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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 话闲游

炎炎暑气逐渐散去，九月如期而至。在
今年暑假中，港澳学生的内地研学游成了暑
期旅游的热门话题。其中，贵州更是以其特
有的少数民族风情广受粤港澳大湾区青年的
青睐。

伴随着欢快悦耳的芦笙演奏，“龙腾
中华·多彩贵州号”专列在这个暑假再次
驶入贵阳火车站。

“好凉快呀！”一下火车，来自粤港澳
台的同学们便感受到贵州舒适宜人的气
候。身着盛装的文明旅游形象大使热情地打着招呼，衣服
上的刺绣图案、头顶戴的苗族银饰瞬间吸引了同学们好奇
的目光。

“请问你的服饰来自哪个民族？”
“你头顶上的银饰好漂亮，制作一顶这样的银饰需要多

少时间？”
来自团员们的各种追问，表达着他们对丰富多彩的民风

民俗迸发出的浓厚兴趣。而这些好奇，也在后续的活动中得
到了解答——登上朗德上寨吊脚楼欣赏风景如画的绿水青
山，在芦笙广场学吹芦笙、学跳苗族舞蹈，在参观和体验中领
略贵州多姿多彩的民族风情；在下司古镇，走进非遗美食的
世界，用糯米和黏米混合搓制外皮，用芝麻、花生和猪油制作
内馅，亲手包制当地非遗美食“月亮粑粑”；夜晚，更是在青石
板街上体验了一次苗族春节的“长桌宴”……

“我们此次为粤港澳台青少年设计的研学路线与传统旅
游路线完全不同。”负责此次贵州行的贵州省旅投国际文化
旅游有限公司总经理刘黔介绍，“这次的研学路线没有安排
学生们去西江千户苗寨、黄果树瀑布等传统热门景点，而
是选取了‘郎德上寨’‘下司古镇’这些原汁原味的传统村
镇。”刘黔表示，希望通过这些贵州的“核心目的地”，让
粤港澳台的学生在参观村落、体验非遗中找到真正的文化
归属感。

此外，在民族风情与非遗之外，“科技”更是此次贵州研
学的另一大亮点。

“我在电视上看到过很多次中国天眼的样子，但是在现
实中从来没见到过。”小营员林靖博激动地说道，“这次旅
行我亲眼见到了天眼的样子，太兴奋了！”

位于中国贵州的 500 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简称
“中国天眼”），是我国近年来一大傲人成就，被誉为“国
之重器”，也是此次贵州之行的“亮点”所在。

“我们八年级物理刚好学到这部分知识，参观天眼和博
物馆，是使学生们在此次研学中达到‘知行合一’的好机
会。”深圳亚迪学校校长高青说道。

“贵州之行让我感受到了祖国大地的少数民族同胞风
采，他们的淳朴和热情深深吸引着我。”在苗族飞歌与侗族
大歌的环绕中，来自台湾的营员笑着说，“不仅如此，贵州
的桥梁、公路和隧道建设都十分先进，让我切身感受到了
祖国的发展。”

深圳星际行文旅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潘瀚琳介绍：“专
列从深圳出发，途经洛阳、西安、成都抵达贵阳。贵州作为‘华
夏文明走读之旅’最后一站，也是营员们最难忘的一站。”

据了解，近年来，随着贵广高铁的开通、“一带一路”
的深入推进，粤港澳大湾区与贵州的联系日益紧密，越来
越多湾区游客把贵州作为出行目的地，来到黔中大地欣赏
千般美景、领略万种风情。而“龙腾中华”粤港澳台青少
年文化交流专列系列活动举办至今已是第十二届，潘瀚琳
介绍，举办活动的初衷是为推动粤港澳台青少年的交流，
帮助他们增进对国家的了解。“今年研学的人数相较往年有
显著的增加，是历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他说。

“今年暑假我们共接待了两班粤港澳台学生研学专列，
参与学生1400余位，较去年几乎翻了一番。”刘黔激动地
分享道，“我们正逐渐形成自己的精品研学旅行线路，让更
多香港、澳门以及台湾地区的青少年深入了解祖国，培养
民族认同感，体验‘原汁原味’的中国情。”

让
青
春
遇
见
贵
州
体
验
原
汁
原
味
中
国
情

本
报
实
习
生

李
雨
薇

9月 2日，2023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厦
门站开赛，100余名全球顶尖田径运动员
同场竞技，为观众带来一流水平的田径
视觉盛宴。厦门更以此为契机，由市文
旅局联合体育局推出“看钻石联赛 游
诗意厦门”2023厦门体育旅游线路系列
产品，全新包装30个“体育之旅”打卡点
和10条体育旅游线路，让市民游客锻炼
赏景两不误。

一边看海一边跑步，可谓厦门的宝藏
体旅融合路线。首选的是环岛路，它被誉
为“世界最美”马拉松赛道之一，拥有一
流的黄金海景线和优美、宽敞的跑道，在
这里跑步、骑行，可聆听海浪感受海风轻
拂，一路欣赏亚热带滨海风光；位于环东
海域的滨海旅游浪漫线，同样是海边马拉
松赛道，但跟环岛路相比别有一番韵味，

“山、海、岛、城”湾景风光相互交融，

集合了彩虹跑道、自行车道、景观游步
道、美峰体育公园等特色景观，既是市民
游客滨水休闲景观带，又是设施完备的专
用赛事场地。

此外，厦门文旅局还精选了厦门奥林
匹克博物馆、山海健康步道、杏林湾海上
自行车道、厦门白鹭体育场等30个“体
育之旅”打卡点，从漫步山海、逸趣休闲
到扬帆起航、炫酷亲海；从环湾掠影、海

上骑行到生态运动、乐享童趣；从绿野仙
踪、温泉康养到环东浪漫、水上乐园……市
民游客可尽情体验一系列“体育+旅游”新
玩法。

近年来，“体育＋旅游”的融合呈现
出蓬勃发展的向好趋势，为城市旅游带来
了新的气息与活力。厦门市持续引进国内
外高水平赛事、广泛开展各类群众性体育
活动，也带动了赛事的旅游效应。厦门市
文旅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在 2023 世界田
联钻石联赛厦门站举办之时推出体育旅游
系列产品，既丰富了市民游客旅游体验、
满足体育消费需求，又扩大了体育和旅游
市场供给。下一步，厦门市文旅局将继续
与各方携手做好“+旅游”文章，推动文
旅产业与其他产业的融合，不断打造旅游
核心吸引物，加快推动厦门旅游产业高质
量发展。

来厦门锻炼赏景两不误
本报记者 照宁

信 息速览

江津、宜宾、泸州，三地既有沿水而居的地理优
势，也有缘水而盛的经贸历史，同根同源，一脉相承。

近年来，川渝两地积极探索非遗保护工作联动机
制，共同成立了非遗保护联盟，推出了一批非遗特色
旅游线路。

日前，首届巴蜀非遗酿造技艺旅游创新发展大会
在重庆市江津区举办。本次大会以“保护传承巴蜀非

遗 助推长江经济带建设”为主题，旨在共推
江津、泸州、宜宾巴蜀酿造技艺文旅品牌，

促进文旅资源新融合。

延续 2023 年北京暑期游的热度，备受各地游客青睐的
“公园礼物”集体亮相服贸会，让观众“打卡”服贸会的同
时，一站集齐名园文创爆款。在本次服贸会上，北京市公园
管理中心推出的“悦·享空间”主题展，设有直播互动展
示、餐饮服务体验、园林生活打卡三个区域，面积150平方
米，带来了市属公园文化用品、书籍、食品、工艺品等 13
个品类、300余件文创产品，结合展区山石、植物等园林景
致设计和每日创意活动，多维解读诗意园林和文化生活。图
为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公园礼物”展区里，颐和园文创作
品受青睐。 本报记者 贾宁 摄

300300余件余件““公园礼物公园礼物””集体亮相服贸会集体亮相服贸会

穿窖而行 感受酿造技艺之美

在本次大会上，“津-泸-宜”巴蜀
非遗酿造技艺旅游品牌正式发布，同期
发布的三条主题旅游线路中，“江津烧
酒酿造技艺”基地、驰名中外的国宝窖
池，浓缩中国酿酒史的酒文化博物馆等
串联成线，展示着川渝两地匠人的智慧
与辛勤，更向人们徐徐展开五千年中国
酒文化的历史画卷。

沿线走访，在重庆江津区驴溪酒厂，
“江津烧酒酿造技艺”基地令人记忆深
刻。自1906年酒厂前身在槽坊街创立
以来，驴溪酒厂坚持传承非遗技艺，复兴
传统烧酒，酿造正宗巴渝老味。2017
年，江小白酒业对驴溪酒厂进行保护性
收购，实现了“老酒新生”。与驴溪酒厂
相对望的，是用当代空间美学理念建造
的江小白主体酒厂——江记酒庄。酒庄
传承“重庆非遗江津烧酒酿造技艺”，致
力于推动中国酒的利口化、国际化、时尚
化，实现传统中国酒的“老味新生”。经
过多年发展，“江小白”已经成为年轻人
喜爱的中国酒品牌。

“江津烧酒的成功传承和创新，是
江津非遗产业化发展的鲜明体现和样
本，也为其他非遗项目提供了参考。”
江津区文旅委相关负责人说。

2021年，国家印发的《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 中明确提
出，要发挥宜宾、泸州白酒品牌优势。
推动万州、江津、铜梁、自贡、内江等
围绕特色美食、传统工艺产品、民俗节
庆等，建设特色消费聚集区。

事实上，泸州在这方面已经做出了
尝试。2006 年“泸州老窖酒酿制技
艺”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名录后，与“1573国宝窖池群”形成
两张“国宝”王牌。

坐落于泸州市江阳区三星街的泸州
老窖景区是国家4A级旅游景区，全新打
造的泸州老窖博物馆外的园林曲径通
幽，仙气飘飘，在院子能闻到纯正的酒糟
味。从几百年前沿用至今的泸州老窖酿

酒水源龙泉井，到全国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1573国宝窖池群，让
观者品读到难得一见的“活态双
国宝”。博物馆在1573的酒窖
参观通道还贴心地放置了自动
语音讲解的二维码，博物馆内
从酿酒史之类的全部涵盖，让
游人可以了解更多泸州酒文
化。只可惜此行期间厂区正在
放高温假，没有看到师傅们现场
作业的情景。

而来到“中国酒都”宜宾，
五粮液景区自然是不可错过的。在
宜宾江北集生产与观光于一体的五粮
液集团是国家4A级旅游景区，也是全
国工业旅游示范点和四川省首批省级
工业旅游示范基地。

走进五粮液酒文化博览馆，一部浓
缩的中国酿酒史徐徐铺开。“五粮液酒采
用古法酿酒技艺，集高粱、大米、糯米、小
麦和玉米5种粮食发酵酿制而成。在酿
造发酵阶段，需经过‘跑窖循环’‘续糟发
酵’‘沸点量水’‘分层起糟’‘混蒸混烧’
等多道极其复杂工序，每轮次发酵时间
需70天，双轮发酵达140天，其传统酿
造技艺也被认定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在博览馆，讲解员为游客讲解五粮
液酒的酿制技艺。占地2060平方米的
博览馆，通过文物、文献、图片、雕塑、绘
画等形式，向人们展示了五千年中国酒
文化的历史画卷。

参观完博览馆，还可以沿路游览奋
进塔、鹏程广场，最后上酒圣山，利用
视觉差异与远处近70米高的五粮液酒
瓶楼拍张照，也算不虚此行了。

专家把脉 酒旅融合要抓创新之本

首届巴蜀非遗酿造技艺旅游创新发
展大会的举办，是非遗和旅游融合发展的
生动实践，也是助推巴蜀文化旅游走廊建
设的务实举措。被串联成线的三地酒企代
表，也分享了他们对酒旅融合的思考。

“我们原来的理解是‘农酒旅
品’，酒旅之前有农业，之后才

有品牌。”江小白酒业董事长陶石泉表
示，酒业的源头即手工业源头，是农
业，因此江小白在江津建设了1.3万亩的
江小白农场，它既能满足自身酿酒原料
种植的科研，同时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旅
游承载体。“在江小白农场，一年四季会
有不同的主题，比如今年初春的时候，
在漫天遍野的油菜花地里面吃火锅，这
个火锅所有的原料也是在农场种植出来
的，因此会给游客带来很好的体验。”陶
石泉脱口而出的场景代入感十足。

“目前，我们已打造出包括国家窖池
群、酒馆、生态园等一大批旅游景点。”泸
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宿义表
示，下一步还将结合历史文化的传承，把
泸州的江、水、老作坊、码头串成一根线，
进一步宣传泸州的酒文化，酒技艺，向全
国乃至世界的消费者进行传播。此外，
泸州老窖还做了一些非遗传承 IP的打
造，比如每年二月二龙抬头的活动，就把
传统的酿制技艺与传统文化融入一起，
取得了很好宣传非遗项目的效果。

“我们正在跟四川考古院、四川大学

以及一些相关机构开展考古五粮液项
目。”五粮液文化研究院院长陈丽介
绍，在开展这个项目的过程中，他们
发现了很多考古遗址，未来将把这
些遗址规划建设成为遗址博物馆，
既可以展示古窖池，也可以吸引更
多历史爱好者和酿酒工艺爱好者前
来打卡。

对此，中央财经大学文化经济研究
院院长、文化和旅游部“十四五”规划

专家委员会委员魏鹏举认为，非遗具有典
型的人文经济属性。非遗融入文旅和大文化
产业，要在内容、体验、景观、文创，甚至
元宇宙等方面发掘潜力。他提出，非遗应从
区域品牌化、人文与经济协同发展、城乡一
体化、提升商务和人居环境魅力4个方面，
赋能文旅区域经济。

“对于大部分非遗而言，产业化是一个
十分凸显的难题，而酿造技艺不存在这个
问题。很多非遗酿造在与旅游的融合方
面也都形成了工业旅游、生态旅游等较为
成熟的产品和体系。”浙江旅游科学研究
院执行院长张晓峰也表示，但目前的酒旅
融合仍停留在观光旅游时代，沿用的是填
鸭式观光旅游形式，还没有站在参观者和
消费者角度设计游览线和游览产品。

“酿造企业应更加注重价值观营销，
宣传对社会价值的贡献。”张晓峰说，在
酒旅融合产品方面，不是只能建博物馆，
还可以建美术馆、艺术馆等，体现企业拥
抱创新的价值追求。

近年来，重庆、四川两地文化和旅游
部门按照《深化重庆四川合作推动成渝地
区双城经济圈建设2022年重点任务》《深
化四川重庆合作推动巴蜀文化旅游走廊建
设2022年重点工作方案》，积极有序推进
各项工作，而巴蜀非遗酿造技艺在推动成
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文旅发展中发挥着越来
越重要的作用。

随着“津-泸-宜”巴蜀酿造技艺旅
游品牌的发布，江津、泸州、宜宾三地
文化旅游资源跨区域协同与整合发展进

入了新的征程，三地非遗的创新
发展也将开辟出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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