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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 村美图旅 业视点

行 走故事

此次赴丽江之前，就已选好要住
的客栈——“素瘾堂”。抵达当天，
由于飞机晚点，走进客栈时接近凌晨
了，匆匆收拾一下便休息了。

翌日清晨不到7点钟，生物钟作
用便醒了。我也开始观察将要逗留一
周的“家”。

较为引起我注意的是一进大门左
侧，墙壁前设置有一个长长的衣架，
衣架上挂满了颜色鲜艳的披肩和服
装，并在墙上贴着一张纸，上面打印
着“民族服饰与披肩免费借用区”的
字样。起初我还以为是商品架，没有
想到这些竟是免费借用品。不久，我
见到一家住店客人来吃早饭，妈妈带
着一双儿女，巧得很，他们都戴着披
肩，看起来挺有味道。于是我恍然大
悟，因为丽江地处高原，气温忽冷忽
热，披上这样的披肩是可以御寒的。
披肩既穿脱方便，又无搭配禁忌。

在随后几天的丽江古城区闲逛
时，我突然对披肩萌生了兴趣。在街
巷中，出售披肩的店铺挺多，初看起
来，披肩的颜色和样式很相似，摆起
来也是琳琅满目。总的来说，价格并
不贵，“不讲价”18元可以挑一件，
大多数不超过25元。就在我着迷于
披肩店铺的时候，突然又发现，走在
大街上的行人中，身穿披肩的人可真

不少，闺蜜们会披着相同的披肩，不
少中老年人和孩子也披着披肩，在不
同的场景拍照留念。很显然，他们都
是远方来客。虽然披肩的确有应对天
气变化的功能，但更多的人却是为了
改变自己的形象。外来人把这些最普
通的披肩当作装饰品、丽江标识或纪
念品穿上、买下、带走或是送人。

丽江的披肩让我想到了夏威夷、
三亚的衬衫，以及日本与韩国民族服
装在旅游中所扮演的角色。早在 20
世纪20年代，作为旅游度假地，夏
威夷就开始流行一种剪裁极简、色调
鲜艳、布料轻薄的衬衫，衬衫上印着
阳光、海浪、沙滩、棕榈树等当地植
物和美景的海岛风光，称之为哈罗衫
（Aloha Shirt， 男 装） 和 慕 慕 装
（Muumuu，女装）。这虽然并非原住
居民的传统服装，但很快被当地人所
接受，成为夏威夷的旅游形象和标
识。同样，中国的三亚，国际旅游岛
的地位确定之后，一种突显热带海岛
风貌和适合热带气候的短袖衫应运而
生，印着碧海蓝天、椰风海韵和阳光
沙滩风景的岛服成为外来游客喜爱的
纪念品，它为海南岛扬了名，也造就
了旅游服装的新产业。

与这些“岛服”略有不同的是，
日本的“和服”和韩国的“韩服”虽

然都是民族服装，但这两个国家在旅
游发展中，却非常重视这一民族文化
遗产的发扬与利用。日本和式旅馆和
民宿客房都为住客准备和服，作为迎
客的礼仪之一。服务员更手把手地告
诉客人如何试穿和服，鼓励他们在店
内使用，增加了仪式感和人在异乡的
体验。韩国在鼓励海外游客穿韩服上
更是用心，韩国观光公社和首尔政
府联合推出一项吸引游客穿韩服的
营销活动。身着韩服的海外游客在
首尔可以获得免费或优惠的景区门
票，在网上发布自己穿韩服的照片
可以获得奖赏，韩服租赁店也可以
得到政府资助以降低租金。这样一
来，穿韩服的游客越来越多，增加
了人气，也形成一种风潮。当然，
不少外国游客也会因此购买韩服作
为时尚纪念品带回家。

云南纳西族的披肩也有其历史传
说，诸如“披星戴月”羊皮披肩，作
为文化遗产有着特定的民族特征和范
式。现在市场上流行的披肩是依据传
统设计，保留了原有的风格，但更适
合现代的生活气息，在色彩、样式、
材质、功能以及舒适度等方面有了很
多创新，深受外来游客的喜爱，逐渐
成为丽江民族风情的组成部分。这种
外搭被游客当作当地特定纪念品购买

收藏，而通过越来越走红的“旅拍”和
网红又把它传遍世界各地，成为丽江旅
游的新标识。

不过，在丽江期间我有个感觉，披
肩的旅游功能似乎并没有真正被旅游部
门所重视，社会上也依然把它视为当地
普通纪念品来对待。出售披肩的店铺不
少，但同质化明显，缺乏创新，几乎看
不到在形象表述、图案设计等方面的亮
点。当地政府、旅游部门也没有从城市
旅游形象的角度明确“披肩”的特殊地
位，在产业发展和形象功能上下功夫不
足，企业也很少在披肩的专利设计和制
造上独辟蹊径。

一个旅游城市的发展，不能只关注
旅游者数量的增加，要用创意和营销更
巧妙地满足游客体验和消费需求。文化
产业的发展，也不仅是对文化本身的宣
传，更为重要的是努力把具有文化意义
的元素注入相关商品之中，创造更丰裕
的经济效益。

正巧在网上，我看到了这样一则在
丽江旅游时对披肩爱恋的表述：“街边
的店铺出售宽大的披肩。其实，这东西
在其他地方也有卖。车水马龙的都市
里，脚步匆匆的人们披着它，看着总有
说不出的别扭。但在丽江，披肩仿佛就
是为它准备的。最好换上镶着手织花边
的宽大衣裤，随手披上一条披肩，信步
走上石板铺就的道路。丽江的披肩好像
是有一股魔力，只披着它走上一会儿，
游人的脸上线条开始变得柔和，步伐也
合上了这里缓慢流淌的时间的节拍。一
条披肩，是游丽江不可或缺的装备”。

游客此番发自肺腑的表述似乎在清
晰地告诉丽江的主人，一条披肩在他乡
游客心中的地位，这件事做好，披肩也
会为丽江的旅游发展助力。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旅游研究
中心名誉主任）

古城丽江重访感悟之二

披肩可否为促进丽江旅游发展助力
张广瑞

多国非遗相聚北京交流互鉴

从秘鲁远道而来、身着传统服饰
的传承人舞起秘鲁的功夫舞蹈——剪
刀舞；意大利的奶酪制作大师，使用
北京本地生牛奶在现场制作出味道醇
厚的意大利传统奶酪；斯洛伐克的提
线木偶在艺人手中能抛球、接球耍杂
技……国际非遗展览是本次活动的一
大亮点，吸引来不少参观者驻足欣
赏。

“听说这里有国内外非遗项目展
示，我一大早就过来了，想了解一下
不同国家、不同技艺的特色。”非遗
爱好者、北京市民张女士说。

除了动态的现场制作表演，静态
展品方面也是琳琅满目。津巴布韦的
石雕、斯洛伐克的传统乐器、柬埔寨
的银质器具、斯里兰卡的华盖、古巴
的文化遗产图片，都精练展示出各自
迥异的文化特质和韵味。

乌兹别克斯坦带来精美的铜器、
金银器皿、木雕、丝绸织物等手工艺
品，吸引不少参观者驻足。展区工作
人员玛丽娅·霍普尔表示，通过参加
北京国际非遗周，可以向中国民众展
示乌兹别克斯坦丰富多样的手工技艺
和产品，搭建两国文化交流与合作的
桥梁。

据了解，此次非遗周活动致力搭
建非遗国际交流与合作的重要平台，
并推动全球非遗事业的共同发展。现
场汇聚了包括中国在内的约40个国
家的近千名代表、近 500个非遗项

目，共同谱写了一场美美与共的文化
盛宴。

讲述中国非遗中的“人文相牵”

非遗是人类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
部分。中国有着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
产资源，目前已有43个项目被列入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
录、名册。

“太精致了，上面还有敦煌飞
天！”在中国展区内，北京风筝哈制
作技艺展位前，传来观众赞叹的声
音。燕子形状的风筝上绘制着不同造
型的飞天，惟妙惟肖。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北京
风筝哈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哈亦琦
展示说，这次他特意带来了一些近年
来的新作品。“作为非遗传承人，我
们要在继承的基础上去创新。大众的
审美水平在不断提高，这也促使我们
要一直向前走，不断有新的创意。”

风筝制作在我国具有悠久的历
史，北京风筝哈风筝制作技艺讲究

“扎、糊、绘、放”四艺，在风筝的
骨架结构和绘画艺术上实现了技术与
艺术的融合，形成了独特风格。

“哈氏风筝不仅代表一个家族的
手艺，也是国家民间艺术的瑰宝。我
正在做一项工作，用绘画的形式把四
辈人做过的风筝图案留存下来，希望
能为后人留下风筝的艺术符号。”哈
亦琦说。

在四川分水油纸伞展位，一排排
油纸伞错落摆放，格外吸睛。据介

绍，分水油纸伞起源于明末清初，至
今已有400多年历史，其制作技艺于
2008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名录。分水油纸伞第七代传承
人毕原绅表示，制作一把油纸伞，需
要经过90多道工序，最终实现反复
撑收3000次不损坏，清水浸泡24小
时不脱骨，伞顶五级风中行走不变
形。

从历史中走来的非遗，如今随着
“国潮”兴起正快步走进现代人的生
活。从业十余年来，毕原绅发现，越
来越多年轻人对非遗文化感兴趣，以
青春的活力让非遗越来越潮。

“为实现非遗的创新性发展，我
们已开发出无味油纸伞、防紫外线油
纸伞、植物标本油纸伞等产品，广受
欢迎。”毕原绅说，希望将这项古老
传统的技艺传承下去，推动其走出中
国、走向世界。

“非遗+”续写文旅新故事

国际非遗展举办期间，主办方推
出“非遗+旅游”推介会，发布了北
京非遗 logo。北京、天津、江苏、
浙江、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四
川、云南10个省市的文旅系统代表
也集中推介了当地非遗及旅游特色资
源；中国旅游集团旅行服务有限公司
代表分享了该企业研发设计的非遗系
列产品，以及其在非遗传承方面的相
关成果。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对外交
流与合作处相关负责人在推介会上进
行了“你好，北京——中轴线之旅”

主题推介，其他参会省市代表分别进行
了“津门故里 匠心不渝——非遗特色
之旅”“非遗传承赓续千年文脉，平江
历史街区焕发新生”“彩缬东梨，乡创
未来”“江西非遗特色旅游线路”等主
题推介。

据中旅旅游相关负责人表示，中旅
旅行作为本次活动落地执行方，他们借
助境外签证中心的渠道优势，在日本、
加拿大、韩国、法国、丹麦、越南、澳
大利亚共7家境外签证中心预热播放非
遗周宣传视频，充分触达海外客群，增
强了展会的国际知名度，拓宽了国际影
响力。

该负责人表示，近年来，中旅旅行
不断探索新兴业务模式，将非遗元素融
入旅行线路产品、城市文化体验项目以
及研学旅行和课程开发中，致力于打造
中国非遗文化旅游产品矩阵。“在此次
活动中，我们还推介了针对海内外青少
年开发设计的非遗文化产品，包括经典
文博中国系列、故宫文化系列之《故宫
里的小怪兽》《四合院里画兔爷》、维吾
尔族木卡姆歌舞艺术、西安碑林书法艺
术、岭南龙舟赛及舞狮等非遗文化产
品，覆盖北京、西藏、内蒙古、山西、
广州等全国主要目的地资源。与此同
时，我们也积极参与国际文化合作，将
中国最经典的非遗项目带到所属境外签
证中心、海外旅行社，助力中国非遗文
化走出国门、面向世界。”

大美非遗 和合天下
——首届北京国际非遗周小记

本报记者 刘圆圆

子午湖是位于陕西省安康市宁
陕县梅子镇境内，建设引汉济渭工
程三河口水库而形成的人工湖。深
秋时节，走在子午湖畔，沿线层林
尽染，山光、水色、民居融为一
体，一幅斑斓画卷徐徐铺开。

“这个位置设计成休闲平台，
让游客坐下来品尝生凤茶香的同
时，感受子午湖独特的风采。”“这
几棵银杏树太美了，千万要保
留。”“这个老屋的小瓦一定要留
下。”……日前，在为梅子镇生凤
村村民王兴兵家中，县政协委员、
乡村运营师胡应兵正在为民居改造
谋划着。胡应兵边走、边说、边比
画，不放过任何细节，他说，“发
展民宿产业，转变村民的观念很重
要。要让民居改造融入这优美的风
景，发展一系列看得见山、望得见
水、留得住乡愁的特色民宿。”

近年来，宁陕县依托优美的自
然资源禀赋，将生态旅游作为首位
产业，利用农村闲置的民房大力发
展精品民宿。位于子午湖畔的王兴
兵、聂本文两户群众充分认识到自
家院落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优势，
产生了改造提升发展民宿的念头。

“县政协主席陈述勇在下乡调

研时，听到我家有改造民宿的想法，
立即到现场察看了院子的环境，很快
邀请了乡村运营师胡应兵来策划指
导，帮我出主意。”王兴兵激动地说。

“在电话里听说要来一位乡村规
划师，我还琢磨着规划师是干啥
的。”聂本文原本打算经营一家农家
宾馆，但是由于前期缺少整体规划设
计，导致基础配套设施欠缺，缺乏吸
引力，造成了投资浪费。县政协安排
胡应兵委员来到他家，就是想通过会
策划、懂营销的专业人员对农家宾馆
的提升改造提出可行性方案。

在聂本文的农家宾馆，他带着县
政协来的客人们前前后后、里里外外
察看了一番，在此过程中，说得最多
的一句话就是“胡总您说慢点，让我
记仔细些。”

据宁陕县政协机关党组书记余书
升介绍，在今年7月召开的县民宿产
业乡村旅游产业发展大会上，胡应兵
委员被聘为县乡村运营师。县政协为
助力全县精品民宿规划建设运营水平
提升，充分发挥委员专业优势，就是
希望能为民宿产业发展增添新思路、
新动力、新活力，以“微服务”为推
进乡村振兴、助力县域经济社会高质
量发展献智出力。

陕西宁陕县政协助推民宿产业发展

农家院里来了一位乡村运营师
本报记者 路强 通讯员 罗忠雅

近日，位于河南省郑州市中原
区华山路上的芝麻街，一周中先后
迎来西安市政协主席王吉德、郑州
市政协副主席王万鹏带队调研督导
城市更新工作，芝麻街的特色文化
旅游发展一次次引起关注。

作为中原区第一个启动工业老
厂房改造的产业园区，芝麻街的发
展变化可谓日新月异。2020年 9
月，芝麻街 1958 双创园一期开
园，这是由1958年“二五”时期
建设的郑州煤矿机械厂的老厂区改
造而来的，占地面积650亩，规划
总建筑面积约55万平方米，计划
总投资约50亿元。其名称由郑煤
机的汉语拼音首字母“ZMJ”演
绎而来，寓意“芝麻开花节节
高”。通过近两年实施产业园区、
文化景区、商业街区、城市社区

“四区”融合发展，1958双创园先
后承办或举办全国“双创周”河南
分会场、郑州时装周发布会等一系
列融合时尚元素的品牌推广活动，
而今已成为郑州市工业存量用地产
业能级提升的示范标杆、工业文化
遗存融合城市更新的文化新地标。

近年来，在九届、十届区政协

委员的积极关注和推动下，中原区在
办理重点提案、转化社情民意的过程
中，出台了《中原区城市更新三年行
动计划方案》，将辖区分为 3 大片
区、8个单元、N个项目，构建形成

“片区一单元一项目”推进体系；2023
年已完成投资125.2亿元，并成功入选
2023年中国文化产业竞争力百强区。
特别是统筹华山路沿线第二砂轮厂、三
磨研究所、郑州煤矿机械厂、郑州电缆
厂等丰富的工业遗存资源的基础上，在
建设路、陇海路、桐柏路、西三环合围
区域6.34平方公里内，规划实施以

“一路四街”为品牌的华山路1950S特
色文化旅游街区建设，着力打造国内外
知名的文旅消费目的地、文创产业聚集
地、工业记忆打卡地。

党政中心工作推进到哪里，政协
履职就跟进到哪里。今年三季度，中
原区政协围绕“城市更新与产城融
合”开展的专题协商座谈会，又一次
助推了华山路和万达金街、保利久
街、芝麻街、磨街（含二砂文创园、
三磨娱乐园、121钻石产业园）为代
表的城市更新工作，向着更加集聚、
更多精彩、更富创意、更具活力的方
向前行。

走好城市更新“华山一条路”
——河南郑州市中原区政协聚焦特色文化旅游街区建设

徐斌 宋伟明 本报记者 王有强

“真的是因为喜欢，才能这样
跋山涉水，从天亮走到天黑。”经
历了一天的徒步，晚上休整时看着
台上的演出，面色疲惫的选手们充
满笑意。

10月28日至29日，由湖南省
体育局主办的“中国体育彩票”
2023年“走红军走过的路”徒步
穿越系列活动在炎陵举行。活动吸
引了来自炎陵本地和广州、长沙、
株洲、岳阳、衡阳、怀化、益阳等
城市的千余名徒步爱好者参加，于
深秋时节共同奉献了一场精彩纷呈
的运动盛会。

随着响亮的鸣笛声，选手从出
发门奔涌而出，开启徒步旅程。全
民健身短距离组徒步行程全长为5
公里，途经湘山公园、石玉村，最
终到达霞阳镇政府。体育旅游长距
离组徒步行程全长36公里，分为
两日进行，出发到达湘山公园后乘
坐大巴车前往神农谷游客服务中
心，后徒步途经密花村、铁瓦仙等
地，在云上大院休整一晚后，29
日继续出发，最终到达神农谷楠木

坝，其间，选手畅游茶盐古道、铁瓦
仙古道和神农谷风景步道，体验了各
种原生态路况，纷纷表示这趟旅途感
受丰富，身心畅快。

28 日晚，选手们在休整之余，
还共赴了一场云上大院星空奇妙夜乐
曲狂欢之约。选手们一边欣赏精彩的
演出，一边围着篝火热舞。火光映照
下，欢歌笑语，气氛温情融洽。

神农谷国家森林公园和云上大院
景区讲解员还向选手们热情介绍了当
地的美景和特色风物。

通过户外徒步运动这种活动形
式，选手们充分融入了炎陵——“中
国最具幸福感县级城市”的浓厚氛围
中，感受到这座城市的满满的热情。

近年来，炎陵正立足全球华人的
精神家园、中国革命的红色家园、宜
居宜游的美丽家园的“三园”优势，
全力打造文旅康养基地、生态工业基
地、特色农业基地“三个基地”，加
快建设国家级绿色发展先行区、湘赣
边协同发展样板区、长株潭融合发展
幸福区，连续两年上榜中国县域旅游
发展潜力百强县市。

徒步炎陵

来一段说走就走的红色穿越之旅
本报记者 刘圆圆

闲 话闲游

西班牙弗拉门戈、非洲
手鼓、普宁英歌舞、安塞腰
鼓纷纷亮相北京农展馆，共
同开启国际非遗展览……近
日，由文化和旅游部、北京
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首届
北京国际非遗周上，不同国
家的近500个非遗项目，描绘
出一幅不同文明和合交融的
美好画卷。

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饶
权表示，近年来，中国非遗
事业蓬勃发展，向世界提供
了非遗保护传承实践“中国
方案”，为世界非遗多样性增
添“中国色彩”，希望北京国
际非遗周也成为推动中外文
化交流合作的宽广舞台。

秘鲁舞者秘鲁舞者

非遗工艺展示非遗工艺展示

皮影表演皮影表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