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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着东生围，留存百年记忆
本报记者 乔金亮 通讯员 唐丽琴

方寸之核见匠心
本报记者 陈发明

南浔古镇“活”起来

“为保证游客的健康和安全，请参观游客务
必提前预约，如无预约，请勿入园……”为了应对
新冠肺炎疫情，景区门票预约制度加速落地，“无
预约，不出游”渐成公众旅游新常态。随着我国
旅游市场稳步有序复苏，公众旅游热情和需求持
续释放，包括预约制度在内的智慧旅游公共服务
网络和平台作用日益凸显。

预约制度大范围应用

“我在微信公众号上预约了上午的门票，和
以前相比，感觉景区更有秩序了。”周末带父母到
北京香山公园游览的王女士说：“不过预约时需
要填写身份证号码等个人信息，这让我有些顾
虑。此外，像我父母这个年纪的老人，根本不懂
线上预约。”

“预约制度意味着参观人数受限，门票收入
大幅缩水。同时，室外开放型景点如何科学、精
准地计算最大游客承载量也是个难题。”某景区
负责人告诉记者。

“预约制度的有效实行需要一系列硬件、软
件配套设施来支撑，例如线上购票退票系统、线
下二维码检票系统和身份证验证系统、景区内的
智能监管与导览系统等，整个业务流程需要重新
进行梳理。”中国社会科学院旅游研究中心特约
研究员王笑宇表示。

游客的顾虑、景区的疑惑、技术的考验……
在多重因素影响下，尽管国家推行预约制度已
久，却一直难以在全国普及。早在2015年出台
的《关于促进智慧旅游发展的指导意见》就提出，
鼓励博物馆、科技馆、旅游景区运用智慧旅游手
段建立门票预约制度。2019年出台的《关于进
一步激发文化和旅游消费潜力的意见》明确提

出，“到2022年，5A级国有景区全面实行门票预
约制度”，推动旅游景区提质扩容。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加速了预约制度落地。
今年4月，文旅部与国家卫健委联合印发的《关
于做好旅游景区疫情防控和安全有序开放工作
的通知》明确要求所有旅游景区建立完善预约制
度，通过即时通信工具、手机客户端、景区官网、
电话预约等多种渠道，推行分时段游览预约，引
导游客间隔入园、错峰旅游。

政策要求、形势所需，“门票预约、分时游览”
制度在全国旅游景区实现大范围应用。例如，山
东省运行A级旅游景区门票预约平台实现各大
景区的资源整合和预约服务；贵州省推出“一码
游贵州”全域旅游智慧平台方便游客预约。

中国旅游研究院调研数据显示，今年端午节
期间，有81.7%的游客体验了预约，较劳动节期
间提高4.3个百分点，其中71.4%的游客认为预
约体验很好。部分未能预约到门票的游客表示
虽有遗憾，但对预约出行予以理解与支持。

旅游服务更安全优质

“不是堵在路上，就是瘫在景区。”热门景点
人满为患、超负荷接待，影响旅游质量，长期以来
饱受诟病。

“预约制度是迈向优质旅游的新起点。”中国
旅游研究院景区研究专家战冬梅表示，景区门票
预约制度是对景区和游客的双保护，在保护景区
文物和自然资源的同时，让游客获得更安全、更
丰富、更有尊严的游览体验。

对于景区而言，预约制度有助于景区实现客
流实时监控，提高管理效率，尤为重要的是，能够
保证景区自然景观、文物及其他财产的安全。以
敦煌莫高窟为例，游览人数过多、参观频次过高
将对洞窟内的壁画、彩塑带来损害。2014年8月
1日起，莫高窟在全国率先实行预约购票制度，
并将单日游客最大承载量设定为6000人，实现
了文物保护与开放利用的双赢。

此外，战冬梅指出，预约制度能够加强景区

和游客的互动，有助于景区更清晰地掌握游客的
年龄、偏好、来源地、到访频次等信息，通过分析
相关数据给游客“画像”，提供更符合游客需求的
产品和服务，改进景区运营中存在的不足，并实
现精准推广。

对于游客而言，预约制度可以引导游客错
峰、避峰出游，保障自身健康和安全，既避免门票
售罄“白跑”一趟的情况出现，也节省了线下排队
购票的时间。

“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
展阶段，随着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张，公众对旅游
服务和产品的需求正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
变。”王笑宇表示，预约制度的推行有助于提升旅
游产品品质，在安全性、舒适性、便捷性等方面更
好地满足游客需求，进一步激发市场消费潜力。

景区客流需精准调控

预约制度具体落实仍处于探索阶段，还有很
多难点需要突破。例如，由于一些景区此前并未
开通线上预约平台，在疫情期间只能仓促推出不
成熟的预约服务应急，无法实现分时段精准预
约，且功能单一，用户体验不佳。

战冬梅指出，单一的预约制度并不能对景
区客流量进行全面管控，在旅游旺季、旅游高
峰时间段内，游客排长队、客流过度密集、检
票机器速度慢等现象时常发生。她建议，预约
制度与其他配套措施一起落实，以实现景区客
流精准调控。

“预约制度的背后，是智慧旅游体系的整体
构建，是线上线下的融合发展，仅靠单一主体力
量推动是行不通的。”王笑宇提出，预约旅游的全
面推行需要有关管理部门、上中下游市场主体、
游客、行业自律组织共同推进，高效整合旅游数
据和资源，打通旅游行业的细枝末节。

对于管理部门来说，要以建立健全景区预约
制度为抓手，充分做好技术准备，推进包含酒店
预订、交通调度、信息发布、景区运营监测、投诉
受理等功能在内的智慧旅游公共服务平台建设，
集合旅游全产业链的要素资源，让游客充分享受

“一站式”预约和“一条龙”服务的便利，提升旅游
业现代化综合治理水平。

同时，预约制度的推行倒逼景区加快推进数
字化运营，景区应抓住开发预约平台的契机，加
快建设线上营销渠道。“对于景区而言，最重要的
是积累自己的粉丝群体。打通线上营销渠道，掌
握第一手信息，深入了解游客需求和偏好，与其
建立长期的互动关系，及时提升产品和服务的质
量，形成良性运营闭环。”王笑宇说。

预约制度，既是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内景区需
要继续面对的任务，也是对旅游行业高质量发展
提出的要求。“要借助大数据进行更精细化的管
理，用更细致、更智慧、更贴心的方式推进预约制
度，让更多游客通过更顺畅便捷的方式顺利旅
游。”战冬梅说。

夏日，艳阳高照，在江西省安远县镇岗
乡老围村的东生围景区，游客络绎不绝。安
远历史悠久，古迹很多，东生围围屋群就是
其中之一。

东生围始建于清道光二十二年，距今有
170多年的历史，是全国最大的方形围屋。
在东生围周边，还有全国最小的方形围屋米
升围，加上磐安围、尉廷围、尊三围等围屋，
构成了一个庞大围屋群。

当地人称东生围为“老围”，这也是老围
村的由来。“老围”呈方形，外面的围墙高耸，
皆为青砖垒砌而成，四角均建一座高出围屋
一层的炮楼。围屋高9.3米，墙体厚1.3米，
为4层楼房，一二层用河石砌成，桐油石灰
灌缝，坚硬如铁。围外连接墙体设深1米、
宽3米护围沟。整座围屋集防盗、防火、防

水于一体，是一座易守难攻的“城堡”。围内
共有199间房间，有9个天井18个厅堂，俗
称“九井十八厅”，由7扇大门进入，7条街道
16条小巷子在围内环绕相通。

今年5月，尉廷围内刚建成的安远县首
个客家文化博物馆成了网红打卡点。东生
围客家博物馆面积2407平方米，共有实物
展品300多件，详细展示当地客家文化习
俗、客家农耕源流。石磨、犁头等老农具在
围屋里成为“座上宾”，馆内展品多为热心群
众捐赠。

赣南是客家人的聚居地，仅安远县的客
家围屋现存就有50余座。近年来，县里成
立了围屋保护利用领导小组，对现有围屋进
行修缮保护，聘请专业建筑保护设计公司编
制维修方案，按照“不改变原状、最小干预、

使用原材料原工艺”的原则进行分批抢修。
同时，注重激活民间力量，调动村民参与保
护利用的热情，制定村规民约，成立围屋理
事会，健全县、乡、村、组4级保护网络，营造
围屋保护利用的良好社会氛围。

改造后的东生围景区以规模宏大、格局
独特的古围屋建筑群和典型传统的山水田
园环境为突出特征，融合“围屋建筑文化、客
家民俗文化、红色革命文化、休闲度假文化”
等五大文化，打造了“迎客区、观客区、乐客
区、忆客区、留客区”五大功能区域，构建集
观光、文化体验、休闲度假于一体的特色围
屋旅游区。

老宅换新颜，门庭似当年。围屋的变
化，老围村村民看在眼里，喜在心上。今年
67岁的陈培进从小就生活在东生围，现在搬

出了围屋。他以自己的3间房屋入股了景
区，田地也租给了景区。陈培进说：“我是从
围屋里出来的，围屋是我的根。老围开发
后，我现在不仅有股份有租金，还在景区里
上班，守着围屋，守着最初的记忆。”

在保护客家围屋的基础上，安远县深入
挖掘客家文化内涵，把围屋活化利用作为重
要抓手，培育发展特色文化旅游产业。结合
客家特色美食、采茶戏等客家文化，着力打
造“客家美食节”等客家特色节庆活动。同
时，开发客家文化旅游纪念品，如采茶戏服
饰、竹编、根雕等，通过串联一系列客家文
化，大力发展客家文化旅游。

如今，一座座古老的围屋镶嵌在山清水
秀的乡村田野间，恰似一幅生态山水画，百
年老围焕发着勃勃生机。

“明有奇巧人曰王叔远，能以径寸之木，为宫室、器皿、
人物，以至鸟兽、木石，罔不因势象形，各具情态……”明末
散文家魏学洢在《核舟记》中的生动描述，让一粒小小桃核
上雕刻出的微观世界跃然纸上。

如今，在河北永清县，这门古老的微型雕刻工艺重新焕
发生机。永清县及周边所生产的核雕艺术品、工艺品占全
国核雕市场份额的八成以上，成为全国最大的核雕创作、生
产、销售基地。

“以前每周六清晨，我都会去北京潘家园市场摆摊。在
潘家园卖核雕产品的，九成以上都是永清人。”永清县双营
村村民马国庆从事核雕生产销售已有30年，今年受疫情影
响，潘家园市场暂停营业，永清县的核雕艺人们在当地别古
庄镇形成了一个核雕交易市场。今年4月份以来，每周五
早上，经过测体温、查验健康码等疫情防控措施，370多个
核雕摊位井然有序地营业，来自各地的客户询价扫货，挑选
自己心仪的核雕工艺品。

永清核雕发源于别古庄镇后刘武营村，自1971年实
现产业化发展以来，历经半个世纪，规模不断发展壮大。
目前，永清核雕已经形成了以原料供应、艺术创作、生产
加工、销售、文化传播、培训六大板块为主体的产业链
条。永清核雕拥有核雕企业、工厂、作坊近2000家，从
业人员达4万人，年销售收入达10多亿元。2019年，中
国轻工业联合会、中国工艺美术协会授予永清县“中国核
雕之乡”的称号。

走进永清县五龙工艺公司的生产车间，一道道工序上，
每名匠人都全神贯注地盯着手中的橄榄核进行创作。五龙
工艺公司经理单士超拿起一款成型的核舟工艺品告诉记
者，永清核雕的雕刻流程分为选料、设计、整形、画图、粗雕、
细雕、打孔、抛光等十几道工序，创作手法上衍生了“层次
工、精细工、细密工”等独特的雕刻方法，还形成了“开脸二
十八刀”等简单实用的雕刻理论。

永清核雕最初的原料为橄榄核、山桃核、毛桃核，随后
发展为樱桃核、玉石、竹木牙角、米粒、马蹄等，原料广泛。
在创作工艺上，永清的核雕艺人集石雕、玉雕、木雕技法于
一体，采百家之长，不但继承发扬了京作雕刻之大气，又融
入了燕赵之豪迈，同时吸收了苏工精细逼真的特色，作品形
成了“细腻、精巧、雄奇、飘逸”的艺术风格。

与马国庆一样，单士超以前每周六也去潘家园摆摊。
“今年我们开辟了线上销售，全是订单制作。”单士超说，公
司在网上商城有两个网店，同时还在廊坊市区开有直播销
售店，目前电商销售占到80%以上。

目前，永清大部分核雕企业已经复工，不少核雕企业开
启“线上销售”“云办公”“云培训”等模式，积极寻求转型升
级，带动全县核雕产业高质量发展。

动动手指“游海博”
本报记者 商 瑞

3D导航游览、线下沉浸式体验、线上全景式展现……
位于中新天津生态城的国家海洋博物馆被誉为“海上故
宫”，在这里，随处可见的智慧应用给游客带来了舒畅的游
览体验。

步入国家海洋博物馆中央大厅，映入记者眼帘的是一
个长8米、高2米的智慧互动屏。屏幕上，上千张展品照片
化身成一个个海洋气泡，组成一面气泡墙。轻点气泡，参观
者不仅可以360度浏览电子展品，还能观看知识拓展小视
频。游客可以将感兴趣的展品添加到“我的行程单”，扫描
二维码，即可形成定制化游览线路，实时获取行程信息，并
可享受导航服务。

国家海洋博物馆不拘泥于传统的展示方式，通过建立
多媒体交互系统，将虚拟内容与现实展品信息相结合，以数
字化手段丰富展示内容。目前，海博馆正在持续升级优化

“寻海”AR，观众只要动动手指就可以通过移动端享受掌
上交互式AR体验，在娱乐的同时获得海洋知识。

为满足游客“云游海博馆”的文化需求，国家海洋博物
馆积极开发线上资源，在官网、微信、微博等平台策划推出

“云课堂”“云直播”“微视频”“海博电台”等线上栏目，观众
阅读、点击量达千万人次。

目前，游客登录海博官网“馆藏精粹”栏目，即可欣赏已
开放展厅的482件精选展品，实现足不出户“畅游海博”。

近年来，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寻求南浔古镇和流经古
镇的頔塘故道保护与开发利用的动态平衡，制定出台了古
镇保护利用行动计划，打造古镇活态利用样板。图为游客
走在南浔古镇通津桥上。

新华社记者 黄宗治摄

四川省成都市龙泉山城市森林公园丹景山观景台。 新华社记者 王 曦摄

上图 游客在吉林省吉林市万科松花湖度假区的彩虹滑道玩耍。
颜麟蕴摄（新华社发）

右图 山东省荣成市桑沟湾泓泰国家级海洋牧场内，游客在观光
体验。 新华社记者 王 凯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