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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业新亮点

国庆期间，在北京天安门广场观
看升旗仪式成为许多年轻人的选择。
10 月 1 日当天有 21.8 万人前往天安门
广场观看升旗仪式。在香山革命纪念
馆，近万名市民和游客重温“进京赶
考”的故事。在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
革命活动纪念馆，青少年群体成为参
观主力。同程旅行数据显示，红色旅
游景区预订量同比增长 15%。在飞猪
平台上，国庆期间的红色旅游订单量
较今年春节增长超1.6倍。

激扬爱国情、喜迎二十大成为今年
国庆休闲的底色。各地推出的打卡红
色地标、探访红色旧址、缅怀革命先烈
等红色旅游主题活动备受欢迎。在北
京展览馆举办的“奋进新时代”主题成
就展引发参观热潮。上海市历史博物
馆举办《光明摇篮精神之源——迎“二
十大”上海红色文物史料展》。湖北省
红安县红色旅游景区内红旗飘飘，鄂
豫皖苏区纪念园等红色景区游客接待
量攀升。

中国旅游研究院与马蜂窝此前联
合发布的 《中国红色旅游消费大数据
报告》 显示，如今红色旅游的范围不
断拓宽，除革命旧址、纪念馆等传统
红色景点外，去海南文昌观看火箭发
射，到贵州的“中国天眼”感受大国
重器带来的震撼，或是去延安红街体
验沉浸式红色情景剧，都是当下红色
旅游的新亮点。

在中共中央宣传部日前举行的“中
国这十年”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文化
和旅游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十年来，全国
红色旅游经典景区从 100处扩展至 300

处，形成了全面反映新民主主义革命、社
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四个历史时期成就的红色旅游经典景
区体系。广袤中华大地上星罗棋布的红
色资源，正在转化成为一个个寓教于游
的红色景区，成为广大党员开展党史学
习教育、加强党性修养的有效载体，成为
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传承红色基因、
接受红色精神洗礼的生动课堂。近年
来，红色旅游接待游客年均增长率超过
11%，2019年达到14.1亿人次。

年轻人喜创新

红色旅游逐渐成为常态化旅行。
携程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88%的游
客预订了本地或周边的红色旅游景区
门票。不同人群对红色旅游偏好各不
相同。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等

“红色主题展馆”是父母对孩子进行红
色教育的理想场所；子女陪伴父母红
色出游，多选择去“嘉兴南湖”“遵义
会议”等旧址，忆往昔峥嵘岁月；年
轻人喜欢前往将红色旅游与国潮文创
相结合的景点，用更潮的方式铭记历
史，表达爱国热情。

马蜂窝旅游研究院院长冯饶告诉
记者：“如今有更多年轻人关注红色旅
游新玩法。在江西于都，把红色旅游
与科技文化、潮流玩法、特色美食相
结合的红色文化深度体验游深受欢
迎。游客在参观中国红军长征出发纪
念馆之余，还可品尝红色主题的当地
美食，观看红色水幕电影，学习草鞋
制作，住进可露营的红色主题民宿，
深度体验大大提升了红色旅游的知识
性和趣味性。”

红色旅游为什么越来越受到年轻
人的青睐？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旅
游科学学院教授、区域旅游研究与规
划中心主任唐承财看来，红色旅游由
于其自身具有的独特红色基因、红色
文化、红色精神而颇具红色教育价
值；同时，红色旅游产品品质不断提
升，已成为一种时尚的旅游产品。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文旅政策研究
中心副主任吴若山认为：“红色旅游资
源供给体系更加丰富，让红色教育常
学常新。红色文化展示更加生动，让
红色资源可感可亲。红色旅游解说系
统品质升级，让讲解内容有品有范。
红色旅游解说是传递红色文化的主要
途径，是人们体验红色旅游产品、重

温革命历史的重要渠道，10 年来，全
国各地共举办了两届全国红色旅游故
事大赛和三届全国红色故事讲解员大
赛，为红色旅游讲解员队伍培育了大
批优秀人才。”

充满生机活力

在红色旅游目的地，一件件实
物、图片是中国共产党奋斗历程的见
证，一个个红色故事是红色旅游重要
吸引物。吴若山告诉记者：“党的十八
大以来，红色旅游在国家宏大叙事体
系、思想教育体系和产业发展体系之
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发挥了积极作
用，成为更好构筑国家精神、中国价
值、中国力量的重要实践。”

目前，“红色旅游+冰雪”“红色旅
游+温泉”“红色旅游+生态”“红色旅
游+自驾”“红色旅游+民俗”“红色旅
游+体育”等新业态、新产品层出不
穷。红色旅游主题街区、红色文化主
题公园等新业态不断涌现。

唐承财认为,近期红色旅游的创新
主要体现在：文旅融合发展创新、红
色文化教育创新、科技赋能创新、沉
浸式体验创新、营销宣传方式创新等
方面。

“红色旅游景区正加速创新，让传
统景区迸发出新活力，让红色文化更
加鲜活生动。能够参与互动、深度体
验的内容更受欢迎。虚拟现实技术的
应用使更多游客可通过线上实现沉浸
式参观，增强互动性和体验性。同
时，兼具实用性与时尚性的红色文创
产品更是受到游客喜爱。”同程研究院
首席研究员程超功介绍。

上图：市民游客在位于上海的中
共一大纪念馆参观。

王 初摄 （人民图片）
下图：游客在安徽省六安市金寨

县大湾村红色书店门前拍照。
陈 力摄 （人民图片）

在广东省汕头市，我看到蔡
楚生的几幅书法，一是写给孩子
小云的手札：“小云：这个集子颇
具诗情画意，可借你作为在文艺
上如何运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
的内容与中国传统的民族形式
相结合的学习参考之用。爸
爸。一九六一年五月十六日于
广州”；一是一九四七年写的书
法条幅：“智者不惑，仁者不忧，
勇者不惧。”

台风在远处盘旋，汕头的夏
天清爽怡人。上午，我们步入位
于汕头市金平区安平路的郑正
秋、蔡楚生电影博物馆，仰首瞻
望，被蔡楚生的书法深深吸引，仿
佛看到“潮籍影人”中国进步电影
先驱蔡楚生在中国电影初创时期
作出的卓越贡献。

蔡楚生的毛笔字印证了他
人生之路的攀援与突围。作为仅
上过几年私塾的乡村青年，蔡楚
生在汕头一家杂货店当学徒，但
他不甘于现状，收工后自学苦读，
一本《楚源》，一支毛笔，谋划着自
己的未来。

我在博物馆大门口看到“集

成发绸庄”五个字，原来博物馆
的前身是汕头的商行。作为杂
货店的学徒，“集成发绸庄”是蔡
楚生经常进出的地方。从杂货
店学徒到杰出的电影导演，此间
的桥段该是何等的悬念迭出
啊。进入博物馆，我像看电影一
般，欣赏墙壁上一帧帧“画面”，
一段段“台词”。

汕头，是蔡楚生梦想开始的
地方。他一边自学文学，练习写
文章，一边加入汕头店员工会，
体察复杂人生。因观看汕头进
业白剧社的演出，他萌发了戏剧
创作的欲望，写了滑稽短剧《呆
运》，落墨于人和彩票的关系，嘲
讽不劳而获的投机心理。《呆运》
搬上舞台后，引起观众的共鸣。
蔡 楚 生 也 赢 得 了 声 名 。 1927
年，潮籍电影导演陈天到汕头拍
电影，选中《呆运》进行拍摄。蔡
楚生积极配合导演，不仅出演配
角，还默默学习导演技巧。

我走近蔡楚生的半身塑像，
脸颊清癯，五官端正，目光中透
露着一位电影导演丰富的心灵
世界。我久久与塑像对视，仿佛
看到了他从汕头到上海的艰难
路程。

1927 年，年仅 21 岁的蔡楚
生来到上海，进入“华剧影片公
司”当场记、临时演员、美工等，他
把任何工作都视为学习的机会，

久而久之，他掌握了导演工作的
要领。于是，他推开了著名电影
导演郑正秋的家门，坦诚相求，自
己就是为当电影导演而来。我
想，郑正秋被眼前的潮籍小老乡
感动了。是的，潮籍人生来就是
一种不满现状、有诗和远方的
人。郑正秋自然要帮助他。

我曾在上海电影博物馆看
到郑正秋与蔡楚生的塑像，郑正
秋坐在片场，手指远方。站在身
旁的蔡楚生聚精会神地听着，他
听郑正秋讲电影，说戏，听得如
痴如醉。潮籍影人之间的信任
与帮助，塑像诠释得如丝如缕。

郑正秋推荐蔡楚生到“明星
影片公司”工作，协助拍摄《战地
小同胞》《桃花湖》等电影。1932
年，蔡楚生拍摄了自己的最早两
部电影《南国之春》和《粉红色的
梦》。也是这一年，他与孙瑜等
人合作拍摄了抗日剧情剧《共赴
国难》。1934年，蔡楚生拍摄了
震惊影坛的《渔光曲》，电影连续
上映84天，反响强烈。《渔光曲》
在莫斯科电影节获得“荣誉奖”，
这也是中国第一部在国际上获

奖的影片。
1935年，郑正秋去世。擦干

眼泪的蔡楚生在短短几年时间
拍摄了《迷途的羔羊》等影片。
抗日战争胜利后，蔡楚生回到上
海，1947年，他与郑君里合作执
导了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
1949年之前，蔡楚生拍摄的《一
江春水向东流》《渔光曲》《都会
的早晨》和郑正秋拍摄的《姊妹
花》是最具市场价值的影片。可
见潮籍人在中国电影发展史中
的丰功伟绩。

郑正秋、蔡楚生电影博物馆
也是潮籍影人史料馆。郑正秋、
蔡楚生、陈波儿等人以他们别具
一格的才华，擦亮了中国电影的
天空。他们有胆有识、有情有义，
他们有人生理想，他们敢为天下
先，用电影艺术的形象讴歌光明、
鞭挞罪恶，以电影艺术的语言，讲
故事、明道理。

离开汕头前夕，我再次来到
郑正秋、蔡楚生电影博物馆，在
那些有温度的图片、塑像、海报
和电影设备与道具前缓缓经
过。我经过的不仅是电影博物
馆的独有时空，也是中国电影的
真实存在。

上图：郑正秋、蔡楚生电影
博物馆内的蔡楚生塑像。

来自汕头市革命历史博物
馆官网

清晨，当地花农走进中华茉莉园，
采摘还未开放的茉莉花苞，麻利地放
入腰间的网袋，满身香气赶到茉莉花
市交易。

这是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横州市榃
汶村见到的动人场景。这个曾经的贫
困村，人均耕地少，缺水问题严重，农
作物种类单一且产值不高。南宁市水
利局定点帮扶该村后，实施节水灌溉

项目，打造茉莉花产业示范园，还围绕
茉莉花发展文旅产业，村民彻底摆脱
了靠天吃饭的困局。

横州市茉莉花（茶）产量占全国的
80%以上，享有“中国茉莉之乡”的美
誉。榃汶村村党总支书记兼村委会主
任欧阳榕轩说，因茉莉花喜水喜光，以
前村民们都是零散种植，现在水的问
题得到解决，该村种植茉莉花已达

1000 亩，每亩增产约 500 公斤。水利
灌溉有效激活了村里土地潜力，村民
们变零散种植为规模化种植，茉莉花、
优质稻等产业示范园悄然兴起，也带
动了文旅产业。

茉莉花茶对于众多茶友来说，是儿
时美好的记忆。做好一款茉莉花茶，所
花的时间精力绝对不比其他茶少。近
日，吴裕泰为庆祝成立 135周年，开展
系列品牌活动，组织人员来到横州，走
进茉莉花源，体验制茶工艺。“茉莉花茶
属于再加工茶，经茉莉鲜花与绿茶反复
窨制，花增茶味，茶引花香，九道制作工
艺，道道考究。”吴裕泰茉莉花茶供应商
林昌说，一款茉莉花茶从茶坯选择到顾
客杯中，需历时近半年。

目前，横州市以中华茉莉园为支
点，对中华茉莉园、西津国家湿地公
园、宝华山风景区、九龙瀑布群国家森
林公园等核心景区进行整合开发，推
进茉莉花生态公园和茉莉小镇文旅项
目，打造“茉莉闻香之旅”旅游品牌。
据了解，2021年，横州市茉莉主题旅游
人次达 479.98 万人次，消费总收入
47.09亿元。横州市入选广西壮族自治
区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单位、2019 中
国茶旅融合十强示范县，目前正在加
快推进茉莉花小镇建设，升级建设中
华茉莉园，打造茉莉花文化旅游胜地。

左图：游客和当地花农在横州市
中华茉莉园采摘。 资料图片

红色旅游更红火
本报记者 赵 珊

在汕头遇见偶像
张瑞田

广西榃汶村：

茉莉花香引客来
陈亚兰 卢明发

广西榃汶村：

茉莉花香引客来
陈亚兰 卢明发

近年来，红色旅游热度持续走高，每年国庆

佳节，红色景区都迎来客流高峰，今年喜逢党的二

十大召开，红色旅游更加兴旺红火。观看升国旗

仪式、参观红色主题展览、游览红色旅游景区……

接受一场爱国主义的洗礼已成为许多人的自觉

行为。年轻人是红色旅游的新生力量，重走红色

圣地、欣赏红色演艺、购买红色文创、分享红色之

旅等成为新潮流。

山东省东营市牛庄镇历史文化底蕴丰厚，我国优
秀地方戏曲之一吕剧的主要创始人时殿元即出生在
牛庄镇时家村。

近年来，牛庄镇坚持“产业强镇、文化兴镇、生态
立镇”发展理念，立足区位和资源优势，积极整合吕剧
文化、红色文化、高效生态观光农业资源，全力建设蓝
海逸园田园综合体、湾杨古枣小镇、谭家园子生态果
蔬采摘等旅游富民项目，不断提升农耕文化、农特产
品展销、生态餐厅以及吕剧文化体验，全面发展“吕
剧+旅游”模式，积极探索农业、文化、旅游产业有机融
合发展新路径。

牛庄镇还依托东营区现代高效农业产业园，引进
双福福盛、水之方等大型企业，大力发展集现代农业
观光、花卉栽培、特种蔬菜育苗以及休闲采摘为一体
的农业休闲旅游，不断丰富牛庄镇特色经济载体。

左图为游客在牛庄镇王营村山楂风情园采摘山
楂。 刘智峰摄 （人民视觉）

本报电（吕 萱）为进一步探索
长城资源保护传承利用的新路径，
塑造“万里长城”整体形象，推进长
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打造独具魅
力的中华文化旅游体验，近日，文化
和旅游部发布了 8 条长城主题国家
级旅游线路和62条长城主题精品线
路，全面展现长城沿线文物和文化
资源，生动呈现万里长城之美。

8 条长城主题国家级旅游线路
分别为：长城文化遗产探访之旅、长
城红色精神传承之旅、长城冬奥冰
雪运动之旅、长城自然生态休闲之
旅、长城多元文化体验之旅、长城古
城新貌发现之旅、长城古村名镇寻
访之旅、长城多彩艺术感悟之旅。
所有线路充分考虑各时代长城文物
和文化资源的空间分布特征、历史

文化科学价值、景观游览价值、保存
完整性和规模丰度以及开放利用程
度等，通过差异化的特色主题，全面
展示长城的自然和文化景观，打造
独具魅力的长城旅游新体验。所有
线路设计坚持“保护优先、合理利
用”的原则，严格遵循《长城保护条
例》，倡导“文明旅游，安全出行”，未
选取没有对外开放的长城点段。

文旅部发布长城主题国家级旅游线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