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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原夏日，阳光明媚、草木葱茏、果蔬飘

香，正是“过林卡”的最好时节。

“林卡”藏语意为“园林”，“过林卡”是藏族

群众最为传统的休闲娱乐活动之一。“过林卡”

的打开方式有很多：或是合家出游，城郊寻一

处林卡踏歌起舞；或是三五好友相约，溪边绿

荫里搭一顶帐篷谈笑风生；或是毕业聚会，蜿

蜒溪流中划一只皮艇享夏日清凉；或是瓜藤果

架间，体验乡村采摘的田园乐趣⋯⋯时下，放

眼拉萨城郊周边，各处特色林卡座无虚席，皆

是一派乐享夏日时光的热闹景象。

在高原“过林卡”为何如此火热？各色林

卡又如何带动消费？让我们去一探究竟。

传统民俗新体验

在高原夏日，“过林卡”一词的出现频率很

高。当下，亲朋好友之间最常交流的一句话就

是“周末去哪里过林卡呀？”通常，这是让人无

法拒绝的邀请。

“过林卡”是西藏地区群众根据高原气候、

环境和生活条件形成的一种民俗习惯。在长

冬短夏的西藏，林荫郁郁、鲜花灿烂、流水潺潺

的夏日，正是人们享受、体验大自然无限美好

的时节。

趁周末，拉萨市民次仁多吉一家人早早地

便来到了拉萨市达孜区塔杰乡的加色岗吉祥

林卡欢度假日。潺潺小溪旁、绿树掩映中，一

顶顶民族特色浓郁的帐篷分布其间，在服务员

的引导下，次仁多吉一家人来到了事先预订好

的帐篷内。

回忆起前些年的“过林卡”，次仁多吉的

母亲央啦说，以往“过林卡”，家庭主妇要做很

多准备工作——提前几天准备吃喝，从饭菜、

青稞酒到糖果零食，出发时大包小包需要带

一堆东西，最麻烦的还是搬运笨重的桌椅。

到 达 目 的 地 后 ，搭 简 易 帐 篷 的 过 程 也 很 累

人。活动结束后，吃饱了、喝足了、玩累了，还

得拆帐篷、收拾桌椅、清扫垃圾。“‘过林卡’的

目的是休闲娱乐，放松身心，但以前繁琐的过

程和劳力付出却让这份快乐打了不少折。”央

啦表示。

近几年，为满足市民“过林卡”需求而派

生的各色休闲林卡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给大

家 享 受 休 闲 时 光 提 供 了 更 多 更 便 捷 的 选

择。“在休闲林卡玩一天，租借帐篷、娱乐设

施，加上饭菜饮料，人均消费在 100 元左右，

关键是省心省力，每个人都可以放松心情。”

央啦说。

为了吸引客源、招揽生意，林卡经营者们

也不断完善基础设施，竭力提供特色服务。加

色岗吉祥林卡内，不仅规划了停车场，搭建了

不同规格的帐篷，还可满足市民游客戏水、划

船、健身运动以及特色藏式美食等服务需求。

“我们还开放了周边的加色岗庄园遗址、传统

水磨作坊等。来这里不光是放松，还能有不错

的亲子体验，大家可以带着孩子到附近的农田

观赏油菜花、采摘豌豆荚。”林卡负责人达瓦次

仁说。

从曾经的一块毯子、一顶帐篷、自家准备

吃食的林卡活动到如今观光、采摘、漂流、亲

子、团建等一系列新元素融入的林卡模式，传

统民俗正为市民游客带来全新体验。

产业链逐步形成

随着生活品质的提升，人们对休闲娱乐方

式的追求更趋多元化，使得“过林卡”不再是用

简单的一顶帐篷可以容纳的事情。但这顶“小

帐篷”却衍生出并支撑起了一项“大经济”，较

为完整的林卡产业链正逐步形成，成为促进当

地产业发展、群众增收的平台。

在西藏，林卡大多集中在城郊乡村，且一

般具备 3 个条件：依山傍水，绿地树林，能提供

帐篷、饮食和基本的娱乐设施。经营者则是专

业的旅游文化公司或者经济合作社，附近群众

凭借土地、房屋、人力等参与其中。

拉 萨 市 达 孜 区 章 多 乡 恰 村 的 林 卡 2020

年建成投入使用，因交通便利、功能完备，迅

速走红成为广大市民游客追捧的“网红打卡

地”。“去年，恰村林卡营业额达到 247 万元，

为 群 众 分 红 171 万 元 ，户 均 分 红 达 到 11452

元。下一步，我们将突出‘自然景观、民俗文

化、体验休闲’的旅游定位，抓好饮食文化提

升、民族手工艺产品开发和章多乡旅游形象

宣传，大力发展乡村生态旅游，增强消费黏

性，吸引更多游客，让更多群众吃上旅游饭、

端 牢 致 富 碗 。”达 孜 区 章 多 乡 副 乡 长 乔 银

娜说。

达孜区德庆镇白纳村村民旦增央金的生

活也因林卡而发生改变，当了 20 多年家庭主

妇的她如今成为一名专业厨师。“以前，哪里想

过自己能成为一个可以做 40 多道菜的厨师。

现在村里发展林卡，我也经过 8 个月的专业培

训后考取了厨师证，成为林卡厨房的专职厨

师，在家门口实现了就业，每天有 400 元的工

资。”旦增央金说。

夜幕降临，繁星点点，加色岗吉祥林卡里

的大部分客人已经离开。工作人员次旦玉珍

正借着月色认真收拾着林卡区的帐篷内外：

“明天一大早又会有新的客人到来，我需要提

前做好准备工作。”

次旦玉珍在林卡打工的同时，自家还经营

着一家藏式茶馆。“现在是过林卡的旺季，场

地、帐篷都要提前预订，我们家的酥油茶、甜茶

也是供不应求。”次旦玉珍说。

新 IP 提升吸引力

绿油油的青稞苗茁壮成长、金灿灿的油菜

花肆意绽放、新鲜的豌豆荚颗粒饱满⋯⋯正午

时分，在加色岗吉祥林卡游玩的次曲将双脚浸

在田埂畔的水渠中，一边喝着醇香的酥油茶，

一边看着追逐蝴蝶的儿子：“这像极了小时候

我和爸妈一起下田干活的场景，酥油茶也有

家乡的味道，晚上我还要带儿子在这里赏月

看星星。”

对于次曲来说，“过林卡”已经不单纯是休

闲娱乐，更多的是希望在城市长大的儿子能更

多地亲近大自然。现在的林卡，已能完全满足

次曲的愿望：“农村不再是我们印象里小时候

脏乱差的样子，美丽的乡村让赏花踏青、民俗

体验、田园采摘、亲子互动变为现实。对于孩

子们来说，诗和远方不仅是在景区，也在广阔

的乡村田野里。”

随着“过林卡”这一传统民俗内容不断丰

富、文旅不断融合，它也成为助力乡村振兴的

有效途径。以拉萨市达孜区为例，国道 318

沿线的各个村庄都在根据自身特点发展林卡

经济，各个林卡各具特色：在恰村，不仅有远

近闻名的网红林卡，一幅幅内容丰富、色彩斑

斓 的 墙 画 也 给 一 间 间 乡 村 民 居 穿 上 了“ 新

衣”，成为游客拍照的背景墙；到加色岗，除了

可以近距离体验享受田园乐趣，潺潺而下的

溪水催发水车带动古老的磨盘，吱呀作响中

勾起儿时回忆⋯⋯

达孜区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李小飞说，

达孜区交通区位优势明显，乡村旅游资源禀

赋突出，通过不断完善基础设施，提供优质

旅游服务，打造林卡区域化、标准化流程，达

孜区形成了林卡经济品牌 IP，进而提升了区

域整体吸引力。“目前，达孜区 6 个乡镇立足

资源特色，发展林卡经济，通过不断创新完

善林卡服务内容，提高了消费黏性、促进了

农牧民就业增收。”李小飞说。

林卡经济不仅使乡村产业兴旺，在以人居

环境美化为基础的乡村旅游开发中，传统民俗

文化融合其间，道路交通、通信网络、住房条件

等基础设施加速完善，乡村群众收入水平、消

费水平迅速提高，乡村社会文明程度不断提

升，一幅幅“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

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乡村振兴美好画卷也随

之徐徐展开。

﹃﹃
小帐篷小帐篷

﹄﹄
作用不小作用不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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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林卡过林卡””是西藏地区群众最为传统的休闲娱乐活动之一是西藏地区群众最为传统的休闲娱乐活动之一。。近年来近年来，，西藏各地涌现出许西藏各地涌现出许

多各具特色的林卡多各具特色的林卡，，并不断完善特色服务并不断完善特色服务，，从曾经的一块毯子从曾经的一块毯子、、一顶帐篷一顶帐篷、、自家准备吃食的林自家准备吃食的林

卡活动到如今观光卡活动到如今观光、、采摘采摘、、漂流漂流、、亲子亲子、、团建等一系列新元素融入的林卡模式团建等一系列新元素融入的林卡模式，，传统民俗正为传统民俗正为

游客带来全新体验游客带来全新体验。。

随 着 经 济 社 会 发 展 和 人随 着 经 济 社 会 发 展 和 人

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乡村旅游乡村旅游

快速发展快速发展，“，“过林卡过林卡””这一西藏这一西藏

地区的群众休闲娱乐方式也地区的群众休闲娱乐方式也

受到游客的青睐受到游客的青睐。。一顶顶大一顶顶大

小 各 异小 各 异 、、民 族 特 色 浓 郁 的 帐民 族 特 色 浓 郁 的 帐

篷篷，，承载的不仅是民俗文化承载的不仅是民俗文化，，

也发挥着促进当地经济社会也发挥着促进当地经济社会

发展的积极作用发展的积极作用。。时下时下，，西藏西藏

各 地 都 在 发 展各 地 都 在 发 展““ 林 卡 经 济林 卡 经 济 ”。”。

如何借助如何借助““小帐篷小帐篷””撑起撑起““大经大经

济济”，”，需要进一步探索需要进一步探索。。

完善配套设施完善配套设施。。最初最初““过过

林卡林卡””只是群众夏日休闲娱乐只是群众夏日休闲娱乐

的家庭活动的家庭活动，，一顶帐篷一顶帐篷、、几张几张

桌椅便可满足需求桌椅便可满足需求。。后来后来，，借借

助自然风光优势助自然风光优势，，外来游客增外来游客增

多多，，村民们搭起帐篷村民们搭起帐篷，，备上简备上简

单陈设后便可出租单陈设后便可出租。。再后来再后来，，

人们的休闲娱乐需求更趋多人们的休闲娱乐需求更趋多

元化元化，，一顶帐篷加简单陈设已一顶帐篷加简单陈设已

经无法满经无法满足需求足需求。。配套完善观配套完善观

光光、、亲水亲水、、采摘采摘、、运动等休闲娱运动等休闲娱

乐设施乐设施，，融合更多民俗体验活融合更多民俗体验活

动动，，成为成为““林卡经济林卡经济””提档升级提档升级、、

吸引更多消费者的主要途径吸引更多消费者的主要途径。。

做好融合文章做好融合文章。。在西藏在西藏，，

林卡大多集中在城郊乡村林卡大多集中在城郊乡村，，参参

与经营者多为农牧民群众与经营者多为农牧民群众，，单单

靠帐篷靠帐篷、、娱乐设施租赁娱乐设施租赁，，发展发展

空间不大空间不大。。通过一二三产业通过一二三产业

融合发展融合发展，，丰富服务内容丰富服务内容，，提提

供供““吃住行游购娱吃住行游购娱””一体化服一体化服

务务，，不但能够拓宽不但能够拓宽““林卡经济林卡经济””

的外延的外延，，还能促进当地农副产品加工销售等还能促进当地农副产品加工销售等，，有利于增有利于增

强消费黏性强消费黏性。。此外此外，，在每年在每年 55 月份至月份至 1010 月份月份““过林卡过林卡””

旺季旺季，，往往一往往一““帐帐””难求难求，，而其他时间则基本无人问津而其他时间则基本无人问津。。

如何让如何让““林卡经济林卡经济””淡季不淡淡季不淡，，还需由还需由““卖风光卖风光””向向““卖生卖生

活活””转变转变，，围绕乡村特色在不同季节推出不同的旅游产围绕乡村特色在不同季节推出不同的旅游产

品品，，盘活现有林卡设施设备盘活现有林卡设施设备，，不断丰富乡村旅游业态不断丰富乡村旅游业态，，

形成全时全季旅游新体验形成全时全季旅游新体验。。

打造特色品牌打造特色品牌。。当下当下，，西藏各地西藏各地““过林卡过林卡””营地如营地如
雨后雨后春笋般涌现春笋般涌现，，如何让如何让““头回客头回客””变成变成““回头客回头客”？”？
历史文化名村历史文化名村、、传统民俗展示传统民俗展示、、丰富的人文景观⋯⋯丰富的人文景观⋯⋯
无疑都是卖点无疑都是卖点。。各地应当利用好自身的独特优势各地应当利用好自身的独特优势，，
坚持统筹规划坚持统筹规划、、一村一品一村一品、、错落有致错落有致，，推出特色产品推出特色产品，，
打造特色品牌打造特色品牌，，让人在不一样的感受中让人在不一样的感受中““望得见山望得见山、、
看得见水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记得住乡愁”，”，从而赢得消费者认可从而赢得消费者认可。。同同
时时，，要深入挖掘西藏优秀传统农牧文化要深入挖掘西藏优秀传统农牧文化，，把乡把乡村文化村文化
传承好传承好、、保护好保护好、、利用好利用好，，尤其要让西藏丰富的非物质尤其要让西藏丰富的非物质
文化遗产文化遗产““活活””起来起来，，让游客在潜移默化中感悟传统文让游客在潜移默化中感悟传统文
化化、、厚植家国情怀厚植家国情怀。。

高原上高原上““过林卡过林卡””乐享幸福时光乐享幸福时光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贺建明贺建明

达孜区章多乡恰村林卡区达孜区章多乡恰村林卡区，，溪边错落溪边错落

分布着藏式帐篷分布着藏式帐篷。。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贺建明贺建明摄摄

小暑节气过后，湖北武汉骄阳

似火。但炎热的天气挡不住游客的

热情，武汉历史文化街区黎黄陂路，

迎 来 了 一 批 批 来 自 全 国 各 地 的

游客。

北京游客黄勇就专程来此感受

老武汉的生活气息。“在路口远远看

到了这家体验店，就过来买了一瓶汽

水尝尝。”一瓶汽水下肚后，黄勇重新

找回了“老味道”。他告诉记者，自己

是名“80 后”，多年前曾随父母来武

汉旅游，当时的武汉汽水给自己留下

了深刻印象，一瓶瓶汽水也是童年快

乐的源泉。

黄勇所说的体验店是汉口二厂

在黎黄陂路开设的线下沉浸式品牌

体 验 店 ——“ 汉 口 二 厂 游 乐 乐 乐

场”。在这里，玻璃瓶装的汽水变成

可以自制调配的饮品，沉浸式的消

费 体 验 使 其 成 为 武 汉 新 晋 网 红 打

卡地。

在老武汉人心中，竹床、蒲扇、二

厂汽水是夏天的标配。武汉有二厂

汽水，就像北京有北冰洋汽水、西安

有冰峰汽水，是刻在人们脑海深处的

印 迹 ，更 让“80 后 ”“90 后 ”们 倍 感

亲切。

“原国营武汉饮料二厂生产的滨

江汽水，流行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

汉口二厂品牌商务负责人马晓薇告

诉记者，因其清凉甘甜和冲劲十足的

口感，二厂汽水成为几代老武汉人喜

欢的消暑饮料。

但由于种种原因，二厂汽水一度

在市场上销声匿迹。马晓薇说，2017

年，武汉恒润拾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创

立“汉口二厂”品牌，打造新国潮饮料

系列，在老二厂汽水基础上全面升

级，曾经流行在武汉的老味道重回大

众生活。

“ 在 这 栋 百 年 老 建 筑 里 ，有 汽

水、竹床、黑白电视、老玩具，这些老

物 件 都 勾 起 了 我 童 年 的 回 忆 。”在

“汉口二厂游乐乐乐场”品牌体验店

里，武汉市民张淼仿佛穿越回了童

年：“小时候汽水不能随便喝，只有

在完成作业后才能喝上一瓶。今天

我特意带儿子来感受一下妈妈童年

时的快乐。”

从湖南来武汉旅游的大学生张

静婷一进体验店就忙着拍照发朋友

圈。“不同于传统的咖啡、奶茶店，在

这里可以按照满满一墙的饮品配方

自制专属气泡水。”张静婷说，制作完

成后，可在饮料杯贴上印有黎黄陂

路、江汉路、黄鹤楼等带有武汉地标

的贴纸，“打上城市标签的自制国潮

夏日特饮一定是朋友圈里最酷的。”

张静婷说，看了她的朋友圈，很多朋

友已经决定找机会来“汉口二厂游乐

乐乐场”打卡。

“在营销渠道上，汉口二厂坚持

走精品路线，两年多时间覆盖全国

超 10 万家商超门店，成为多家零售

商货架上的热卖产品。”马晓薇说，

“汉口二厂”品牌已成为继“周黑

鸭”“良品铺子”后又一张代表大

武汉的潮流名片，“今年夏天，汉

口 二 厂 还 将 布 局 武 汉 2000 多 家 热

门餐饮场所，给消费者带来畅快的

夏日体验”。

在消费者越来越注重颜值的时

代，产品的外观设计、包装设计、视觉

美感已经成为产品力的一部分。当

消费者揭开主题汽水“恋爱 soda”的

背标，会显示出心动小情话；冰一冰

“分手快乐水”瓶身，俏皮的“分手汽

话”也会随之出现⋯⋯

马晓薇说，在线上，汉口二厂的

品牌代言人是一个梳着粉红麻花辫

的二次元玩偶“咕咕”；在线下，“汉口

二厂游乐乐乐场”每月都有主题更新

和场景迭代，不断为有线下社交需求

的用户制造新鲜感，催化消费者向粉

丝转换，再通过粉丝的社交分享加速

品牌裂变式传播。

当下，武汉正在加快建设国家文

化和旅游消费示范城市。马晓薇告

诉记者，沉浸式体验店选择开设在有

武汉“街头博物馆”之称的黎黄陂路，

正是想借助城市元素、品牌内涵、互

动体验等，向消费者传递武汉生活气

息，打造能够承载城市文化和人文记

忆的国潮品牌，通过文旅消费融合，

把国货品牌、国潮品牌的超越之路越

走越宽。

重 见 老 味 道 汽 水重 见 老 味 道 汽 水
本报记者 董庆森 柳 洁

达 孜 区 章 多 乡 恰 村 林 卡 区达 孜 区 章 多 乡 恰 村 林 卡 区 ，，游 客 正 在 亲游 客 正 在 亲

水戏水水戏水。。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贺建明贺建明摄摄

图为汉口二厂体验店内的图为汉口二厂体验店内的““樱花季樱花季””主题陈列主题陈列。。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