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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 业视点 闲 话闲游

乡 村美途

贵州省黔南州荔波县，被誉为
“地球腰带上的绿宝石”，拥有两处
世界自然遗产。沿北纬25度环视
一圈，唯有荔波因为有着世界上面
积最大的喀斯特原始森林呈现出青
山如黛、绿水生烟的秀美景象。

高铁赋能世界级旅游目的地

8月 8日清晨 6时 21分，“复
兴号”D6167次列车从贵阳开往荔
波。经过6年多的艰苦鏖战，贵州
第一条设计时速350公里的贵南高
速铁路贵荔段正式开通运营。贵阳
到荔波的时间从过去的3小时缩短
为1小时左右，想领略“地球绿宝
石”之美更加轻松了。

贵荔段的开通终于圆了18万
荔波人民群众的“高铁梦”，人们
在荔波站广场载歌载舞。同样在贵
阳北站，一位大哥兴奋不已，抢购
一张无座车票体验了一下。

今年2月，贵州省提出奋力将
荔波打造成世界级旅游目的地，加
快推动贵州旅游产业化实现新突
破。

目前，贵荔段单日开行动车组
28列，贵阳至荔波最快57分钟可
到达。荔波融入贵阳 1小时交通
圈，为荔波打造“世界级旅游目的
地”注入高铁动能。

荔波县委书记叶霖说：“高铁开
通带来的‘磁石效应’，将有力吸纳
沿线游客，显著扩大客源半径，联动
引起游客‘量变’，进而推动‘假日
游’向‘平日游’转变、‘旺季游’向

‘四季游’转变 。”

探秘山水秘境寻绿

高铁开通当日上午9点，荔波
小七孔景区就发出公告当日门票已
售罄。

小七孔景区可谓“绿宝石”上
最璀璨的部分，这里集山、水、
林、洞、瀑、湖、石于一体，浓缩
了贵州山水风光的所有精华，各种
自然风光交相辉映、美轮美奂。

游客刘先生不禁说道：“这里
的水看起来真像‘绿宝石’。”

小七孔景

区因响水河上横跨着一座青石砌成
的七孔拱桥而得名，于1989年开
始开发建设，2007年成为贵州省
首个世界自然遗产地。如今这里已
是形态丰富的景区，正如叶霖的描
述：观赏古朴幽静的七孔古桥、林
溪交错的水上森林、倾泻而下的翠
谷瀑布、绿如翡翠的鸳鸯湖和幽蓝
深邃的卧龙潭，置身“烟缦轻纱”
的山水画卷，宛若人间仙境。

为打造世界级旅游目的地，贵
州省对荔波提出围绕“资源、客
源、服务”三大要素，用好世界级
资源、对标世界级标准。

小七孔景区在服务上下了很大
功夫。虽然门票售罄，在大门入口
处并未见到游人排队的现象。原
来，景区建立了智慧旅游综合管理
平台，全面推行门票网上预约，游
客线上购票，线下人脸识别及刷身
份证入园，实现入园“零等候”。
通过智慧旅游综合管理平台对实时
在园人数的数据分析，当游客量接
近景区最大承载量时，景区会启动
限流预警机制，引导游客错峰入
园。

景区讲解员方庆指着路边的报
警柱介绍说：“这是一键报警装
置，现在共安装了7个，当游客有
需求时，只要按下报警键，就能与
工作人员进行‘面对面’短视频对
话，这样就可以及时调度就近网格
人员为其提供帮助。”

现在是暑期旺季，方庆一天要
接好几拨团，闲暇时她还会练习英
语，也是为了适应未来的需求。

荔波的茂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不仅是“绿”境，更是“秘”境。

茂兰是中国南方喀斯特世界自
然遗产的核心区域，拥有大量国家
级保护动植物，只有部分区域对游
人开放。

“我觉得我们茂兰是‘绿宝石之
星’，或者说是绿宝
石 上 最 耀 眼 的 部
分。”荔波县委
常委、茂兰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余登利骄
傲地说。

行至青龙潭，因为刚刚下过
雨，水面出现丁达尔效应，雾气缭
绕，飘飘欲仙，余登利也看得陶
醉，他说，现在这个季节看到此种
景象并不易。

茂兰自然保护区于1996年加入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人与生物圈
保护区网络，成为世界生物圈保护
区。2007年 6月，列入世界自然遗
产名录。

从1994年开始就在这里工作的
余登利对茂兰的一草一木、一花一
鸟如数家珍。他说：“与小七孔不
同，茂兰自然保护区的水文景观极
具研究价值，明流暗河再加瀑布的
水文景观呈现了与小七孔景区不同
的特质。”

这里的喀斯特锥峰尖削而密
集，漏斗深邃而陡峭，喀斯特峰丛
洼地蝉联展布，上有森林、下有石
林，石头上长树，石缝里盘根等一
系列奇特景观与喀斯特明流、暗
河、地下河出口、地下河天窗、上
升泉、下降泉、瀑布、深潭、溶洞
巧妙地糅合在一起，构成了一幅充
满原始野趣、古朴纯真的风景画卷。

弦歌不辍亦有青春活力

除了“绿”，荔波还有“文”。
荔波深度开发了一批体验式、

沉浸式、互动式的水上旅游新业
态。通过对游客进行精准画像，开
展定制服务。以产品为导向重构游
客圈层，是荔波在客源引流观念上
取得的突破。

尧古布依寨位于茂兰自然保护
区的必经要道上，是荔波盐马古道
的重要通道之一，也是黔桂商贸的
主要商道之一。今年以来，荔波县
对尧古村进行了提升改造。

村里有不少传统“干栏”式吊

脚楼，如今被改造成各种各样的场
所，走进一栋房子就是一种布依族
文化新体验，成为稻作文化习俗、
古法造纸技艺、传统酿酒技艺和扎
染、剪纸文化等民族文化和非遗研
学旅学体验区。

大小七孔景区在保护的基础上
精心开发旅游资源，同时推动“非
遗文化进景区”，不断丰富沉浸式体
验式旅游新业态，目前景区已完成
大七孔古桥修缮和周边景观提升，
推出“踏瀑戏水”户外研学拓展、
水上飞人、非遗互动展演等项目。

小七孔景区游玩结束，30分钟
车程就能到荔波古镇。这里因为有
着打造“不夜荔波旅游城”目标定
位，一到晚上，热闹非凡。

古镇有一家以露营风为主的烧
烤营地，吸引了不少年轻人打卡。营
地今年6月3日开工建设，仅用了48
天。林炬城一毕业就来参与古镇的
建设和运营，他说：“每天忙忙碌碌也
不觉得累，就一个心思，把营地建好，
我们每个人都会为引入什么项目出
谋划策，大家都同意就开干。”

“预计到2025年，全州接待过夜
游客将达到2000万人次，旅游及相
关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 7%以
上。”黔南州委常委、常务副州长丁
毅说：“荔波作为省委、省政府重点
打造的世界级旅游目的地，在各种
利好政策叠加和高铁开通的加持
下，我们将更加有信心、有底气舞
好荔波旅游龙头。”

高铁时代再探荔波高铁时代再探荔波““绿绿””境境
本报记者 黄静

盛夏时节，走进云南省临沧市耿
马傣族佤族自治县孟定镇遮哈社区芒
团自然村，路旁绿油油的芭蕉树映衬
着一栋栋整齐排列的新式傣楼，家家
户户小院里随处可见制纸器具、晾纸
架和戴着白色头巾的傣族妇女们忙碌
的身影。就在这样的一个小山村，跨
越2000年的中国造纸术得到了完整
的活态展示传承。

芒团村是一个以傣族为主，傣
族、汉族、佤族杂居的村庄，因盛产

“白棉纸”而闻名，素有“中华傣家
造纸第一村”的美誉。芒团傣族民间
手工造纸技艺传承东汉蔡伦造纸的完
整工序，至今已有600多年的历史，
堪称中国古代造纸术的“活化石”。

“600年的延续传承，手工造纸
如今已成为芒团村群众的一种日常生
活方式，承载着芒团傣族的精神追
求，积淀成为厚重的民族文化。”县
政协委员艾叶是傣家家族造纸第九代
传承人，也是全村造纸者中为数不多
的年轻人，从2006年 5月开始她便

跟随奶奶学习造纸。
也正是这一年，芒团手工造纸被

列入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而后依托这项技艺传承，芒团村先后
被评为“全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
入选国家传统村落名录，国家3A级
旅游景区。目前，全村有造纸专业户
63户，年产白棉纸100多万张，户
均年造纸收入达3万至5万元，产值
约200多万元，产品远销上海，并出
口至泰国、缅甸等国家，穿越近千年
的造纸文化技艺已成为当地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的有力抓手。

“芒团手工造纸原料为‘构树
皮’，傣家人叫‘埋沙’。从树皮到成
品纸，要经过浸泡、蒸煮、捣浆、抄
纸、晾晒 5步流程，包含采料、晒
料、蒸煮、洗涤、捣浆、浇纸、晒
纸、砑光、揭纸等11道工序，全程
仅添加起碱化作用的植物灰，不添加
任何化学制剂。”艾叶介绍，这项工
艺是在中国传统造纸术的基础上发展
演变而来的，鉴于构皮纸具有坚韧洁

白、柔润光滑、久存不陈、力撕不破
等优点，过去多被官府用来颁布告示
或书写公文、任职文书，也常被寺庙
用来抄写经文。

为了让古老的技艺焕发新颜，艾
叶结合广大消费者的喜好，通过融入
花草等自然元素和民族特色，将芒团
傣族手工纸制作成笔记本、扇子、灯
笼等美观的文创生态工艺品，借旅游
文创的东风焕发了新的生机。

任何产业的发展也少不了困难
和问题。为破解白棉纸“布局分
散、品质不一、质量参差”等问
题，近年来，耿马县政协充分发挥
人才荟萃、智力密集、联系广泛的
优势，汇众智、聚众力、集群策、
建良言，全力助推孟定芒团傣族手
工造纸文化传承工作，为建设边疆
民族文化高地贡献政协力量。

工作中，县政协用好提案建言
“利器”，先后组织委员提交了“关于
打造‘傣家造纸第一村’的提案”

“关于将孟定芒团傣族手工造纸工艺

流程展示室和体验室建设成为具有民
族特色建筑体系的提案”“关于打造
好芒团傣族手工造纸技艺名片的提
案”等一批提案，促成了芒团纸文化
景区、傣族手工造纸文化传习馆、傣
族手工造纸体验馆（旅游民宿客栈）
等建设。

如何在新时代让造纸技艺焕发出
全新的光彩，让其走出中国，走向世
界？县政协立足本土特色、挖掘多方
资源，发挥委员作用，助力造纸技艺
传承，进一步擦亮打响“中华傣家造
纸第一村”金字招牌。

在县政协和各方努力下，以艾叶
牵头成立了临沧孟定芒团傣影手工艺
术有限公司，采取由其家庭成员作为
公司骨干，村里造纸户为成员，规模
性订购共同完成产品出炉，销售收入
按质按件计量并分配，实现以公司化
运转带动了芒团造纸技艺的保护、开
发与利用，芒团白棉纸的产量、产值
和销量也随之大幅提升。

同时，当地依托“非遗+旅游”
模式，以传承造纸技艺文化和提升生
态文化产业园效益为创建目标，加强
文旅融合，建成农家乐、傣家民宿、
芒团古法造纸客栈民宿 60 余户
（间）。2022年，芒团自然村经济总
收入达3755万元。

如今，芒团村的造纸技艺就如绕
村而过的潺潺溪水一样，流转在一代
又一代芒团人的血脉中，在新时代散
发出了全新的活力。

云南临沧市耿马县政协助力造纸文化传承

让千年文化“点亮”乡村振兴
本报记者 吕金平 通讯员 李茜茜

明亮的色彩、清晰的面部表情、流畅
的武打动作……当30多年前的经典港
片《武状元苏乞儿》在中国电影资料馆重
映时，观影者眼前一亮。“4K版本的画质
真的不输新电影。”“这青橙色调还是原
来港片的味道。”

作为刻在一代人心里的美好时光，
香港电影，是风靡全球的产业，也是大众
娱乐的艺术。然而，随着时间流逝，当时
存储的电影胶片开始经历“生老病死”，
影片画质也变得模糊、昏暗……

为了让大家看清香港电影最初的样
子，8月16日，抖音、中国电影资料馆、
火山引擎在北京发布“经典香港电影修
复计划”，将100部香港电影修复至4K
版本。

首批修复的《武状元苏乞儿》等22
部电影已在抖音、西瓜视频上线。其中，
《A计划》《蜀山：新蜀山剑侠》在上映40
周年之际迎来首个4K修复版。未来一
年，其余电影的4K修复版也将陆续在抖
音、西瓜视频上线。

本次计划修复的香港电影制作时间
集中在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涵盖
徐克、成龙、陈嘉上、周星驰等多位知名
导演、演员作品。中国电影资料馆电影
策展人沙丹表示，这个时段正是香港电
影的黄金时代。彼时内地正逐渐走向开
放，香港电影成为很多内地青年了解世
界的窗口。

中国电影资料馆副馆长张小光表
示，电影修复是一项世界性课题，它的初

衷就是为了抢救濒危影片，是保护电影遗
产的重要举措，“现在，我们借助于先进的
技术，终于使胶片可以进行数字化保存和
应用。”

“修复老片最大的难题是保留艺术风
格和美感。既要恢复影像原貌，又不能把
旧片修成‘新’的，每一个镜头颜色都要符
合创作者当时表达的含义。”中国电影资料
馆事业发展部主任黎涛透露，修复团队大
量参考胡金铨、张彻等武侠片大师的经典
作品，学习港片的色调。“在很多影片的修
复中，我们都想方设法邀请当年的主创走
入修复实验室。”黎涛表示。

《武状元苏乞儿》的修复工作，就得到
了导演陈嘉上支持，他结合技术修复的效
果在色彩、光影方面给出指导意见。陈嘉
上表示，“过去拍摄只能调光不能调色，能
用现在技术把它弄好一点确实是好事。因
此，我要感谢影片修复项目团队能将老电
影的胶卷修复，让这些电影能够被保存，能
够在人们心里留下印记。”

电影修复不仅托举起了老一代电影人的
情怀，更为年轻人打开了发现经典的窗口。

“艺术有很强的生命力。”抖音副总裁
陈都烨表示，2023年，抖音二创视频播放
量排名前1000的电影中，经典香港电影占
比高达30%，看这些内容的用户一半是30
岁以下的年轻人，可见经典香港电影在当
下青年人群体中依旧“魅力不减”。“我们希
望通过技术，重新修复这些经典影像，达到
当下的视听要求，从而被更多观众所接纳、
欣赏。”陈都烨说。

修旧如旧 再续时光
——“经典香港电影修复计划”启动

本报实习生 李雨薇 本报记者 刘圆圆

“国庆去日本大阪京都的跟团产品
目前有吗？”

“上海出发新西兰亲子线路什么时
候能上？”

近日，文化和旅游部公布恢复出境
团队游第三批名单，出境游市场热度持
续飙升。

出境产品搜索量激增

随着出境跟团游国家由60个扩展
至138个，标志着全球主要旅行目的地
国家基本已全面开放。

随着恢复出境团队游第三批名单公
布，携程出境产品页面之下的用户咨询
陆续涌来。8月10日，携程出境游产
品瞬时搜索增长超过20倍，其中国庆
出发时段最受关注，日本、澳大利亚、
新西兰等国家跟团产品热度飙升。

同程旅行表示，消息发布后，该平
台签证咨询量较前日同一时段上涨近3
倍，赴相关国家的出境游产品咨询量大
幅攀升。在新开放出境游的国家中，土
耳其、澳大利亚和日本最受用户关注，
其中，土耳其旅游咨询量上涨超过10
倍。

同样，众信旅游集团呼叫中心电话
呼入量在消息发布后瞬时上涨200%。
随着第三批目的地的放开，出境游市场
产品丰富度也大大提升，欧洲、中东
非、亚洲等更多组合的目的地产品将有
效串联起来，多元的旅游产品将更好地
满足游客的需求。

“目前从众信旅游产品来看，游客
出游时长不断延长，10天以上的深度
游线路成为市场主流，这也从另一个侧
面看出深度、体验、细分的旅游产品成
为游客首选。”众信旅游相关负责人表
示，不仅如此，定制类小团组的出游方
式成为“新宠”，自由、灵活的定制
类、半定制类产品迅速抢占市场，迎合
了时下游客出游的新变化，也同时体现
了旅游市场消费升级的趋势。

实际上，自年初跨境政策放开以来，
中国旅行者的步伐已再次遍及全球。根
据携程数据，暑期的到来更是直接推旺了

出境热，从内地用户预订来看，7月出境游订
单环比6月增长44%。暑期以来，中国香
港、东京、新加坡、中国澳门、曼谷、大阪、普
吉岛、首尔、吉隆坡、伦敦成为最热门的出境
游目的地，热门客源地则包括上海、北京、深
圳、广州、杭州、成都、苏州、南京、重庆、武汉。

“十一”假期有望迎来爆发期

随着出境团队游国家扩展至138个，
业内专家预测今年“十一”假期将成为市
场的“试金石”。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
戴斌表示，第三批名单的公布，意味着中
国的出境旅游市场全面恢复，也预示着即
将迎来中秋、国庆长假出境旅游高峰。

“此外，这还意味着我们在提振消费信心
的同时，可以更好地满足广大人民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对全球旅游的恢复增长和经
济发展，都有极大的促进作用。”

此前不久，中国旅游研究院发布
《2023年上半年出境旅游大数据报告》显
示，伴随相关政策不断落地与国际航线持
续增加，暑期研学游等出境游需求不断释
放，中国出境游市场呈现复苏向上之势。

携程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谢晓青告诉记
者，跟团游国家的规模扩大将直接推动旅
游企业加快产品研发和布局，进一步丰富
消费者出游的选择，并由此促进供需两端
加速复苏。国庆黄金周将成为市场表现的
重点观测期。

值得注意的是，出境游供给端正处于
稳步复苏之中。携程数据显示，截至8月
7日的统计，当前跨境周均航班量已恢复
至2019年同期五成以上，跨境航班均价
相较去年同期则降低近8成，高于2019
年同期一到两成。同时，从需求侧来看，
用户跨境航班搜索热度已经超过2019年
同期。“目前来看，航班运力和签证等都
存在资源恢复分布不均、供小于需的情
况，随着跨境旅行政策的进一步优化，供
给端的复苏节奏有望加快。”携程相关负
责人表示，“此次跟团游国家的扩大规
模，对于仍处于供应链修复期的出境游是
重大利好，预计很快将迎来国庆出境游产
品的热卖期。”

目的地再扩容 出境游持续升温
本报记者 刘圆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