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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掘工业旅游精神富矿

孔德永

前不久，文化和旅游

部推出 53 个国家工业旅

游示范基地。工业旅游是

以工业生产过程、工厂风

貌、工人工作生活场景为

主要吸引物的旅游方式，

人们通过打卡工业旅游可

以 感 受 城 市 品 格 与 工 匠

精神。

目前，不少工业景区

景 点 处 于 不 温 不 火 的 状

态，主要原因是对工业旅

游的文化价值挖掘不够。

工 业 旅 游 并 不 是 简 单 的

“工业+旅游”，而是传承

工业文化与弘扬工业精神

的重要途径。为走出工业

旅游发展困境，更好地传

承工业精神、爱国精神、工

匠精神、劳模精神等，需要

下大力气讲好工业旅游故

事。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

“ 坚 持 以 文 塑 旅 、以 旅 彰

文，推进文化和旅游深度

融合发展”，为推动工业旅

游高质量发展指明了发展

方向。

打动人心的好故事是

工 业 旅 游 产 品 的 重 要

IP。讲好工业旅游背后的

故事，能引起参观者的情

感共鸣与价值认同，充分

展 现 工 业 旅 游 独 特 的 魅

力，传承城市记忆，发挥经

济和社会效益。

工业旅游要弘扬工业

文化价值内涵。中国民族工业是一座“精

神富矿”，传承精神才是工业旅游真谛。工

业遗产作为文化价值内涵的载体，唯有讲

好中国工业故事，才能让一个个“冰冷”的

工业遗存有温度，让参观者领悟到中国民

族工业发展的历史厚重感，赋予工业遗产

更大的时代价值。工业旅游通过生动的工

业场景，带游客领略历史文化变迁脉络，营

造独特的旅游体验。

我国工业体系完整、工业遗产丰富，

可因地制宜打造特色鲜明、形式内涵丰富

的工业旅游，丰富旅游产品内容，不断拓

展工业旅游的外延和内涵。通过企业独

有人物与事例、产品和品牌“说话”，将参

观者带回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比如，中

国重化工业拓荒者侯德榜的故事、大庆石

油工人王进喜的劳模故事等；工业精神深

深地沉淀在民族工业品牌与产品之中，众

多新中国工业“第一”背后都蕴藏着感人

的故事，如第一辆自主研制的解放牌汽车

诞 生 的 故 事 ，北 京 第 一 机 床 厂 的 创 业 故

事，第一只海鸥手表问世的故事等。讲好

工业故事，不仅能给游客带来不一样的体

验，还能让游客深入了解企业产品，提升

企业美誉度。

最 后 ，多 途 径 推 动 工 业 旅 游 创 新 发

展。综合运用数字化技术，打造全景式、沉

浸式、互动式的线上线下体验，复原工业生

产的真实场景，让参观者产生强烈情感共

鸣，宛如亲历一段段工业历程。中国民族

工业发展史既是一部艰难创业史，又是企

业文化创造史，也是工业精神传承史，各地

蕴藏着丰厚的工业文化遗产，既是新中国

工业史的缩影，又是几代中国工人的情感

记忆，蕴含了丰富的精神积淀。做大体量、

做出特色、促进城市转型、助力建设工业强

国，是发展工业旅游的题中之义。（作者系
天津师范大学教授）

贵州省铜仁市万山区破题资源枯竭型城市转型——

来朱砂古镇享时光之旅之旅
本报记者 吴秉泽 王新伟

行走在贵州省铜仁市万山区朱砂古镇，一股

浓厚的“复古感”扑面而来，老建筑、老街道、老物

品⋯⋯一件件“老东西”将游客一下子拉入上世

纪 60 年代。

“走进古镇，就像一下子回到了激情飞扬的

青春岁月。”漫步古镇，湖南游客樊新平觉得很

亲切，“小时候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的”。

朱 砂 古 镇 曾 是 废 弃 的 原 汞 矿 遗 迹 遗 址 。

2015 年 7 月，万山区按照国家 5A 级景区标准，突

出工业文化和历史意义，对原汞矿遗迹遗址进行

保护性的整体连片开发利用，打造了中国第一

个以山地工业文明为主题的矿山休闲怀旧小

镇——朱砂古镇。

朱砂古镇一举改变“残垣败瓦”的空城景象，

崛起成为铜仁乃至贵州的旅游新秀。2022 年上

半年，朱砂古镇共接待游客 18 万人次，营收超过

2000 万元。今年 11 月，朱砂古镇成功入选国家

工业旅游示范基地。

矿区转型

“这里过去可是远近闻名的‘小香港’，我记

事的时候，矿上就已经通电、通公路，建起了 3 座

电影院。”48 岁的保安部经理吴长平是万山的

“矿二代”，生在矿上、长在矿上。在他的记忆里，

上世纪 80 年代的万山汞矿热闹繁华。

万山的汞矿开采历史长达数千年。数据显

示，当地的朱砂储量名列世界第三、亚洲第一，被

誉为“中国汞都”“千年丹都”。新中国成立后，万

山汞矿被建设成集勘、采、选、冶、研为一体的中

国最大朱砂工业生产基地。

鼎盛时，曾有3万人在矿区里工作生活。吴长

平就生于那时，作为汞矿子弟，他毕业后进入矿山

机械厂，从事让不少人羡慕的矿机维修工作。

好景不长，超强度开采让当地的朱砂资源几

近 枯 竭 ，万 山 汞 矿 于 2001 年 被 实 施 政 策 性 关

闭。一座城市熄灭了灯火，人去楼空，地上找不

到一栋体面的楼房，只剩下随处可见的废弃

砖瓦、玻璃，散乱着布满青苔的砖石，坑坑

洼洼的道路，地下留下了近 1000 公里

的崎岖矿洞，成为一个“拍聊斋都不

需要布景”的地方。迫不得已，

吴长平只身去广东打工。

辉 煌 过 后 的

贫困落寞，留给万

山群众的更多是

对过去的回味与怀念，对现实的无助与迷惘，还

有对未来的期盼与渴望。

2009 年 3 月，万山被国务院列为全国第二批

44 个资源枯竭型城市之一，为当地推动资源枯

竭型城市全面转型提供了重大机遇。

2013 年 5 月，万山干部群众深入学习相关指

示精神，扎实推进产业原地转型、城市异地转型

发展战略，开启“千年丹都”绿色转型之路，围绕

“朱砂”打造起特色小镇。

“资源枯竭型矿山的转型发展是世界性的难

题，旅游景区则属于重资产投入，回报周期长，在

产品定位、景区运营上存在很大的风险。”投资朱

砂古镇开发的吉阳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林亦强说，正因为探索有困难，万山汞矿的文旅

转型才有着更加深远的意义。

怀旧小镇

资源虽然枯竭了，但文化的根还在。作为中

国汞矿开采发展历史的一个缩影，万山汞矿遗址

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科学价值和文化价值，

2005 年被列入国家首批矿山公园，2006 年入选

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2 年进入中

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

如何在摆脱资源依赖的转型发展中，彰显万

山千年朱砂文化与近代工业文化的价值？

2015 年，万山区引入文化旅游企业，整合打

包原汞矿区遗址、遗产、遗居，进行市场化开发，

打造我国首个以山地工业文明为主题的矿山休

闲怀旧小镇——朱砂古镇。

朱砂古镇景区总面积 105 平方公里，遗迹核

心面积约 5 平方公里，朱砂古镇在旅游开发中将

汞矿职员的住宅区、原苏联专家楼、科研所、大礼

堂、电影院、原矿区道路进行重新修缮，在对原有

工业遗产保护的基础上进行升级改造，塑造还原

当年的生活场景。

经过多年发展，朱砂古镇相继建成“那个年

代”步行街、矿洞遗址、悬崖玻璃栈道、高空滑索

等 体 验 项 目 ，“ 吃 住 行 游 购 娱 ”旅 游 业 态 日 趋

完善。

特别是“那个年代”步行街，完整保留了上世

纪 50 年代至 80 年代的矿工住宅及苏式风格建

筑，国营照相馆、国营蔬菜公司、职工食堂⋯⋯原

汁原味的时代风貌，将游客一下子拉入上世纪

五六十年代的国营大厂，为许

多老人存下了那份珍贵的

时代记忆。

而对于年轻游客来说，走进

别具韵味的“那个年代”步行街，对

了解上世纪 80 年代以前的生活方式、

工业文化具有特别的意义。

近 1000 公里的矿洞则变身成为

“时空隧道”，以往矿工们贴着崖壁上

下工的小道被改造成了惊险刺激的

玻 璃 栈 道 ，成 为 游 客 争 相 前 往 的 打

卡点。

“我们将这段历史保存下来，进行场

景还原、艺术提升，得到了市场的肯定。”

吉阳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王芳忠说，

“那个年代”步行街在 2019 年打造推出之后，很

快成为朱砂古镇的核心旅游产品。

同时，万山区还积极挖掘朱砂工艺品的价

值，高标准、高品质建设朱砂工艺品产业园，建成

了全国最大的朱砂工艺品线上线下交易中心。

走进朱砂工艺品产业园，厂房内机械声轰

鸣，工人成排坐在操作台前，或清洗、或打磨⋯⋯

经过若干道工序后，一颗颗朱砂原石、鸡血原石

被制成精美饰品。朱砂工艺品产业园集产品研

发、培训、生产、展示、销售等于一体，实现产值超

6 亿元，由此带动周边玉带石加工、民族刺绣、红

楠木艺术雕刻等旅游商品产业快速发展。

“产业园的建设实现了朱砂工艺品集群发

展，下一步，我们将不断提高产品质量和科技含

量，加强品牌建设，力争将丹缘品牌打造成全国

的品牌。”丹缘朱砂工艺品有限公司董事长胡正

勇告诉记者，该公司是首批入驻园区的企业之

一，2021 年实现销售收入 2600 万元。

以往“颓垣废井、残垣败瓦”的空城景象不复

存在，资源枯竭型矿区变身矿山休闲怀旧小镇，

以旅游为核心的第三产业带动一二三产融合发

展，万山翻开了转型发展的崭新一页。

融合发展

12 月 28 日，一场白雪给朱砂古镇景区增添

了别样韵味。在炎炎夏日，朱砂古镇景区的平均

气温仅 23℃，游客可以在悬崖游泳池边戏水、烧

烤，也可以放松心情，看山色空蒙——依托夏季

清凉的气候与良好的生态环境，这里成为备受周

边 省 份 游 客 青 睐 的

度 假 康 养 目

的地。

景区内的放下云居是一

处被网友称为“中式禅风忘忧别墅”

的高端民宿，虽价格不菲却仍十分抢手。民

宿依山势而建，15 间客房正面群山，建筑材料来

源于贵州本地，经过简单的加工以保持原有的质

感，传递着大道至简的生活理念。

此外，朱砂古镇还打造了网红驿站、七彩滑

道、步步惊心等网红项目，吸引了不少网络播客

前去直播打卡。

2019 年 7 月，朱砂古镇正式推出红色研学项

目，当红万山、转型万山、生态万山和千年丹都等经

典课程受到一众好评。如今，朱砂古镇被评为贵

州科普教育基地、贵州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铜仁

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贵州省青少年对外文化交

流基地等，研学成为当地文化旅游新名片。

林亦强表示，朱砂古镇景区将进一步提升以

朱砂为主打的文化旅游商品、文创产品，以旅游

产业带动朱砂产业，强化以朱砂古镇为旅游目的

地的旅游线路设计与产品配套，让游客在这里住

得更久、玩得更深入，力争把朱砂古镇打造成为

中国矿山转型的标杆与文旅融合的样板。

万山区文体广电旅游局局长刘斌说：“万山

区将着力推动朱砂古镇工业红色旅游核心区、九

丰农旅融合集聚区、牙溪民宿集聚区、铜仁金街

文化休闲旅游区、朱砂产业园旅游商品集聚区协

同发展，努力形成工旅融合、文旅一体、体旅互

动、农旅相生的全域旅游新格局。”

据了解，万山区将在今后的发展中全力推动

丹砂文化、民俗文化、红色文化和乡愁文化融合

发展，把朱砂古镇打造成为集工业遗产游、研学

知识游、红色教育游、休闲度假游、健康养生游为

一体的文旅融合发展特色景区。

浙江天台：

“剧本杀”闯出文旅融合新路
本报记者 黄 平

岁末临近，在浙江省天台县文化馆东岳宫

内，一群孩子身着汉服，神情专注地向白墙作

揖，与时空对话，还原以该县南屏乡杨震暮夜却

金故事为背景的《四知故事》。这是天台县文化

馆牵手“剧本杀”这一文化业态，创新推出的“一

周一剧”活动。

“剧本杀”作为当下走红的沉浸式文娱活

动，因其带给人独特的故事演绎与互动交流深

受年轻人喜爱。“剧本杀”好不好玩，取决于剧本

故事是否生动有内涵。天台作为中华和合文化

的生发地，既是“全国经济百强县”，又是一座有

着深厚文化底蕴的历史名城，有山有水有村落，

有诗有画有人文，通过发展“剧本杀”打开乡村

文旅发展新路径，可谓独具匠心。

《四知故事》体验剧本由天台县文化馆晚风

剧社与伏生十三剧本工作室联合创作，以南屏

乡杨震暮夜却金的廉政故事为主题，立足本土

特色文化土壤，宣扬清廉文化精神。活动发起

人庞振宇表示，后续还将继续挖掘包括和合传

说《和合姻缘仙》、张思村清廉典故《印下无冤》、

塔后村民间传说《三颗仙草》等一众传统故事，

打造“爱上天台故事”系列文旅“剧本杀”，弘扬

本土特色文化，助力乡村文旅振兴，探索出一条

新传播格局下传承传统文化的有益路径。

天台县委宣传部负责人介绍，去年以来，天

台县率先探索文旅融合创新,探索“文旅+剧本

杀”新模式，以创意性互动、沉浸式体验，推动文

旅融合发展。

首先是深挖本土故事创新传承。天台县成

立了“剧本杀”创作专班，组织县文化馆业务骨

干和各乡镇文化员，通过实地摸排、走点探勘、

访谈调研，搜集梳理历史传说、文物古迹、民俗

风情、农耕习惯、民间逸事等传统本土故事。邀

请浙江省文化馆等单位的专家参与剧本创作，

通过梳理情节、丰富剧情、场景布置等方式，打

造“爱上天台故事”系列“剧本杀”，让传统文化

在创意中传承和发展。截至目前，已筛选梳理

出适合精编的红色题材 6 个、清廉题材 14 个、民

间传说 12 个。

其次是寓教于乐突出宣扬优秀文化。紧扣

廉、礼、仁等优秀传统文化，将廉政题材《四知故

事》《印下无冤》、神话题材《白鹤遇仙》《三颗仙

草》等 10 余个本土剧本打磨得日趋完善成熟。

天台县举办了本土原创“文旅+剧本杀”发布会，

推出“春风五行”“寻味天台年”等品牌活动，邀

请群众现场体验、反馈感受，在新浪微博发起全

省首场“剧本杀”《白鹤遇仙》话题讨论。截至目

前，累计开展“文旅+剧本杀”活动共计 20 余场，

体验满意率超过 90%。南屏乡前杨村四知堂、雷

锋乡黄家塘村青瓷博物馆、天台山家风家训馆

等系列廉政教育点相继建成，乡村文旅发展新

路子越走越宽广。

此外，天台县还开始打造“剧本杀小镇”。

以民宿为依托，结合景区、游戏、食宿、民俗与非

遗，持续开发“景区乐园+剧本杀”“舞台+剧本

杀”“博物馆+剧本杀”等 2.0 版本，组建“剧本杀

联合会”，一对一制定特色村落打造计划。目

前，已有 30 余个村居初步达成合作意向。仅天

台县南屏乡就有 22 家农家乐和民宿，提供就业

岗位 50 多个。在南屏乡前杨村，通过建设清廉

教育基地农副产品一条街，村集体每年租金收

益 5 万元，并为低收入农户提供固定土特产销售

摊位，带动低收入农户每年增收 3000 余元。

截至 2022 年，天台县已连续 5 年入选全国

县域旅游竞争力百强县。牵手“剧本杀”，让天

台县闯出了一条振兴乡村文旅的新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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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 贵州省铜仁市万山区朱砂古镇

景区怀旧大礼堂。 彭 俊摄（中经视觉）

图② 12 月 28 日，贵州省铜仁市万山

区朱砂古镇雪景。

叶顺强摄（中经视觉）

图③ 游客在贵州省铜仁市万山区国

家矿山公园“时光隧道”矿洞内游玩。

叶顺强摄（中经视觉）

①①

②②

③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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