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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人同游享团圆

春节前夕，在北京飞往新加坡的航班
上，记者发现有一半以上的乘客是父母带
孩子的亲子游客。新加坡一直受到中国游
客青睐。每到春节，城市处处张灯结彩，
浓郁的中国年氛围扑面而来，而新加坡年
味中又带有浓厚的异国特色，吸引了更多
的中国游客。

相比常规的物质消费，旅游度假已变
为中国人的“生活必需品”和首选的消费
方式之一，也是中国人享受“美好生活”
的标志之一。“旅游过年”和“回家过年”
一样，已成为中国人过年的方式。春节是
最讲究团圆的节日，因此，家庭出游成为
春节出游的主流。或在境外城市，或在豪
华邮轮上……许多中国游客希望同家人在
游山玩水中享受亲情温暖。据阿里巴巴集
团旗下的旅行品牌飞猪数据，旅游过年群
体中的 55%是“90 后”，远超其他年龄段。
而“00后”旅游过年的增幅达144%。

携程旅游发布的《2020春节“中国人旅游
过年”趋势预测报告》显示，今年春节假期预
计将有 4.5 亿人次出游。54%是亲子游，“80
后”带孩子出游最流行，消费升级、享受服务
是春节度假的主流。途牛旅游数据显示：亲
子家庭客群是春节旅游消费的主力军。在订
单人数分布上，“家庭组团”出游最普遍。

目的地选择多样

哪些出境游目的地最受欢迎？据一些
在线旅游平台统计，泰国、新加坡、越南
等距离近、签证便利、且气候温暖的东南
亚一直是中国游客关注的重点。日本在春
节的旅游热度涨幅达到 200%。前往日本赏
雪景、泡温泉尤其受到中国游客喜爱，东京、
北海道、大阪等地的机票和酒店十分紧俏。
此外，意大利、法国、瑞士、德国、俄罗斯、美
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长线目的地在春节
期间的热度也颇高。

如何在春节这一出游高峰期，找到人
少景美的小众目的地，成为许多游客的心
愿。马蜂窝大数据显示，关键词“春节小
众旅游地”热度环比涨幅达到 280%，“春
节亲子游去哪里”热度环比上涨 200%。以
越南富国岛以及文莱等地为代表的小众秘
境目的地，也是今年春节出境游一个新亮
点。塞尔维亚、突尼斯、乌兹别克斯坦、
伊朗等国也受到中国游客的关注。秘鲁、
古巴、阿根廷、巴西等南美国家的客流量
均是去年春节的两倍以上。

据同程旅游统计，和往年一样，今年“海
上过大年”邮轮旅游依然深受中国游客欢
迎，主要以上海、天津、广州至福冈、长崎、佐
世保、冲绳、岘港、芽庄、马尼拉等海港城市

的邮轮线路为主，部分邮轮线路的出发日期
是除夕，游客可在邮轮上守岁迎接新年。

中国客愈加会玩

中国游客的出境脚步越来越频繁和广

泛，而且也越来越会玩，“深度游”“个性化”
“私密性”等成为出境游市场的热门词汇。

随着中国游客消费的升级和需求的多
元化，出境深度游需求持续增长。自驾游
热 度 涨 幅 达 到 150% 。 一 辆 车 载 上 一 家
人，享受自驾旅游的轻松休闲乐趣。来自

同程旅游的预订数据显示，热门目的地的
电话卡、地标景点门票、交通购物卡、火
车票、随身 WiFi 等是销量最大的自由行
玩乐产品，意味着有相当一部分游客选择
深入到当地的大街小巷，体验当地的风土
人情。

驴妈妈旅游负责人介绍，相比往年春
节，日本、泰国等一些常规热门目的地也
呈现个性游，比如中国游客会飞赴日本安
比高原滑雪，愿意从泰国清迈自驾到老挝
琅勃拉邦等。这些新的目的地和旅行方式
选择都显示出中国游客越来越会玩。

途牛旅游的统计显示，普吉岛、巴厘
岛、马尔代夫、长滩岛、苏梅岛、沙巴、
毛里求斯、塞班、斐济、塞舌尔等拥有轻
松、舒适度假体验的海岛游产品最受欢
迎。私人沙滩、餐饮、游泳、温泉、健身
等特色项目，既保障了游客度假的私密
性 ， 又 可 以 免 去 游 客 舟 车 劳 顿 ，“ 一 站
式”满足了中国游客的度假需求，尤其受
到家庭游客的喜爱。

300 万株鲜花灿烂盛放。岭南水乡一年一
度的“百合花文化周”近日在广东省佛山市南海
区举办。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知名的文旅共融名
片，里水镇百合花文化周展现了生态旅游文化
的魅力，已成为佛山梦里水乡一张靓丽的名片。

2019年是南海区乡村振兴的建设年。2020
年初，“南有梦里水乡风情游”“北有岭南农业
大观园”两大连片示范区相继开放迎接游客。
南海区在里水镇确立“点、线、面”的工作思
路，全方位推进乡村振兴，打造“田园、公
园、家园”三园合一的美丽家园，达到“点上
出彩、线上成景、面上开花”的效果。

南海区乡村振兴主题峰会同期举办，专家
学者们共同论道乡村振兴发展路径，探讨广东

乡村振兴发展模式。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城市
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副理事长乔润令提出，
乡村振兴需要创新思路、走出新路，而着力点
是在整合城乡资源发展产业、引入全产业链发
展新模式、培育乡村网红经济、深挖本土文
化、引入市场机制及乡村设计等。峰会发布的

《南海区乡村振兴探索实践路径共识2020》提出
了南海在探索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过程中的路
径共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可以有效地激活
要素流动性、培育新的投资和消费增长点，在这
个意义上，振兴乡村有助于振兴全产业链。乡
村发展将为城市文明打开新的空间。新时代的
乡村振兴，是城乡发展相互促动的有机过程。

下图：佛山南海“百合花文化周”现场

寒 冬 到 来 ，
首都市民想不出
京城领略草原风
光，北京朝阳公
园东南侧的“蒙
古大营”是好去
处。步入蒙古大
营，洁白的蒙古
包里传出悠扬动
听 的 马 头 琴 声 ，
身着鲜艳服饰的

“乌兰牧骑”歌舞
表演，让北京人
享受到草原般的
别样生活。在这
里，游客可以尽
情欣赏蒙元宫廷
式艺术表演，倾
听原生态组合的
长调、呼麦、马
头琴、好来宝说
唱艺术，还能参
与专业歌手现场
点播、演唱，体验
浓浓的蒙古族风
情与文化。据悉，

“蒙古大营”落地
生根北京7年宾客
盈门，仅2019年就
接待游客逾20万人次，其中大型旅游团体及外
宾占1/5。

北京蒙古大营系内蒙古巴彦淖尔人敖其
尔创办。7年来之所以能立足首都餐饮市场、
吸引众多游客，皆因浓郁的草原文化特色所
致。正如董事长敖其尔所言，北京蒙古大营集
餐饮、旅游于一体，还荟萃了草原各部落餐饮
制作及歌舞表演之精华。所烹制的食品既保
留独有的民族特色，又兼融汉族、满族等饮食
文化之所长。比如，吃全羊是蒙古族的传统习
俗，而烤全羊则吸取了汉族的技艺，是蒙汉文
化交流的结晶；烤羊腿、烤羊肉串、奶制品、蒙
古烧酒、蒙古土菜及各式锅仔，既是南北佳肴
交融，更体现城乡美味结合。

北京蒙古大营里“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大
帐”最具代表性；大帐直径25米，内由木制哈那
杆无立柱支撑，帐内装饰尽显蒙古族风格，可
容纳300人活动。自2017年至今，已接待多位
外国政要：蒙古国副总理策·奥云巴特尔一行，
泰国副总理威沙努·科岩一行，日本前首相鸠
山由纪夫一行等。政要们对蒙餐“烤全羊”赞
不绝口，对浓郁特色的蒙古族歌舞津津乐道。
正如多次光顾蒙古大营的蒙古国副总理策·奥
云巴特尔所言，每次来北京总想到这里做客，
看到这么多蒙古包倍感亲切，品蒙餐文化成为
特别享受！随着知名度提升，一些外国驻北京
使馆举办活动，往往选择蒙古大营。如2017年
哈萨克斯坦、厄瓜多尔、蒙古国等国家驻华大
使馆，先后在这里举办“一带一路”文化活动。

北京蒙古大营博采众长、强化技艺、坚持
“绿色、营养、健康”的烹饪方法和“以亲敬客”
的服务理念，在首都餐饮市场中蓬勃发展。正
因为做到了“在都市中营造草原气息，在餐饮
中传承蒙古族文化”，蒙古大营不仅有效地促
使民族美食文化的融合与发展，而且还融入到

“一带一路”建设之中，蒙古大营走进了蒙古
国、俄罗斯、印度、澳大利亚、匈牙利等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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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境游：中国人的“新年货”
本报记者 赵 珊

2020 年 春 节 的 脚 步 临
近，从买鱼买肉大扫除，到
机票酒店去哪儿玩，旅游已
成为中国人年货清单上的重
要选项。“旅游过年”是人

们欢度春节的热门形式，很
多中国人不仅神州行喜迎
春，更喜欢在异国他乡欢庆
中国年。

记者从多家旅行社和在

线旅游平台了解到，今年春
节，中国游客出境游延续近
年来的热度，呈现稳步增长
的态势，阖家团圆、多元选
择、深度体验成为最大特点。

佛山南海探索乡村振兴
蒋文慧文/图

洋溢着春节气氛的新加坡唐人街“牛车水”喜迎中国游客。 本报记者 赵 珊摄洋溢着春节气氛的新加坡唐人街“牛车水”喜迎中国游客。 本报记者 赵 珊摄

左图：1 月 10 日，在乌兹别克斯坦塔
什干国际机场，搭乘新开通航班抵达的中
国游客受到欢迎。

扎法尔摄 （新华社发）

欢迎关注本版微信公众号
“人民日报行天下”

沿着京通快速路去北京城市副中心
通州，路过运河商务区时，在一片摩登大
厦旁，会见到一古塔穆然肃立，显得颇为
遗世超然，这就是燃灯塔。

冬日黄昏，我和友人前来拜谒叩访。
燃灯塔始建于北周，历经唐、辽、金、
元、明、清历代修葺，现坐落在佑胜教寺
内。这是一座八角十三级的密檐式实心砖
塔，虽不能登高望远，但能赏其巍峨俊
美，也是一件幸事。站在塔底仰望，只见
宝塔层层叠叠伸向苍穹，塔上斗拱飞檐，
相轮、仰月、宝珠相映成趣，神佛砖像惟
妙惟肖。值得称道的是，塔身飞檐共悬
2000余枚风铃，清风拂来，叮铃悦耳。

塔身正南的券洞内供奉燃灯佛，故名
燃灯塔。燃灯佛为过去佛，因其出生时，
身边一切光明如灯，故有此名。凝望着燃
灯佛，聆听飞檐空悬的风铃声，默念着南
无燃灯古佛的偈语，我仿佛也参悟到了几
分静心明性、洞悉世事的禅机。

燃灯塔地处大运河北端，千百年来，
这里是漕粮北运的终点。穿过历史的烟
云，那些转送粮辎的漕官、八方朝贡的
使者、朝觐面圣的重臣、进京赶考的士
子，经过长途跋涉、舟车劳顿，见到了燃
灯塔，就知道进了通州，到了北京。故清
代有人云“一支塔影认通州”。

站在这历史久远而又气宇不凡的古塔
下，无数文人雅士举目远眺，看大运河静
水深流，万船骈集，舳舻敝水，两岸商贾
喧嚣，市肆繁华。朝鲜使臣申政即入京朝
贡，抵通州，见景物阜庶，闾阎喧阗，由
衷赞叹“通州自古盛繁华，扑地闾阎十万
家，日出市门堆锦绣，满城光艳绚朝霞。”
清代乾隆皇帝来到通州，见燃灯塔映照大
运河，留下了“郡城塔影落波尖，生齿休
和日日添”的诗篇。

作为镇水辟邪的重器，大运河两岸屹
立着许多古塔。临清舍利宝塔、扬州文峰
塔、杭州六合塔，它们或带有齐鲁大地的
豪迈之风，或呈现烟雨江南的灵秀婉约，
无不各具风韵。与它们不同，燃灯塔因为
地处京畿重地，多了几分天子脚下的威严
与凛然；也因为地处京畿重地，平添了不
少坚守国门的悲壮与苍凉。

明代崇祯十一年冬，清军分左右两翼破
长城而入，大举攻明，连下迁安、丰润数城，
逼近通州，京师震动。是时，通州岁贡生刘
廷训，固守吴桥。知县李綦隆欲临阵脱逃，
被刘廷训制止。刘廷训急追城上，坚守三昼
夜，胸中流矢阵亡。

我想，刘廷训曾在大运河畔徜徉徘
徊，在燃灯塔下赏景抒怀。那个寂寂冬
夜，当他踏上抗争之路，最后一次仰望燃
灯塔时，又是怎样一种毅然和决绝？刘廷
训的身影和燃灯塔重叠在一起，在古今交
错的时空里屹立。

天色渐晚，雾霭初起，落日在夜幕下
隐去最后一道余晖。佑胜教寺内的景观灯
亮起，燃灯塔在光影须臾间勾勒得更加清
晰。长河无声，古塔无言。每个人心中都
有着一座燃灯塔，在漫漫长夜里照亮前行
的路，自己点亮也为别人点亮，为自己守
候也守候着别人。

灯塔永在，精神永在。

燃灯塔下
赵海星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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