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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
文，推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
合发展”被写入党的二十大
报告，这为文旅行业发展指
明了方向。笔者认为，文旅
深度融合是赋能产业发展的
重要力量，三大创新将对文
旅融合起到积极的促进作
用，并成为未来文旅产业发
展的重要方向。

场景创新拓展文旅融合
的发展边界。在文旅融合发
展中，不断创新的消费场景，
为文化资源的旅游化开发和
旅游资源的文化性拓展提供
了全新方向，大大拓宽了产业
边界，推动文旅融合向更深更
广维度发展。书店、图书馆与
旅游的结合，拓展了文旅消费
的新场景。无论是凭借设计、

多消费场景融合成为旅游打
卡地的众多网红书店，如钟书
阁、诚品书店等，还是将书店、
图书馆引入特色小镇和旅游
景区，都是在保有文化消费空
间的同时，通过功能拓展，将
文化空间转变为兼具文化和
旅游消费功能的全新场景，
从而拓展了消费人群。以文
化空间为基础，通过叠加多
种功能，成为旅游吸引空
间。图书馆、博物馆、特色
小镇、旅游街区、旅游景区
等都是文旅消费空间创新的
重要载体。安仁古镇的咖啡
博物馆、粤式国潮特色的深
南万科里街区、多消费场景
集聚区成都麓湖等，将文化
与体验、旅游与生活相结合，
形成全新的文旅消费空间。

业态创新增强文旅融合
的内生动力。挖掘文化资源
内涵，以旅游化方式多维呈现
文化符号，形成文旅融合新业
态，为文旅产业发展提供新动
力。沉浸式旅游演艺、怀旧景
区、非遗小镇、景区密室逃脱
等是基于文旅融合而生的新
业态。上海的《不眠之夜》、武
汉的《知音号》、山西的《又见
五台山》等一批经典沉浸式演
艺项目的出现，不仅丰富了旅
游演艺模式，也让文化与百姓

生活有了更可亲近的视角和
更可触摸的路径。近年来，融
合文化创意、历史回忆、文
化情怀和旅游需求而形成的
怀旧旅游新业态，成为多地
旅游发展的新热点，如长沙
文和友、北京和平菓局等。
最大化保护和展示非遗资
源，为游客提供鲜活体验空
间的非遗小镇，也成为文旅
深度融合发展的重要载体，
形成了现象级的小镇，如贵
州省丹寨小镇、内蒙古自治
区莫尼山小镇等。剧本杀、
密室逃脱等业态的出现也为
旅游景区、酒店等提供了全
新体验产品，成为企业创新
的方向之一。

技术创新提升文旅融合
的消费体验。科技创新和文

化创意是文化资源和文化符
号可视化、可触摸、可感知、可
体验的重要推动者和助力者，
也是满足并提升游客深度文
化体验的重要手段。依托数
字技术和文化创意，文化资源
转变为数字文化资源，进而成
为游客可深度体验的文化旅
游产品，如基于名画《千里江
山图》的故宫沉浸艺术展、遇
见敦煌光影艺术展等。技术
大大提升了文化的普及率，让
更多人可以深度接触、感知和
了解优秀的文化资源。依托
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增强现
实等数字技术，形成数字文旅
新业态，正成为现在和未来旅
游业态创新的重要方向。山
西数字文旅体验馆等一批基
于文旅与科技深度融合而生
的新业态，成为倍受年轻游客
追捧的旅游新空间。云看展、
云旅游等云端旅游体验产品，
依然是助力旅游大众化、公益
性实现的重要手段。线上预
订、VR 展示、数字讲解、旅游
足迹地图等数字服务内容，优
化并提升了游客出游体验，是
文旅和技术深度融合发展的
重要方向。

（作者系北京第二外国语
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
究院副教授）

随着疫情防控进入新阶段，中
国出境游有序重启。同程旅行数据
显示，1月8日出行的出入境机票订
单量同比增长628%，当天通过同程
旅行预订机票的中国出境游客，飞
往全球53个国家和地区的100多座
城市，前往香港和澳门的机票订单
占比达20%。海外过年成为年轻人
春节度假新选择。马蜂窝旅游研究
院院长冯饶预计，春节假期有望成
为出境游市场3年来的首个重要转
折点。

携程研究院战略研究中心高
级研究员沈佳旎认为，随着有序恢
复出境游，中国游客出行信心将加
速重塑，旅游消费信心将加快恢
复。同时，中国游客的“回归”将为
全球旅游业界带来新活力，尤其是
对亚洲市场，将起到明显提振作
用。有关报道称，马来西亚预计
2023年将接待150万至200万中国
游客。新加坡相关业者估计，中国
游客的回流将会给新加坡全年带
来20亿新币收入。泰国旅游局近
日发布预测，2023年到访泰国的中
国游客预计将达到500万人次。

面对重启的出境游市场，中国
旅游从业者积极响应。携程相关负
责人介绍：“面向广阔的海外旅游市

场，携程近期将与泰国、新加坡、马
来西亚、马尔代夫、澳大利亚、美国
等多地开启海外旅游合作，共同助
推全球旅游业加速复苏。”

为确保出境游有序恢复，更好
保障游客出行需求，中青旅对出境
游相关产品和服务进行全面升级，
已布局全球“七大洲、四大洋”
出游线路，开启球迷甄选“拥抱
足球——阿根廷之旅”、定制文旅
深度融合产品“拥抱古文明——
埃及之旅”等系列产品。在出行
保障方面，中青旅拟推出“出行
保障”“品质保障”“服务保障”
三大出境游保障体系，为出境游
客提供境外核酸指引、协助境外
医疗、7×24小时管家咨询及紧急
事务处理等全流程服务。

同程旅行建议广大旅行者，在
出行前查询过境国家及目的地的
相关防疫要求和签证要求，合理规
划行程。此外，各国医疗水平和对
疫情的应对方案有差异，游客出行
前可准备少量日常药品，以备不时
之需。

上图：1月8日，在中青旅旗下
遨游网预订出境单项服务的上海
游客赴东南亚旅行。

中青旅遨游网供图

新年伊始，哈尔滨冰雪大世界、亚布
力、长白山、雪乡、“北极”漠河等经典冰雪
旅游目的地吸引了许多游客体验冰天雪
地的乐趣。今冬冰雪旅游又火起来了。

在日前举办的2023中国冰雪旅游发
展论坛上，中国旅游研究院发布的《中国
冰雪旅游发展报告（2023）》（以下简称

《报告》）指出，中国冰雪旅游正在从“有没
有”向“好不好”转变，冰雪旅游市场进入
扩容提质并重的新阶段，冰雪文化和冰雪
旅游加快融合发展，冰雪旅游振兴的信心
正在恢复，承载着冬季冰雪梦想的诗和远
方要回来了。在本地市场消费潜力持续
释 放 和 远 程 冰 雪 游 复 苏 下 ，预 计
2022-2023 冰雪季冰雪休闲旅游人数将
超过3亿人次。

新意迭出

如今，冰雪旅游新意迭出。近日，
新疆以冬博会和冰雪文化旅游节开启了
新年旅游季，北京圆明园、颐和园、紫
竹院等公园同步启动假期冰场或雪场活
动，四川冰雪游景区串联起冰雪观光、
滑雪、温泉等系列主题活动，成都西岭
雪山滑雪场开放夜滑项目。广州热雪奇
迹作为大型室内滑雪场，吸引游客体验
室内娱雪。《报告》指出，冰雪旅游消费
结构持续调整，冰雪观光休闲为主、滑

雪度假兴起、近程占优、远程复苏以及
个体冰雪消费能力持续复苏成为中国冰
雪旅游新特征。

融合时尚、健康、运动、探险等众多元
素的冰雪休闲旅游成为新的生活方式，人
们可以欣赏冰天雪地中千里冰封、万里雪
飘的壮美景色，体验高山滑雪带来的激情
与欢乐，享受城市公园、乡村或者商业综
合体中的冰雪休闲时光，感受浓浓民族
风情与冰雪资源交融的冰雪产品。

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表示，与冰
雪运动相比，冰雪旅游和冰雪休闲的市场
规模更大，发展空间更加广阔。相对于传
统的冰雪运动特别是竞技型项目的参与
者，游客多属于“冰雪初体验”，主要以休闲
娱乐和轻度运动为主。多数游客愿意选择
冰雪季北上，85%的游客会选择在1月、2月
出行，春节前后更是旺季中的热点。

《报告》指出，冰雪旅游已形成了京津
冀、东北地区、新疆等3个冰雪旅游大区，
还形成了贵州、内蒙古、四川、陕西、西藏、
湖北等冰雪旅游新兴集聚区以及若干大
城市为核心的冰雪旅游休闲消费中心。
冰雪旅游目的地更注重区域合作，东北地
区通过冰雪旅游线路、高铁、客流互送等
实现了区域合作共赢，京津冀通过共建京
张体育文化旅游带，联合开发冬奥文化遗
产，吉林和新疆共同创建中国（长白山脉
—阿尔泰山脉）冰雪经济高质量发展试验
区，实现资源共享、客源互送、品牌共建
等，内蒙古和黑龙江通过“呼伦贝尔号”冰
雪旅游专列、冰雪旅游线路共同开发等实
现互联互通。

文化先行

一个冰雪旅游目的地要具有独特魅
力，必须以本地特色的冰雪文化作为支
撑，打造冰雪文化并通过产业化形成大
众游客喜爱的商品。《报告》提出，中国
冰雪文化和冰雪旅游融合发展呈现以下
新特征：一是冰雪文旅融合与数字经济
紧密结合，冰雪文旅产品开发、展示、
营销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特征显
著；二是冰雪文旅融合强调与科技、时
尚、动漫、运动、乡村等多种元素结
合，更高品质、更具个性、更加时尚、
更加多元的冰雪文化旅游产品正在赢得
年轻人的喜爱；三是冰雪文化和冰雪旅
游融合向深度和广度扩展，一批具有中
国风格、世界品质的冰雪文旅项目和面
向未来的时尚冰雪文旅项目脱颖而出。

冰雪文化深受人们喜爱，中国旅游研
究院的专项调查显示，游客对现代冰雪文
化（雪国列车、冰雪摄影、冰雪摇滚音乐、
极地世界等）和中国传统冰雪文化（冰嬉、
冬捕、冬猎、民俗节庆活动等）的兴趣最
高，其次对于冰雪运动项目（滑雪、滑冰、
攀冰岩、冰雪探险、雪地马拉松等）、影视
IP（著名影视拍摄地、电影取景、综艺节目
拍摄地、文学作品描述的场景地等）等也
比较感兴趣。

戴斌表示，冰雪旅游让各地传统的
民俗焕发了生机，创造出一批更有现

代、活力和时尚感的旅游空间和消费场
景。哈尔滨的冰雕艺术和松花江冰雪嘉
年华、延安的黄河春开冰、成都的西岭
雪山观云海、呼伦贝尔的冰雪那达慕、
黑龙江的冰上杂技系列演出“冰秀”、长
白山的雪地马拉松、阿勒泰的冰雪音乐
嘉年华、北京和张家口的冬奥场馆打
卡、乌鲁木齐铁路局新东方快车等都是
对冰雪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报告》建议，冰雪旅游要与当地特
色民俗文化相结合，重点围绕特色鲜明
的冰雪文化主题，以冰雪艺术、冰雪节
事、冰雪康养、冰雪运动、冰雪美食等
内容为方向，打造成国内领先、国际一
流的冰雪文化旅游品牌。

未来可期

冰雪旅游已成为“冰天雪地也是金
山银山”的示范产业，冰雪旅游让冰雪

“冷资源”变成“热经济”、小众运动变
成大众产业、小产品变成大生态，很多
旅游目的地从单季发展变成四季繁荣。

冰雪旅游的综合带动作用，不仅表现
在冰雪消费的内需扩大能力，还表现在它
通过“冰雪旅游+”的形式推动了城市、乡
村、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冰雪旅游+城市
更新发展，推动了城市品牌建设和经济社
会发展，一大批冰雪旅游城市脱颖而出。
冰雪旅游+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建设，
让乡村和特色小镇的冰雪旅游成为地方
亮丽的风景线，亚布力、崇礼、长白山、漠
河北极村、呼伦贝尔根河冷极村、乌鲁木
齐水西沟镇、延吉、禾木小镇、牡丹江雪乡
等品牌建设成效显著。

进入后冬奥时期，冰雪旅游大有可
为。冰雪旅游参与的大众化、冰雪旅游
产品的品牌化、冰雪旅游产业的现代
化、冰雪旅游要素的市场化、冰雪旅游
价值链的全球化、冰雪旅游公共服务的
均等化等成为冰雪旅游产业的新方向、
新趋势。戴斌认为，冰雪旅游要培育更
加多元更有活力的市场主体，要培育一
批有创新力的冰雪旅游装备与装具生产
商、一批有文化创造力的冰雪旅游度假
区和主题公园运营商、一批有实力的冰
雪文化投资机构和冰雪赛事运营商、一
批专业化运营的冰雪旅游与旅行服务商
以及冰雪旅游目的地生活服务商。

《报告》预测，2022—2023冰雪季中
国冰雪休闲旅游人数仍会超过 3 亿人
次。“十四五”末期的 2024—2025 冰雪季
中国冰雪休闲旅游人数有望达到5.2亿人
次，中国冰雪休闲旅游收入将达到 7200
亿元，冰雪旅游将成为冬季旅游和冰雪
经济的核心引擎。

上左：滑雪爱好者在河北崇礼万龙滑
雪场享受冰雪激情。

史自强 马佳琦摄影报道
上右：游客在山东省沂南县竹泉村冰

瀑前拍照游玩。
王彦冰摄 （人民图片）

左图：美轮美奂的哈尔滨冰雪大世界。
耿洪杰摄 （人民图片）

1月14日，位于北京密云的古北水
镇旅游度假区将以“长城庙会过大年”
为主题，拉开喜迎春节的帷幕。八旗美
食、巡游演绎、明灯祈福、非遗手作、冰
雪狂欢等特色体验将齐聚长城脚下。

古北水镇是司马台长城脚下独具
北方风情的度假式小镇，司马台长城是
目前唯一一段保留明长城原貌的古长
城，以其险、密、齐、巧、全五大特点著称
于世。以满族文化为主题的八旗围炉
宴汇聚浓浓烟火气，别具一格的民俗展
厅引领游客打卡拍照新体验，热闹喧哗
的集市摊位再现老北京市井生活。拉
洋片儿、魔术表演、新春字画、京味小
吃、兔年文创……火红色中涌动新春期
许，叫卖声中洋溢重聚喜悦。琳琅满目
的年货齐聚，游客们可以添新衣、聚年
礼、纳吉物，共度京味文化年。

作为全国非遗旅游景区，古北水
镇将非遗手作与过大年联系起来，剪
纸贺新，重温窗花记忆，定格兔年精
彩；风筝制作，用线牵住唐风宋韵，让
浪漫欲与长城试比高；写福迎春，以笔
墨承载祝福，红红火火度新年；扎染体
验，方寸之间致敬匠心，喜获新年礼赠
佳品；手绘年画，探寻中国传统美好意

蕴，挂起幸福与欢聚……新鲜玩法解
锁新春仪式感，让非遗文化可见、可
亲、可参与。水镇好戏频频开场，舞龙
舞狮、街头杂耍、民间秧歌、锣鼓表演、

特色旱船、玩偶互动……此外，从长城
之上到体验馆内，皮影戏、醒狮迎宾、
戏曲巡游、长城舞龙贺新岁等表演也
将热闹开场。

在聚焦传统民俗体验之余，古北
水镇还将打造春节爆笑体验季，满足
年轻游客的需求。从大年初一到元
宵佳节，知名脱口秀演员共聚长城脚
下，他们妙口连珠、玩转爆梗，让游客
感受传统文化和新潮文化之间的奇
妙反应。古北水镇还着力打造“房东
邀您过大年”“福兔贺新春”“福兔照
新春”“元宵喜乐会”等主题产品，用

“仪式感”提高游客的“幸福感”。
面对持续升温的冰雪旅游，古北

水镇以冬季汤河自然冰源为依托，把
“冷资源”做成“热经济”。目前，雪
橇、冰滑梯、冰雪露营、冰上自行车等
冰雪休闲运动已齐聚长城脚下，既融
合传统戏冰文化，又对接现代冰雪潮
流，为游客带去沉浸式体验之旅。

“共欢新故岁，迎送一宵中”。古
北水镇将以“长城庙会过大年”为媒
介，挖掘春节文化的深度、拓展冬季
旅游的宽度、创造“风景之上皆是生
活”，走出非遗文化的赋能路径、潮流
冰雪的创新路径、春节微度假的拓展
路径，助推国内文旅行业稳步复苏。

左图：司马台长城上的舞龙贺新
岁表演。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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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古北水镇赶庙会
王左权

文旅融合创新驱动
吴丽云

出境游有序重启
本报记者 赵 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