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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动画剧生动演绎千年壁画
本报记者 李琛奇

冰川上露营
□ 韩 叙

四月的西藏林芝，漫山遍野的野桃花沿着尼
洋河、帕隆藏布江、雅鲁藏布江等江河峡谷、滩涂
坝上次第开放，灼灼惹眼。以桃花为媒介，林芝
市近年来大力发展文旅产业，领跑了林芝春季旅
游，也揭开了西藏全年旅游序幕。

玩在桃花源

位于林芝市巴宜区八一镇的嘎啦桃花源，上
千株野生桃树争奇斗艳。林芝市将嘎啦桃花源
作为近年桃花文化旅游节开幕式的主会场，举办
丰富多彩的各类活动。

“走，去骑骑牦牛。”在桃花源里，来自成都的
自驾游客王丽对同伴们说。吾金家就住在桃花
源旁的嘎啦村，每年桃花季他都负责给游客提供
骑牦牛服务，一季下来能收入几万元。

“今年，虽然受疫情影响，游客不多，但是我
还是把牦牛牵来了，让想骑牦牛的人都可以感受
一下。”吾金认为，牦牛是高原文化的体现之一，
自己依靠牦牛吃上“旅游饭”，就要好好干。

近几年，林芝市、巴宜区都对嘎啦桃花源加
大了投入，游步道、接待中心等各种配套设施得
到了极大改善。

乔次仁在嘎啦桃花源负责非物质文化遗产
项目“工布响箭”已经3年多了。游客只需要花2
元钱就能体验一次。“嘎啦桃花源的内容不断丰
富完善，不仅能赏花，还能品小吃、租藏装拍照、
体验工布响箭等。”巴宜区文化和旅游局局长王
锐奇介绍。

2019年，林芝市旅游发展局实施了乡村旅
游示范工程，整合旅游发展资金、旅游产业资金
和县级财政资金共640万元，重点升级了包括嘎
啦村在内的3个旅游示范村，提档改造农牧民家
庭旅馆、休闲娱乐等接待设施，努力提高乡村旅
游的便捷性、舒适性和休闲性。嘎啦村的“旅游
饭”也因此越吃越香。

2019年桃花季，嘎啦村各项旅游收入近400
万元。“按户头，去年每户旅游收入分红达到了
5.6万元。按人口，每人又分到了8000元。”派驻
村里的第一书记凌霞介绍，群众通过各种方式参
与旅游的积极性越来越高，游客在嘎啦村能体验
到的藏式民俗也越来越丰富。

住在新民宿

近年来，波密县的桃花也声名鹊起，游客纷
至沓来。大约20分钟车程，就可以从波密县城
抵达古乡嘎朗村。嘎朗村所在的台地，碧绿的青
稞地像锦缎一样铺散在村庄前，向着更远处的山
坡而去。野生桃树就沿着青稞地的边缘肆意生
长，似烟霞般灿烂开放。

这一片胜景的背后是错落有致的传统藏式
民居，也是村民居住的地方。动辄占地1亩以上

的庭院和两层木楼昭示着嘎朗村人舒适幸福的
生活。家家户户的房前屋后都生长着桃树，粉
白、粉红的色彩与质朴的木楼相映成趣。

35岁的德青旺姆经营家庭民宿已经15年
了。在她家宽阔的庭院里，3栋不同时期建起来
的民居讲述着三代家庭旅馆的故事。

10多年前，许多徒步爱好者和背包客就开
始出现在嘎朗村。在广东援藏干部的帮助下，德
青旺姆一家把多余的房间改造成家庭旅馆的床
位，开办了村里第一家家庭旅馆，每年能有10余
万元收入。之后，德青旺姆一家又盖起一栋新
楼，专门用于接待游客。

随着林芝桃花节的品牌效应和波密桃花知
名度的提高，越来越多的游客走进了嘎朗村。
2019年，德青旺姆家的第三代家庭旅馆正式建
成开业，经营家庭旅馆的年收入达到36万元。

走进德青旺姆家的新旅馆，一楼大厅专设的
土特产品展销店映入游客眼帘。“最近几天，我弟
媳正在县里组织的培训班学习民宿经营和管
理。”德青旺姆介绍，她们一家也正在不断提升厨
艺，丰富自家民宿内涵。

波密县位于有“中国最美景观大道”之称的
318国道沿线，依山而建的一栋栋客房，可赏雪
山江景的餐厅、泳池，现代化的酒店设施代表了
西藏高端酒店前沿。如今，波密有各类酒店和家
庭旅馆等200余家。

发展“旅游＋”

每年春天，整个林芝市都沉浸在一片桃花的
海洋中，桃花文化旅游节应时而生。截至今年，
林芝桃花文化旅游节成功举办了18届。不仅全
市以花为媒，搭台唱戏，各县区乃至各乡镇也纷
纷以桃花为载体发展文旅产业。

“桃花节是林芝旅游的一个重要品牌，以桃

花节为标志，林芝将开启一年的旅游季。”林芝市
旅游发展局局长旦增桑珠介绍，2019年桃花节3
天时间，全市共接待游客19.31万人次，同比增长
14.12％，实现旅游收入4843.89万元，同比增长
47.91％。

除了桃花旅游文化节，林芝还着力打造雅鲁
藏布生态文化旅游节、“集美自然·林芝生态旅游
季”等旅游节庆品牌。以此为基础，2019年，林
芝累计接待国内外游客864万人次，同比增长
21.1%，实现旅游收入72亿元，同比增长21.6%。

以桃花节为龙头的林芝旅游越来越火，也倒
逼林芝从产业发展的全局大力实施“旅游+”战
略。去年，林芝扎实推进鲁朗国家级和波密、工
布江达2个自治区级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鲁
朗顺利通过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验收认
定。巴松措、大峡谷、嘎啦村等景区成为林芝全
域旅游带动经济社会转型发展的典型。

以“旅游＋”为载体，林芝全面升级文化旅
游、红色旅游、康养旅游等传统旅游业态，并积极
培育热气球低空旅游等旅游新业态。去年，林芝
举办了雅鲁藏布生态文化旅游融合发展论坛、

“第二届跨喜马拉雅自行车极限赛林芝赛段”赛
事等。

伴随林芝旅游转型升级，自驾、自助旅游方
式和乡村旅游产品发展迅猛。为此，林芝积极引
进深圳华侨城等内地优势旅游企业落地，建成首
个综合性自驾车度假休闲营地。同时，林芝大力
推进乡村旅游精品工程，实施17家家庭旅馆60
个房间智慧家庭旅馆样板建设项目，制定全市农
牧民家庭旅馆建设规范和服务等级标准，统一制
作安装“林芝市星级家庭旅馆”标识标牌，规范提
升乡村旅游服务质量与水平。

“今年因受疫情影响，我们从提升旅游服务
做起，开展了旅游从业者特别是农牧民从业者的
培训工作，以提升林芝旅游发展质量。”旦增桑珠
表示，林芝随时欢迎八方游客到来。

凌晨五点半，重庆市奉节县丰收村，几个摄影爱好者
早已架起了“长枪短炮”等待日出。

“下面是万里长江，对面是长江三峡最高点——三峡
之巅。据说这里是在重庆拍摄三峡日出的最佳地点，众
多摄影爱好者都是慕名前来的。”夔州旅游文化新区管委
会副主任王平周告诉记者，奉节县获得了中国“醉美摄影
旅游目的地”的称号，这里是奉节精心打造的自驾行摄旅
游目的地线路之一。

王平周介绍，去年开始，奉节县从自驾行摄、诗歌朝
圣、科考研学、极限体育、民俗美食、生态康养6个方面打
造长江三峡第一旅游目的地。

依托人文和自然资源，奉节积极开展诗词普及教育
和创作采风活动，擦亮“中华诗城”金字招牌，打造“三峡
之巅诗·橙奉节”核心品牌，建设诗歌朝圣大道，集中展示
李白、杜甫的诗词，定期开展朝圣仪式。

奉节还推出以“弘扬古代夔州忠义政德”为主线，
打造并串联起忠义广场、诗词碑林等研学点；开发高规
格的极限赛事，塑造奉节县独有的极限赛事品牌，全面
推动“旅游+体育”的融合发展。同时，奉节积极申报
夔州木雕等国家级非遗项目，持续举办踏碛节等民俗
活动。

近年来，奉节县围绕重庆市“山水之城·美丽之地”的
目标定位，坚持以“全域旅游统领”为主线，蹚出了“好山
好水好风光，有诗有橙有远方”的旅游发展之路，着力打
好“三峡牌”这个地标性金字招牌。2019年，全县接待游
客超2000万人次，旅游总收入超100亿元。

奉节县文化和旅游发展委主任潘万山告诉记者，新
冠肺炎疫情既是对奉节县旅游产业体系抗风险与治理能
力的一次大考，也是延长文旅产业链、带动周边产业共
振、增加产业收益、提升综合效益的契机。

“我们将全力做好全域旅游这篇文章，充分展示大美
奉节的吸引力。”潘万山表示，今年将从多方面重塑文旅
品牌新形象。高质量办好第四届“中国·白帝城”国际诗
歌节等节会活动，深化与《中国诗词大会》合作；深入开展
《归来三峡》全球营销，实施“旅游营销年”行动，建立全国
性市场网络体系；加强与多地的游客互免门票活动，吸引
更多外地游客来奉节。

去过南极的游客都知道，整个旅程的大部分时间大
家都只能待在邮轮上。毕竟，那里基本被海洋覆盖，岛屿
不多，登陆点更少。登岛的频率基本等同于放风，一天两
次、一次一个小时已经是特别优待了。不过，笔者却有幸
在冰川覆盖的岛屿上住了一宿。

那是船方组织的一次“极限挑战”——在冰川上露
营。按照计划，探险队员们会等待一个风不算很大的夜
晚，寻找一块坚固且相对平坦的冰川，然后带我们上岛。
当然，每个人都得背着自己的装备，包括睡袋、防潮垫、铲
子；抵达露营地点后，我们要在雪地上挖一个约半米深的
坑，在里面度过一整夜。不过，雪坑只是为了挡风，真正
保暖还得靠睡袋。第二天早上，大家还要把自己挖的坑
填好，恢复成原本的样子。因为，岛屿上大多生活着企
鹅，它们万一掉进去，凭自己的力量是很难爬出来的。做
完这一切，我们就可以乘坐冲锋艇返回船上暖暖身子了。

晚上9点多，我们登岛了。登岛的过程很辛苦。为
了在雪地上过夜，大家都特地穿了很多衣服，行动很不方
便。每人背负10多公斤的装备，还要爬雪山，以至于还
没到露营地点，笔者的贴身衣物就已经湿透了。

不过，挑战才刚刚开始。抵达预定地点后，真正的体
力活来了——挖坑。南极每年会有一半的时间大雪纷
飞，雪落下来来不及融化便被冻成冰了。多少年过去，岛
上依旧只有二三十厘米厚的雪，但雪下面却是厚厚一
层冰。

挖坑的过程很让人绝望。第一铲子下去，虽然也费
了些力气，但总还是有成果的；第二铲子下去，“锵”的一
声，没挖动！笔者又用力铲了几下，地上几乎没留下什么
痕迹。那一刻，心“唰”地凉了。

显然，与笔者一样绝望的人不在少数。此起彼伏的
“锵”声过后，除了几位男士还在奋力挖着，其他人都停了
下来，转而寻求探险队员们的帮助。可惜，对方的回答
是：“既然是极限挑战，当然要你们自己想办法。”

风越来越大了，气温也越来越低了。尽管天还是亮
的，但每个人都知道，极昼的“夜”快要到了。这时，有人
提议：“我们合力挖几个大点的坑，挤着睡吧。”

说干就干！很快，几个歪七扭八的大坑就成形了，所
有人都钻进了睡袋，像穴居的小动物一样挤作了一团。
虽然我们的坑丑得不忍直视，可任凭外面狂风呼啸，坑里
几乎没有感觉。睡袋里暖暖的，干了一晚上体力活的我
们纷纷睡去了。

一宿时间很快过去了。次日清晨，当我们终于返回
船上，早已等待在大厅里的船员们用最热情的口哨声迎
接我们：“嘿！就知道你们行！”我们大笑着拥抱着同行的

“难兄难弟们”，互相拍着对方的肩膀，以示庆祝。
笔者突然明白了探险队员的苦心。在南极露营，看

似是一次冒险，实则是一场拓展训练。只不过，一般的拓
展训练是在小团队内部进行的，面对的是假想的困难；我
们则来自世界各地，面对着真实的生存挑战。

不过也正因此，这场拓展训练才更有意义。在困境
面前，人类本就应该是最亲密的伙伴，不分国籍、种族、信
仰，精诚合作，不是吗？

4月13日，以莫高窟经典壁画为原型
的“敦煌动画剧”在微信和 QQ 小程序

“云游敦煌”上同步首映。用户不仅可以观
看和分享该系列动画剧，还可以亲身参与
动画剧的配音和互动。这是“云游敦煌”
小程序上线一个月之后的重大版本升级，
也是敦煌研究院与腾讯影业、腾讯动漫携
手，通过新文创模式，为敦煌文化的数字
内容创新作出的重要探索。

“敦煌文化绵延千年，如何更好地走
近大众，打造敦煌文化时代的新坐标，是
我们一直在思考的命题。”敦煌研究院院长
赵声良表示，“我们与腾讯一起不断丰富

‘云游敦煌’官方平台的内容，升级该小程
序的用户体验，用大众喜闻乐见的方式，

专业且生动地解读那些跨越千年的壁画故
事，让更多人了解并喜爱上敦煌文化。”

腾讯集团副总裁、腾讯影业首席执行
官程武表示，敦煌研究院与腾讯于2017年
达成战略合作，双方启动了“数字丝路”
计划，打造敦煌数字文保解决方案。腾讯
结合公益、游戏、音乐、动漫等数字创意
方式和新文创业务矩阵，推动传统文化与
大众，尤其是与年轻人的连接，进而创造
性地转化敦煌文化，推动其传承与弘扬。

“云游敦煌”小程序是壁画数字化的科技探
索，上线后收获积极反响，开创了数字文
保的先例和样板。

“此次敦煌经典壁画以动画剧形式首
映，可谓‘千年等一回’，相信动画剧的创

新方式可以更进一步拉近敦煌文化与公
众，尤其是青少年群体之间的距离。”程武
告诉记者。

从首映日开始，“云游敦煌”将每日连
续更新敦煌动画剧，共有 《神鹿与告密
者》《太子出海寻珠记》《谁才是乐队C
位》《仁医救鱼》《五百强盗的罪与罚》5集
动画剧。此次，赵声良与程武一起担任敦
煌“说书人”，为动画剧倾情配音。

程武介绍，用户在微信、QQ搜索“云
游敦煌”小程序，进入首页就可以欣赏敦
煌动画剧，还能参与创作，自行选择故事
和角色尝试配音，或邀请亲朋好友分饰角
色，合作完成故事配音，并进行社交分
享。同时，小程序还推出了由敦煌研究院

讲解员倾情解说的“敦煌艺术之最”有声
系列内容，如最早的3D图案画、最早的
AI演奏会等，都将通过“今日画语”板块
呈现，这是此前最受用户欢迎的功能板块
之一。除小程序首页外，用户在腾讯微
视、腾讯看点、腾讯视频、腾讯新闻等多
个内容平台也能观赏动画剧。

联合出品方腾讯影业和腾讯动漫旗下
的战略合作艺人、国漫IP知名角色的配音
演员等也会参与动画剧配音，以其公众影
响力进一步推广敦煌文化；QQ音乐将同步
上线敦煌研究院官方账号，推出优质的敦
煌文化音频内容；全民K歌将同步发起敦
煌画语传颂人征集活动，鼓励用户上传配
音作品参赛。

重庆奉节

有诗也有远方
本报记者 冉瑞成 中国县域经济报记者 杨露勇

西藏林芝市波密县境内桃花盛开的田园风光。 新华社记者 普布扎西摄

游客在西藏

林芝市巴宜区嘎

啦桃花源赏花并

拍照留念。

本报记者

代 玲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