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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 业视点

春风吹尽人间事，八闽遍地是芳菲。
“我们一到李坊，千亩梨花就已傲立枝头，映染出漫山遍野

的浪漫，让人感受到满满的‘春意闹’。”春暖花开之际，作为
“清新福建·共享非遗趣游春”主题活动之一，大武夷神山景区
开园暨光泽县生态旅游文化节在福建省南平市光泽县李坊乡管蜜
茶旅小镇如期而至，吸引了2万余名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参加
非遗体验、摄影、美食等活动。

当前，为进一步释放福建省春季文旅市场消费潜能，围绕打
造世界知名旅游目的地的布局，做好文化保护、传承、传播和发
展“四篇文章”，推进“非遗”与旅游在更广范围、更深层次、
更高水平融合，260场“清新福建·共享非遗趣游春”主题活动
已在福建全省各地全面启动，涵盖了传统戏剧、传统舞蹈、民
俗、传统技艺等诸多“非遗”门类，近百家非遗展馆、保护单
位、传习中心 （传习所） 参与。

在邵武市，“清新福建·共享非遗趣游春”主题活动在水北
幼儿园火热开展，省级非遗项目邵武枫林窑青白瓷制作技艺传承
人邱泽海现场为小朋友们普及非遗知识，示范拉坯技法，一起做
花瓶，把一束束的春光都“装进”瓶里。

漳州长泰区岩溪镇非遗潮玩节、德化县杨梅乡“最美乡愁·
云溪”民俗文化旅游节、清流县乡村振兴文化节、武平县魏侃夫
传统民俗文化旅游节、柘荣县剪纸艺术节……各地“非遗+旅
游”活动红红火火开展，带动当地村民创业增收。

“这几年来，‘非遗+研学’等文旅消费新场景，正在让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活’起来、‘动’起来、‘用’起来，非遗不但成
为可赏可购可学习的旅游项目，也是见人见物见生活的文化载
体。”福建省文化和旅游厅相关负责人介绍。

“来福建，趣游春！”福州烟台山公园、漳州古城、晋江五店
市传统街区、龙岩永定土楼、南平溪源峡谷景区、平潭海坛古城
……全省各地常态化非遗展演正陆续开展，俨然一幅“八闽趣游
春、人人享非遗”的生活盛景。

非遗+旅游 八闽有潜力
260场“清新福建·共享非遗趣游春”主题活动全面启动

本报记者 王惠兵

春暖花开，踏青登高正当时。在北京香山公园内，满目新芽
嫩绿，白的、粉的杏花缀满枝头，高大的玉兰、艳丽的榆叶梅、
香气袭人的梅花、小巧可爱的二月兰……处处蜂鸣鸟啼，一派欣
欣向荣的景致。

今年清明假期，香山公园升级开启闯关打卡活动，不少游客
特意前来参加活动。

北京的大学生游客申琳琳和小伙伴就在东门游客服务中心领
取任务卡后，按照卡片上提示信息找到致远斋、香山寺、见心斋
等指定景区，完成拼图、猜谜等互动小游戏后即获得一枚印章，
获得全部印章后，回到游客服务中心兑换特色冰箱贴。

琳琳介绍，这款冰箱贴为清明节限定款。“据说后续在端
午、七夕、中秋、重阳四个传统节日还将推出另外四枚限定款冰
箱贴，集齐五款可拼成一片香山红叶的代表树种——黄栌的叶
片，希望我能完成这个拼图。”琳琳说。

4月6日，公园在致远斋景区内设置传统文化展台，在专业
老师的带领下，几位市民、游客在现场体验着手绘沙燕小风筝、
干花团扇制作、植物拓染、多肉植物栽植等互动活动。见心斋景
区内，又有专业老师带领市民游客打香篆、搓香丸、调香包。

“在尝试动手制作中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对孩子来说，这
样的春游更有趣，也有意义。”说此话时，80后妈妈宜如手没有
停下来，她带着女儿正在兴致勃勃地打香篆。

据香山公园工作人员介绍，除上述活动在这个春天受到游客
的欢迎外，“行走的思政课”“花儿的小秘密”等红色文化和科普
文化活动也“爆火”。招募信息一经发布，即刻名额被报满。在
红色文化宣教员、科普讲师的带领下，青少年在革命旧址、在园
内，开展一堂实景思政课、一次花卉观察、一场古建寻访、一段
红色故事、一方纪念印章等互动活动，行走在春天的大自然中，
获取知识、感悟历史。

据悉，目前香山公园已完成枫林村、佳日园等景区的春季花
卉环境景观布置，种植花毛茛、角堇、鼠尾草、香雪球等各色花
卉3万株。近日，丁香、美人梅、菊花桃、海棠等山花陆续进入
花期，可持续到“五一”后。

次第山花开 踏青正当时
本报记者 刘圆圆

闲 话闲游

图 片故事

慕麻辣烫之名 赴天水之约

“从北京到天水的高铁，头一次
在除春运以外的日子需要抢票，还
是早八点那一趟。”清明节假期，准
备为麻辣烫奔赴天水的小静经历了
春 运 的 烦 恼 。 不 过 面 对 美 食 的 诱
惑，长途跋涉的疲惫瞬间被一扫而
光，站在长长的队伍里，小静等待
着属于她的那碗麻辣烫。和小静一
样远道而来的游客皆是慕麻辣烫之
名，赴天水之约。初春时节，这座
古城也因络绎不绝的游客“滚烫”
起来。

在西安上学的大学生小杜，直
言自己一出高铁站就有种“新生报
到”的错觉。原来车站不仅拉起了

“欢迎宝子们品尝天水麻辣烫”的横
幅 ， 还 有 志 愿 者 举 着 “ 麻 辣 烫 专
线”的牌子主动“揽客”。看到旁边
立着一块天水麻辣烫的广告牌，她
立 马 兴 奋 地 抓 起 同 学 就 拍 照 “ 打
卡”，“现在朋友圈最火的就是天水
了。”

游客中，陕西人居多，便利的
高铁拉近了两个省份的距离，也让
陕西游客能够更“快”地品尝到天
水麻辣烫。张先生带着家人朋友，
一行十人晚上从西安来到了天水，
也是为了这碗麻辣烫。“一大早就来
排队了，味道相当不错，这个辣椒
的确很香。车程只需一个多小时，
天水麻辣烫这么火，西安人也想凑
一下‘热闹’。”张先生笑着说。

一碗麻辣烫犹如一粒投入池中
的石子，泛起的涟漪正搅动起天水
乃至甘肃的旅游。3 月 1 日至 22 日，
天水市累计接待游客 276 万人次，
实现旅游综合收入 16 亿元。其中，
重点景区方面，麦积山景区、伏羲
庙景区、天水古城、水帘洞景区、
大像山景区共接待游客5.97万人次。

携程数据显示，今年清明节假
期，天水市旅游订单量同比增长超
过以往同期 21 倍，其中“00 后”游
客 占 比 近 一 半 ， 游 客 主 要 来 自 西
安、兰州、咸阳和北京等地。除北
方游客外，食客中，也不乏广东、
上海、江苏等地游客。

地方政府多元服务 花式宠客

如果说淄博烧烤有求必应、贵
州村超纯粹热情、哈尔滨冰雪真诚
敞亮，那么天水麻辣烫应该是真诚
实在。针对如潮水般不断上涨的客
流，甘肃以及天水及时开启了“花

式宠客”。
3月11日起，当地客运公司开通

两条“麻辣烫公交专线”，志愿者在
天水南站、天水火车站出站口拉起横
幅、举着牌子，专门迎接来天水品尝
麻辣烫的游客。为迎接各地游客，天
水当地连夜组织人力翻新道路、清扫
城市。

3月16日，天水市委书记主持召
开“天水麻辣烫”服务保障工作推进
会议，全市上下要全力做好各项服务
保障工作，努力实现“一碗麻辣烫推
动天水大发展”。

3月17日，天水市委、市政府等
党政机关全部敞开大门，供外地游客
免费停车。此外，当地为了不让游客
排队，又开放了新的美食街。

……
天水市政府还免费送出 3000 张

景点门票，市政道路标识标牌栏杆
刷新，轻微交通违法不予处理，每
个摊点都配备城管、志愿者和秩序
员，有的摊点甚至喊出“为了让外
地游客吃好，本地人一律打包带回
家吃”的口号，更有不少摊点怕游
客 排 队 等 候 时 间 太 长 ， 赠 送 苹 果
汁、瓜子和矿泉水……

总之，一系列“天水麻辣烫+”
多元服务模式相继启动后，天水的
游客接待量连创新高。从 3 月 16 日
的 19.07 万人次，营收 1 个多亿，到
3 月 17 日的 24.52 万人次，营收 1.47
个亿。

但凡到过天水的游客，都深刻
感受到了天水人的热情。“开
始大家都还站着排队，很快
就有志愿者搬来了凳

子。排队的时候，又有热心市民送来
了天水呱呱、保温杯、纸巾和麻花等
等，我真怕自己还没吃到麻辣烫就吃
饱了。”最后小静补充道，“天水真
好，我下次还来”！

如何守住“泼天的富贵”？

天水的麻辣烫很香，但天水不
止一碗麻辣烫。作为一座老牌旅游
名城，当地正探索着具有本地特色
的从“走红”到“长红”之路：上
一趟麦积山、去一次南郭寺、泡一
泡温泉、看一场《麦积圣歌》……

先后出圈的网红城市，看似有
着大致相同的剧本，但归根结底还
是在于城市自己的独特性。对此，
中国人民大学长江经济带研究院高
级研究员、休闲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王琪延认为，通过“出圈”的方式
来宣传一个地方的文旅内容，总体
上值得鼓励，但更重要的是加强一
个地方文旅内容的挖掘和打造，要
修炼内功，这样才能够真正留得住
游客，带动一个地方文旅产业的长
足发展。

中国旅游研究院黄璜博士则认
为，各地在借鉴其他地区旅游营销
方案的时候，更多地应该从中看到
旅游市场需求的趋势和特征，而不

是照搬具体的旅游营销方式和手段。
“如果没有好的旅游产业和旅游产品，
光靠旅游营销是无法推动目的地可持
续发展的。”黄璜表示，各地区都应结
合自己独特的旅游资源禀赋和旅游市
场条件，科学地定位旅游市场和发展
战略，在此基础上形成符合市场需求
的旅游产业和旅游产品体系，最后再
考虑通过营销“引爆”旅游目的地。

“现在的旅游已经不仅停留在以往单纯
‘看风景’的阶段，游客外出旅游同时
也很看重产品和服务的新奇感、体验
感，满足内心的需求，旅游和体育、
文化等产业相互融合，才能创造出更
丰富的旅游体验。”

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文化
和旅游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厉新建看
来，通过社交媒体的裂变式传播带来
的出圈效应如果要向出彩方向转化，
必然走向整合城市的参与。“一旦游客
真的来实地体验消费了，那考验的就
是整个旅游目的地的能力。因为旅游
是一种综合性的消费，要想让旅游者
满意不能只靠旅游景区等基础旅游供
给，而要靠跟游客在旅游目的地停留
期间所有相关供给之间的协同，要拼
的是旅游目的地整体配套和产业生
态。这也是全域旅游最基本的市场逻
辑和内在的发展理念。”

对于当前越来越卷的社交媒体营
销，厉新建认为，各地文旅部门可以
研究跟进，但千万不能盲目跟风，要
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产品打磨上。“好产
品自己会说话，好产品才是最有力的
营销。”厉新建说，各地文旅部门要好
好琢磨放在自己面前的究竟是一张什

么样的“卷子”，好好答好自己的
卷，答好游客给你出的卷，才能

使文旅产业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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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圆圆

沾足油香的手擀粉裹着浸满红润
酱汁的蔬菜在大盆内来回搅拌，发出

“滋滋”声；刚出锅的炸洋芋丸子落入
大碗，冒出腾腾热气；屋内屋外排起长
队，食客们正簇拥在一起手持各式各
样的“串串”四处张望。看着这样的视
频，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一股浓郁咸
香扑面而来……“甘肃天水麻辣烫，随
机香晕一位网友。”“天水麻辣烫真是
绝了！”不少网友纷纷在视频下方评
论。

近日，一盘热辣滚烫的麻辣烫将
甘肃天水带“出圈”，也让我想起去年
在天水之行中与当地麻辣烫的“结
亲”。只是，天水麻辣烫远还没有现在
这样火爆。

去年夏天，跟随学校研学团队，我
第一次踏进天水市清水县白沙镇。刚
一下车，一位农家大姐便憨厚地笑着
迎接我们：“欢迎你们远道而来，快进
屋吃饭吧。”

初来乍到，就被请吃饭，我们几个
年轻人有些不好意思地“面面相觑”，
农家大姐却早已拉起我的手走进了院
门，一边笑着一边指着院里大桌上整
齐摆列的饭菜说，“有浆水面、鸡血面，
还有馍，看看你们想吃啥。”

侧脸望去，一张红色实木圆桌上
排着一碗碗淡粉色面条，中间碗口大
小的白馍堆叠成了“小山”，左边是拌
好的青色凉菜，右边是细盐、食醋以及
油泼辣子等佐食调料，色香味俱全，令
舟车劳顿的我们立刻有了饥饿感。

“担心你们小娃娃吃不惯，我还给
你们做了麻辣烫。”农家大姐这时走到
厨房门口又冲着我们几个年轻人说，

“来尝尝我们这里的麻辣烫，跟你们城
市里的不一样！”

“麻辣烫，我想吃！”饥饿的小伙伴
们瞬间舌底生津，眼巴巴地望向大姐
快步走进的厨房。

“麻辣烫好喽！”听到大姐一声吆
喝，大家也顾不得羞涩了，各自端起饭
碗走进厨房。刚出锅的蔬菜、粉条等食
物冒着热气径直落入我们的碗内，芝
麻、辣子、酱料等各种调味品先后浇盖
其上，一时间屋内香味扑鼻。来不及犹
豫，正冒红油的手擀粉被我一口“嗦”
进肚，随后同行的小伙伴纷纷望向我。

“麻，辣，烫！就是这三个字的感
觉！”我不自觉地对着大家竖起了大拇
指。

这里的麻辣烫果然不同往常吃到
的。每样食材味道新鲜分明但并不冲

突，泼上一瓢辣椒，
整碗麻辣烫便有了

“灵魂”，经过热油激
发出的香气，使食材
的味道得到了升华。
辣度适中，入口咸香，片刻转麻，食之
爽快，回味无穷。当辣椒的热度正从身
体内逐渐向外扩散时，大姐又给我们
淋上了一点醋，味道随即微甜，使得麻
辣烫更加温和，我和身边所有小伙伴
们一样，直呼过瘾，“再来一碗！”。

面对我们一干人的交口夸赞，大
姐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这有啥，你
们喜欢吃，以后常来，我还给你们做。”

那次短暂的相遇过后，我记忆中
不仅留下了农家大姐那抹质朴的笑
容，更多了那一碗回味无穷的甘肃麻
辣烫。

如今，随着天水麻辣烫的爆火，不
仅为美食奔赴甘肃的人多了，在北京
也立起了天水麻辣烫的招牌。

这不，来自甘肃天水的创业青年
“烫姐”就在北京三里屯开了一家麻辣
烫店。“本来我计划开烧烤店的，起名
为‘西北56号特色烤串’，结果店铺装
修到一半，家乡的麻辣烫就突然火了，
我赶忙将亲戚朋友们接过来临时增加

了麻辣烫。”“烫姐”介绍，“为了让外地
食客体验到原汁原味的天水麻辣烫，
我们的食材都是从天水空运至北京
的，从厨师到服务员也都是天水本地
人。”虽是“临时起意”，但“烫姐”对她
的麻辣烫依然自信满满。

“从中午 11 点钟开餐，到晚上
10 点钟都一直有食客等候，一天要
做 300 多单。”刚刚开业仅 5 天，“烫
姐”店铺就排到了“三里屯美食榜
单”第二名。“家乡美食能得到这么
多人的关注，我非常兴奋。”“烫姐”
激动地说，“除了麻辣烫，我们天水
还有羊肉烧烤、天水呱呱、浆水面等
许多特色美食，未来我会推出更多
的家乡美食，也欢迎大家到甘肃天
水游玩。”

一碗碗麻辣烫让全国各地的食客
朋友品尝到来自甘肃“咸香爽滑”的美
食魅力。如果有机会，一定要再到甘肃
转转，去邂逅那黄土高原无尽的热情，
发现美食之外的更多文化瑰宝。

一碗天水麻辣烫
本报实习记者 李梓源

金针菇宽粉加辣子，活色生香，馋涎欲滴。近日，甘肃天水麻辣烫火爆出圈，成为继淄博烧烤、贵
州村超、哈尔滨冰雪之后的新晋顶流，吸引全国游客纷至沓来。

志愿者在天水南站迎接游客。 新华社发

近期，北京国际雕塑公园成了京西最热的“打卡”地之
一。在这里举办的第 21届玉兰赏花季暨首届北京·石景山
花朝游园会上，市民们不仅能够观赏到北京种类最齐全的玉
兰花，还能穿越百年体验传统节日——花朝节。

本报记者 贾宁 摄

北京雕塑公园举办花朝节再现北京雕塑公园举办花朝节再现““国潮风国潮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