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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刘圆圆）日前，记者从文化和旅
游部获悉，为纾解演出企业、旅行社等文化和旅游领
域市场主体面临的阶段性困难，文化和旅游部、中国
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关于
抓好金融政策落实 进一步支持演出企业和旅行社等
市场主体纾困发展的通知》（以下简称 《通知》）。
《通知》指出，要丰富文化和旅游保险产品供给，合
理创新旅游服务质量保证金交纳方式，鼓励推广演艺
活动取消险、旅行取消险等保险产品。

《通知》指出，建立健全文化和旅游企业融资配
套服务长效机制。适度拓展文化和旅游相关产业发展
基金的运用范围，探索为两类主体提供融资增信、风
险分担、贴息奖补、应急周转等融资配套服务。加大
政府性融资担保、再担保机构对文化和旅游市场主体
的融资增信力度。鼓励金融机构与各地融资担保机构
加强合作，建立健全常态化金融机制，支持面临短期
经营困难但发展前景良好的文化和旅游市场主体纾困
发展。

《通知》 还提出，丰富文化和旅游保险产品供
给。合理创新旅游服务质量保证金交纳方式，鼓励
开发旅游服务质量保证金履约保证保险产品，旅行
社可持保单向银行申请旅游服务质量保证金担保。
在有条件的地区开展保险替代现金或银行保函交纳
旅游服务质量保证金试点工作，减轻旅行社现金流
压力。

三部门发文
为文旅企业注入现金“活水”

“ 我 们
是沿着‘红
军小道’一
路走上来
的 ，这 里
的天气还
略微有些
凉，但是，上
山后，风光
真的是美不
胜收。”“五一”
期间，作为宁夏红
色旅游的主要景
点，位于宁夏固原市的
六盘山红军长征景区迎来了
各地游客，一位来自四川的游客带着孩
子一路小跑上了山顶，他告诉记者，六盘山红色旅游
的设置形式新颖，值得一游。

宁夏六盘山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翻越的最后一
座大山，当年毛泽东同志登上六盘山，被气势磅礴的
六盘山与革命态势所震撼，挥笔而就诗篇《清平乐·
六盘山》，因此这里被誉为红军长征“胜利曙光之
山”，也可以说是中国革命胜利的曙光之山。

为迎接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六盘山红军长征
景区利用红色旅游资源优势，推出了“走一次长征
路，唱一首红军歌，吃一顿红军餐”等主题活动，为
游客的红色旅途带来别样的体验。2.5公里的“红军
小道”再现了长征路上18个重大事件场景，从血战
湘江，到突破乌江、占领遵义，红军战士不畏险阻、
奋不顾身的英勇气概，通过黑石板上精彩的描述和
栩栩如生的战士雕像，活灵活现地展现在了所有游
客的面前。

“走在红军小道上，了解长征历史、体验长征的
伟大与艰辛，让游客追忆长征历史的同时也培养了
爱国情怀。”宁夏回族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科技教
育处负责人李进云告诉记者，红军长征，先后有200
多位将帅、开国元勋、政治家、革命家、军事家在六
盘山地区战斗。另外，环六盘山地区的西吉、隆德等

县及宁夏的同心县、盐池县，在革命时期又与红军的西征和大生产运
动发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些地方也成为现今人们重温“红色记
忆”的最佳去处。

数据显示，2019年宁夏红色旅游接待游客271.25万人次，同比增
长28.26%，红色旅游综合收入7.0525亿元，同比增长31.33%。“去年，
因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旅游人次受到了影响，但是今年我们宁夏的景
区全部对外开放，来宁旅游火爆，接待人次应该会超过2019年。”李进
云表示。

记者了解到，为打通固原红色旅游“最后一公里”，加快六盘山
红军长征旅游区创建国家5A级景区步伐，固原市开通运营了两条

“红色旅游直通车”专线。其中，一条专线专发青石嘴战斗遗址—
六盘山红军长征旅游区—将台堡长征会师纪念园—单家集红军长征
遗址。另一条专发青石嘴战斗遗址—任山河烈士纪念园—金鸡坪—
乔家渠—茹河瀑布，其他红色旅游景区也将陆续开通专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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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照宁）如果高楼大厦与滨海风情
是厦门的“面子”，那么，隐藏在城市深处的古老街
巷、乡野风光就是这个城市的“里子”。这个假期，
不少游客在厦旅游一改传统的“走马观花”，体验了
一把“慢旅行”。

在厦门热门景点中山路附近的大中路，从泉州来
的小王和三个同学避开了拥挤的人潮，在巷弄里边走
边看。“我喜欢这些小街巷，这是我第二次来这里
了。”小王说，“之前是朋友带我过来的，但这里不好
找，这次我带朋友来，只能用手机导航。”这是一群
大四学生，吸引他们的是这里的“厦门味”：“建筑古
色古香，东西便宜，吃得正宗，这种小巷子里的生活
才让我们体会到真正的厦门。”

同样“误闯”中山路附近小巷子的，还有来自西
安的陈先生和女朋友，老厦门原生态的生活场景让他
们好像发现了新大陆：晾在头顶的衣服不时被风吹
动；一位阿姨正在过道里炒菜；一位阿伯坐在门口，
身后屋里的神龛被插电的蜡烛映得通红。“最真实的
生活图景，极具美感和冲击力。坐在小巷子里吃一碗
小吃，比去一些网红‘打卡’更有意境。”陈先生
说，这些都是厦门老街巷独特的魅力。

入夜时分，“随唱随跳”街头艺术表演把沙坡尾艺术
西区中心舞台上下连成一片，游客在街头艺人的带动下
也放歌起舞，点亮了假期的夜。据统计，“五一”假期前
两天，周边街区商户营业额是去年同期的2.3倍。

在鼓浪屿，携家带口来享受假期的家庭也不在少
数。“鼓浪屿文艺气息浓厚，一些带庭院的旅馆还会
举办音乐会等小型活动。”鼓浪屿家庭旅馆商家协会
会长林聪海说，目前鼓浪屿上已有200多家旅馆开
业，为吸引游客，价格比往年同期优惠不少，节日期
间，部分家庭旅馆的订单量已经恢复到前年同期的七
八成左右。

在厦门市同安区军营村，闽南秀丽的高山风光也
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平时周末民宿就订得很满，
假期更是如此。”军营村党支部副书记苏海亭表示，
不少亲子家庭特地冲着高山观星、桃园赏春等乡村野
趣而来，避免“人挤人”，度过一个悠闲自在的“五
一”长假，成为越来越多游客的选择。

“五一”厦门兴起“慢旅行”

“五一”小长假，拉动了三峡旅游，巫山旅
游持续升温，接待游客人次和旅游综合消费刷新
纪录。记者从重庆市巫山县文旅委获悉，5 月 1
日至 5 日，巫山县累计接待游客 150.499 万人
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72239.71万元。

图为游客乘坐游轮游览小三峡景区。
贾宁 田成 摄影报道

火爆的巫山旅游

今年“五一”假期，位于香山公
园内的双清别墅成了“大热”景点，
每天都有各地游客前来“打卡”。

双清别墅在香山东南麓的半
山腰，原是清代皇家园林香山静
宜园“松坞云庄”遗址。令其闻名
天下的是，70多年前这里是中共
中央的指挥中心。

1949年3月，毛泽东同志率
领中共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
部顺利到达北平，进驻香山。在这
里，中共中央发布了向全国进军
的命令，吹响了解放全中国的伟
大号角；在这里，中共中央同各民
主党派、各界人士共同筹备中国
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描绘了建立
建设新中国的宏伟蓝图。双清别
墅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的“红色进
京路”，吸引了无数游客来此传承
红色精神、厚植家国情怀。

“大家眼前看到的这张照
片，正是毛泽东阅读南京解放消
息报道时的留影。”5月 1日，香
山公园管理处金牌讲解员贾莉
为游客讲解着双清别墅颇为著
名的一张图片资料，1949年4月
25 日上午，毛泽东同志拿着印
有“南京解放”标题的报纸，仔细
阅读的历史瞬间被当时的摄影

师徐肖冰定格。
随着贾莉的讲解告一段落，

游客们的问题也随之而来。
“毛主席阅读报道时就是在

这个亭子前吧？”一游客指着院中
的亭子问道，贾莉边点头边回答
道：“正是大家眼前的六角红
亭，毛泽东同志就是坐在亭子旁
的直背椅上阅读报道的。”

“当时毛主席看的是哪份报
纸呢？”又一游客抛出了问题。“关
于毛泽东当时看的是哪份报纸一
直众说纷纭，后经我们多方查找，
发现那份报道出自天津《进步日
报》的号外。”

……
“五一”期间，贾莉这样的讲

解一场接一场，从早上 9：00到
下午16：00，除了吃饭和去洗手
间，几乎都在院子里接待一拨
又一拨的游客。“我平均每天增
加了 5 场讲解，但感觉还是时
间不够，不能一一回答游客们
的提问。”

不过，令贾莉欣喜的是，现
在来参观的游客不仅仅是量的变
化，更有着质的飞跃。“很多游客
都是做足攻略而来的，他们提出
的问题已经相当专业了。很多是

举家前来的，家长特意带着孩子一
起来接受红色的洗礼，即便是初中
生、小学生，他们也都听得很专注。”

“我在双清别墅已经工作15年
了，但没干够。”贾莉说，不是因为这
里秀丽的风景，而是每天带领游客
体会新中国摇篮的温度，去传承让
民族强大起来的红色基因，带给我
一种使命感。

已经面对20多万人次的游客，
贾莉不知道讲述了多少遍那10平
方米的六角红亭、那一幅幅弥足珍
贵的图片，但每次讲起来依然激情
澎湃……

据香山公园管理处统计，5天假
期双清别墅共接待游客1.7万余人，
讲解员开展义务讲解119场次。而
在香山革命纪念馆和八处旧址正式
对公众开放的一年多以来，已经接
待了超过230万人次的游客，开展
义务讲解万余场次。香山公园管理
处相关负责人表示，随着游客对红
色旅游参与度的提高，未来公园将
不断提升智慧景区建设，利用VR、
网络平台、5G、全息等技术手段，让
游客实现线上参观、沉浸式体验等
新型的游览模式。结合旧址本身的
使用功能，推出体验式教学模式，
变讲解服务为综合宣教。

北京香山：在双清别墅重温“红色进京路”
本报记者 刘圆圆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经文化和旅
游部测算，全国国内旅游出游2.3亿人次，
同比增长119.7%，按可比口径恢复至疫前
同期的103.2%。其中，全国各地红色旅游
景区人气高涨，游客在游览中感悟榜样力
量、传承红色精神、厚植家国情怀。

多地文旅部门负责人表示，常态化疫情
防控工作成效时显，又正值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红色旅游线路在这个假期备受游
客热捧。

“五一”假期首日，河北省平山县革命
圣地西柏坡就掀起“红色之旅”的热潮，上
午9时30分，在西柏坡景区旧址入口
处，百余名游客排队等待入园。

5月2日上午，在革命老区河北涉县八路
军一二九师红色记忆小镇，一场精彩的红色经
典演出引来八方游客；挑水、绑腿、推独轮车
等特色体验活动，增添了活动乐趣，展现了红
色文化的魅力。

5月4日清晨，中共一大纪念馆国旗广
场上，“党的诞生地”上海青少年红色大寻
访接力活动在此举办。近千名上海青少年分
组走上四条精心设计的路线，在实地探访打
卡和沉浸体验中学党史、感党恩，传承和弘

扬五四精神。
同 样 是

“五一”假期，
由内蒙古

博物院举办的“传承红色基因·弘扬劳
动精神”系列活动正如火如荼地进行。

“兴安风韵”“红色宝藏 奋斗故事”
“唱响红歌”听歌识曲比赛等一系列丰
富多彩的线上线下活动，丰富着群众的
假日生活。

据在线旅游平台大数据分析，在红色
旅游景点偏好上，游客对革命旧址、博物
馆、伟人故居的兴趣最为浓厚。携程平台
数据显示，“红色旅游”关键词在“五
一”假期环比4月同期提升约7倍，其
中，圆明园、中山陵景区、中国国家博物
馆、天安门广场、狼牙山为热门红色旅游
景区。驴妈妈平台数据显示，北京天安门

广场、湘潭韶山风景区、邓小平故里、嘉兴南
湖、义乌陈望道纪念馆等成为今年“五一”假
期红色旅游焦点。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加入红色旅游的队伍，
新时代的红色旅游呈年轻化趋势。

同程研究院首席研究员程超功分析说，
红色旅游已经成为年轻游客的旅游消费新风
尚，红色旅游核心人群中21至30岁的“00
后”“90后”占比超过四成，其次是“80
后”人群，占比近三成，40岁以下人群整体
占比89.1%。红色旅游和红色文化的辐射效
应正在逐步发挥出来，“五一”期间热门红
色旅游景点对周边住宿及文旅消费的拉动效
应显著。

“五一”假期旅游 各地“红潮”涌动
本报记者 刘圆圆

河南是我的故乡，这里有着丰富的红
色旅游资源，红色景点遍布全境。但最让
我印象深刻的，还是坐落于河南省林州
市、被誉为“中国第一渠”的红旗渠。

在巍峨雄壮的太行山上，这
条长达 1500公里的人工水渠，宛
若一条蔚蓝色的飘带缠绕在太行
山的山腰上。当年红旗渠修建完
毕后，周总理曾自豪地说，“新中
国有两大奇迹，一个是南京长江
大桥，一个是林县红旗渠。”

家里长辈说，历史上的林州
市十年九旱、水贵如油，水资源
极其缺乏，严重影响着当地人民
的生产生活和经济发展。为了改
变这种状况，上世纪60年代，几
十万林州人民凭借着愚公移山的
意志，绝壁穿石、挖渠千里，用
原始的工具和自己的双手，在极
其恶劣的条件下，耗时10年，削
平了 1250 座山头，架设起 151 座
渡槽，开凿出 211 个隧洞，挖砌

土石达2225万立方米，硬是从太行山腰修
建了一条“天渠”，于悬崖峭壁上汇聚起幸
福之水，彻底解决曾困扰一代又一代林州
人的缺水问题。

百闻不如一见，2018 年 7 月，在全国
政协的组织下，我带领10余名香港青年前
往河南交流考察，踏足红旗渠景区，瞻仰
这个传奇的工程。站在汩汩而流的水渠
边，看着两岸生机勃勃的自然环境，难以
想象这里曾是一片干涸贫瘠的土地，更难
以想象当地人民是如何在悬崖峭壁上凿出
这样的水渠。导游介绍说，在那个物资匮
乏、技术落后的年代里，修建红旗渠的过
程异常艰辛，连施工用的镐头、抬筐都没
有；为了早日完成工程，林州的党员干部
身先士卒彻夜修渠，很多人连家都不回，
就睡在山崖下、石缝中，以天为被、以地
为席，最终才造就了这个奇迹……

行走在红旗渠的景区内，感受到的不
仅仅是人工力量和自然风景的交融，更被
红旗渠里流淌的“顽强奋斗、自强不息”
的精神所震撼。十水言碑前，我们读懂当
年林县人民是如何在时任县委书记的领导
下决心开凿红旗渠；虎口崖下，我们畅想
林州人民是如何在天险中开山劈石；红旗
渠青年洞外，当看到万仞绝壁间蜿蜒流淌

的水渠时，同行的香港青年感叹道，“他们
（参与修渠的青年）太伟大了，简直是用生
命为大家换来水源。”是呀！“吃水不忘挖
井人”，我告诉同行的香港青年，“为什么
中华民族五千年来优秀文化从未中断？为
什么中华民族每到危亡关头都可以绝地反
击？就是因为这种坚持和奉献的精神。红
旗渠为林州人民带来了奔涌的水源，被历
史和岁月铭记；同样的，河源人民多年来
坚守保护东江水的源头区域，才让清清东
江水滋养了香港几十年，希望你们也能够
对他们心怀感激。”

红旗渠水从上世纪60年代一路流淌至
今，滚滚奔流的不仅是清清渠水，更是中
华儿女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敢于奋勇拼
搏、自强不息的精神，是共产党员和人民
群众一起劈开天地、创造新生活的记忆。
如今，每年有超过20万人到红旗渠进行红
色教育和培训，其中，不乏海外及港澳台
的华裔青年。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从 1921
年到2021年的百年风云变幻，在中华大地
上留下了无数红色记忆。然而所有的红色
景点都和红旗渠一样，可贵之处不仅仅在
于风景之美，更重要的是其中闪耀的精
神，经过岁月的淘洗，愈发光彩夺目，它
们都在讲述着同一个故事，那就是在中华
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征程中，我们曾经击
败过怎样的苦难，曾经创造了怎样的奇
迹，又将如何把对美好生活的期待和顽强
不屈的精神世世代代传承下去。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香港新活力青
年智库总监）

红旗渠：奔流不息的奋斗之渠
杨志红

开栏语：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本刊特开设“委员难忘的红土地”栏目，以委员的
视角讲述红色景点的参观、游览体验，以及在当下推广红色文化的思考和建议。

杨志红杨志红 （（前排右二前排右二）） 和香港青年一起在红和香港青年一起在红
旗渠青年洞前合影旗渠青年洞前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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