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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雪是哈尔滨的名片，如果想读懂哈
尔滨的故事，欣赏哈尔滨的色彩，最合适
的时间莫过于冬天。冬日里，雪花纷纷落
下，天地间银装素裹，在这样美好的时刻，
走进哈尔滨市道外区中华巴洛克历史文
化街区，更能领略哈尔滨的历史变迁与独
特魅力。

远远望去，装饰富丽、雕刻细腻的
西式建筑在皑皑白雪中格外醒目，典型
的巴洛克艺术风格彰显着浓郁的浪漫主
义色彩。

走近一看，这些建筑的墙面上有许
多中国传统元素的浮雕与纹饰：多籽的
葡萄和石榴寓意多子多孙；牡丹、梅
花、荷花和海棠象征着富贵吉祥；盛满
奇花异草的花篮生机盎然；松树下的梅
花鹿寄托着福寿延年的美好愿望……这
些精美的雕花图案将西方装饰手法与中
国传统祈福文化元素相融合，显示出独
具匠心的创意。

建筑是有形的艺术，是历史的见
证。这些中西合璧的建筑，记录着哈尔
滨的往昔岁月。19 世纪末，随着中东铁
路的修建和松花江的通航，哈尔滨成为
东北地区重要的交通枢纽，大规模城市
建设随之进行。当时，哈尔滨南岗区和
道里区很多地方被划定为中东铁路附属
地，成为外国人聚居区；道外区的傅家
甸等地则在中东铁路附属地以外，成为
山东、河北、山西等地“闯关东”移居
者投奔亲人、开店谋生的聚居区。

随着人气聚集，傅家甸老街上逐渐
建起会馆、票号、商行，成为东北地区一处重要的商贸中心。那时，道里区
建起了“中国大街”，也就是现在的哈尔滨中央大街。20 世纪 20 年代中期，
中央大街作为东北地区外国人与社会名流的聚集地，大街两侧建有很多欧式
建筑，汇集了巴洛克、古典主义、折衷主义等多种建筑风格。

道外区的民族工商业者效仿这些建筑，选择富于装饰的巴洛克风格，并
在设计中融入中国传统建筑的构思与手法，建起喜庆吉祥的本土化“小洋
楼”。这些建筑临街一侧的外立面是巴洛克风格，内部空间则是典型的中国传
统院落，连点成片，逐渐形成建筑群落，吸引了不少外国人前来参观。日本
学者西泽泰彦到这里参观时，提出以“中华巴洛克”命名这种“混搭”的建
筑风格，这一叫法逐渐流传开来。

如今，在上海、天津等地，依然零星分布着中华巴洛克风格的单体建
筑，哈尔滨的中华巴洛克历史文化街区，是国内现存面积最大、保存最完整
的中华巴洛克建筑集群。

位于南头道街113号的建筑，是中华巴洛克精美建筑风格的典型代表。这
栋楼建于1920年，明黄色搭配灰色制成的浮雕装饰明丽，引人注目。入口处
拱门上方的额坊上雕刻着栩栩如生的蝙蝠和祥云图案，两根单倚柱向上延
伸，柱上装饰着中国结图案，菊花浮雕点缀其间，更显华美。经过拱门走进
院落，中国传统的四合院格局映入眼帘，这种多层楼围合而成的四合院，被
哈尔滨人称作“圈楼”。

“圈楼”里有天桥、天井和回廊，只有临街的一面对外开门，形成店面。
店里熙来攘往、热闹非凡，院内则是私人住宅或者工厂。20世纪30年代，南
头道街113号是生意兴隆的“同义庆百货店”，这座气派的建筑折射出昔日的
繁华。

漫步于街区，连排而挂的大红灯笼吸引了我的目光，温暖的红色灯光静
静照耀着老街，与地面的白雪彼此辉映。“老鼎丰”“张包铺”“砂锅居”“六
合顺”……在这里，各种老字号美食云集，很多店前都有人排队等位，素不
相识的人们因美食聚在一起，谈天说地，为老街增添了人气和人情味。

老街上，既有草编、面塑、吹糖人等传统手艺表演唤起人们儿时的记
忆，又有文创工坊、画廊咖啡等新业态吸引年轻人驻足。落雪时分走读“中
华巴洛克”，让人不禁感叹哈尔滨这座城市的色彩之多元、故事之丰富。作家
迟子建在谈及哈尔滨的老建筑时说：“它的姿态很像一个内穿旗袍、外披斗篷
的女郎，不脱娴熟典雅的韵味，却又难掩华丽叛逆的气质，别具魅力。”我
想，来这里感知和触摸哈尔滨，一定能收获关于这座城市的美好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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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车从郑州东站一路向东，约半
小时抵达大孟镇，一座巨型黄色夯土
墙上刻印着“只有河南”四个大字。

这里是河南省郑州市中牟县，
曾以盛产西瓜、大蒜闻名，如今以
文旅产业为主导，转型为中原地区
主题公园最多的旅游集聚地。

“盐碱地，花狗脸，种一个葫芦，
收两个碗。”当地人曾用这句民谣形
容中牟这座传统农业县的贫穷。历史
上，由于黄河多次泛滥，中牟曾经遍
地黄沙。“早些年提起中牟，人们只知
道西瓜和大蒜。”中牟县一位老人告
诉记者，过去几十年的变化都比不过
近几年。

高速公路、高铁、城际轻轨的
开通，把中牟纳入了郑州和开封的

“半小时生活圈”。得天独厚的区位
优势和历史文化资源让中牟把发展

的重心转移到了文旅产业上。
2016 年，“只有河南”戏剧幻城

落户中牟。“这是一座有21个剧场的
戏剧幻城。”景区品牌经理刘凯鹏介
绍，它以沉浸式戏剧艺术为手法，以
独特的“幻城”建筑为载体，通过讲述
关于“土地、粮食、传承”的故事，让更
多人感受戏剧文化的魅力。

穿过“只有河南”戏剧幻城景区
入口，眼前豁然开朗：328 米长、15
米高的巨型夯土墙前，近 100 亩冬
小麦已露出青苗。“这是一个重要意
象，表达了我们对历史与文明的一
次回望。”讲解员介绍，到了夜晚，当
光影投射在这面墙上，它将变成一
幅动态的超长画卷，《清明上河图》

《千里江山图》轮番展演，给人们带
来视觉与心灵的震撼。

寻找和发现非遗文化是在“只有

河南”戏剧幻城旅行的一大乐趣。在
不同主题的非遗体验店中，游客可以
赏玩质朴的宝丰木偶戏、生动的方城
石猴，或者亲手制作一张木版年画，
装裱进相框带回家。“布老虎和泥泥
狗是以布艺刺绣和泥塑彩绘为主要
工艺的河南民间玩具，非常受年轻人
喜欢。”刘凯鹏说。

“您从这里离开，您去向哪里，请
别忘了，河南的土。”中牟县文旅服务
中心主任许莉萍告诉记者，正如景区
夯土墙上这句话所表达的，“只有河
南”戏剧幻城不仅是一座主题乐园，
还承载着一份对中原文化的守护与
传承。

从戏剧幻城出发，向南 5 公里
处，有一座电影小镇。街边林立的店
铺、拉黄包车的车夫，让人仿佛穿越
到20世纪40年代。今年“五一”假期，
电影小镇推出的沉浸式演出《穿越德
化街》人气火爆，每天演出6场，依然
一票难求。

“我喜欢这种演出形式，它改变
了传统的观演关系。观众不再是故
事的旁观者，而是走入戏中，化身

主角，成为老郑州历史的亲历者。”
来自北京的游客刘先生说。

今年9月，郑州海昌海洋公园开
业，成为中牟主题公园群的新成员。

“中牟优越的区位条件，让我们选择
在这里落户。”园区相关负责人姚向
辉介绍，这里拥有白鲸、帝企鹅等超
过5万只极地海洋动物，是中原地区
最大的海洋公园。

如今已有 8 家主题公园在中牟
落地，成为催热文旅消费、助力乡
村振兴的新引擎。今年中秋国庆假
期，雁鸣蟹岛大自然梦想城、沙窝
森林公园等地成为郑州、开封市民
近郊游、亲子游热门打卡地，周边
特色民宿几乎全部订满。数据显
示，今年中秋国庆假期，中牟全县
接待游客294万余人次。

“下一步中牟将持续做好文旅文
创产业转型升级，坚持以文旅融合
为路径，用心用情打造好黄河岸边
的高质量现代文旅产业体系。”中牟
县委书记丁文霞说。

（据新华社电 记者唐健辉、
吴刚）

河南中牟：

主题公园催热文旅消费

本报电（吴勇兵、毛丽芳、黄珊） 近日，湖南张家界武陵源景区走进北
京联合大学举行校地合作大会，开展“张家界地貌”科普研学旅行宣传推介
及“吴冠中”张家界游记散文征文颁奖典礼活动。

1979年，画家吴冠中来到武陵源，写就散文《养在深闺人未识——一颗
失落的风景明珠》。如今，张家界武陵源已成为中国首批世界自然遗产、全球
首批世界地质公园、“张家界地貌”命名地、中国首个国家森林公园，入选首
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首批国家体育旅游示范基地、国家青少年自然教育
绿色营地等。今年，武陵源景区已接待中外游客超过 460万人次，其中参加

“张家界地貌”科普研学旅行的学生近7万人次。
“我们的课程分为自然科普、文化传承 2个领域；地质科考、森林科考、

张家界历史3个模块；地质考古、地质探究等7个主题，石英砂岩、地貌考察
等15个实践课题……”武陵源景区相关负责人介绍了“张家界地貌”科普研
学旅行产品线路和以张家界山水为元素的美术写生产品线路。

推介会上，校地双方共同为“吴冠中”张家界游记散文征集获奖作者代
表颁奖，并签署合作协议。《中国旅游营销张家界范本》编撰者、湖南省旅游
协会副秘书长刘云向北京联合大学学生代表赠送了相关书籍。

北京联合大学副校长鲍新中表示，双方将以此次校地合作为契机，围绕
旅游产业发展，以“建设世界一流旅游目的地”为目标，在全域旅游、景区
规划提级、旅游项目开发、打造旅游品牌、丰富文旅产品以及共建人才培养
基地、文旅融合发展研究与学术交流等方面开展深度合作。

张家界武陵源景区
与北京联合大学加强校地合作

去隆福寺逛创意市集，体验非
遗手作；泛舟亮马河，夜游灯光水
岸；在鼓楼听一场“时光音乐会”，感
受传统与现代的融合……日前，历
时 3 个多月的第十一届北京惠民文
化消费季正式收官，丰富的惠民文
化活动涵盖演艺、文创、书香、酷
玩、娱游、艺术 6 大领域，通过满
减、买赠、优惠券、打卡兑礼等方
式，为市民和游客带来京城文旅消
费新体验。

集章打卡激发消费热情

近年来，集章打卡成为受到年
轻人喜爱的新时尚。来到一处景点
或文化地标，在集章本上盖下一枚
颇具设计感的印章，将旅行中的美
好记忆进行具象化的保存。

本届北京惠民文化消费季为满
足年轻人的喜好，联合城市探索运
营服务平台“通城记”发起了“迷
尚北京”系列主题活动。

该活动以“云线路打卡+宝藏
地图+实地打卡+手机挖宝+锦鲤大
奖+印章收集”等多元化互动形
式，串联起百余家优质商户，包含
北京图书大厦、王府井书店、天桥
艺术中心、开心麻花剧场、嘉德艺
术 中 心 、 遇 见 博 物 馆 、 751D·
Park、北京欢乐谷、戏精桃花源等
文化消费场所，打造“京”彩十足
的全城寻宝之旅。

集章打卡活动取得了良好效
果。活动期间，仅在隆福寺盖章
点，每天就有1000多人排队等待盖
上一枚套色印章。“通城记”平台数
据显示，今年北京惠民文化消费季
期间，累计有近50万人次参与了集
章打卡活动。这些活动为消费场所
带来了实实在在的人气。

鼓楼脚下的“钟鼓饮时茶饮空
间”参与了集章打卡活动。该店铺
负责人介绍，店内设置了“迷尚北
京”打卡京城通城驿站，集章打卡
活动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客单量
明显增长。

“打卡达人”洛翎收集了满满一
柜子的集章本，记录着一万多枚印
章的“战绩”。本次“迷尚北京”活
动印章最吸引她的是北京元素，例
如鼓楼印章，分别有谯楼更鼓、楼
鸽翔集两种主题，包含鼓楼建筑本
体、更鼓、鸽群等元素。这种设计
让她联想到了中轴线、二十四节气
等主题印章中涉及的“京味儿”元
素。在她看来，这些印章不仅具有
收藏价值，也能增进人们对北京历
史文化知识的了解。

文旅融合助力乡村振兴

本届北京惠民文化消费季坚持
大城市带动大京郊、大京郊服务大
城市，组织开展京郊微度假娱游、
乡村农品农俗文化市集、与大师一
起游乡村等活动，以文旅融合助力
乡村振兴。

今年秋天，伴随着舞龙舞狮和
秧歌表演，北京市顺义区2023年中
国农民丰收节活动在木林镇大韩庄
村拉开帷幕。一个个充满浓厚乡土
风情的节目轮番登场，舞出了丰收
的喜悦，唱出了农民的幸福；舞台
下游人如织，在特色摊位前驻足停
留，感受乡村魅力。

在活动现场，“全民劳动享丰
收”农事体验活动深受小朋友们的
欢迎。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前来体验
秋收之喜与乡野之乐。挖红薯、掰玉
米、开农机、学农识，孩子们兴高采
烈地参与其中，家长们也度过了一
段亲子同游的难忘时光。玩累了，还
有多种优质农产品制成的风味美
食。红薯宴、蔬菜宴、富硒鸽宴、烤全
羊宴……游客们品尝着农家饭，感
受别具一格的秋趣。

此外，北京惠民文化消费季还
通过举办“香山永顺共发展”农旅
推介周活动，在客流量较高的香山
景区推介湖南永顺的优质文旅资
源，提升永顺文旅知名度。

活动期间，市民和游客来到香
山，品尝永顺莓茶、五彩糍粑等湘
西特色农副产品，欣赏土家织锦、
土家族挑花等非遗手工艺作品，观
看毛古斯、土家铜铃舞等表演……
在品文化、赏民俗、看非遗、观表
演、尝美食的过程中，沉浸式感受
永顺的历史文化、独特的民族风情
和秀美的自然风光。

优质供给注入新的活力

累计举办36.87万场次活动，带
动消费金额约151.8亿元，惠民让利
约 12.6 亿元……本届北京惠民文化
消费季在拉动文旅消费方面，交出
了亮眼的成绩单。

据北京市国有文化资产管理中
心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北京
文化消费市场呈现供需两旺的良好
局面。本届北京惠民文化消费季高
效整合首都优质文化资源，精心策
划，搭建起“自主品牌活动引领、大
型主体活动贯穿、市场协同活动支
撑、重点领域区域驱动”的活动格
局，以高质量文化供给不断增强民
众获得感和幸福感。

近年来，北京惠民文化消费季
自主品牌量质齐升，以优质供给为
文旅消费注入新活力。北京文化消
费品牌榜、品牌周、文化消费论坛、
京彩文化消费嘉年华等自有品牌不
断升级，成立北京文化消费创新促
进产业联盟，推出北京艺术品交易

展示月、“与大师一起”系列活动等
自主品牌活动……一系列优质文旅
活动的影响力不断提升。

日前，2023 北京文化消费品牌
榜发布。在入围的 323 个优质项目
中，“西单大悦城”青年潮流文化中
心、北京菜百黄金珠宝博物馆非遗体
验基地、2023“我与地坛”北京书市、
开心麻花经典剧目演出、亮马河国际
风情水岸等55个具有代表性和影响
力的文化消费品牌脱颖而出。

这些上榜品牌涵盖了文化艺术、
文化旅游、文化创意产品等多个领
域，彰显了北京文旅消费的品质与特
色，是引领北京文旅消费的“风向
标”，为首都文旅消费市场增色添彩。

据介绍，北京惠民文化消费季
正通过延长对企业服务时间、举办
重要节点活动等方式，进一步扩大
影响力，逐步形成由“季”到“年”的转
变。今后还将推出更多优质文化产
品和服务，培育壮大文化新业态、
新场景、新模式，助力北京国际消
费中心城市建设，推动经济社会高
质量发展。

第十一届北京惠民文化消费季收官——

新玩法提升消费新体验
本报记者 黄敬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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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城记”胡同生活节活动现场，市民和游客在隆福寺创意集市上游玩。 主办方供图

游客在 2023“我与地坛”北京书
市现场选购书籍。

本报记者 蒋雨师摄

北京市朝阳区通过建设亮马河国际风情水岸，以河道复兴引领城市
更新，让市民和游客乐享都市生态美景，感受多彩首都文化。图为亮马
河国际风情水岸风光。 王 初摄 （人民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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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探索将生态优势向产业优势转化的路径，构建“文创+
旅游”发展模式，带动周边民宿、休闲观光等农旅融合式特色产业发展，激发乡
村发展新活力，打造具有余杭特色的“共富工坊”，走好乡村振兴“共富路”。图为
游客在余杭区黄湖镇的“岭上乐坊”体验滑翔伞飞行项目。 王亚楠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