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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乡黑龙江省五常市，犹如一
首清丽婉转的歌，一启唇，便是让人
迷醉动听的旋律。金秋时节，走进
五常，时光运笔，大地生辉，但见稻
菽千重，芬芳中彰显着成长的力量。

黑龙江五常宛如一颗金色的宝
石，在长白山张广才岭脚下熠熠生
辉。地处北纬 45 度世界黄金水稻
产区的五常，给人们带去了舌尖上
大米的香甜记忆。

我到五常探亲时，正是今年稻
农收割水稻的繁忙季节。为了做到
颗粒尽收，五常的稻农们加班加点，
抢收水稻。为了亲身体验收割水稻
的辛劳，我住在了牤牛河畔姑父家
的稻田看护房里，每天和姑父一家
挥着镰刀，将沉甸甸的水稻割倒，然
后扎捆，晾晒……

时值收获的十月，一望无际的
五常大地在太阳的照耀下散发着金
色的光芒。一尘不染的蓝天白云，
给人们带来了返璞归真的感觉。
作为五常人的骄傲，龙江第一高峰
大秃顶子山，以其鬼斧神工般的自
然景观，在五常的东南部构成了美
丽的天然大画廊。而作为五常人的
自豪，烟波浩渺的龙凤湖则是朝晖
月影，美不胜收。联合国大气观测
组织将这里确认为无污染的自然保
护区，并在库区设立了观测站。这
里完好的生态环境，让所有追寻自
然气息来过此间的五湖四海的游
人，轻嗅莞尔，释放身心。

站在五常大米生产核心区牤牛
河畔，你很难想象连绵的稻田遥远
到天边的磅礴景象。五常的秋天，
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这就是“水稻
飘香，大地如画”。镰刀收割水稻秸
秆的声音好比音乐，我在姑父家的
水稻田收割水稻，眼前是滚滚的稻
浪，是收获的欢欣和美丽。

和姑父一家在金秋时节忙碌
着收割水稻，使我有机会认识了
一个真真切切的稻香里的五常。
姑 父 老 王 是 一 位 地 道 的 五 常 稻
农，这些年他带着一大家子人痴
心于五常大米的种植，是五常有
名的水稻种植“土专家”。我从姑
父一家忙秋的辛劳中找寻着五常
种出最好大米的原因。

五常大米之所以香飘世界，源
于这里独特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

件。水稻生长的基本条件是“水”和
“土”。五常有天然的“水田”条件，
有拉林河、阿什河两大水系，河流总
长度约 2240 公里，河网密度为 0.3
公里/平方公里。稻种有好水，自然
出好米。此外，在世界三大黑土带
中，中国东北有 12 万平方公里，其
中黑龙江占 8 万平方公里，五常又
是黑龙江黑土面积最大的市。五常
的黑土层平均厚度竟达 2 米，土地
中含有机物高达10%以上，堪称“膏
腴”之地。

大米是中国人餐桌上的主食，
与百姓有着深厚的感情。小小的一
粒米，汇聚着阳光雨露的甘醇，凝
聚着劳动人民辛勤的汗水。说起五
常大米，我的舌根总是蹦出一股美
滋滋的香甜味，主食居然比菜肴更
加吸引人。为了给世人捧献芬芳的
五常大米，姑父一家和五常的稻农
们呼吸着原生态的纯净，在安谧幽
静的牤牛河畔，醉心耕耘，保护最
好生态，生产最好大米。近年来，
五常大米的知名度不断提高，已经

成为黑龙江的一张名片，代表着黑
龙江绿色农产品走向全国，走向了
世界，与世界香米相媲美。

经过10多天的勤劳收获，姑父
家今年种植的100多亩五常稻花香
颗粒归仓。为了庆贺水稻丰收，姑
父一家在稻田管理房里邀约帮忙的
乡亲们举办了一场浓烈的丰收宴庆
贺。在大家的忙碌中，红烧稻田鸭、
猪肉炖粉条、榛蘑炒小鸡、蒸五常大
米等美味摆满了桌子。

凝望着一碗碗芳香四溢的五常

大米，只见颗颗饱满，晶莹剔透，色
泽白雅如玉，每一粒都灵动着五常
山水的气韵，宛如上天巧夺天工的
精美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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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廊桥记忆馆”在浙江省温州市泰
顺县文兴桥畔开馆迎客。馆里展出了文兴
桥、文重桥、薛宅桥 3座国宝廊桥从出世、劫
难、抢救、修复，再到重生的“涅槃”过程，生
动再现了泰顺乡民护桥、筑桥、守桥的故事。

泰顺县被誉为“中国廊桥之乡”，至今保
存着各式各样的古桥梁 970多座，其中古廊
桥 33 座，有 15 座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泰顺“廊桥记忆馆”将成为守护廊桥、
传承技艺、发扬廊桥文化的标志性载体。

“凌虚千尺架飞桥，势控长虹挂碧霄”。泰
顺廊桥一座一式，座座结构相似而又各具特
色，其建造之精美，气势之恢宏，令人叹为观
止。泰顺廊桥无论是历史价值、艺术价值还是
科学价值，在中国桥梁史上堪称一绝。2009
年“中国木拱廊桥传统营造技艺”被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列入《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
录》。2012年，闽东北浙西南的22座木拱廊桥
被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

廊桥记忆，因为“廊桥记忆馆”而更灿烂。
右图为：游客参观“廊桥记忆馆”

每当秋天来临的时
候，这个原本宁静古朴的
小村庄立刻变得诗情画
意起来……水墨写意里，
色 彩 叠 加 如 织 如 锦 ，热
烈、磅礴，一不小心打个
喷嚏都是“爱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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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27 日，中国旅游研究院发布了
《中国入境旅游发展报告 2019》。报告指
出，中国入境游进入稳步增长通道，入境
游市场规模保持稳步增长，市场结构继续
优化，服务品质得到游客认可。中国入境
游持续发展的新动能正在聚集。

入境收入将破1300亿美元

从2015年以来，中国入境游持续稳定增
长。2018 年，中国接待入境游客 1.41 亿人
次，同比增长1.2%。入境过夜市场和外国人
入境市场规模同样保持稳步扩大。2018年，
中国接待入境过夜游客6290万人次，外国游
客3054万人次，分别增长3.6%和4.7%，高于
入境游总人数的增速。据中国旅游研究院
预测，2019年中国入境游将继续保持增长，
入境游收入有望突破1300亿美元。

报告显示，亚洲是中国最主要的客源
市场，占外国人入境市场的比重稳定在60%
左右，其次是欧洲和北美市场，占比分别为
20%和10%。目前，中国主要的入境游客源
国包括：缅甸、越南、韩国、日本、美国、俄罗
斯、蒙古、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印度、
加拿大、泰国和澳大利亚。

入境游客对中国旅游具有较高的满意
度和忠诚度。入境游客普遍认为来华旅游
价格较为合理，性价比较高，满意度评价较
高。根据中国旅游研究院与谷歌的联合调
查显示，过去两年来过中国的外国游客中，
42%表示未来一年将再次来华旅游，外国游
客的重访率较高。

入境散客化趋势越来越明显。入境游客
注重自由的同时，更愿意深入体验中国的生活
方式和文化特色。中国旅游研究院和谷歌之
前联合发布的《2019中国入境游游客行为与
态度分析报告》指出，文化、美食和多样化的旅
行体验是入境游客选择来中国旅游最突出的
考虑因素。探索历史文化和游览博物馆是入
境游客来中国体验文化之旅的主要形式。欧
洲游客更期待观看中国特色的演艺项目。

文旅融合注入新活力

入境游稳定增长的背后离不开中国政
府持续在签证、购物退税、证件便利化应
用等方面的推动。中国对17个国家持普通

护照的公民实施免签入境，海南省入境旅
游免签政策进一步放宽，邮轮团体游客实
行免签政策。23个省 （自治区、市） 已实
施境外游客购物离境退税政策。这些都为
入境游发展营造了更好的政策环境。

报告指出，文旅融合发展将为入境游
产品开发、目的地营销等注入新活力。文
旅融合发展直接丰富旅游供给，提升旅游
服务和产品品质，增加其文化特色和异域
风情，更好地满足入境游客，尤其是外国
游客了解中国文化的需求。在海外目的地
营销上，报告建议，不但要展示传统文
化，还要讲好当代中国故事，用当地受众
听得懂的语言传递有温情、可触及的当代
中国人民的美好生活故事。

报告建议，在入境旅游产品开发上，应
加大文旅融合的创新，以文化为创意源泉和
开发动力，提高丝绸之路旅游带、长江国际黄
金旅游带、黄河华夏文明旅游带、长城生态文

化旅游带、京杭运河文化旅游带、长征红色记
忆旅游带、海上丝绸之旅旅游带、青藏铁路旅
游带、茶马古道生态文化旅游带等国家精品
旅游带对入境游客的吸引力。

城市成为入境游关键

城市是入境游客进入中国的第一站，也
是停留和中转的基地。北京、上海、广州仍是
入境游客首选的城市。对入境游客而言，城
市是他们主要的停留空间。城市的生活、休
闲、文化等空间及服务，为入境游客的异地生
活需求提供了根本保障。入境游服务品质
及入境游客满意度提升的责任更多地落在
城市上。城市已成为推动中国入境游可持
续发展，提振入境游的实践主体。

城市应成为旅游目的地营销推广的新
主体，建立突出的城市旅游形象和品牌。
经典入境游城市要进一步挖掘新的产品特

色，开发深度游，增加回头客，提高旅游
收入。新兴入境游城市要有效地包装旅游
资源，加大营销宣传，提升入境游客整体
认知度和到访意愿。

北京、上海、广州、杭州、成都、重庆等
一些城市积极到海外旅游目的地营销推
广，创新探索新内容和新方式。北京在
2019 年北京国际旅游节开展了“相约北京
144 小时，我们来了”境外达人直播北京主
题传播活动，请海外旅游达人来京游览特
色线路，体验 144 小时入境免签政策、离境
退税政策和北京的公共服务。上海市在海
外开展了“上海客厅”城市推广活动，通过
场景式的推广手段，为现场潜在的入境游
客提供沉浸式感知，提升城市吸引力。

近年来，湖南省
安化县高度重视非物
质 文 化 遗 产 保 护 工
作，依托梅山文化核
心 圈 的 优 越 地 理 位
置，充分挖掘自身资
源禀赋。安化县非物
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始终坚持将非物质文
化遗产与社会效能相
结合，为非遗项目注
入强大的生命力。

安化打造“非遗+
乡村旅游”，促进文旅
深度融合。安化以春
季邀你来采茶，夏季
邀你来溯溪，秋季邀
你来摘果，冬季邀你
来过年为基础，打造
安化与你四季有约的
旅游品牌，活动涵盖
安化全域。为增加游
客体验感，勾起人们
的乡情乡愁，进一步
吸引城市居民到安化
乡村去旅游休闲，体
验安化的民风民俗以
及对安化非遗的更多
了 解 ， 在 “ 四 季 有
约”活动中，游客们
除了可以品尝和购买
特色农产品及传统非
遗产品之外，还可以
充分体验磨豆腐、打
糍粑、烤腊肉、现场
取酒、看芙蓉山大戏、了解千两茶制作过程等传
统非遗项目。仅 2019年前三季度，安化已吸引外
地游客达 60万余人次。人民网、红网湖南等网络
媒体全程直播，收看人次累计突破百万人次，有
力推动了安化全域旅游创建。

安化打造“非遗+特色产业”，促文创产品升
级。近年来，安化围绕“文化强县”目标，加快
文化产业发展步伐，实现文化产业增加值和占GDP
的比重值连年递增。其中，以非遗传统技艺为基
础，打造的一批文化企业与文创产品为文化产业发
展提供了强劲动力。如湖南省梅山剪纸文化有限
责任公司、湖南秋忆浓冰碛岩工艺材用品开发有限
公司、湖南梅山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安化云上
茶旅文化园有限公司等就是当中的代表。尤其是
以传统民俗“梅山十八碗”创制而出的“梅王宴”，已
成为外地游客来安化旅游必尝的盛宴，其中“马
帮肉”这道菜在央视 《味道》 栏目播出，提高了
知名度。2008 年 6 月 14 日，安化县千两茶制作技
艺正式纳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这既是对安化黑茶历史地位的肯定，又为安化黑
茶产业飞速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截至2019年11月份，安化共拥有各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项目 64项，其中国家级 1项、省级 4项、
市级 29 项、县级 30 项，在现代经济社会发展中，
它们焕发出强大活力，历久弥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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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入境游稳步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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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旅游新亮点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