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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辰龙年新春，重庆市奉节县白帝
城·瞿塘峡景区游人如织。俯瞰瞿塘峡，
江流蜿蜒、高峡壮美。夜幕降临，大型
文化实景演出《归来三峡》在瞿塘峡口上
演，令人流连忘返。

2021 年底，中央部署启动长江国家
文化公园建设。文化和旅游部牵头建立
工作机制，把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列为
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首要任务，制
定相关建设保护实施方案和规划，指导
有关省（区、市）编制分省份规划。重庆明
确长江国家文化公园（重庆段）建设范围
为重庆市全域，系统梳理全市世界文化
遗产、世界自然遗产、国家 5A级旅游景
区、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国家级非遗代
表性项目等品牌资源330项，同时积极发
展文旅产业，生动呈现长江文化的独特
创造、价值理念和鲜明特色。

母亲河的点滴变化，第十四届全国
人大代表、重庆市作家协会主席冉冉看
在眼里、记在心上。在调研中，她了解
到，建设国家文化公园，在世界上还没
有先例，是具有开创性意义的壮举。为
了建设好这个具有全流域性、全局性、
全国性的文化项目，2023 年十四届全国
人大一次会议期间，冉冉联合其他6位全
国人大代表提交了关于建设长江国家文
化公园的建议，从开展长江文化传承创
新工程、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打造
公共文化载体、促进文旅发展体制机制
创新等十个方面提出具体建议。

近年来，全国两会上许多代表委员
关注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据文化和旅游
部统计，2020 年至 2023 年，资源开发司办

理国家文化公园相关建议提案近150件。
收到冉冉等人的建议后，文化和旅

游部高度重视。为了把建议办理工作落
细落实，2023年6月，文化和旅游部办公
厅、资源开发司安排工作人员，专程前
往重庆邀请冉冉等代表进行专题调研、
组织召开座谈会，探讨如何推进长江国
家文化公园建设，提出建议办理思路。

“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工作委员会、
文化和旅游部特别重视代表建议，专门为

我和另外6位代表建立了几个联系工作的
微信群，及时通报相关工作进展，收集意
见建议，吸收运用到工作中。”冉冉说。

据介绍，针对代表们关心的强化长
江国家文化公园顶层设计问题，2022年3
月，文化和旅游部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召
开了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视频调度
会；2023 年 7 月，会同相关部门印发《长
江文化保护传承弘扬规划》，并将长江国
家文化公园建设与国土空间规划充分衔

接。在调研的基础上，2023 年 10 月，文
化和旅游部牵头组织召开了长江国家文
化公园建设推进会。

为在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过程中
切实保护好生态环境，文化和旅游部指
导地方树立正确导向，坚持“共抓大保
护、不搞大开发”理念，促进资源合理高
效利用，保障生态安全，避免出现过度
开发、过度商业化、同质化及破坏生态
等问题；会同相关部门建立管理保护协
作工作机制，强化长江流域上下游、左
右岸、干支流联防联控联治，推动长江
流域水生态环境质量稳定改善。

如何展示好长江文化，让长江国家
文化公园更好融入生活、惠及群众？文
化和旅游部积极推动组建国家文化公园
专家咨询委员会长江组，鼓励科研院所和
高等院校开展长江文化研究；持续推进

“考古中国”川渝地区巴蜀文明进程研究
等重大项目；联合国家广电总局陆续制作
播出《良渚文明》《神农架密码》等一批长
江主题纪录片，取得良好社会反响。

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文化和旅游
部有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文化和旅
游部会同相关部门持续推进长江沿线文
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和高质量发展：指导
重庆市奉节县白帝城·瞿塘峡景区成功创
建国家 5A级旅游景区；指导重庆市沙坪
坝区磁器口街区成功创建国家级旅游休
闲街区；推出 10 条长江主题国家级旅游
线路。

文化和旅游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下
一步，要坚持保护优先、强化传承，文化引
领、彰显特色，总体设计、统筹规划，积极
稳妥、改革创新，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建
好为本、用好为要6个原则，把长江国家文
化公园建成传承中华文明的历史文化长
廊、凝聚中国力量的共同精神家园、提
升人民群众生活品质的文化和旅游体验
空间、展示中国形象的靓丽名片。

（据新华社北京电 记者徐 壮）

家家户户张灯结彩

黄土高原的人，性格似乎更内敛一
些，表达简洁，话语不多，但他们一样
热情，对生活充满热爱。春节就是一个
表达情感最好的节日。

“在山西，没有一棵树是黑着的”，这
句话并不夸张。山西的春节是火红的。
家家户户张灯结彩，街头巷尾大红灯笼
高高挂起，路边的树干上织满了各种形
状的小彩灯。住在城市高楼大厦里的居
民也在自家阳台挂上灯笼，照亮夜晚。

山西的村庄，但凡不太偏僻的，都
热闹，尤其是一些距离城市不太远的，
大都装扮一新，大红灯笼当然是主角，
各家各户的彩灯也不可缺。到了晚上，
漫步村中，仿佛置身灯笼的海洋。每一
个灯笼就像一张满面红光的笑脸，让人
全然忘记了彻骨的寒风。也有些村子，
请手艺人来表演，惹得城里人羡慕不
已，纷纷到村里寻找年味。

父母、弟弟一大家子都从老家赶到
山西过春节，我们在太原周边的一个村
子租了套民宿，全家住了下来。村里举
办“堡里有年味·回村过大年”民俗文化
活动，吸引城里人来过年。每天晚上，

鼓乐、舞狮、打铁花等 10 多个非遗项目
轮番表演，各种小吃让人大饱口福。村
干部介绍，春节期间，村里日均接待游
客约5万人次。

在吕梁市方山县中国传统村落张家
塔村，“年味儿张家塔”着实让我们体验了
一把吕梁山下黄河岸边的年味。张家塔
村的秧歌表演，男女老少齐上阵，身着
彩衣盛装，踩着鼓点，载歌载舞。舞狮
表演现场，游客围得水泄不通。激昂的
锣鼓声中，“狮子”在广场上时而欢腾跳
跃，时而辗转腾挪，舞狮队伍在人群中
穿行，引得观众连连拍手叫好。民俗
汇、故事汇、美食汇、非遗展、灯展等
主题活动，让游客既感受到传统文化和
年俗文化，也对张家塔村有了更多了解。

张家塔村 2016 年被列入第四批中国
传统村落名录，村里古庙、祠堂、宅楼、古
建保存完整，青砖灰墙间，三十六院户户
相通，地下甬道贯穿每家每户，行走其间
如同穿梭于迷宫。

看古城，逛大院

看古城、逛大院，是山西旅游的一
大特色。到山西过大年，平遥值得一
去。跟很多古城里只能看到天南地北的

游客不同，平遥老城的居民依旧生活在
这里。年轻一点的做导游、开观光车，
向游客介绍自己祖先的荣光；年老一点
的则端坐门口，晒太阳、看风景，看游客乐
享平遥的“中国年”。

“2024平遥中国年”推出了“龙祥凤瑞
‘迎’新春”“龙跃凤舞‘闹’新春”“龙章凤
彩‘贺’新春”三大板块15项活动。新春祈
福、点“靓”古城、非遗社火等民俗活动
接连上演，各地游客沉浸式体验了独具
平遥地方特色和晋商韵味的民俗民风。
夜幕落下、彩灯高悬，在古城内缓步徐
行，身边是满面笑容的居民和游客，温
馨的年味儿扑面而来。

太原古县城里同样年味十足，这里
的各式花灯是一大看点，尤其是以龙为
主题的花灯体积巨大，栩栩如生。春节
期间，每晚都有璀璨的焰火在古县城上
空绽放，为游客献上视觉盛宴。

体验非遗文化

山西的年味浓，除了因为这里独特
的风土人情，还与保存相对完整的传统文
化、古建筑、老手艺相关。非遗是山西春
节旅游的看点之一。观看非遗演出、体验
非遗手作，游客可亲身感受传统文化和艺
术的魅力。潮汕英歌舞与“盛世八音”两
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在阳城县皇城

相府景区里“相遇”，让游客一趟旅程感受
南北两种年味。乔家大院景区里的剪纸、
烙画葫芦、皮影戏、糖画等非遗展位前，
总是围满了游客。

不仅如此，山西省内各地还想着法子
让游客玩得安心、舒心、开心。山西文旅
厅备齐了“三晋寻龙游”“山河文化游”“大
院年俗游”等6条春节主题旅游线路；联动
11市推出“欢乐年韵”“文化年俗”“地道年
味”“创意年礼”“潮趣年乐”665 项春节特
色年俗文化旅游活动，让游客感受山西的
中国年。太原是春节假期南方居民前往
北方的十大热门目的地之一，这里有除夕
夜的烟花，有家家户户的红灯笼，有晋阳
湖的灯会，有钟楼街的晋阳盛景；吕梁市
推出山河美景摄影游、非遗年俗体验游、
赏灯戏雪亲子游等 5 条春节主题旅游线
路，让游客“赏北国风光、品地道年味”；乔
家大院景区通过“乔院民俗年”“住院子迎
新年”“复盛城贺新春”“停车场搭灯笼墙”
四大篇章，让游客深入体验赏民俗、品美
食、搭囍道、看社火、赶集市、购年货、抢红
包等多种形式的传统年俗活动，慕名前来
的游客感慨“过了一个文化味十足的惬意
中国年”。

同程旅行数据显示，春节假期，山西
地区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近100%，热门景
区五台山风景名胜区、雁门关、皇城相府、
黄河壶口瀑布、鹳雀楼等均一票难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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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何 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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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保存着世界上最完整的古代建筑，被

誉为“中国古建第一大省”；山西也是非遗大

省，拥有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180余项。

传统文化是山西的宝贵资源和名片，如

今也成为当地发展旅游业的重要助力。龙年

春节，山西以一系列富有特色的文旅活动，

吸引众多海内外游客到访。因工作关系，记

者留在山西过年，家人特地从山东老家赶

来，一家人其乐融融，体验了“有滋有味”的

山西旅游。

不久前，我到广东汕尾游玩，住在品清湖旁。品
清湖是一个自然潟湖，推开窗，海风扑面而来，水面
微澜，泊在岸边的渔船轻摇。蓝天下，品清湖像一块
硕大无朋的碧玉，安静地躺在远山与海堤的怀抱中。
此刻，夕阳西下，给归航的渔船披上一身温暖的霞光。

品清湖原叫品清湾。在第四纪大冰期后期，海水
侵入汕尾和沙海花岗岩体之间的低凹处，形成了一个
向西敞开的溺谷海湾，海水和外海可自由交换，当地
人称之为品清湾。后因红海湾沿岸大沙堤的发育和向
东延伸，将品清湾半封闭为一个水域面积约22平方公
里的潟湖。品清湖是一座天赐的良港，汕尾人视它为

“母亲湖”。
次日一早，我迎着朝阳漫步。微风轻抚，湛蓝的

湖面波光粼粼。几只白鹭在空中翱翔，时而冲向湖面
像蜻蜓点水，时而优雅地落在船舷上。海鸭悠闲地游
着，突然一个猛子扎入水中，好久才从另一处冒出
来，大口吞咽着美味。

马达声传来，一艘小船正搭载游客前往湖中小
岛。小岛离岸三四十米，站在码头边，即可清晰地看
到岛上汕尾渔船厂的招牌。上岛细看，才发现办公楼
很陈旧，应该已弃用。有商家在曾经的船厂车间里开
起了咖啡馆，将车床等工业元素融入设计中，吸引不
少游客前来。落座，捧一杯香气扑鼻的咖啡，俯瞰清
凌凌的湖水，眺望对岸的车水马龙，好不惬意。

我对渔村更感兴趣。村子不小，村民的房屋依山
傍水，鳞次栉比。在村里闲逛，看到一位老人正在院
子里整理渔网，我便走上前攀谈：“你们村真漂亮！”听
到我夸赞，他一下打开了话匣子。

老人姓谢，在村里是大姓。这里曾叫金屿村，人
丁最兴旺时有190多户。然而，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品
清湖被污染得厉害，湖水发臭，许多渔民或上岸做生
意，或投亲靠友去了香港。10年前，政府下大力气治
理品清湖周边的污染源，取缔网箱养鱼，如今湖水变
清了，鱼虾又多了起来。为利用好一湖碧水，政府加
大旅游设施投入，还鼓励村民开渔家乐增加收入。

“你沿着这条路出村就是观湖长廊，登上虎头山
顶可以看到美丽的湖景。”老谢满是自豪地推荐。

站在虎头山顶，我看到了老谢口中的美景。此
刻，品清湖上微波荡漾，浪声轻响，似在演奏一曲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欢歌。

上图：品清湖风光。

品清品清湖畔看清波湖畔看清波
沈治鹏沈治鹏文文//图图

春节假期，平遥古城内游人如织。 本报记者 何 勇摄

游客在运城市万荣县裴庄镇集贤村聚贤农庄游玩。 闫 鑫摄 （人民图片）

游客在重庆市奉节县白帝城景区游玩。 新华社记者 黄 伟摄

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发展和改
革委员会、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公
布了第一批全国智慧旅游沉浸式
体验新空间培育试点项目名单，中
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长征”沉浸
体验、飞越影院）智慧旅游沉浸式
体验新空间，“无界·幻境”智慧旅
游沉浸式体验新空间，EX 机器人
未来科技馆智慧旅游沉浸式体验
新空间，“今夕共西溪”智慧旅游沉
浸式体验新空间等42个项目入选。

据了解，该培育试点项目是
为了落实《“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
规划》《“十四五”旅游业发展规划》
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释放旅游消
费潜力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
若干措施》的要求，推动利用数字
技术改造提升传统旅游消费场
所，打造智慧旅游沉浸式体验新
空间，推动数字经济和旅游业深
度融合发展，培育发展智慧旅游
新产品、消费新场景。

智慧旅游沉浸式体验新空间
指的是依托旅游景区、度假区、
休闲街区、工业遗产、博物馆、
演艺场所等文化和旅游场所或相
关空间，运用增强现实、虚拟现
实、人工智能等数字科技并融合文化创意等元素，通
过文旅融合、虚实结合等方式，让游客深度介入与互
动体验的一种智慧旅游新产品和消费新场景。例如，
位于浙江杭州的“今夕共西溪”智慧旅游沉浸式体验新
空间，以“南宋洪皓出使金国”为创作背景，借助机械
艺术、舞美、灯光、多媒体等艺术方式，展现西溪湿
地生态实景、人文底蕴，为观众带来沉浸式体验。据
了解，该项目已形成“夜间版+日间版+线上版+儿童
剧+游艺版+微演艺”的多元化产品矩阵，并打造出一个
集游园互动体验和沉浸式实景演艺于一体的“宋韵杭式
生活体验基地”，让游客身临其境感受宋代杭州的风情
文化。

近年来，发展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为特征
的智慧旅游，不仅成为各地提升游客体验的重要途
径，也让许多传统景点添了新玩法、新看点。

江苏游客金女士的孩子正读小学三年级，对中国
传统文化尤其是古诗兴趣浓厚。春节假期，金女士一
家专程去湖北武汉看唐诗“地标”黄鹤楼。入夜，黄鹤
仙子在光影中翩翩起舞；身着汉服的演职人员展现着
黄鹤楼的诗意画卷；非物质文化遗产布袋木偶戏传承
人展现“掌中一绝”……“夜上黄鹤楼”新春游园会让金
女士一家玩得十分尽兴。“我们亲身感受到了黄鹤楼的
历史文化和隽永意境。”“夜上黄鹤楼”以武汉文化地标
黄鹤楼公园为主体，以“光影+演艺”的方式，通过激光
投影、高压水雾等技术，搭配现代声、光、电以及动
画光影特效，打造出辛氏沽酒、仙子起舞、黄鹤楼变
迁等故事场景，让游客沉浸式了解黄鹤楼的历史底蕴。

智
慧
旅
游
多
了
新
玩
法

本
报
记
者

尹

婕

智
慧
旅
游
多
了
新
玩
法

本
报
记
者

尹

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