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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化 之 光 映 照 美 好 生 活
姜天骄

回顾过去一年，文艺创作硕果累累，文化市

场生机勃勃，群众文化生活丰富多彩，文化产业

发展成为中国经济坚强韧性的有力支撑，文化

事业汇聚成为人民精神力量的重要依托。

民族复兴需要强大精神力量。过

去一年，主旋律大放异彩，先进文化塑

造灵魂、鼓舞斗志。《长津湖》效应席

卷全国，电视剧《觉醒年代》叫好

又叫座，一批口碑效益双丰收

的优秀影视作品进一步探

索 了 主 旋 律 题 材 的 市

场空间，证明文化

能为增强人民

力 量 、振

奋

民族精神发挥重要作用。

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首先要讲好中国故事。

过去一年，无论是高投入的大制作，还是低成本的

“小而美”，都在讲好故事的基础上做出创新性改

变。《你好，李焕英》凭借真情实感打动人心，电视剧

《小舍得》引起了观众对教育相关话题的热烈讨论，

《扫黑风暴》为观众上了一次生动的法治课⋯⋯承

载当代文化的现实主义题材作品担当起讲好中国

故事的重要使命。事实证明，没有大制作、没有大

明星，同样可以支撑作品的热度与口碑。当前，文

化市场正在经历从量变向质变的发展，相信在这种

趋势的引导下，未来会有更多精品力作闪耀银幕，

为人民群众奉献高质量的精神食粮。

其次要深植民族文化土壤，从传统文化中吸

吮创意灵感。过去一年，文化市场立足民族文化

的优秀影视作品层出不穷，从《典籍里的中国》到

《中国考古大会》，从河南卫视节目破圈，到大

运河公园散发新活力⋯⋯种种文化

现象背后映射了强大的民族自信与文化自信。

再次要积极融入新生业态。过去一年，传统

文化与新业态碰撞出绚丽火花。“柳夜熙”因国风

之美走红抖音、考古盲盒走俏、国潮渗透文化消

费方方面面⋯⋯中华文化之美、中国山河之美是

文化产业创新的源泉，坚定文化自信，就要推动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疫

情倒逼传统文化业态向“云端”转型升级，“云看

展”“云演艺”“云视听”“云旅游”等不断涌现，5G、

VR、AR、人工智能等技术不断为文旅产业带来

更新鲜、更智能、更有趣的体验，“文化＋科技”已

成为文旅产业的新赛道和新的增长极。

文化市场繁荣发展的同时，我们也要警惕流

量至上等问题对文化的侵蚀和危害。过去一年，

国家整治文娱乱象重拳频出，针对文娱圈“艺人

失德”“过度娱乐化”“偷税漏税”等乱象发布一系

列规定，进一步规范文化市场秩序，打造健康向

上的行业风气。同时，文化市场开启强监管模

式，《著作权法》为创作者“撑腰”，《反垄断法》让

音乐市场迎来更良性公平的竞争环境，《网络短

视频内容审核标准细则》让短视频侵权乱象无处

遁形⋯⋯发展和规范并重，将进一步激发平台企

业的创新动力和发展活力，推动文化市场步入规

范良性的发展快车道。

每段优美的文字、每部精彩的影片、每曲动

人的旋律，都是映照美好生活的灯火。新的一

年，如何满足人们对文艺作品、文化产品的质量

和品格的更高要求，顺应人民群众的新期待，需

要每一位文化从业者用心用情去思考、去创作、

去回答。

新 文 旅 新 风 貌 新 气 象新 气 象
本报记者 张 雪

2021 年的河南卫视像是开了挂，

从牛年春节的《唐宫夜宴》开始，14 个

灵动可爱、憨态可掬的唐朝少女让观众

们念念不忘，再到端午、七夕、中秋等中

国传统节日，河南卫视的《洛神水赋》

《龙门金刚》纷纷成为爆款，带来一场场

视觉盛宴。据统计，河南卫视春晚和

《端午奇妙游》晚会全网点击量均超 50

亿次。

相较于大众娱乐节目，传统文化节

目总是清冷一些，河南卫视多款节目在

2021 年成为现象级的存在，说到底，离

不开对中华传统文化本位的坚守。因

此，需用心对传统文化之美挖掘呈现，

引起观众广泛共鸣，尤其受到年轻人认

可；反过来，观众的叫好声又为这类节

目更好地传播传统文化提供了信心和

动力。

节目走红，打响了河南文旅的新名

片，带来了意想不到的红利，河南多地

的博物馆、景点及文创产品的热度随之

提升。如何以文促旅、以旅彰文，实现

文旅深度融合，持续赋能文旅产业发

展，河南提供了一个值得研究的范本。

2021 年疫情的反复，并没有阻断

人们的出游愿望，只不过很多人把远游

变成了去发现身边的美好。

以“十一”黄金周为例，文旅部调查

数据显示，49.1%的游客选择省内跨市

游；88.3%的游客出游距离在 300 公里

以内，以短时间、近距离、高频次为特点

的“轻旅游”“微度假”受到游客青睐。

飞猪平台全年的数据显示，2021

年旅行度假类订单中，周边游占比近六

成。从各地市场的反馈看，酒店是周边

游的主要消费场景，沉浸式酒店度假带

动近郊度假型酒店走俏，尤其是带有温

泉、水乐园、亲子玩乐体验及特色餐饮

的酒店。

此外，原生态的田园乡村也成为年

轻人青睐的旅游目的地，租车自驾、房

车露营等新玩法逐渐走俏。

疫情改变了游客的出游距离，也重

塑着旅游市场格局。相较于外来游客，

本地居民日常而高频的本地游、周边

游，有助于平抑淡旺季的波动，构建更

加良性发展的旅游经济。新的一年，当

我们期待更多外地游客能如约而至的

同时，也不妨多花些心思研究本地人的

新需求，创造更多新消费。

“红色陕西·圣地延安”“小岗精神·

改革序幕”⋯⋯2021 年恰逢建党百年，

红色成为旅游市场最亮的颜色红色成为旅游市场最亮的颜色，，参观红参观红

色遗址色遗址、、接受革命传统教育成为很多人接受革命传统教育成为很多人

的选择的选择。。

中国旅游研究院和马蜂窝自由行中国旅游研究院和马蜂窝自由行

大数据联合实验室的调查显示大数据联合实验室的调查显示，，20212021

年参与调查者中年参与调查者中，，4141..77%%的游客参加红的游客参加红

色旅游的次数达到色旅游的次数达到 33 次以上次以上。。值得注值得注

意的是意的是，，年轻群体参与红色旅游比例显年轻群体参与红色旅游比例显

著提升著提升，“，“0000 后后”“”“9090 后后””人群总数占比人群总数占比

超过超过 5151%%，，红色旅游正呈现越来越年轻红色旅游正呈现越来越年轻

化的趋势化的趋势。。

除了经典红色旅游胜地，红色纪录

片、电影的热映也带火了一批红色景

点。《觉醒年代》火了安徽合肥延乔路，

电影《八佰》上映让上海四行仓库抗战

纪念馆热度暴涨。2021 年 6 月，开门迎

客的陕西延安红街以科技手段增强互

动，使游客融入剧情，深度体验红军长

征爬雪山、过草地的艰辛过往，经历一

场身体与心灵融合的旅程。

调研发现，超过 40%的年轻游客对

红色旅游的兴趣点在于沉浸式体验。

表达方式的不断创新，使红色旅游“圈

粉”又“圈心”。

2021 年，走走停停成为旅游业新

常态，航空、酒店、民宿等与旅游密切相

关的行业广受影响。疫情的不确定性

也悄然改变着消费者的出游习惯——

出游决策时间更短，出游计划制定更为

灵活，“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成为很多

人的选择。

困境之下，航空公司、酒店、民宿等

和旅游平台一起在产品组合和营销方

式上创新求变，机票盲盒、随心飞、机票

次卡、先“囤”后“约”酒店套餐等一系列

新产品应运而生。这些新玩法灵活有

趣，能更好适应不确定出游条件下的消

费需求，一经推出就受到广大年轻消费

者的喜爱。

以机票盲盒为例，只要几十元，就

能抽到一张机票，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

出发、不知道去哪里，盲盒开出哪个航

班、飞往哪个目的地一概随机。飞猪平

台的数据显示，盲盒抢购者超八成是

“90 后”，双人盲盒的抢购最为激烈。

新玩法的走俏再次搅动了预售类

产品的市场，不过，此类先“囤”后“约”

趋势的崛起，对旅游商家的用户精细化

运营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能否长红有

待市场检验。

2021 年，主旋律题材文艺作品不

仅数量众多，而且质量上乘。无论是电

视剧还是电影市场，同时收获口碑与收

视率、票房的主旋律作品接连上演。

展现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到中国

共产党建立这段波澜壮阔历史的《觉醒

年代》，讲述基层扶贫故事、真实还原脱

贫历程的《山海情》，用不同叙事风格讲

述 八 位 功 勋 人 物 精 彩 故 事 的《 功

勋》⋯⋯这些电视剧都收获了不同年龄

圈层观众的喜爱，引发时代共鸣。

在电影市场上，年度票房前十名中

有四部主旋律影片。其中，《长津湖》更

是创造了一系列电影纪录，成为中国影

史票房冠军。

主旋律文艺作品叫好又叫座并非

偶然，它得益于文艺工作者对主旋律题

材这座富矿的深入挖掘，从百年党史中

汲取创作营养，秉承客观还原、尊重历

史的创作理念，塑造有血有肉的人物形

象，讲述直抵人心的感人故事、展现时

代精神。

与此同时，这些作品还充分尊重市

场规律，更加注重与商业元素相结合，

在提升影视作品观赏性上下足功夫，做

到有深度、有温度、有看头。

2021 年对中国考古界是有重要意

义的一年。考古界频传喜讯，从年初四

川广汉三星堆遗址上新，到年尾汉文帝

霸陵确认⋯⋯每一次重大的考古新发

现都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1921 年，专家学者在河南省渑池

县仰韶村遗址发现了以磨制石器与彩

陶为特征的史前文化，并将之命名为

“仰韶文化”，标志着中国现代考古学的

诞生。

经过几代考古人的不懈努力，中国

考古学迎来了黄金时代。这门曾经略

显高冷的学科，近年来频频成为社会话

题，更是带动了博物馆热、考古盲盒等

文创产品的火爆，以及相关文化节目的

“出圈”。

回望过去，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

为我们展现了中华文明起源、发展脉

络、灿烂成就和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

献，为更好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

中华文明发挥了重要作用。展望未来，

相较于前辈们的筚路蓝缕，新一代的考

古人有了更为强大的支撑，考古工作获

得了更为广泛的关注，考古学必将在增

强文化自信、传承中华文明方面发挥更

大作用，带给世人更多惊喜。

激活新消费

出行不再只向“远方”

挖掘新亮点

红色旅游持续升温

满足新需求

潮流玩法走俏市场潮流玩法走俏市场

打开新局面

主旋律作品量质齐升

站上新起点

百年考古更多惊喜

打响新名片

传统节目迎来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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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首 2021，展望 2022，“新”是文旅业的关键词，市场吐故纳新、业界求新逐变，让人充分领

略文化之美、历史之美、山河之美⋯⋯

图① 游人参观重庆自然博物馆。

秦廷富摄（中经视觉）

图② 新疆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的叼羊比赛。

吴红军摄（中经视觉）

图③ 武汉冰雪艺术节现场。

新华社记者 肖艺九摄

图④ 北京京杭大运河书院一角。

本报记者 韩秉志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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