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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今年 5 月 19 日是第 14 个“中国旅

游日”。从多地举行的惠民文化旅游

活动看，文旅深度融合，科技赋能不断

打造消费新体验，多元个性化需求助

力拓展消费新场景等，正逐渐成为当

下文旅消费新趋势。

文化“活”了旅游“火”了

牛肉丸、朥饼、糖画……潮州美食

非遗集市上，形形色色的潮州传统美

食香气扑鼻、“潮味”四溢。马来西亚

游客颜泳和今年第二次来到潮州，“感

觉吃不够！以后我还会经常过来。”

游客一边品尝美食，一边与潮州

饮食工作者、非遗传承人互动交流，一

口非遗糖画、一杯潮汕工夫茶，串联起

千年古城的文化魅力。

内蒙古鄂尔多斯，柔软精致的羊

绒制品不仅是游客常买的“伴手礼”，

而 且 还 能 让 游 客 亲 身 体 验 其 制 作 过

程；浙江宁海，赏花线路与采茶研学、

读 书 活 动 、绘 画 艺 术 有 机 结 合 ；在 上

海 ，访 问 各 大 博 物 馆 的 观 众 中 ，超 过

50％是 35 岁以下年轻人，超过 60％是

“拉杆箱一族”，85％以上会在博物馆

内或周边商圈购物……

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文旅深度

融合，让旅游业既服务美好生活，又促

进经济发展。

今年以来，宁海通过油菜花节、桃花

节、樱花节三大花节，累计吸引游客20余

万人次，带动实现旅游收入1350余万元。

目前，鄂尔多斯“绒都小镇”126 户

商户已和 181 家旅行社签约，2023 年

实现线上线下销售额超过 4000万元。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全国国

内旅游出游合计 2.95 亿人次，同比增

长 7.6％；国内游客出游总花费 1668.9
亿元，同比增长 12.7％。

宁海县徐霞客研究会执行会长麻

绍勤表示，文化是旅游的灵魂。在挖

掘和传承地方文化的基础上，强化地

域文化与旅游项目的深度融合，为旅

游发展持续注入活力。

科技赋能打造更炫消费新体验

用国际天文项目“退役”材料制成

艺术装置，将海量天文数据转为可视化

的图像，以互动性强、更直观的方式展

现科学家与艺术家对宇宙的理解……

上海天文馆的展览“宇宙考古—

探索时空的科学艺术之旅”日前向公

众开放，给参观的游客带来震撼体验。

科技赋能文旅产业，给游客带来

更多更炫的消费新体验，沉浸式智慧

化是其中的新亮点。

中 国 国 家 博 物 馆 里“ 华 彩 万 象

——石窟艺术沉浸体验”让石窟艺术

得到全新演绎；“5G 大运河沉浸式体

验区”成为江苏扬州中国大运河博物

馆人气最旺的“打卡”点；潮州涵碧楼

引入虚拟现实、增强现实技术还原历

史场景，讲活红色故事……

如今，5G＋智慧旅游应用已覆盖

风光旖旎的名山大川、历史文化厚重

的文化遗产和古镇古城、“烟火气”十

足的特色街区、精彩纷呈的戏剧演出

以及悠然又活力四射的现代乡村。面

向消费者的机器人送餐服务、无人机

外卖、无人机旅拍服务等，已广泛渗透

到旅游休闲场景。

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包括上

海天文馆在内的全国首批 42家智慧旅

游沉浸式体验新空间吸引消费者超430
万人次，实现消费总额超过2.2亿元。

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认为，

随着 5G、人工智能、大数据、虚拟现实

等新技术在文旅领域加速应用，科技

赋能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正不断展现

出生机勃勃、潜力无限的广阔前景。

个性化与多元化场景丰富

徐汇西岸，是正在举办的“2024 上

海（国际）花展”的一个会场。滨水空间

咖啡香与花香四溢，骑行、轮滑、攀岩、

篮球等各类体育运动场地客流“爆棚”。

游 客 周 婷 说 ：“ 我 们 一 家 人 来 这

里，老人想看看花，小孩子想玩轮滑，

我想坐下喝杯咖啡，每个人的需求都

不一样，但在这里都能得到满足。”

随着游客需求更多元化、个性化，

文旅消费场景不断突破“边界”，客源

地、目的地也更加多元。

在鄂尔多斯康巴什区，“暖城七点

半”春夏文旅消费促进活动给赛车小

镇注入夜间生命力。小镇推动体育与

旅游融合，培育水上运动、低空飞行等

新业态，引入后备箱集市、飞机草坪音

乐会，吸引更多年轻人和亲子家庭前

来“打卡”和夜游。

内蒙古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

授杨蕴丽认为，当下消费需求内容日

趋多样化，餐饮、旅游、零售、商圈、文

娱、数字化消费需求持续释放，旅游业

态正在日益多元化。

贵州“村 BA”、天水麻辣烫、淄博

烧烤、平潭“蓝眼泪”……此前相对“小

众”的旅游目的地，不断涌现出新的吸

引力。

携程研究院行业分析师王亚磊介

绍，从该平台“五一”订单同比增速看，

县域市场高于三四线城市，三四线城

市高于一二线城市。

中国旅游研究院预计，2024 年国

内旅游出游人数、国内旅游收入将分

别超过 60亿人次和 6万亿元。

戴斌说：“广大游客消费需求的变

迁，正在倒逼旅游从业者以全新的理念

看待今天的旅游业。我们要着力完善

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

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

（记者 陈爱平 贺书琛 毛鑫 顾
小立） （新华社北京5月19日电）

——透视旅游消费新趋势

文旅融合文旅融合、、科技赋能科技赋能、、个性多元个性多元

新华社记者 王春雨

“畅游中国，幸福生活”——今年 5
月 19 日，聚焦这一主题，我们迎来第

14个“中国旅游日”。

411 年前的 5 月 19 日，明代旅行家

徐霞客从浙江宁海出西门，“打卡”天

台 山 ，播 下 泽 润 后 世 的 旅 游 产 业 种

子。以此为由来、于 2011 年设立的“中

国旅游日”，见证着中国旅游业快速成

长、发展勃兴。

我国已形成全球最大国内旅游市

场。既关乎人间烟火，又连接“诗和远

方”，旅游业日益成为新兴的战略性支

柱产业和具有显著时代特征的民生产

业、幸福产业。

前行中的旅游业，促消费、扩内需。

行万里路，铺就万亿产业。数据

显示，2023 年国内出游人次 48.91 亿，

国内游客出游总花费 4.91万亿元。

“尔滨”又“整活”，网民喊话的北

境羽绒服“奔现”了。冬季“尔滨现象”

火爆时，有网友建议哈尔滨打造寒地

服装产业，品牌就叫“北境”。眼下，在

哈尔滨市宾县，新成立的哈尔滨北境

服装有限公司正抓紧建设厂房，预计

10月投入生产。

甘肃天水麻辣烫、山东淄博烧烤、

河南许昌胖东来……旅游让一座座城

市不仅在国内“出圈”，更吸引着世界目

光。在旅游业的带动下，街头巷尾的烟

火气、人流如织的市面、喧嚣的建设工

地，生动展现中国经济的韧性与活力。

一业兴，百业旺。衣食住行游购

娱，旅游业是串起一二三产业的综合性

产业，与其相关的上下游产业超过百

个，是畅通经济循环的重要抓手。今年

一季度，文旅市场供需旺盛，餐饮、交

通、文娱等服务消费快速增长。随着城

乡居民消费结构变化，旅游带动的特色

服务型消费仍有巨大成长空间。

发展中的旅游业，让绿水青山更

好变为金山银山。

门前是漫如云霞般的花海，身后

是挂着红辣椒的小院，家住小兴安岭

深处的林场退休职工刘养顺，又迎来

一年中最忙碌的时段。大森林、大氧

吧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砍了大半

辈子树的刘养顺开起农家院，生意越

做越火。

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

旅游业为青山绿水的守护者们带来源

源不断的收入。

近年来，生态文明建设深入推进，

长江流域恢复“水清岸绿、鱼跃鸟飞”，

古晋阳胜景“汾河晚渡”重现，云南洱海

“苍山不墨千秋画，洱海无弦万古琴”的

美景常驻。大美中国点燃亿万旅游者

的热情，要以旅游业为驱动，推动实现

高水平的保护和发展，将良好生态环境

持续转化为普惠的民生福祉。

创新中的旅游业，探索人文与经

济的共生共荣之道。

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旅游是文

化的重要载体，让人们能够藉此追寻

内心充裕、精神富足。

在西湖边体验茶艺、在孔府观皮

影戏、在乌苏里江畔制作鱼皮画。今

年“五一”假期，已纳入监测的国家级

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夜间客流

量 7257.58 万人次，按可比口径较去年

同期增长 6.9％。

进入旅游旺季，故宫博物院、殷墟

博物馆等“一约难求”；朝鲜族农乐舞、

侗族大歌等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让人

如痴如醉；“村晚”“村超”等乡村文化 IP
火爆上演……历久弥新的中华文化，赋

予旅游业不竭的创意源泉和发展动力。

研学之旅、寻根之旅、红色之旅……

文化与旅游的深度融合发展，让游客饱

眼福、长见识，徜徉中华文明长河，在深

邃厚重的家国情怀中，见贤思齐、陶冶心

灵。

旅游发展正当时，且以诗意向远

方。蓬勃发展的旅游业，让人们共赴

远方、品味美好，为中国发展注入新活

力、打开新空间。

（新华社哈尔滨5月19日电）

在“诗与远方”里壮大幸福产业

拼版照片：上图是一群棕头鸥在冰雪消融的纳木错湖面
停留（5月19日摄）。随着气温升高，西藏纳木错解冻开湖，
迎接即将到来的旅游旺季。 新华社记者 丁增尼达 摄

下图是5月19日，游客在甘肃省敦煌市鸣沙山月牙泉景
区游览。当日是第14个“中国旅游日”，今年活动的主题是

“畅游中国，幸福生活”。 新华社发（张晓亮 摄）

5月16日，游客在重庆市巫山县巫峡·神女景区守望台
留影。 新华社记者 王全超 摄

游客在西安大唐芙蓉园拍照游玩（2024年2月2日摄）。
近年来，国潮国风成为年轻人新宠。在古城西安，汉服

爱好者们精心打扮，在大街小巷拍照“打卡”，乐享古风新韵。
新华社记者 邵瑞 摄

新华社北京5月19日电（刘艺 杨
吉） 中国科学院专家 19 日在北京介绍

国内首次在轨水生生态研究项目进展

情况。空间站小型受控生命生态实验

组件由神舟十八号航天员转移至问天

舱生命生态实验柜中开展实验后，目前

在轨运行稳定、4条斑马鱼状态良好。

4 月 25 日，神舟十八号载人飞船从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升空。随 3 名航天

员一起进入太空的还有 4 条斑马鱼和 4
克金鱼藻，用于在轨建立稳定运行的空

间自循环水生生态系统，实现我国在太

空培养脊椎动物的突破。

据中国科学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

研究员郑伟波介绍，目前，航天员成功开

展了两次水样样品采集和 1次鱼食盒更

换操作，发现了斑马鱼在微重力环境下

表现出腹背颠倒游泳、旋转运动、转圈等

定向行为异常现象。后续科学家将利用

返回的回收水样、鱼卵等样品，结合相关

视频开展空间环境对脊椎动物生长发育

与行为的影响研究，同时为空间密闭生

态系统物质循环研究提供支撑。

19 日上午，由中国科学院学部局、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主办，中国科学院空

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承办的“天地共

播一粒种——青少年与航天员一起养

斑马鱼”科学教育活动暨 2024 年中国

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公众

科学日活动在北京启动。活动旨在充

分发挥空间站科技资源优势、搭建科学

探究实践平台，组织青少年设计研制可

供 4 条斑马鱼生活一个月的地面小型

密闭水生生态系统，并进行科学观察。

活动现场，科学家将斑马鱼样品赠

予同学们并回答问题。“斑马鱼作为‘模

式 生 物 ’，与 人 类 基 因 组 相 似 度 高 达

87％，可以作为许多人类疾病的研究模

型。同时，与航天员一样，斑马鱼成为

‘鱼航员’也需要通过生长阶段、活性、

健康等层层选拔。”中国科学院水生生

物研究所研究员王高鸿说。

中国“太空养鱼”项目进展顺利
“鱼航员”状态良好

新华社北京5月19日电 水利部

19 日 18 时针对广西、广东、福建 3 省区

启动洪水防御Ⅳ级应急响应，并派出 2
个工作组分赴广西、广东协助做好暴雨

洪水防范工作。

水利部当天发布的汛情通报显示，

5 月 17 日以来，华南、西南地区出现强

降雨过程，广东、广西等地降暴雨到大

暴雨。受其影响，广西郁江支流武鸣河

等 11条中小河流发生超警洪水。

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有关负责

人 表 示 ，5 月 20 日 至 21 日 ，广 东 东 南

部、福建东部和南部等地预计仍有大到

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此次强降雨

过程覆盖区域与前期高度重合，雨区土

壤含水饱和，易发生山洪、中小河流洪

水、城市内涝等灾害。

汛情通报显示，目前，广西、广东、

福建和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正密切

关注雨情、水情，加强监测预报，强化应

急值守、会商研判和信息报送，做好水

库安全度汛及山洪灾害、中小河流洪水

防范应对等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

产安全。

水利部针对南方强降雨
启动洪水防御Ⅳ级应急响应

（上接第一版）

医教援助，
留下用之不尽的财富
医疗和教育，事关国计民生。天津

加强医教援助，依托组团式支援，并不

断创新和升级支援模式，为黄南州医疗

和教育事业发展注入新动力，老百姓最

为关心关注的医疗、教育方面的援建成

果尤其明显。

在医疗方面，2022 年以来，天津累

计投入援建资金 2960 万元，实施乡村

卫生院改造升级及配套设施完善、购置

医疗设备等项目 10 项，进一步改善了

当地的医疗救治条件，完善和提高了医

疗服务功能。

每一批援青团队以“输血+造血”

“短期+长期”“线上+线下”的援助模

式，在“传、帮、带、培”中培养了一批本

土医疗技术骨干。

2023 年 3 月，黄南州人民医院在天

津市的协助下购置了第一台低温等离

子电切设备，完成了黄南地区首例经尿

道等离子前列腺电切术。

不断破零、填补空白，这样的案例

在黄南州比比皆是。让农牧民群众尤

为感动的是，黄南与滨海新区签订的跨

省医保定点医疗机构服务协议，让他们

可以享受到国内顶尖医疗资源，这一政

策，惠及黄南州 27万参保人员。

教育是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和基

础。近两年，天津实施黄南州中小学教

学生活设施提升、寄宿制学校及幼儿园

基础设施改善等项目 12 个，投入援建

资金 2821 万元，全面夯实了基层学校

办学条件。持续提升“黄南班”质量规

模，在黄南本地创新开办“天津班”，全

省率先实现双向异地办班，并在黄南州

建成 10 个思政教室，与 10 所天津名校

同步教学，实现两地同上一堂课。

今年3月底，在黄南州新时代高级中

学推进座谈会上，黄南州代表表示，天津

市在对口援青工作中投入真金白银、倾注

真情实意，为黄南改革发展稳定做出了积

极贡献。特别是天津市着力聚焦民生发

展，把教育援青作为对口支援打基础、管

根本、利长远的政治任务，采取组团支教、

异地办班、定向招生、教师培训等务实举

措，形成了教育支援帮扶新格局。

真情奉献，
书写高质量发展新篇
从带头“结对认亲”，利用赴青考察

期间，深入结对帮扶户送温暖的援建方

党政主要负责人，到告别父母妻儿，离

开富庶津门，深入高原牧区的众多援青

干部，他们将一腔热血融入黄南经济社

会发展大潮中。

做黄南人，说黄南话，办黄南事……

援青10余年，从上至下的真情奉献，在黄

南经济社会发展中书写了新篇章。眼

下，正值黄南州倾力建设产业“四地”的

关键期，天津援青指挥部发挥人才、资

金、技术优势，聚焦产业“四地”建设定

位，注重“引进来”“走出去”，助力黄南特

色产业高质量发展。

天津援青指挥部组织黄南企业参

加全国糖酒会、青洽会、津洽会等大型

展会，2022 年以来签约总金额近 150 亿

元。同时，深入实施“天路计划”，不断

扩大惠企范围，加大对当地企业的业务

培训和到省外开展展销推介活动的补

贴扶持力度，推动纳入全国帮扶产品目

录的企业由 16 家增至 28 家，帮扶产品

由 45个增至 104个。

在青海启龙商贸有限公司河南县

启龙牧场的生产车间里，一袋袋充满蒙

旗特色的咖啡被公司员工装进不同颜

色的包装盒内，等待销往全国各地。启

龙牧场生产的 3 大类、14 个品种的绿色

有机产品深受市场青睐，离不开天津援

青团队提供的产业帮扶。

河南县特色畜种雪多牦牛产奶少，

产品转化利用不足；酥油风味独特，但加

工工艺原始，保质期较短……为此，天津

援青团队多次考察，对当地产业发展优

劣势作深入研究分析，并促成河南县政

府与天津科技大学联合成立绿色有机畜

产品研究院，先后攻克牦牛奶酪制作中

的脱脂、发酵等技术难题。以此为基础，

启龙牧场陆续开发出酸奶等6款产品，年

销售额突破 2000万元，成为河南蒙古族

自治县规模最大的乳制品厂。

开展“造血式”产业援助以来，天津

援青指挥部首创“一只欧拉羊带您去旅

行”数字化文旅品牌 IP，打造了“产业+
文旅+互联网”农文旅融合发展新途径。

就在 5 月 16 日，“一只欧拉羊带您

去旅行”河南县文旅资源推介会在甘肃

省兰州市启幕。天津援青干部借助这

个机会，将河南县优质绿色有机农畜产

品和生态资源“搬”到线上，极力向省外

游客和推介会客商展示“第二故乡”河

南县的文旅新形象。

时间追溯到 2022 年，“坐着地铁游

黄南”专列在天津正式开启，能以这样

的方式让远在渤海之滨的天津市民认

识黄南、向往黄南、走进黄南，黄南人在

感念天津援青干部真情奉献的同时，也

为家乡文化旅游资源的天赐禀赋而自

豪不已，他们纷纷在短视频平台，“朋友

圈”留言，感谢天津，“点赞”黄南。

即将到来的 6 月，天津援青指挥部

将在天津市开展黄南州文旅宣传月，面

向全国推介黄南州独特的文旅、农牧业

等资源。

天津援青总指挥，黄南州委副书

记、州政府副州长裴治说，一次青海行，

一生青海情，天津援青将始终坚持“黄

南所需、天津所能”的总要求，持续用力

久久为攻，精准强化帮扶力度，在数据

援青，聚智引才，民生保障、组团式医

教，文旅产业合作、交流交往交融、援青

干部队伍建设等方面持续发力，全力打

造天津对口援青工作升级版，为黄南州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天津之为。

情重昆仑 青津同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