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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打造文旅经济新增长极——

山 海 相 约 体 验 文 化 交 融
本报记者 刘春沐阳

山海之约，有福相见。4 月 18 日，2023

年福建省文旅经济发展大会在宁德召开。

作为福建省召开的一次高规格文旅盛会，

本次大会紧扣“深化文旅融合，推动文旅经

济高质量发展”主题，期间将举办“五个一”

活动，即举办一场大会、出台一批政策、签

约对接一批项目、举办一场论坛、推出一批

文旅系列展览展示展演，集中展现福建文

旅经济的诗意春天。

福建是有“福”之地，处处有文化、满眼

皆山水，拥有大自然恩赐的秀丽风光、前人

创造的不朽历史文化遗产、革命先辈留下

的宝贵红色基因、“多面逢源”的区位和交

通优势，发展文旅经济具有得天独厚的资

源禀赋和比较优势，空间广阔、潜力巨大。

近年来，福建省加快推动文旅资源大省向

文旅经济强省转变，文旅经济已成为福建

省高质量发展的新增长极。

海洋旅游正当时

福建省海域总面积 13.6 万平方千米，

拥有大小海湾 125 个、海岛 2214 个，大陆海

岸线总长 3752 千米，居全国第二位。丰富

的海洋文化旅游资源，是福建文旅的优势

所在。充分激活海洋旅游潜力，是加快建

设“海上福建”的重要路径。

夜幕降临，在平潭君山片区东美村海

滩，蓝色荧光随海浪起舞，仿佛星河坠落，

营造出如梦似幻的氛围，这正是近年来火

爆全网的平潭“蓝眼泪”奇观。眼下正值平

潭“追泪季”，在南澳仔、模镜村、东庠岛等

地，“蓝眼泪”频繁出没，不仅吸引了大批游

客慕名而来，还频频占据媒体和社交平台

热搜，掀起一阵阵“追泪”热潮，俨然成为平

潭的“流量担当”。

平潭综合实验区旅游与文化体育局相

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平潭综合实验区积极布

局契合游客需求的音乐、体育、海上游等新兴

业态，推出福建省首个滨海岛际城际海上游

线“福往福来”海上游平潭—莆田试验段产

品，成功入选全国水路旅游客运精品航线。

数据显示，2022 年平潭综合实验区接

待游客 704.2 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 63.4 亿

元，均恢复并超过 2019 年同期水平，是福

建省恢复最快、回暖度最高的地区。

值得关注的是，近年来，随着全

民体育事业的蓬勃发展，游艇、帆船、

摩托艇等海上运动项目在厦门、漳

州、平潭等地蔚然兴起。

走 进 漳 州 市 东 山 岛 澳 雅

头码头，只见各式各样的帆船、

游艇、摩托艇在海面上穿梭，

穿着救生衣的游客络绎不

绝，这里是东山县华毅游

艇旅游发展有限

公司所运营的一处游艇

码头。华毅游艇管理有限公司

董事长陈志毅告诉记者，华毅游艇是

漳州首家从事以帆船游艇为主的海上运动

休闲产业的企业，为了拓展海上旅游新业

态，公司在东山岛澳雅头码头开展海上“串

岛游”项目，并提供海上休闲旅游服务、水

上运动培训、赛事和大型活动策划及承办。

当前，海洋旅游的潜力已受到越来越

多文旅企业的重视。“我们将聚焦‘海洋旅

游发展’，拓宽产业蓝海。”福建省旅游发展

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刘革生表示，作为文

旅经营主体，福建省旅发集团将立足“海上

福建”优势特色，全面参与“1 号滨海风景

道”“福往福来”海上航线以及平潭、东山、

湄洲、三都澳等海岛建设，联动体育、康养、

文化、节事，策划推出“游岛玩海”全时段产

品，拓展海洋经济新空间。

文旅融合塑精品

福建省文旅经济发展大会召开期间，

宁德市组织音舞诗画《山海的交响》优秀剧

目惠民演出，为市民献上了一场美与艺术

的盛宴。该剧目借助音乐、舞蹈、朗诵、风

光画面等艺术表现形式，全面展现独具特

色的闽东风貌、底蕴深厚的闽东文化、“弱

鸟先飞、滴水穿石”的闽东精神。

福建山海相连，地域文化丰富多元。

福建省文旅厅党组成员、副厅长肖长培表

示，近年来福建省强化文化赋能，激发文旅

经济发展活力。坚持以文为魂，强化“福”

文化研究阐释和宣传推介，着力构建福建

文化标识体系。

在文旅融合大趋势下，福建省还坚持

用文化丰富旅游内涵、用旅游带动文化传

播，鼓励各地依托福建地域特色文化打造

一批标志性文旅融合精品。“工业+文旅”

“ 茶 产 业 + 文 旅 ”“ 影 视 综 艺 + 文 旅 ”“ 音

乐+文旅”“美食+文旅”等各种各样的“+文

旅”业态层出不穷。

眼下正值开茶季，位于宁德市福鼎市

的绿雪芽白茶庄园处处弥漫着幽幽茶香，

翠绿的茶垄随着高低起伏的山势绵延开

来。凭借太姥山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旅

游资源，福鼎市紧紧围绕茶旅融合发展，探

索“茶业+旅游业+文化体验”的生态观光

茶园茶旅融合新模式，打造了全新茶文化

旅游区、白茶文化产业园，吸引了众多游

客、白茶爱好者前来观光、考察。如今，“游

太姥仙境，品福鼎白茶”已成为越来越多人

心之所向的新时尚。

在厦门市思明区，则处处散发出音乐

艺术的特色。眼下，思明区正在紧锣密鼓

地筹备 2023 第四届厦门音乐季。思明区副

区长王意达介绍，厦门是一座具有深厚文

化底蕴的音乐城市。不仅有被誉为“音乐

之岛”的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鼓浪屿，培育

出众多蜚声中外的音乐艺术家，还有音乐

元素遍布街头巷尾。思明区着力打造的厦

门音乐季，是深化厦门“文化中心、艺术之

城、音乐之岛”城市名片的重点培育项目，

是其打造的“立足思明对话世界”国际型音

旅融合品牌 IP，也是进一步推动文化和旅

游产业融合发展的新模式、新做法。

在享誉全国的沙县小吃所在地三明

市 ，带 动 文 旅 消 费 的 一 大 重 要 载 体 是 美

食。近年来，三明积极打造“全宴三明”“食

在三明”文旅消费品牌，并以上海市与三明

市对口合作为契机，举办了“首届沪明非遗

美食文化旅游节”。三明市还与上海歌剧

院联合排演了全国首部地方小吃题材音乐

剧《幸福的烟火》，正在筹备赴上海首演。

数字文旅新体验

福建是数字中国建设的先行者，数字

化正成为引领福建文旅经济增长的新引

擎。当前，福建各地抢抓数字经济的时代

红利，积极推动数字文旅产业加速布局。

自 2021 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以来，

泉州市已成为不折不扣的“网红”城市，多

民族文化交融、山海文化气息兼备、宗教文

化共荣的地域文化特征，吸引了无数的游

客前来泉州探访。在这一背景下，泉州积

极打造泉州文化云、泉州智慧旅游云平台

等数字文创平台，启动“一部手机游泉州”

建设，智慧旅游迅猛发展。

泉州云旅公司总经理庄章安介绍，泉

州云旅研发的泉州智慧旅游云平台，基于

微信小程序打造，包含“吃、住、游、娱、购”

等服务内容，收集了泉州景点、线路、酒店、

美食、购物、攻略等方面的基础数据，为游

客提供智能导航、行程规划、线路查询、旅

游攻略等智慧旅游基础服务。

庄章安表示，该平台已积累了 100 多万

粉丝量，可以实现多方共赢。对于政府层

面，可以实时掌握旅游数据，实时监管服务

质量，促进旅游产业资本化，拉动 GDP 增

长；对于文旅企业，可以实现营销网络化、

服务职能化、数据资产化；对于游客及市

民，可以提供最全、最新、最便捷的旅游全

要素服务，消费更透明、购物更方便、价格

更实惠、旅游有保障。

福建土楼是福建第一处世界文化遗

产，也是福建文旅的一张重要名片。近年

来，围绕土楼的活化、保护和利用，当地积

极寻求与互联网文创产业合作，为游客带

来全新的数字文旅体验。

去年年底，数字藏品“世界遗产福建土

楼·和贵天高”限量上线，令众藏友心动不

已。这款藏品以漳州南靖土楼“和贵楼”为

3D 数字原型，通过数字技术对文化资源进

行数字化转化和开发，将抽象的营造技艺具

象化，呈现出土楼建造结构的特色。同时，

点击建筑即可展现内部剖面，揭示隐藏的营

造技艺秘密，赋予用户交互式的体验感，让

和贵楼“活起来”。通过结合特色鲜明的土

楼传统古建筑与南靖非遗文化，开发设计出

的“和贵天高”数字藏品打破传统的呈现方

式，进一步推动了土楼营造技艺的传承与发

展，满足了广大群众对福建土楼、民俗文化

的认知需求，让土楼品牌更具影响力。

近期，福建省委办公厅和福建省政府办

公厅出台《新形势下促进文旅经济高质量发

展激励措施》，支持数字文旅发展。鼓励各

地加快推动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混合

现实等现代科技在文旅领域中的应用。

福建省委书记周祖翼表示，要着眼科

技含量，突出数字化，着力促进文旅产业智

能化发展。坚持把数字文旅建设作为基础

性先导性工程，构建数字文旅综合服务

平台，加快智慧景区建设，大力发展沉

浸式数字文旅产品，增强新体验、

乐享新服务。

非遗直播要善借外力

曾诗阳

曾几何时，对于许多年

轻人而言，非遗仅仅是停留在

书上的陌生名字。一小段文

字、几张图片就构成了对一门

传统艺术的介绍，这难以激发他

们对非遗的兴趣，更难以点燃传

承非遗的热情。而现在，点开直播

间，天南海北的非遗生动展现，主播

介绍着历史渊源、文化故事，回应留

言 和 提 问 ，与 各 地 观 众 发 生 情 感 连

接。观众则用点赞、打赏、购买等方

式，表达对非遗艺术的认同与喜爱。

非遗从业人员曾用“找市场不如

找市长”来自嘲非遗依赖政府拨款、市

场萎缩的发展状态。其问题并不在于

底蕴消减，而在于能否实现创意化、生

活化的传播，能否打破时空限制以较

低成本进入大众日常生活中。直播间

恰好构建起了这样的一个场景，让非

遗走出不同角落，人们可以在手机屏

幕中看到千里之外的村庄闪耀出的艺

术光彩。

非遗产业在直播中所收获的，不

仅有关注和鼓励，还有文化传播和经

济收入。过去一年，在抖音非遗主播中，

获得打赏的人数同比增长 427%，打赏

金额增长 533%，非遗好物的销量同比

增长 668%。传承人从依赖补助到通

过打赏“票房”等途径增收，非遗产业

“自发造血”的发展模式逐渐形成。从业者获得相应的物质回

报，收获精神和物质的双重肯定，更激发了他们的创作热情，坚

定了传承信心，也有助于解决小众非遗人才凋敝的问题。此

外，直播拉近了非遗从业者与观众之间的距离，从业者在互动

中收获知音、汲取意见、精进技艺，形成相互信任、欣赏、促进

的观演关系，形成尊重文化、艺术与创造的社会氛围。

同时也要看到，非遗直播还面临一些问题。以戏曲类非

遗直播为例，不少观众坚持认为看戏就该在现场，面对面观演

更能感受演员一招一式背后的功夫。如何弥补“氛围感”是非

遗主播们应探索的课题。又例如，一些非遗在直播间“出圈”却

后继无力，仅能吸引一时的关注，还需加强系统规划和包装。

对于非遗从业者而言，做直播应了解当下市场需求，根据不

同非遗的艺术特点选用合适的传播方式，避免内容同质化。或通

过服化道突出艺术之精美，或记录制作过程以体现工艺之精湛，

又或是展现匠心精神，见人、见物、见生活、见真情，进行更有深度

的内容输出。各地区、各种类的非遗从业者也可以探索跨界合

作、协同传播的可能性，进一步提升影响力和活力。

对于直播平台而言，应通过资源、流量、运营等服务非遗从

业者。给予额外的流量扶持，提供直播技巧培训，帮助从业者更

得心应手地使用直播；通过节目共创、专场策划等方式，搭建桥

梁，为非遗主播创造和专业艺术家交流学习的机会；为有能力的

从业者开通付费演出功能，为优质演出提供多机位同步播放功

能，提供更佳观演体验。

对于当地有关部门而言，不妨把非遗直播作为推广地方文化

的契机，以文促旅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加强宣传，配合举办线下文

化活动，线上线下协同更好促进文旅消费。

截至去年 12 月，我国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

产名录（名册）的项目有 43 项，总数位居世界第一位，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有 1557 个，而我国网络视听用户规模

已突破 10 亿，庞大的用户群体与丰富的非遗项目还蕴藏着很多

可能性和潜力。互联网平台将不断迭代，以直播为起点，期待

非遗保持生命力，继续拥抱新技术、新潮流，迎来一轮又

一轮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工业旅游无淡季
本报记者 周 琳

最近，天津海河乳业有限公司麾下的海

河乳品新厂迎来了一群特殊的游客。他们稚

嫩的面容和好奇的表情让讲解员忍俊不禁。

“天津市第一中学初中部的同学们，你

们知道平时喝的牛奶和酸奶是怎么做出来

的吗？纯牛奶和鲜牛奶有什么不同？那个

‘蜘蛛手’机械臂，大家知道是做什么用的

吗？”海河乳品新厂讲解员李田梦带领学生

们隔着玻璃看向车间内的生产场面，抛出的

一个个问题激起同学们的好奇心。

天津市第一中学的同学们一边参观各

种自动化设备，一边快速汲取着新知识。在

走廊上，有的同学在牧场魔法墙边拍照打

卡，游览特色小屋、科普教育小课堂、巴氏杀

菌隧道；有的同学轻拍魔法墙，点亮运送牛

奶的小汽车；还有的同学穿过巴氏杀菌隧道

体验牛奶杀菌的过程。

天津海河乳业有限公司市场部负责人

倪薇说：“全新的工业游走廊集参观、展览、

展示、教学于一体，游客们参观工厂不仅可

以寓教于乐，而且可以亲身体验和感受乳品

的制作过程。”

对工业旅游感同身受的还有天津的小学

生们。最近，天津市河西区梧桐小学 5 年级

3 班的全体学生来到天津海鸥手表厂。在厂

区大门口，讲解员引导学生们体验太阳投影

钟：“这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太阳投影钟之

一，标注时刻从 6 时到 18 时，内部刻有 24 节

气，以人体的太阳投影为指针，标示出当地的

太阳时。”在讲解员的带领下，同学们先后参

观了海鸥双陀飞轮手表等展品，在装配桌上

自己设计粘贴制作手表零件创意画。

在桂发祥十八街麻花空港经济区厂区，

参与工业旅游的小学生们不仅能参观小麻

花的生产线，而且能体验非物质文化遗产

“撂麻花”，感受非遗手艺。整个车间采用净

化生产，为产品提供更安全的保障。

坐落于保税区的优赛生命科学发展有

限公司是一家致力于生物细胞资源储存、细

胞培养技术服务及生物细胞应用技术研发

的高科技产业公司，2022 年年底该公司被评

为天津市科普教育基地，与新区文旅局、中

小学校、社区开展多场亲子游、研学游及科

普活动。优赛生命科学发展有限公司运营

经理刘庚说：“我们公司的工业旅游项目旨

在全面介绍生命起源、物种更迭、胚胎律动、

细胞与健康、细胞产业化等多领域的知识。

在公司的科技馆内，游客们可以从一个在人

体内流动的小细胞的视角，观看细胞在人体

宇宙内穿梭遨游的一生。”

在滨海新区，日趋火爆的工业旅游让忙

碌的工厂和车间成为网红打卡地，相关产品

的销售也呈现可喜局面。天津港保税区文

教局局长沈习春表示，保税区积极践行党建

引领共同缔造理念，在过去 10 多年里大力推

动工业游发展，目前已形成以空客 A320 系

列飞机天津总装线、中科院生物研究所、桂

发祥十八街麻花、天津海鸥手表、海河乳品、

伊利乳业、利民调料、纺织博物馆、应大皮衣

博物馆等为代表的工业旅游项目。

更 多 的 工 业 旅 游 新 产 品 正 在 新 鲜 出

炉。在日前由滨海新区文化和旅游局主办

的“见证滨城发展印记，感悟百年工业底蕴”

2023 滨城工业旅游推介会上，天津经济开

发区一汽大众、天津港保税区海鸥表业、

天津高新区天地伟业和天堰科技、天津

东疆综保区传统经典车保税展示中

心、中新天津生态城新源中心、汉沽

盐场、大港油田等单位纷纷上台，

为 游 客 献 上 丰 富 的 工 业 游 产 品

菜单。

“滨海新区工业旅游资源丰

富、品类齐全，涵盖科技、生态、

医 学 、食 品 、日 用 品 等 各 个 领

域，目前全区可提供参观游览

服务的点位有 30 多个。今年

新区将推行‘旅游无淡季’，使

滨 城 成 为 北 方 海 洋 文 旅 目 的

地。”滨海新区文化和旅游局局

长贺淑荣说。

福建省宁德市古田县翠屏湖风光。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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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宁德市寿宁县犀溪廊桥文化小镇福建省宁德市寿宁县犀溪廊桥文化小镇。。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天津市第一中学滨海学校的学生在银博缘四大发明体验中

心参观学习。 赵雅楠摄（中经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