相结合开展全球整
合营销活动等。

据了解，“北京旅游海外推广合
作伙伴计划”自 2018 年开始实施，
计划用 3 年时间招募 100 家海外知名
旅行商成为官方合作伙伴，以海外合
作伙伴为抓手，持续不断地拓展北京
的海外宣传渠道、推广北京文化旅游
资源、助力北京国际交往中心的建
设。目前，加入该计划的海外合作伙
伴已达 60 家。借助“合作伙伴计
划”，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除了加强
对美国、日本、韩国、德国、英国、
法国、新加坡、俄罗斯等主要客源国
市场的开拓，也与阿联酋、泰国、马
来西亚、波兰等“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的旅游企业开展合作交流，开启

“双向联动”模式，积极推动北京旅
游产品在当地的推广。

携手合作全球业界 精准发力入境旅游

“魅力北京”吸引海外游客
本报记者 赵 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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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曲江大唐不夜城步行街成为西安夜经济的首选之地。
王海东摄

“如今，美国游客到中国旅游更希望体验当地

人的生活，比如走进北京社区，去了解中国人的

生活，包括喜欢的食物、音乐和文化等。”美国旅

游批发商协会主席特里·戴尔对本报记者说。

8 月 27 日，来自美国、日本、韩国、英国、

德国等国的60家海外知名旅行商，参加了由北京

市文化和旅游局主办的第二届“北京入境旅游全

球战略合作伙伴会议”。中国的旅游业者将与海外

旅行商密切合作，深入了解海外游客的特点与喜

好，共同研究设计入境游特色线路，促进北京文

化旅游资源的推陈出新，提升北京的国际吸引

力，提振北京入境游。

海外旅行商参加第二届“北京入境旅游全球战略合作伙伴会议”。

海外旅行商在第二届“北京入境旅游全球战略合作伙伴会议”上体验书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