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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红色为主轴 带动广谱旅游

“在浙江嘉兴采风时，当我亲眼看
到那艘屹立在南湖畔边的红船时，敬仰
之情油然而生。”时隔一个多月，再次
提及在南湖景区的参观考察，北京林业
大学的学生姚雨鸿仍然难掩激动。

正因为感动于这种开天辟地、敢
为人先的红船精神，北京林业大学团
队将此次红色旅游目的地设计的主题
聚焦于红船。“中国革命自红船扬帆起
航，我们也借此寓意选择以南湖为核
心及其周边的五个村落作为目的地，
进行了全域旅游的规划。”团队成员徐
严梅如是说。

该团队在核心的南湖景区除了梳理
游览线路，还策划打造红色教育区。并
在走访南湖景区周边的普光村、三星
村、联丰村、永红村、新篁社区后，把
这些村落中丰富的自然资源和遗产资源
串联到游览线路中。

“例如三星村，拥有悠久历史的梅
花洲，非物质文化遗产丰富、民俗文化
独特，可以在红色旅游线路中承担起传
播历史民俗文化和农副产品推广的功
能；而新篁社区有许多五金工具老厂
房，我们策划把这些老厂房打造成集休
闲、娱乐、展览、教育为一体的新场
所；游客在南湖瞻仰过红船后，再到普
光村亲手体验船模制作，一定会收获更
多心得。”团队牵头人耿云自豪地介

绍，正是这种主客共享、全域繁荣的设计
理念，把握游客需求、突出沉浸式体验的
设计，让北京林业大学的“红船自此扬
帆起”项目脱颖而出，获得了本届红旅大
赛红色旅游目的地设计项目的特等奖。

在走出校园的实践过程中，她们逐渐
拥有了自己对于红色旅游的理解。

“红色旅游应该是鲜活的，有生命力
的。”耿云说。

“红色+还可以融入很多内容，比如
当地的自然风光、民俗文化。”姚雨鸿
说，“作为一名青年大学生，两个多月的
历程让我和团队成员都获得了质的提升。
我们将专业所学转化为实践活动，用自己
的专业素养为红色旅游增光添彩。”

“微”表达 更易走进年轻人的心

作为时下最火传播形式之一的微视
频，若与红色旅游碰撞，会擦出怎样的火
花呢？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生刘志航在
比赛中做了这样一个尝试。

在浙江本地的采风过程中，刘志航团
队发现当地红色旅游氛围更多停留在景点
或公园里。“我们认为红色旅游不应该仅
仅停留在景区，红色文化可以充斥在我们
生活的每一个角落，行走的过程实际也是
学习的过程。”同一团队的韩仪说。

于是，他们在制作微视频时，跳出了
著名的南湖景区，加入了义乌和乌镇等其
他地点。

“我们的作品采用了微综艺的形式进

行拍摄，设计了网红、传统游客和背包
客三位不同身份的游客，并为他们设计
了三条不同风格的线路。”刘志航说，网
红走的乌镇线，沿着由古到今的工业技
术、科学技术的发展变化，感受古今文
化的交融，感受现代科技与现代化发展
的繁荣；传统游客以嘉兴为主，按照中
国共产党百年发展历史为脉络，通过在
旅行中与当地人的交流，了解中国革命
史，感受那段历史对现代生活的影响；
背包客则在走访义乌的乡村中，体会在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基层人民生活质
的飞跃。

“我们的作品以第三视角，从三个不
同的方向，观察记录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
来，中国人民生产生活发生的实际变化，
实现了红色精神的学习和发扬。”刘志航
说。

红色旅游需要更年轻的视角

“本届大赛的参赛作品整体质量高、
创意新，体现了大学生的青春激情，创新
思维和良好的专业素养，令人有耳目一新
之感。”在本届红色旅游大赛中担任评委
的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旅游科学学院党委
书记古丽娜介绍说，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壮
大，红色旅游大赛已经成长为在全国高校
范围内弘扬红色精神、传承红色基因的一
个重要实践地，一个展示智慧和力量的精
彩舞台。

“今年全国共622所高校参赛，比赛

总人数达到近1.5万名师生，可见红色旅
游大赛对于青年一代的吸引力。”古丽娜
说，今年的红色旅游大赛增添了微视频、
微讲解、微漫画三项新的赛事，不仅是为
了契合年轻群体的偏好，也想让红色文化
通过多种形式传播，提升红色旅游产品的
感染力与渗透力。

“当前我国不少红色文化资源没有进
行很好的创意提升，缺乏从资源到产品转
化的‘临门一脚’，导致红色资源没有充
分地‘活起来’。但也确实有很多成功的
案例。”让中国旅游研究院的副研究员黄
璜印象颇深的红色旅游景区是广西百色起
义纪念园。

“广西百色在整合百色起义纪念馆、
右江民族博物馆、百色起义纪念碑、红军
桥、铜鼓楼、南阁亭、两广青年友谊园等
革命历史文化资源的基础上形成的主题性
纪念园，它将纪念馆、博物馆、城市公
园、生态景区等整合在一起，形成了多样
化的旅游产品体系，构成了旅游者和城市
居民共享的旅游休闲空间。这使它自身成
为一个体系而不是单纯的‘就红色论红
色’，这是我国很多红色旅游资源地要学
习的。”

“让大学生参与红色旅游的创意策
划，本身就是学习红色文化、感悟红色文
化的过程，是一种有效的研学教育方
式。”黄璜说，大学生更加了解年轻人的
需求，从自身出发，也更能策划出市场所
喜闻乐见的产品，能够提高旅游产品的市
场接受程度。

青春似火青春似火，，点燃点燃““红色红色++””的旅途的旅途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刘圆圆刘圆圆 实习记者实习记者 孟磊孟磊

“丽江有悠远的历史文化、神奇的
自然风光、多彩的民族风情，是一个特
别美丽、特别值得一来再来的地方。”
说起自己的家乡云南丽江，全国政协委
员、云南省政协提案委员会副主任和向
红总是深情款款，她也喜欢自豪地在各
种场合分享丽江的秀、丽江的美，以及
近年来，这个原本边远、闭塞的小城，
怎样一跃成为世界知名的旅游胜地，并
为当地社会建设和百姓生活带来的翻天
覆地的变化。

带着这种自豪，和向红经常向外地
的朋友发出邀约、推介家乡。而玉龙县
的石鼓镇，就是在她“推介词”中，出
现频率较高的一个地方。

和向红所说的石鼓镇，有著名的
“万里长江第一湾”——在这里，金沙
江从“世界屋脊”奔腾而下进入云南，
与澜沧江、怒江并肩穿过横断山脉的深
谷，形成“三江并流”的壮丽景观。但
她“推介”的，不仅是这壮丽的自然景
观，更是石鼓镇的红色文化。

“大家都知道‘万里长江第一湾’，
但很多人不知道，这是红军长征经过的
地方。当年，红二、六军团在这里渡过

金沙江，留下很多惊心动魄的战斗故事和
军民团结一心战胜敌人的感人事迹。石鼓
真的是一座红色的小镇，来丽江的游客都
应该去看看。”和向红介绍，除了红军渡
口遗址、红军渡江纪念碑、红军长征过丽
江纪念馆等实景，当地民间也有很多红色
文化印记值得挖掘、学习。“我每次去，

都会深受触动。比如，站在江边，你能够
直观感受到，二、六军团红军在此渡江时
的军事智慧。他们依次夺取渡口，准确地
计算出每个渡口可以渡江的人马，将待渡
江的部队沿江向北分配。大部队没有拥挤
在某一个渡口，既可以防备敌军来袭，又
增加效率。还有，红军虽然只是经过于
此，但和当地各族群众都建立了深厚情
谊，得到百姓的大力支持。渡江后，老百
姓都依依不舍地赶来送别。”

20多年前，和向红和一群年轻的朋
友去石鼓参加“重走长征路”的活动，有
幸现场聆听曾给红军渡江提供援助的老人
讲述当年的故事。“令人心潮澎湃，也非
常鼓舞人心。”回忆起那段经历，和向红
历历在目。“我第一次从内心深处为这个
小镇感动，原来，我的家乡曾经是红军战
斗过的地方。我们的乡亲，与红军建立了
如此深厚的情谊，曾经为革命如此无私地
贡献过力量。”

如今，那些老人先后故去，但石鼓镇
红色的史料和精神传承却更加丰富起来。
每一次去石鼓，和向红都会发现，小镇的
红色资源越来越受到重视。“小时候去，
甚至不知道这些红色故事，只是为了去欣

赏自然景观。后来，逐渐建起纪念馆，再
后来，纪念馆的规模日益扩大，文物、史
料逐渐充实。近年来，参观、游览的形式
也更加多元起来，增设很多体验式的项
目，让游客对红军在石鼓渡江的历史有了
更深刻的认识。”

在旅游业发展的路上，石鼓镇不知
不觉地富裕起来。“我小时候从丽江古城
到石鼓镇，要好几个小时的路程，路上
的印象就是不停地颠簸、绕路。就算十
几年前，我所在的单位对口扶贫石鼓的
一个纳西族村庄，都还是不通路、不通
电的。更别说历史上，茶马古道上的这
个小镇，到昆明的路程要三天三夜也不
止。现在，高铁通了，丽江到昆明两个
多小时就到了，石鼓到丽江，也就几十
分钟而已。”和向红语气中都是自豪。

“希望石鼓镇把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
珍贵的红色资源结合起来，搞出来更响亮
的旅游品牌，让更多的游客在丽江之行中，
能够到石鼓接受红色文化的洗礼，发展红
色旅游让当地各族群众过上更美好的生
活。”和向红不知不觉地又回到推介的“正
题”，“欢迎你带着朋友、家人来丽江旅游，
来了丽江一定去石鼓看看红军渡口。”

和向红：丽江有座红色的小镇
本报记者 李寅峰

旅 业视点

本报讯（记者 鲍蔓华 通讯员 吴天云）这几天，宁波
市江北区政协委员、乡遇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少华
有了一个新的身份——“夜生活首席执行官”。“这个官有点不
一样。”王少华笑着形容道。

什么是夜生活首席执行官？夜生活首席执行官是来自不同
行业、有着不同身份，助力展现宁波江北夜间经济丰富业态，
共同推动夜间经济发展提升的“执行人”。

“当下，夜间经济越来越受到重视，也彰显出一座城市的
活力。”王少华告诉记者。有了夜生活首席执行官身份的王少
华，将在夜间经济发展上更努力地发挥自己的力量。“我们将
结合江北的地域特色，在各个点位上进一步丰富业态并提升品
质，通过深入策划一系列的夜间经济活动，将更多有品质有内
涵的夜间经济形式带进江北，聚集江北夜间人气。”

江北区是宁波中心城区之一。近年来，江北全力提升老外
滩、湾头、万达三大商圈辐射能级，持续激活消费潜力，大力
发展夜间经济、首店经济和直播业态，在扩大消费规模和提升
消费水平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上榜浙江省实施消费新政、促
消费工作成效显著的县（市、区）。今年上半年，全区社会消
费品零售总额、商品销售额分别增长20.2%、44.5%。江北区
还将积极培养塑造品牌，创新模式，挖掘更多的关注点和引爆
点，打造一圈多点的夜间经济体系；加快搭建消费平台和丰富
消费形式，真正让夜晚“亮”起来，让商圈人气“聚”起来，
让夜间消费“火”起来。

成为夜生活首席执行官，自然需要一些“经验”。区商务
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在夜间经济推进暨“浙夜好生活”消费季
启动仪式上，有10名夜生活首席执行官现场受聘“上岗”，向
他们颁发聘书，一方面是肯定他们对于江北夜间经济促进带来
的贡献，另一方面希望他们带着各自的行业管理经验，继续推
动江北夜间经济迈进新的征程。

宁波夜生活首席执行官“执证上岗”

进入暑期，本是旅游旺季，但受河南暴雨影响，多地出现
内涝、山洪等灾害，使暑期出行受到严重影响。对此，从7月
21日晚间开始，多家在线旅游平台行动起来，在核实旅客安
全的同时，启动涉河南地区的退改签服务政策，以减少游客损
失。截至目前，去哪儿、携程、美团、飞猪旅行、同程艺龙、
途牛、途家、驴妈妈旅游、穷游网、马蜂窝、旅悦集团等平
台，均启动了应急措施。

住宿产品方面，各旅游平台均表示，7月20日前（含7月
20日）下单，且入离日期在7月20日-7月21日的郑州及河
南省内其他受灾区域的酒店用户，因暴雨原因取消或改变行
程，皆可申请免费退改，因临时退订产生的经济损失将全部由
平台承担。此外，途牛、穷游网、美团等企业将酒店免费退订
截止日期延长至7月22日，飞猪旅行延长至7月23日，马蜂
窝延长至7月27日。

度假产品方面，携程表示，针对订单出发日期为7月20
日和21日，因河南当地灾情无法前往或前往过程中遇阻，可
凭相关交通（如机票或火车票）证明材料进行取消，订单费用
一律无损全退，损失将由携程承担；已在河南当地的行中订
单，因暴雨导致景点关闭或交通中断，行程被迫终止，无法继
续后续行程，订单中未使用资源可一律无损全退，损失将由携
程承担。途牛、同程艺龙、驴妈妈方面表示，针对涉及途经郑
州行程的旅行团，平台将全力协调有关方面问题，保障用户安
全的同时，将用户损失降至最低。

针对已购买郑州地区及河南省内其他受灾区域景区门票的
用户，途牛、同程艺龙、飞猪旅行等平台表示，可在限制时间
内申请无损退改。截至目前，河南包括嵩山少林景区等在内的
超50家景区已发布闭园公告。

河南暴雨 多家旅游平台
启动退改签服务

本报记者 刘圆圆

7月中旬的夏日傍晚，走进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南公园，
绿树环荫，碧波荡漾，鸟鸣啾啾。日前，一场以“台江最福
州”为主题的首届夏日文化节在南公园启动。作为福州文化、
商贸遗产重地，台江区依托文化遗产南公园开启了一系列精彩
的文创市集，将商贸遗产与夏日消费相结合，用“文化钥匙”
打开“文旅商”联动发展的大门。

本届文化节主要围绕“寻夏”“品夏”“潮夏”“鎏夏”四
大主题展开，涵盖潮派、艺文、美食、茶艺等特色夏日活动，
共组织5项大型文化艺术赛事、4项党建活动、10余项精品艺
文活动、3项优秀传统文创市集等，为文创产业发展培育肥沃
土壤。

文创是本届文化节的一大亮点。在南公园入口处设置的文
创市集，汇聚了台江区文化创意类产品、传统服饰、国风手工
等，呈现出一场新潮新奇的文创聚会。此外，“南台来潮”文
创产品快闪店也入驻南公园，向公众展示来自大英博物馆的原
创IP产品。

“百货随潮船入市，万家沽酒户垂帘。”正如诗中描写的繁
华场景，台江是福州最早的CBD，有着丰富的商贸文化底
蕴。去年，为了以文创产业发展带动文化遗产保护，台江区在
全市率先成立首个县区级文化创意产业促进会。

“文化节将融合商贸历史、文化特色、旅游休闲等为一
体，既是展示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成果的重要窗口，也是强化

‘文旅商’联动发展的崭新平台。”台江区商务局局长吴伟慧介
绍。

下一步，台江将开启“全闽乐购·潮起商圈”八闽潮玩嘉
年华，通过嘻哈文化潮流盛典、国潮文化汉服节、茶摊文化节
等环节，为市民游客打造休闲娱乐、夏日消费的新去处，进一
步带动全区文旅融合发展。

“文旅商”融合引燃夏日新潮
——福州台江首届夏日文化节启动

本报记者 王惠兵

当下红色旅游，可
谓如火如荼。有一群年
轻人，更以自己喜爱的
形式，多彩的文化元
素，要为红色旅游再添
把火。

日前，第十一届全
国大学生红色旅游创意
策划大赛总决赛在浙江
嘉兴落下帷幕。创意无
限的大学生以更贴近

“95 后”“00 后”的表
达方式，为红色旅游发
展注入了新鲜血液。

参观者在南湖革命纪念馆内参观红船模型及多媒体场景重现参观者在南湖革命纪念馆内参观红船模型及多媒体场景重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