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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电 （记者庞革平）
山水有相逢，终会到漓江。3
月20日晚，中外游客汇聚广
西阳朔中国漓江山水剧场，
共同欢庆大型桂林山水实景
演出 《印象·刘三姐》 公演
20周年。这场融合了自然美
景与人文艺术的庆典活动，
不仅展示了 《印象·刘三姐》
20年风雨兼程匠心传承的辉
煌历程，更是对文旅行业发
展成果的一次集中展现。

20 年前，在广西壮族自
治区各级党委、政府及文旅
主管部门的高度重视和大力
支持下，总策划梅帅元与张
艺谋、王潮歌、樊跃等艺术
家倾力合作，历经 5 年零 5
个月的精心策划、前后 109
次修改、67位中外艺术家参
与创作，别具匠心地将刘三
姐的歌、少数民族的情、漓
江上的渔火等多种元素创意
性糅合在一起，融入桂林这
片大自然恩宠的山水之中，
完美地阐释了相生相融的人
与 自 然 ，“ 世 界 的 刘 三
姐 ” + “ 世 界 的 桂 林 山
水”，叠加成就了“世界级
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
画卷”。公演至今，累计演
出超 8000 场次，接待外宾
300 万人次，接待观众 2000
万人次，成为保护好漓江生
态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成
功范例之一。

20 年 来 ，《印 象·刘 三
姐》 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
发展中绽放出新的时代色
彩，坚定文化自信，全面、
精准讲述着源于广西的中国
故事，传承、弘扬、传播好
刘三姐文化。2019 年 6 月，
作为全国首家以刘三姐文化
为主题、展品门类最丰富、
藏品数量与古籍文献史料最
多的博物馆——刘三姐文化
印象博物馆在 《印象·刘三
姐》 剧场内诞生，使到阳朔
旅游的中外游客在游览漓江
的同时能深入地了解刘三姐
文化。实景演出《印象·刘三
姐》 和刘三姐文化印象博物
馆，再次把甲天下的桂林山

水、闻名于世的刘三姐，融
合在一起。

在当晚的庆典演出中，
桂林旅游学院和《印象·刘三
姐》 的演员们共同表演了舞
蹈 《漓江·春茶》、百人合唱

《侗族大歌》、实景展演 《龙
腾印象》 等精彩节目。同
时 ， 本 次 20 周 年 庆 期 间 ，

《印象·刘三姐》 园区特别增
设了互动体验项目和美陈装
置，旨在提升游客的参与感
和体验感。在园区，项目首
次设立的“打歌台”带来丰
富有趣的山歌互动活动，让
游客亲身体验山歌演唱的魅
力，进一步拉近了艺术与观
众的距离，更为文旅融合提
供了创新思路。

《印象·刘三姐》 将以举
办20周年庆为契机，在新的
发展中，以“世界眼光、国
际标准、中国风范、广西特
色、桂林经典”为思路，深
入挖掘刘三姐的文化底蕴与
时代价值，做好《印象·刘三
姐》 演出内容和园区升级改
造等，推动 《印象·刘三姐》
迭代升级，在山水间讲述精
彩的中国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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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子翠绿留乙丑，贡茶一杯香
满堂。”

正值仲春时节，晨光中的“国际
魅力茶乡”湖北省宣恩县，天空的蓝、
茶山的雾、清新的绿，分外妖娆。由
400 多名游客组成的春季旅行团，在
宣恩县伍家台贡茶旅游区开启春天之
旅，为 2024 年伍家台贡茶文化节拉开
序幕。

宣恩拥有中国天然氧吧、中国最
美生态康养旅游名县、中国气候宜居
城市 （县） 等称号，北纬 30°穿境而
过，独有的气候、土壤和雨露孕育了
伍家台贡茶。伍家台贡茶距今已有300
多年历史。清代时，宣恩伍家台有一
位茶农叫伍昌臣，是种茶制茶能手，
由他精制而成的茶叶倍受人们喜爱，
后作为“纳贡”珍品从此声名远扬。
2008 年，伍家台贡茶成为国家地理标
志保护产品，此后又通过欧盟有机产

品认证、国际公平贸易认证等，入选中
欧地理标志保护名录。2011年6月，伍家
台贡茶制作技艺入选湖北省第三批省
级非遗名录。

伍家台贡茶文化节自 2014 年开始
举办，到2024年已经是第8届。今年的

文化节开展了“上春山，采茶忙”春
茶采摘大赛、自驾游车友及网红大V现
场体验春茶采摘直播、“原声悠扬”情
景民歌会以及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茶产业劳动和技能竞赛等一系列活
动，还首次发布 《中国茶叶品牌发展

报告》，为宣恩“欧标茶出口示范基地
10 万亩”授牌。文化节期间，伍家台
贡茶集团与县内8家重点茶企签订战略
合作协议，与 4 家茶企签订销售协议
1.35亿元。硒茶大市场开市后，10辆满
载出口茶的大卡车发往俄罗斯、法
国、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和地区。

为了传承弘扬伍家台贡茶制作技
艺，宣恩县在国家级旅游休闲街区仙
山贡水兴隆老街休闲街区上专设了制
茶小屋、茶舍、坝坝茶，游客在此可
尽情体验制茶“六部曲”——摊青、
杀青、揉捻、做形、干燥、提香，观
赏温杯、置茶、冲泡、奉茶流程，感
受博大精深的中国茶文化。五湖四海
的茶农、茶商、茶人接踵而至，在此
共品茶香、共叙茶缘、共商茶业，共
襄庆典。

题图：德国茶友沉浸式体验冲泡
茶叶。 王法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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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鸿飞雕塑巡展走进遵义

羌绣展位上，绣娘飞针走线，在
轻挑慢捻中，一朵色彩明艳的花朵活
灵活现“绽放”开来；非遗互动体验区
里，参观者“画”上曹盖舞妆、“穿”上白
马藏族服饰，体验多姿多彩的白马藏族
文化……3月 29日至 31日，在福建厦门
市五一广场，一台融合了绵阳馆、熊猫
优选馆、李白文化长廊、非遗互动区、

“祈福七曲山 励志两弾城”梓潼馆、“最
长虹”科技文化馆的文创产品精品展，
讲述着绵阳的“诗与远方”。

这是绵阳文旅推介团在厦门举办
的“文化三推”（城市品牌推广、文化
艺术推介、文旅产品推销） 活动。现
场，一部部标识度高的文艺作品广受
好评，一批批带有“绵阳符号”的文
创产品火爆“出圈”。以城为盟、以文
为媒、以旅为脉，绵阳加快“走出
去”步伐，迸发全新活力。

融合有了“新招式”

绵阳历史底蕴深厚，红色文化、
国防科技文化、三国蜀汉文化等交相
辉映，是“两弹一星”精神、抗震救
灾精神的重要承载地。

2022 年以来，为擦亮“中国科技
城 成渝副中心”城市 IP，提升城市知
名度和影响力，绵阳一方面在挖掘、彰
显自身优势和特色方面狠下功夫，一方
面积极主动“走出去”：仅市级层面，就
先后走进厦门、东莞、苏州、佛山、无锡、
宁波等地，开展了 6 场“城市形象推广、
产业项目推介、特色产品推销”的“三
推”活动。

与此同时，由厦门市文旅局主办的
“大厦之门·幸福思明”“诗意厦门 五育
集美”“诗意厦门·悦游湖里”文旅推介
活动先后在绵阳举办，厦门市湖里区
旅游协会与绵阳市旅游协会签订区域
旅游合作协议。

厦门是闽南文化的核心区域，绵
阳是巴蜀文化的发祥地，巴蜀文化与
闽南文化在一次次“双向奔赴”中，
从“你来我往、常来常往”的交流，
走向“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融
合。“绵延一厦”也成为两地文旅携手
并进的佳话。

继“三推”活动后，此次绵阳全新
启动“文化三推”活动，带着丰富的文旅

资源和文旅融合“新招式”奔赴厦门。

文旅资源“活起来”

“这次我们组织了多家单位前来参
展 ， 展 出 具 有 绵 阳 特 色 的 文 创 产
品。”绵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温芬介
绍，绵阳深入挖掘优秀传统文化，打
造新场景，力求让绵阳深厚的文化底
蕴和当代发展风貌“飞入”厦门寻常
百姓家。

国家级非遗项目——白马藏人传
统舞蹈“跳曹盖”、羌族刺绣、文昌洞
经古乐……精品展上，“非遗+文创”

“非遗+互动”等创新形式，别具一格
地亮出了绵阳的传统文化“家底”。而
在科技文化展区，5G、人工智能、工
业互联网、大数据等技术融合的科技
产品，则解码了属于中国科技城的诗
意浪漫与硬核实力。

除 了 精 品 展 览 ， 绵 阳 还 带 来 了
“爆款”演出——情景宣讲 《记忆中的
两弹一星》 公益展演以及国家艺术基
金项目、原创多媒体儿童剧 《哪吒》。
其中，《记忆中的两弹一星》 通过 《听
吧，祖国在向我们召唤》《最后一封家
书》 等 9 个故事的演绎，深情讴歌了

“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钱学森的
家国情怀和崇高精神。

“羌绣真的太美了！我迷上了这门
手工艺。”“以前觉得白马藏人很神
秘，这次体验了他们的服饰和舞蹈妆
容，感觉涨了不少知识。”“绵阳不仅
科技实力雄厚，没想到文化资源还这
样富集。”……看完展览展演后，厦门
市民对绵阳发出了由衷的赞叹，纷纷
表示有机会一定要去绵阳走走。

驶入“高速通道”

“这次推介会，既是两地文旅融合
的交流，也是做活两地文旅市场的有
效互动。”3 月 29 日，在“文化三推”
推介会上，绵阳市人民政府副市长胡
进耀发出诚挚邀约，“诚挚邀请厦门
的各界友朋，到绵阳走一走、转一
转，感受千年翠云廊的厚重，体验诗
仙李白的浪漫，领悟两弹一星的情
怀，带走文昌帝君的福气，共续‘春

天的约会’。”
现场，数字人“李白”化身“绵

阳文化推广大使”，向观众推介绵阳丰
富的文化旅游资源、精品旅游线路。
随后，在数字人“李白”的见证下，

“共赴山海 诗屿远方”绵阳厦门文化
交流互动活动正式启动，两地的“双
向奔赴”为文旅合作交流搭建起“高
速通道”。

“ʻ文化三推’让文旅市场的活力在

ʻ走出去’、跨区域的过程中不断激活。
但我们也深知要推动文旅高质量发
展，ʻ走出去’仅仅是第一步。”绵阳市
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文化广播电视和
旅游局局长窦建磊表示，今后绵阳将在
行进中不断学习与思考，继续推动文
旅深度融合，实现创新性发展，让外
界看到绵阳文化绽放出的新光彩。

图为绵阳“文化三推”精品展。
王 勇摄

以城为盟 以文为媒 以旅为脉

绵阳“文化三推”走出新天地
本报记者 王明峰

本报电（记 者罗艾桦）
“红色圣地·醉美遵义——许
鸿飞雕塑世界巡展·遵义站”
日前在贵州省遵义市美术馆
开幕。活动由广东省美术家
协会、贵州省美术家协会等
主办。

此展是许鸿飞雕塑世界
巡展的第57站。通过广东省
美术家协会副主席许鸿飞创
作的红色题材、冬奥题材、
神州逐梦等内容作品，彰显
时代气息与民族精神；通过

“肥女”系列、母子题材，以
诙谐幽默、形象夸张的手
法，展示了当下中国普通百
姓的自信之美与幸福之美。
许鸿飞最近创作的新作 《荔
枝红了》 也在本次展览首次
亮相。

许鸿飞介绍，此次展览
旨在表达对红色老区的崇高
敬意。雕塑是世界性的艺术
语言，展览将做成画册、视
频和纪录片带到世界各地，
向世界介绍美丽遵义。

漫步上海市崇明区东平国家森林
公园，600 余种、近 300 万株花卉竞相
绽放。伴着朗朗诗声于林间，头戴簪
花、身着汉服的年轻人踏春而来，赏
花、拍照。工作人员扮演的“十二花
神”，裙裾飞舞花海间……这是2024年
崇明“花朝节”的一处靓丽风景。

“百花生日是良辰，未到花朝一半
春。”古代文人多浪漫，把百花赋予人
格，并把花朝记作百花生辰，于是有
了“花朝节”。从赏花赋诗的文人雅趣，
到百姓踏青赏红、逛春日集市，“花朝
节”逐渐成为民间的春日盛大节庆。

“江南好，热闹过花朝”等词句记
录了民间庆贺百花生辰的景象。随着
国人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热爱升温，“花
朝节”这一充满诗意的传统节庆活动
焕新回归。3月以来，上海、杭州、济
南、福州、武汉等地陆续举行“花朝
节”活动，铺展开一场场春日“繁
花”盛宴。携程数据显示，3 月以来，
平台上旅拍订单量环比增长超三成，
全国各赏花景区的门票日均预订量同

比增长近50%。
春花处处，国风炫起。“花朝节”

上各种国潮元素成为赏花季的景致，
汉服等新中式服装已成为很多年轻人
的赏花“战袍”。

从刚开始的特殊场合穿着拍照打
卡，到日常出行也经常选择改良版汉
服，25岁的陈梦婷说：“身边越来越多
年轻人喜欢汉服里藏着的传统之美，
穿着汉服赏花更是别有韵味。”

抖音电商3月发布的消费趋势报告
显示，过去一年，女性用户消费的

“新中式”服饰订单量同比提升 195%，
其中马面裙的订单量同比增长 841%。
淘宝服饰的销售数据显示，3 月以来，
平台上的汉服销量同比增长 115%，平
均每天有超 100 万人在淘宝搜索汉服。
几家销量排名靠前的淘宝店铺里，簪
花月销量均超过2000件。

汉服游园的火热还带动了服装租
赁、化妆、摄影等。上海宝山顾村公
园内一家汉服写真馆的老板孙卫平告
诉记者，每年三四月的樱花季都是最

忙的时候，3月底前的拍摄档期已基本
订满。因为白天人太多，不少顾客还
会预约拍摄夜樱场景。“以前拍得最多
的是大学生，现在亲子汉服也很受欢
迎，最近还拍了几组‘银发’闺蜜，
还有来自马来西亚、越南的游客拍摄
汉服写真。”他说。

春日“花朝节”的氛围在上海崇
明弥漫开来。全区 18 个乡镇分别选取
水仙、樱花、鸢尾花、玫瑰花、油菜花、
海棠花等不同特色花卉举办花事活动，
骑游、露营、游园、市集等活动轮番上
演，近百家乡村民宿“抱团”推出专属
优惠，营造镇镇有特色、周周有热
点、处处有惊喜的节庆氛围。

“花朝节”，也成为中国传统民俗
展示的好时节——

花糕花茶制作、干花团扇DIY、香
道文化体验等，带领人们感受繁花似
锦的美好生活；传统的踢毽、蹴鞠、
投壶、木射、捶丸等古风游乐项目，
让人们沉浸式体验古人的春日生活；
乡村特色农产品、非遗手工艺品和文

创产品等通过国风集市打通产销，还
有各种以赏花活动为载体的农事体
验、观光旅游……各地的“花朝节”
上，挖掘文化内涵、地方特色，联动
周边农文体旅资源，构成一幅幅美
景、美食、美宿的春日画卷。

春意闹，人如潮。“花朝节”这一
传统节庆焕新回归的背后，是都市人
对“诗与远方”的向往与中国乡村产
业振兴、文旅融合的双向奔赴，也是
民众在审美取向、消费偏好上呈现出
的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认同。

马 蜂 窝 旅 游 研 究 院 院 长 冯 饶 表
示，“新中式生活”这一概念越来越多
地影响年轻人旅游消费。“提供采茶体
验的民宿推荐”“盛产白茶的旅游目的
地有哪些”……马蜂窝攻略群中，类
似咨询量近期增长显著，逛茶园、品
春茶成为春季旅行市场的“黑马”，平
台搜索同比热度高涨110%。

冯饶认为，抓住年轻人“跟着兴
趣去旅行”的强大行动力，不断推陈
出新，拓展消费场景，延长消费链
条，把生活美学转化为文化消费，将
为更多像“花朝节”这样的传统文化
IP 和一些新兴旅游目的地的发展带来
新的机遇。

（新华社上海电 记者张梦洁）

“花朝节”炫国风 春日消费焕新景

《印象·刘三姐》公演20周年庆典现场。 主办方供图

新华社石家庄3月29日
电（记者白瀛） 国际戏剧协
会、中国戏剧家协会、廊坊
丝绸之路国际文化交流中心
28日在河北廊坊宣布，第32
届世界戏剧节将于 2025年在
廊坊举办。这将是该戏剧节
第二次来到中国。

在 此 间 举 行 的 2024 年
世界戏剧日庆典新闻发布
会上，三方签署了 《关于共
同策划推进 2025 年世 界 戏
剧节在廊坊举办的合作备
忘录》。

世界戏剧节由国际剧协
发起，首届于 1957 年在巴
黎举办，后在不同国家城市
不定期举办。第 31 届世界
戏剧节 2008 年 10 月在中国
南京举办。

国际剧协总干事托比亚
斯·比昂科尼说，国际剧协
将邀请国际知名戏剧家、艺
术家，力争将第 32 届世界
戏剧节办成一届盛大的国际
戏剧盛会，并为当地民众带
来欢乐。

中国剧协分党组书记、
驻会副主席陈涌泉说，追求
真善美、关注人，是中国剧
协和世界剧协的共同理念，
也描绘了中国和世界戏剧发
展以及第32届世界戏剧节的
前景。

廊坊丝绸之路国际文化
交流中心理事李晓菲说，期
待本届世界戏剧节加入更多
中国元素，推动中国戏剧更
好地走向世界，让更多中国
观众为中国戏剧而骄傲。

世界戏剧节将再度来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