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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斗门——

百年旧街迎新生
本报记者 喻 剑

盘活淡季旅游设施

马洪超

旅游业多年来一直有淡季旺季之

说。旺季会让商家赚得盆满钵满，也

可能让游客遭遇“人山人海”，总体上

是一种“幸福的烦恼”。淡季则不然，

游客稀少，商家门可罗雀、经营惨淡，

各方面都难以获益。

以季节性较强的冰雪旅游为例，

夏季时很多室外滑雪场因为没什么生

意而选择歇业。在北京冬奥会举办后

的第一个夏天，吉林省很多滑雪场尝

试改变“一季养三季”的传统，积极开

展露营、滑草、民宿、花海、滑翔伞、热

气球等反季经营活动，取得了不错的

营销效果，增强了深耕冰雪产业的信

心。资源闲置就是一种浪费，如果换

一种视角，有可能激活相关资源，还有

利于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休闲度假等

美好生活需要。那么，如何才能盘活

淡 季 旅 游 设 施 ，让 景 区“ 淡 季 不 淡 ”

呢 ？ 综 合 有 关 实 践 看 ，需 做 到 以 下

几点。

降低收费。价格是市场经济中的

一个有效杠杆。既然是淡季，游客不

多，景区以降低门票和服务收费的办

法吸引游客前往在情理之中。这也是

近些年景区门票价格分为淡季、旺季

的重要原因。除了门票，景区和酒店

等相关领域的服务价格，此时也不妨

适当调整，在观光车、景区餐饮等方面

探索符合淡季特点的价格。须认识

到，虽然门票和服务价格降低了，但如能吸引来足够多的游

客，景区整体收益仍有可能大于让利，还能拉动地方经济发

展。近两年，个别地方和景区通过探索投放文旅消费券或

者免费开放景区来刺激居民出游，就是这个道理。

多设项目。越是淡季，越需要增加有吸引力的项目招

揽客源或维护好周边客源。以室外滑雪场为例，这些地方

往往具有优良的自然生态和气候资源，而且空间开阔、设施

完善，夏季时完全可转型为避暑好去处。近年来，露营旅游

需求高涨，有关滑雪场可探索开展汽车露营、帐篷露营、山

野休闲、水上娱乐等项目，以新活动新花样满足人们追求新

奇特的心理，保障夏季也有一定的营收。淡季时，景区还可

以探索举办节庆、比赛等，加强营销推广，完善旅游配套，吸

引人们关注和参与，进而带来更多客源。

提升服务。旅游淡季的收费价格可降，但服务水平不

能降，必须始终保持高水平服务。现实中，有个别景区因为

淡季游客不多、收费不高，就对此时的服务质量不够重视，

以至于出现景区卫生不达标、商品不全、服务拖拉等问题，

影响了人们的出游体验。其实，淡季时保持高水平服务，既

是对服务业的基本要求，也绝非赔本买卖。一旦越来越多

的人感受到淡季出游的高性价比，就会有更多的人选择避

开旺季高峰期，身心愉悦地好好体验淡季出游的快乐。

“没有淡季的市场，只有淡季的思想”。各景区若想经

营得更好，需要在思想上改变“淡季客少”的老观念，在行动

上努力钻研市场，改进经营策略，打造特色产品，提升服务

水平，千方百计吸引客源、巩固客源、扩大客源，让旅游设施

全年充分利用，进而实现景区“淡季不淡”。

坚定不移走旅游高质量发展之路——

张家界何以火出圈
本报记者 刘 麟 谢 瑶

9 月的张家界，山色明丽，满目苍翠，一

派生机勃勃。

世界最高的吊脚楼形态建筑张家界七

十二奇楼开街试营业，世界首台大型山水实

景演出音乐剧《天门狐仙·新刘海砍樵》剧场

座无虚席，七星山景区悬崖温泉酒店项目顺

利推进⋯⋯据悉，首届湖南旅游发展大会将

在这里启幕，张家界秉持“办会兴城”理念，

全面实施“项目攻坚、风貌提质、旅游复苏、

招商引资、文明创建、安全防护”六大行动，

大 力 推 动 旅 游 融 合 发 展 和 旅 游 产 业 转 型

升级。

“7 月以来，武陵源、天门山景区每日接

待游客过万人，武陵源景区连续多天超过

2 万人，全市旅游呈现良好复苏态势。”张家

界市委书记刘革安介绍，张家界是旅游资源

富集区、动植物基因库、民族风情交融城、极

限运动挑战地、区域交通枢纽站和世界知名

旅游目的地。近年来，张家界坚定不移走旅

游高质量发展之路，发展全域旅游、深化文

旅融合、创新文旅营销、优化旅游服务，“国

际张”已成为湖南开放的窗口、旅游的龙头

和享誉全球的名片。

奇峰秀水 实力“圈”粉

中秋小长假期间，与天门山齐高、宛若

一座“天空之城”的七星山迎来旅游热潮。

乘索道而上，在森林覆盖率高达 87%的

满目苍翠中，一只由红色钢架、透明玻璃打

造的“天空之眼”闪耀在 1520 米高的悬崖上，

格外醒目。七星山旅游度假区是新景区，自

今年 1 月正式运营以来，先后推出了“爱你带

你‘飞’七星山新体验项目”“雪景美如画，七

星山天空之眼上浪漫告白”等以爱情为主题

的活动，其中，海拔 1520 米的“天空之眼”观

景台与不远处海拔 1314 米的系马桩形成寓

意“我要爱你，一生一世”的浪漫组合。“壮丽

的风景，美好的寓意，成为年轻人告白、旅游

打卡的新地标。”张家界七星仙山索道有限

公司董事长助理田建兵用诗一般的语言介

绍今年新运营的项目。

张家界地处武陵山脉腹地，境内奇峰三

千、秀水八百，汇集了峰林峡谷、溶洞温泉、

湖泊溪流、原始森林、红色景点等丰富资源，

拥有中国首批世界自然遗产、全球首批世界

地质公园、世界“张家界地貌”命名地、中

国第一个国家森林公园、国家

首批 5A 级旅游景区、全国文

明 风 景 区“ 六 张 金 色 名

片”。作为世界级旅

游 目 的 地 ，张

家界入境旅

游 客 源 地 达 133 个 国 家

和地区，“国际张”品牌唱响海内

外。2021 年与北京、上海等地共同上榜

海外文旅影响力最高的中国十大城市。

乘首届湖南旅发大会的东风，张家界突

出特色化、差异化发展，先后建成茅岩河景

区、红二方面军长征出发地纪念馆等一批文

旅项目，不断优化以武陵源自然遗产观光游

为核心，慈利东线观光休闲游、桑植西线生

态人文游、市中心城区商务休闲游及天门山

观光游为衬托的全域旅游发展格局。

如今的张家界，31 个等级以上景区、300

多个大小景点星罗棋布，有山水、有人文、有

激情、有故事。当地充分利用自然资源，策

划了一系列吸引力十足的活动，“圈住”年轻

人的心。从“五一”小长假的“张家界四大景

区免票 11 天”，到“张家界暑期旅游优惠政

策”、首届湖南旅发大会吉祥物发布；从黄石

寨高空扁带赛，到天门山“云纵天梯”跑酷大

赛；从张家界顶踏歌行，到山间亲子艺术节；

从“‘国际张’亮相纽约时代广场”，到“驻华

外交官‘种草’奇美山水”⋯⋯通过举办近 30

个“旅游+”“+旅游”优惠活动，不断吸引国

内外游客目光。刚过去的暑期，强大客流涌

入“国际张”的峰林秀水中，武陵源景区 7 月

份 累 计 购 票 入 园 人 次 达 45.91 万 人 次 ，比

2022年上半年入园总人次还多10万人次；8月

份，武陵源、天门山、大峡谷、茅岩河四大景

区日接待游客最多超 8 万人次；五号山谷、梓

山漫居等民宿一房难求⋯⋯汹涌的人潮彰

显了张家界文旅复苏的加速度，也回应了广

大网友“为张家界打 CALL”“去年欠张家界

的门票，今年暑假可以兑现了”的隔空表白。

文旅跨界 融合拓圈

“《天门狐仙·新刘海砍樵》复演，我们家

的牛又有工资拿了！”这个暑假，张家界农民

张正发的心情好了很多。因为疫情影响，张

正发家的黄牛“待业”了近一年。随着旅游

市场的恢复，这头黄牛又回到“演员”岗位

上，7 月 8 日起至今每晚都有演出。

牛也有工资拿，是祖祖辈辈都在张家界

务农的张正发从来没想过的。

2009 年秋，《天门狐仙·新刘海砍樵》在

张家界天门山景区开演，作为全球首台大型

山水实景演出音乐剧，《天门狐仙·新刘海砍

樵》不仅启用山水实景做舞台背景，连上台

演出的黄牛也是真的。于是，张正发等几名

村民家的黄牛成了“群众演员”，每晚演一

场，15 元工资。那时，靠耕田种地为生的张

正发和妻子一年的收入只有 6000 元，而黄牛

一年上场演出 9 个月就能领 4000 元工资。

更 令 他

欣 喜 的 是 ，

黄牛还给他带来

了工作：张正发牵着

黄牛上台饰演牛主人，一人一牛挣两份工

资。“后来每个群演一场的演出工资涨到了 30

元，我俩一个月演出收入就有 1800 元。”张正

发说，在演出季，每天下午四五点钟，他就会

把在山上吃草的牛接回家，做好准备工作出

发去剧场。这条通勤路，他们走了 13 年。“盼

了快一年，终于盼到了剧场恢复演出，又可以

拿群演工资了，真的很开心。”张正发说。

张家界是多民族聚集地，少数民族人口

占总人口数的 75.28%，楚人文化、土司文化、

民俗文化底蕴深厚，拥有 10 大类 818 项非物

质文化遗产。该市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生

态资源禀赋和特色文化优势，勇于探索实

践，以文旅跨界融合培育发展新优势、积蓄

发展新动能。

旅游演艺成为“延伸的美景”，在《天门

狐仙·新刘海砍樵》《魅力湘西》《张家界千古

情》《遇见大庸》等演艺节目的带动下，看演

出成了到张家界旅游的标配。数据显示，今

年，张家界观看演艺节目和购票进山的游客

人数比例已达 85%。“疫情的反复让旅游演

艺节目演演停停。今年 6 月和 7 月，《魅力湘

西》和《天门狐仙·新刘海砍樵》相继复演。

原本在外的近 50 名临时演员回来了，我们一

边做好疫情防控，一边优化节目编排，力争

用最好的状态迎接游客。”张家界天门狐仙

文化旅游产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宋欣说。

办会兴城 擦亮品牌

旅游是综合性产业，是拉动经济发展的

重要动力。

“湖南的文化和旅游资源形成的历史和

现实十分特别、很有特色。”湖南省委书记张

庆伟介绍，党的十八大以来，湖南充分发挥

资源禀赋优势，大力推进全域旅游，文旅产

业发展取得新进展、迈上新台阶。湖南省第

十二次党代会报告明确提出：实施全域旅游

战略，建设世界知名旅游目的地，推进旅游

产品、模式、业态创新，提升旅游公共服务水

平，进一步叫响“锦绣潇湘”全域旅游

品牌。“为进一步加快打造世界知名旅

游目的地，省委、省政府决定，从今年

起每年举办一届旅游发展大会，集中整合项

目、资金、政策等要素，推动承办地基础设施

建设、整体环境优化、产业融合发展、经济社

会发展‘四个提速’，实现‘办一次会、兴一座

城’。”张庆伟说。

经过激烈比拼，首届湖南旅游发展大会

承办地花落张家界。在这样的大背景下，9月

9 日，湖南省委、省政府出台《关于加快建设

世界旅游目的地的意见》，为湖南的旅游发

展明确了方向和目标。

“湖南明确提出打造以张家界等为代表

的奇秀山水名片、以韶山等为代表的经典红

色名片、以长沙等为代表的城市文化和都市

休闲名片、以南岳衡山等为代表的历史文化

名片、以城头山古文化遗址等为代表的农耕

文化名片 5 张名片，通过擦亮、营销好这些世

界级旅游资源‘大名片’，引领散落各地、灿

若繁星的‘小名片’遍地开花，更好地推动全

省文旅产业竞相发展、全面发展、升级发展，

更快地实现‘发展大旅游、开拓大市场、形成

大产业’的目标。”湖南省委常委、宣传部部

长，湖南旅游发展大会组委会主任杨浩东介

绍，通过省、市（州）每年举办旅游发展大会，

力 争 到 2035 年 把 湖 南 建 成 世 界 旅 游 目 的

地。《意见》还明确，将从基础设施、产业升

级、对外开放、城市风貌、乡村振兴、旅游数

字化、精神文明建设、旅游疫情防控 8 方面重

点发力，推动湖南旅游发展。

“举全省之力、聚全省之智，以超常规的

思维、举措、作风办好首届旅发大会，是湖南

省委对首届旅游发展大会的规划和要求。

‘办会兴城’成效显著。”湖南省委宣传部副

部长，省文化和旅游厅党组书记、厅长李爱

武说，张家界全面实施了项目攻坚行动、风

貌提质行动、旅游复苏行动、招商引资行动、

文明创建行动、安全防护行动等，全力推进

年内完工的 110 个重点项目建设、年计划投

资 78.09 亿元。其他 13 个市州依托市级旅发

大会，围绕“办会兴城”共推进文旅项目 193

个、总投资 1537.16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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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步在广东省珠海市斗门旧街的石板路上，就像

行走在历史长廊中——岭南风的骑楼群、东西合璧的

民居、熙熙攘攘的市民与非遗门店前的叫卖声一道，构

成了岭南商贸与民俗的百年画卷。

作为珠海珍贵的历史文化遗迹，这条地处斗门区

的历史文化街区历史积淀厚重，是传承和发展城市历

史文化活的载体。今年，随着珠海斗门旧街国家历史

文化街区修复工程的展开，“绣花功夫”微改造为这条

百年街区的新生奠定了基础。

“我们店历史超过 130 年，最初做陈皮生意，鼎盛

时期创设了杂货、茶楼多个商号，传到我手里已经是

第 4 代了。”斗门旧街胜兰号第 4 代传人陈瑞强说。

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繁盛期，斗门旧街有商

号 200 多家，喧嚣热闹，一些名店的货物还直销海

内外。商贸往来运作中，商业观念也受到海外影

响。因商贸而兴的斗门旧街，在建筑风格和街道

设计上，也同样呈现着中西交融的特点。琉璃

窗、青砖瓦房、立柱⋯⋯缀满岭南元素、氤氲水

乡气息的传统建筑，融汇东西文化，是斗门旧街文化最

引人注目的特色。斗门旧街由外籍传教士、工程师嘉

理慰规划设计，形成独具特色的“丁”字形街道和骑楼

商铺，后又发展成为“工”字形街区，成为繁盛一时的商

业中心。

民国时期，斗门墟内发生了一场大火，除胜兰号外

其余店铺全部烧毁。此后，斗门旧街扩宽街道、重建店

铺，有机融合东西方建筑艺术，成为岭南建筑史上的一

个活标本。

如今，胜兰号仍保存着清朝同治年间新会名士题

写的“胜兰”樟木牌匾、光绪年间的铺契以及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后广东省人民政府签发的纸契等重要文

物，这些都成为斗门区乃至珠海城市历史发展的珍贵

文字记录。这些厚重的历史传承，让胜兰号和斗门旧

街有着穿透时间的生命力。年近六旬的陈瑞强打算把

老古董搬出来展示，做一个小型博物馆，用家传的配方

做小凤饼、凉果，客人到这里可以看古、品古、赏古。“有

文化传承，就会有生命力。”陈瑞强期待着。

时至今日，旧街遗留建筑的西洋格调、老店铺的特

殊风韵都能让游客感受到超越时空的风情和韵味。

2021 年，旧街被评为“广东省历史文化街区”。

有形文化遗产是形，非物质文化遗产是魂。“在斗

门旧街骑楼中，有着特殊的彩画与灰塑。”广东省文物

保护专家委员会委员黎映宇说，斗门旧街每栋骑楼建

筑都有彩画，这些连廊彩画之多和精美形成了斗门古

街不同于其他地区骑楼街的最主要特色之一。“与周边

城市骑楼街相比，斗门旧街建筑规模不算大，但特色鲜

明，彩画构图精巧、中西合璧，并融入了当地的传统文

化，彰显了斗门开放包容的精神气质。”

今年以来，斗门旧街按照修旧如旧的原则，修缮恢

复具有历史价值的建筑。珠海市斗门区斗门镇相关负

责人介绍，目前斗门旧街国家历史文化街区修复（一

期）项目已经完工，已修复 73 栋，正全力推动斗门旧街

国家历史文化街区修复提升（二期）工程落地，按照初

步设计，工程将修复建筑 105 栋。老建筑从老旧到“有

机更新”，为斗门旧街的新生奠定坚实基础。

如何让沉寂的历史文化街区真正“活”起来？讲好

旧街故事，充分挖掘斗门的历史文化资源，梳理斗门旧

街的前世今生，为旧街每一个店铺理清脉络、弄清沿

革；引入更多地方名小吃、特色手信，讲好旧街历史、店

铺故事；植入斗门的非遗美食、民间手艺、传统文化、历

史元素，开发旅游文化产品，打造民宿一条街、非遗一

条街、艺术一条街等，擦亮旧街文化品牌。

未来，在恢复传统旧街生产生活业态的基础上，斗

门区还将参照旧街建筑风格打造文化街、小吃街、酒吧

街等，将外围民房改造为民宿，融入文旅服务、非遗展

示、民俗体验、住宿休闲等，建设一个“文化+非遗+旅

游”的融合发展平台，扩大旧街规模、延展旧街功能。

广东省珠海市斗门区旧街骑楼一景广东省珠海市斗门区旧街骑楼一景。。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喻喻 剑剑摄摄

图图①① 秋日的张家界宝峰湖景区山花烂漫秋日的张家界宝峰湖景区山花烂漫，，游客纷至游客纷至

沓来沓来。。 吴勇兵吴勇兵摄摄（（中经视觉中经视觉））

图图②② 张家界天门山全景张家界天门山全景，，烟雾缭绕烟雾缭绕，，宛若仙境宛若仙境。。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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