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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旅

图为书法爱好者在甘肃瓜洲草圣故里文化产业园内
的书法体验台进行交流。

朱丹丹摄（中经视觉）

在广东江门市侨乡文化遗产游径上，听
一栋栋碉楼、一个个村落默默述说华侨华人
的百年兴衰史；在广州老城新活力文化遗产
深度游路线上，上骑楼“叹”广式早茶、入西关

“睇”粤剧大戏……一条条文化遗产游径正成
为省内外游客的热门选择。

今年初，广东出台《加快推进文化和旅游
融合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20—2022年）》，
提出建设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的世界级文化
旅游目的地。实施岭南特色文化传承利用工
程，成为其中一项重要举措。近年来，广东探
索出的一系列文旅融合新模式、新路径，令传
承千年的岭南文化遗产焕发出新生机。

激活文化遗产

撬动广阔旅游市场

每到周末，清远市连南瑶族自治县的广
东瑶族博物馆外便停满了旅游车。馆内工艺
品展销中心里，瑶家女以五色丝线绣成的色
彩斑斓的衣服、手袋、茶垫令游客爱不释手。

“咱们这山区偏远，以前没什么人来。”生于瑶
寨的绣娘房伟艳说。

随着“非遗热”兴起，房伟艳几年前创办
了“伟艳瑶绣工艺坊”。2017年，连南成功列
入“国家级全域旅游示范区”，瑶寨成了“网
红”景区，她的工艺坊旅游纪念品订单接到手
软。“我希望古老的瑶绣手艺能走出大山，成
为年轻人喜欢的‘非遗网红’。”她说。

在岭南，有许多瑶绣这样的文化遗产。
“强化岭南优秀传统文化和文化遗产的保护
利用与传承发展，是推进文旅融合发展的题
中应有之义，也是我们近年来的工作重点。”
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厅长汪一洋说。

广东文化遗产灿若星辰，文物资源繁多：
拥有世界文化遗产1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131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8处，中国历
史文化名村25处，中国传统村落263处，全省
登记不可移动文物37156处；非遗资源丰富，
截至2020年6月，共有人类非遗代表作名录
项目4项，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147项，省
级代表性项目701项。

为了让岭南文化遗产“活”起来、“潮”起
来，近年来，广东不懈探索推进文旅融合深入
发展的新模式。

2019年，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将汕头金
平区、韶关南雄市、江门开平市等列为首批全
省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创建试点。这些示范
区探索利用“科技+互动”“情景重现”等方式
让文物“活”起来，推出一批体验性、参与性强
的文物领域旅游项目。

为促进非遗与旅游资源“无缝对接”，广
东打造了广东非遗周、非遗品牌大会、非遗旅
游线路等项目，广泛开展非遗进校园、进社
区、进景区等活动。如今，非遗与旅游的融合
发展在南粤大地上已呈燎原之势，从广州市
中心的广州塔下，到“世界工厂”东莞的一个
个制造业名镇里，非遗集市常办常新。

线性保护利用

提升岭南文化遗产“可见度”

近日，文化和旅游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
公布了12条“全国非遗主题旅游线路”。“广

州老城新活力文化遗产深度游”成功入选，成
为全国非遗主题旅游线路的范本。

近年来，广东省在探索文旅融合发展过
程中，开创了线性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新路
径。广州的广府文化游径、佛山的武术文化
游径、江门的侨乡文化游径、韶关的红军长征
历史文化游径……各地纷纷推出各具特色的
文化旅游线路，为游客提供“可观、可学、可
游、可玩”的体验式旅游产品。

比如，“广州老城新活力文化遗产深度
游”如何“解锁”广州文化宝藏？记者体验
发现，4天的深度游，处处可品读地道广
味儿。

第一天，上莲香楼、广州酒家品尝粤菜，
去永庆坊、沙面等历史文化街区体验非遗技
艺，登“红船”夜游珠江；第二天，参观南越王
墓、中山纪念堂，游览广州塔、琶醍文化创意
艺术区，在传统中轴线和新中轴线上读懂城
市变迁；第三天，探访城市“绿肺”海珠湿地、
岭南水乡沙湾古镇，在自然生态与岭南特色
建筑中，了解龙舟制作技艺，聆听沙湾何氏音
乐，领略民俗风情；第四天，逛长隆野生动物
园，为旅行画上欢乐的句号。

“这是一条充分体现文旅融合精神和非
遗文化的线路，让游客大饱眼福和口福。”广
东省非遗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张春雷说。
记者了解到，该线路的推出，不仅吸引了世界
各地的游客，也掀起了“广州人游广州”的热
潮。每到周末，新奇的非遗文化体验令新老
市民流连忘返。

专家认为，广东探索的线性文化遗产保
护利用模式，不仅活化了文物古迹，为非遗传
承注入了内生动力，也为旅游业增添了丰富
的文化内涵。“下一步，文化遗产深度游要突
出非遗基因和真善美的传统文化主题，做出
差异和特色，打造出品牌。”张春雷说。

串珠成链

下活湾区文旅融合“一盘棋”

今年6月，首批广东省粤港澳大湾区文
化遗产游径面世，孙中山文化遗产游径、海上
丝绸之路文化遗产游径、华侨华人文化遗产
游径等5大主题27段游径向公众公布。汪一
洋认为，它们展示出大湾区文化交融性和岭
南文化特质。

粤港澳大湾区文化遗产游径的建设，令分
散各地的文化旅游资源聚成了一盘“活棋”。

佛山和江门因共同的主题游径被连接起
来。在海上丝绸之路游径上，游客既能在佛
山参观从明代沿用至今的南风古灶、购买昔
日海丝贸易的畅销品石湾陶器，又能在江门
观赏古商船在海丝路上远征出发之处的惊涛

拍岸、碧海银沙；在华侨华人游径上，既可在
佛山老城的叶问堂、黄飞鸿纪念馆领略由华
人华侨武术弟子发扬光大的南派武术文化，
又可在江门漫步于乡间碉楼、古村落、骑楼景
观之中，遥想华侨商埠曾经的繁华。

文化遗产游径作为广东盘活文化遗产、
推动全域旅游的创新举措，如今已衍生出多
样化的旅游赏玩路线。汪一洋介绍，除大湾
区文化遗产游径外，广东还推出了上百条其
他主题的文化旅游精品线路，将红色资源、传
统村落、文化遗产、历史建筑等串珠成链。

64条串联古今、连接城乡的广东省历史
文化游径成为其中的亮点。据了解，在今年

“广东省历史文化游径体验日”主题活动期
间，广东各地的文旅部门、景区、旅行社跨境
联动，推介各自特色鲜明的历史文化游径，短
短3天吸引了逾3万游客，在全省形成了“踏
上游径、体验游径、爱上游径”的热烈氛围。

感悟阳明文化、体验客家风情、陶醉奇山
秀水……徜徉于“中国天然氧吧”江西上犹
县，令人心旷神怡。以山水为缘、文化为媒，
上犹县充分挖掘山水文化、阳明文化、客家文
化等旅游资源，做足“文化+旅游”文章，为游
客带来难忘的时光之旅。

地处罗霄山脉南端、千里赣江源头的上
犹县于公元952年建县。古人形容上犹“地
居万山之中，山则百叠百蟠，水则九十九

曲”。这里有五座相依相连、状似五指的绝景
山峰五指峰；有赣南第一高峰、海拔2061米
的齐云山；从罗霄山脉蜿蜒流淌而来的上犹
江，更是吸引了无数文人墨客。

“上犹的森林覆盖率达81.4%，空气负氧
离子等级常年在7级以上。”上犹县委宣传部
部长陈济才说，近年来，该县深入挖掘阳明文
化，发展“康养+医养+旅游”，阳明文化体验
游蓬勃发展。

王阳明沐足读书之地东山镇中稍村以天
然温泉古井为特色、阳明文化为主题，打造了
阳明天沐温泉度假小镇。“在这里不仅可以感
悟阳明文化、追溯千古文明，还能享受休闲度
假、健康养生的乐趣。”前来参加王阳明“万物
一体之仁”思想学术研讨暨《与曰仁诸弟书》
手札品鉴会的广东游客张军说。

依托阳明湖景区富集的山水资源、民宿
产业，上犹县将山水文化和阳明文化深度融
合，建设了陡水特色旅游休闲度假区、月亮
湾度假旅游区、西龙氧吧度假区、南湖滨水
旅游度假区、众和养生谷等一批康养项目，
打造以养生为主、医疗为辅、医养结合的康
养生态休闲度假区。“我们以景区为载体、
以文化为依托、以项目为抓手，将阳明文化
植入景区，打造‘有氧慢运动’胜地。”陈
济才说。

虽已入冬，但两山之间的上犹县阳明南
湖国际垂钓基地依然人气爆棚。全国职业俱
乐部百万联盟杯钓鱼拉力赛近日拉开帷幕，
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垂钓选手、游客前来
挥杆竞技、休闲旅游。“按照‘亲水亲山、显山
露水’的理念，阳明南湖国际垂钓基地已成为
当地运动休闲产业的新亮点。”上犹县文广新
旅局局长曾德坤说，这里是国内唯一可以同
时举办竞技钓、路亚钓和休闲钓的专业基地，

入围中国路亚黄金联赛、全国职业俱乐部百
万联盟杯钓鱼拉力赛两大文旅IP。

水车、犁耙及用竹篾制作的篓子……坐
落于国家4A级景区——阳明湖景区的上犹
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内，农具和农耕场景
勾起浓浓乡愁，让游人驻足回味，流连忘返。

上犹县人文荟萃，形成了崇文重教、耕读
传家的优良传统，传承了手工造纸、榨油等民
间技艺，孕育了九狮拜象、客家门楣等客家文
萃，更有客家鱼宴、包米果、九层皮等特色美
食，保留了双溪“正卿第”、营前九厅十八井等
一批客家古民居。

依托于厚重的客家文化资源，上犹县大
兴客家文化体验游。投资16亿元的油画创
意产业园吸引着游客前来品鉴画作、交流创
作、购置艺术品；按照“天圆地方”的客家文化
理念建设的中国地质博物馆赣州分馆和上犹
赏石文化城，成了游客赏石、购石的重要打卡
点。上犹县还把赣南森林小火车打造成旅游
观光专列，新建了赣南客家家训、赣南客家门
匾传承基地等，勾起游客的浓浓乡愁。

如今的上犹，“一杯茶、一幅画、一块石、
一条鱼、一列小火车、一泓温泉”生态旅游名
片和“春花秋叶、夏漂冬泡”特色旅游品牌越
擦越亮，成为镶嵌在赣、粤、湘三省边际的生
态旅游明珠。

这些年，随着消费升级的加快，我国旅游市场持续发
展，老年游成为新的增长点，老年游这一细分市场也正在
受到越来越多企业的重视。

目前，我国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已经超过2.5亿人，
占总人口的比重超过18%。老龄化趋势的加快带动了社
会消费结构的巨大变化，激发出新的产业动能。数据显
示，2016年至今，我国中老年游客旅游消费年均增速达
23%，预计2021年将超过7000亿元。

与其他消费群体不同的是，老年人的出游时间相对
自由，又普遍有经济能力。对于不少老年人来说，来一场
说走就走的旅行，已然成为一种新的时尚。有调查显示，
在几乎所有发达国家，60岁及以上消费者的人均消费额
都超过了25岁至64岁年龄段消费者的平均水平。

然而，与“银发旅游”巨大的市场潜力不相适应的是，
目前旅游市场针对老龄市场的产品还存在供给相对单
一、软性服务和医疗服务欠缺、适老化配套设施不够完
善、人文资源尚待开发、缺少信息化管理平台等问题，老
年人巨大的旅游消费需求远未得到满足。

同时，“银发旅游”市场乱象丛生，赶行程、加自费、少
保障等侵害老年人权益的事件时有发生。比如，一些以
购物为主的团队游产品，一般会因为老年人维权意识较
低、沟通能力有限而“被加价”。有机构抓住老年人图便
宜的心理，用买保险送旅游、买商品送旅游等形式，诱惑
老年人购买虚假产品。这些问题都影响了旅游消费体验
和市场秩序，让不少老年人望而却步。

如今，老年人已经成为一个无法忽视的消费群体。
激活“银发旅游”的市场潜力，让老年人愿意消费、敢于消
费，旅游企业不妨根据老年人的身心特点，合理设计线
路，研发特色游产品，满足老年人多样化、个性化的需
求。同时，监管部门也要加大对旅游市场“痼疾”的治理
力度，对“银发旅游”当中住宿、餐饮、购物、医疗等服务细
节作出明确规定，出台行业标准，形成规范的市场和健康
的消费氛围，让老年人放心地在旅游中享受晚年生活。

在甘肃酒泉市瓜州县榆林大道截山入口，一座造型
独特、寓意深刻的大型户外雕塑“戈壁方舟”格外引人注
目。“周末了，带孩子来瓜州转一转，看到戈壁方舟的雕塑
很震撼。”来自玉门的游客王海利说。

瓜州县坚持以打造大敦煌文化旅游经济圈的重点融
合区为目标，深入挖掘历史文化、自然景观，打造了戈壁
雕塑艺术长廊，“大地之子”“无界”“戈壁方舟”等大型户
外雕塑，将戈壁雕塑艺术长廊装扮得亮丽多姿，成为瓜州
旅游新名片。

在瓜州县城，草圣故里文化产业园集书法艺术传承
发展、旅游、展览、交流等于一体，吸引着八方来客。
产业园建成于2012年，占地面积681亩，是西北规模
最大的以书法艺术为主体的文化产业园，也是纪念我国
东汉时期著名草书艺术家张芝的主体文化园，被评为国
家4A级旅游景区。“园子能让人感受到书法之乡浓厚
的文化氛围，作为书法爱好者，我不虚此行。”敦煌游
客白文华说。

瓜州县是红军西路军战斗的最后一站，在红军西路
军安西战役纪念馆，一件件实物、一张张图片，再现了当
年红军西路军英勇奋战、血决祁连的悲壮历程。“瓜州人
就是听着红军西路军安西战役纪念馆展现的这些历史故
事长大的，这些红色旅游资源值得被深挖。”市民魏丹说。

近年来，瓜州县以打造红军西路军国家级爱国主义
教育基地为目标，充分利用蘑菇台、红柳园、西路军最后
一战纪念塔等红色旅游资源，挖掘红色文化内涵，打造红
色文化主题景区，大力开发红色旅游。截至目前，瓜州县
红西路军安西战役纪念馆接待县内外团体465个。

近年来，瓜州县深入挖掘“玄奘、张芝、红色、边关、石
窟”文化品牌价值，主动融入大敦煌文化旅游经济圈建
设，整合历史文化、自然景观、生态建设、乡村产业等优
势，全力推动农业、文化、交通、旅游深度融合发展，展示
文化内涵与魅力，加快推进锁阳城景区、榆林窟景区、草
圣故里文化景区、红西路军安西战役纪念景区、双塔湖旅
游景区、玄奘取经博物馆“五区一馆”建设，全力提升服务
能力和接待水平。

色 彩 斑
斓 的 江 西 上
犹县阳明湖。

刘念海摄
（中经视觉）

游客在广州非遗街区永庆坊的粤剧艺术博物馆参观。 本报记者 郑 杨摄

广州非遗街区永庆坊内赵家狮非遗生活馆中琳琅满目的文创
产品。 本报记者 郑 杨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