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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村镇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

要载体，不但是延续乡村历史根脉、

中华本土文化的活化石，更是留住

乡愁、传承乡土文明、建设美丽乡

村、实现乡村振兴事业的前提和保

障。在文旅融合和乡村振兴的背景

下，有效激活乡土文化发展的内在

动力，才能推动古村镇长效发展。

日前，一场关于文旅乡村美好

生活营造的第四届古村镇大会在

“九曲黄河第一镇”山西碛口古镇召

开。会上，围绕“黄河传统，时代生

活”的主题，近40位文化旅游、遗产

研究、建筑设计等领域的专家学者、

古村镇保护与活化实践者，深度解

读了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如何实

现古村镇保护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平

衡、文旅融合如何推动古村镇长效

发展、古村镇发展如何与县域经济

互相支撑、如何充分发挥文化遗产

在乡村振兴中的积极作用等问题。

“一村一品”的营销
“秘诀”

明清至民国年间，碛口镇凭借

黄河水运一跃成为北方商贸重镇，

享有“九曲黄河第一镇”的美誉，是

中国历史文化名镇。然而，这座古镇

的旅游业却并没有想象中的美好。

“即便房价每晚只有100元，也没有

人来住。”这让当地经营民宿的大叔

很不解。

“其实，每个地方都有其独特的

文化背景，你要做的就是品牌营销，

融入碛口古镇的文化，把文化背景

用讲故事的方式推销出去，同时要

注重参与性和设计性，打造一种极

致体验，活化整个观光产业。因为在

休闲产业或者观光体验中，更重要

的是体验，比如体验当地的生活。”

台湾花莲县休闲旅游协会理事长叶

陈锦如此解惑。

“村民要充分发挥和利用本地

资源优势，开发具有地方特色的精

品，打入国内外市场。”这是叶陈锦

提出的“一村一品”行动。正是这个

行动，让花莲县在乡村文化和观光

旅游的融合方面做出了特色。

“找出乡镇的特色和独特的文

化背景，从中发掘不同的旅游体验

活动。然后，以乡村特色为核心，规

划长期一致的乡村转型战略。接着，

以乡村特色发展食、衣、住、行、育、

乐等产品，根据当地特色和故事衍

生旅游产品，增加乡村收入。最后，

通过包装设计与互联网营销等现代

方式推广乡村特色。”叶陈锦为如何

打造新乡村观光体验、营造文旅乡

村美好生活做出了四个步骤规划。

居游共享 营造古镇
文旅社区

“文化旅游更多要构建文化空

间美学，过去我们说生活意义是功

能延续，但是在生活意义或者文化

意义方面，我们是要打造更多文化

空间体验。利用符号传递某一种价

值，激活某一种情感，营造了某一种

特定生活方式，引发企业最终转化

为消费，这是文化和旅游转化中的

重要环节。”中国旅游改革发展咨询

委员会委员孙小荣这样看待文旅

融合。

在孙小荣看来，过去是打造旅

游景区，更多的是依赖现有资源如

遗产、山水等做景区，不需要更多的

美学来指导。如今，在文化旅游时代

下，是要创造旅游景区，对文化遗产

和文化形态进行再度创作。“只有科

技、创意、创新等元素叠加在一起，

才可能创造出一个好的文旅项目或

者文旅产品。”孙小荣说。

山西荫城古镇是尚未被开发古

镇的典型代表。明清时期，荫城街上

的铁庄、货栈、当铺、车马店及客栈

等多达 400 余家，如今荫城镇依旧

保留着诸多古民宅和古建筑遗址。

对于这样的古镇，如何才能让游客

真正体验到浓厚的铁文化呢？

“我们首先修复了古镇风貌肌

理和重要遗产，对临街建筑外立面

进行改造，接下来是对当地的基础

设施和公共设施进行升级。”大地风

景文旅集团副总裁、大地乡居总经

理李霞表示，其介入核心是构建一

个居游共享的美好生活社区，不仅

为游客服务，更为居民服务。

李霞认为，做古镇文化整理、研

究和古镇新的文化 IP 品牌塑造推

广，并引入一部分的示范性业态，也

是活化利用很重要的一步。“我们将

这一步分为 4 个部分：一是做品牌

塑造和核心游赏空间构建；二是丰

富美食街区、夜生活街区、度假街

区；三是投资要回报，通过周边的地

块产业开发和链条扩展满足需求；

四是多主体参与和利益共享，多元

化的、有品牌影响力的业态，以及公

益机构、艺术家、艺术院校和创客将

给古镇赋予生命力。”李霞说。

“过去乡村是一个游憩或旅游

空间，未来更多是一个文化体验场

景。文旅融合美好生活怎么打造？

首先要解决场景革命问题，然后需

要更多艺术参与创造更多文化场

景。通过引导大众消费潮流，将场

景 的 故 事 、意 义 和 品 质 传 递 出

去。”在孙小荣看来，未来文旅乡

村融合的美好生活图景一定是以

生态为背景，并有多重体验的多元

文化场景。

年轻人是乡村生活
中的一抹亮色

美好的文旅乡村生活离不开年

轻人的参与，乡村要真正活起来，还

需要吸引更多年轻人回到乡村中去

生活。

贵州黔东南茅贡小镇是由陈国

栋所在的“无名营造社”团队运营

的。3年前，陈国栋收到当地政府的

邀请，做茅贡小镇运营，同时兼顾

小镇的规划和建筑设计工作，这一

经历让他深刻地了解了当地乡村

的状态。他所带领的团队，“90 后”

成员居多。

“没有任何吸引人的地方。”这

是陈国栋对茅贡镇的第一印象。但

很快他发现，茅贡镇管辖的 15个村

落中有 11个村落为传统村落，而且

政府也开始介入，介入手段基本是

常规的民宿、餐厅、旅游。于是，在

他接手后，在茅贡镇主要做了三方

面的工作：文化生产、空间生产和产

品生产。

茅贡镇有创客中心、乡创公寓、

乡创学院、接待中心、文创咖啡屋

等，陈国栋想把这里变为小镇的孵

化中心，能够吸引更多外来人，尤其

是一些青年创意团体。他们把粮库

艺术中心改造成展览空间，用来展

示当地的村落文化；激活小镇中间

的供销社，做成茅贡百村百工中心，

展示茅贡镇的手工艺品；在小镇的

旁边做了木构工场和百村物产加工

场，作为一个对外的窗口，希望能够

带动乡村的经济。

陈国栋希望促进乡村跟城市的

对话，2016年，他和他的小伙伴策划

了“到乡村过周末”活动，邀请村民

和外面的人一起过周末。“我们特别

渴望呼吁更多的年轻人到乡村来，

或者到一些设计机构来，呼吁更多

设计师跟我们一起来做一些事情，

也希望更多地激活在乡村生活的另

外一种可能性。”陈国栋表示。

（据《中国文化报》）

乡村旅游生活该如何营造
裴秋菊

冬至馄饨夏至面。夏至，古代又

称“夏节”，民间有食凉面的习俗。清

代的潘荣陛在《帝京岁时纪胜》中就

写道：“夏至，大祀方泽，乃国之大

典。是日，家家俱食冷淘面……”冷

淘，即过水面，也叫凉面。夏至以后，

白昼的时间渐渐缩短，因而有“吃过

夏至面，一天短一线”的说法。

夏至一过，三伏将临。这时，气

候炎热，食欲不振，人们需要一种

美食来开胃爽口，而凉面就是最好

的选择。凉面既能充饥，又可解暑，

口感多变，风味突出，吃起来“似腻

还成爽，如雪又飘丝”。

古人对凉面特别喜爱，制做出

许多色香味俱佳的凉面品种，如

“槐叶冷淘”“甘菊冷淘”等。唐代大

诗人杜甫就在《槐叶冷淘》中吟道：

“青青高槐叶，采掇付中厨。新面来

近市，汁滓宛相俱……经齿冷于

雪，劝人投此珠。”诗人所说的“槐

叶凉面”，是指在面粉中加入槐叶

汁，揉和均匀后制成的碧绿面条。

绿色本身就给人清爽的感觉，再加

上煮熟的面条过水而淘，自然“凉”

气十足。吃在嘴里比嚼雪还清凉，

真是“经齿冷于雪”的凉爽美味。

“甘菊冷淘”则是宋代著名的凉面

品种，北宋诗人王禹偁写道：“……

淮南地甚暖，甘菊生篱根。长芽触

土膏，小叶弄晴暾。采采忽盈把，洗

去朝露痕。俸面新且细，搜摄如玉

墩。随刀落银镂，煮投寒泉盆。杂此

青青色，芳香敌兰荪……”由于掺

进了甘菊汁，因而面条色泽青翠，

煮熟后经过冰凉的清泉一淘，吃起

来更是凉意沁人。

千百年来，凉面都是盛夏中的

消暑美食。其制做方法简单，先将锅

中的水烧开，然后把手擀面条或机

制面条下锅，并用长筷挑散，使其不

粘连，最后把煮熟的面条捞出，用凉

水冲洗，待水分滤干后盛入碗中备

用。要吃的时候，根据各人的口味和

喜好，加入牛肉、鸡丝、火腿、黄瓜、

海带等菜品，并佐以姜、葱、蒜、辣

椒、香油、味精等调料，拌匀后，一

碗香辣酸甜的凉面就做成了。

放在餐桌上，色泽光鲜的凉面

令人耳目一新。低眉之间，那浓郁悠

远的香味便扑鼻而来，那种诱惑真

是无法形容。用竹筷夹住几丝凉面，

吃进口中，味美至极，食欲倍增。慢

嚼，细品，凉爽舒畅，惬意无限。

夏日，吃着那碗碗凉面，酷暑

就在丝丝清凉中过去了。

凉面消夏
兰祖全

最 近 ，浙 江 杭 州 南

宋官窑博物馆正式发布

“当古窑址遇上 AR 新科

技”产品。游客只需在移

动 设 备 上 下 载 专 门 的

APP 扫 描 现 场 的 导 览

图，就能一睹 800 年前的

龙窑烧制场景。沉寂百

年的古窑址，借助现代

化的科学技术，又重新

“活”了起来。

文化遗产是人类共

有 、共享的精神文化财

富，具有稀缺性、脆弱性

和不可再生性。如何让

更 多 的 人 接 触 文 化 遗

产，近距离感受文化遗

产的魅力？数字技术的

迅猛发展，让人们看到

了解决问题的曙光。数

字技术帮助我们拨开历

史的重重迷雾，带领我

们 领 略 过 去 文 明 的 辉

煌。数字技术的发展，让

文 化 遗 产 不 再 是 冰 冷

的、晦涩难懂的、“藏在

深闺人不识”的状态，而

是生动的、有趣的，可以

融入时代，走进大众生活的。

我国文化遗产数字化进程起步

并不晚，几乎与国际同步。20 世纪 80

年代末，敦煌研究院率先在国内提出

了建设数字敦煌的构想。此后，数字

敦煌、数字故宫、数字圆明园相继建

成。2016 年，国家文物局、国家发展

和改革委员会等五部门联合印发了

《“互联网＋中华文明”三年行动计

划》，公布两批示范项目，并与国际

文化遗产记录科学委员会合作开展

了两期文化遗产保护与数字化培训

班，标志着中国“数字技术＋文化遗

产”迈入了 2.0 时代。

随着我国文化遗产数字化的迅

速发展，在文博领域涌现了大批优秀

成果。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不仅是让

文 化 遗 产 借 助 数 字 技 术 再 次“ 重

生 ”，更 重 要 的 是 挖 掘 其 新 的 生 命

力，使其形成新的价值，可以被更广

泛地延伸和利用，以全新的模式迎接

新的机遇与挑战。比如湖北省博物馆

依据湖北随州出土的 2600 多年前的

妆奁底部的漆画作品原始资料制作

动画短片，并出版了同名的填色图

书，鼓励观众用画笔跟古人对话；数

字圆明园通过对消失的文化遗产圆

明园的复原研究，形成了数字圆明园

原创 IP ，并以此为基础研发了产品

线，涵盖了数字展演、文创产品等领

域，展现了从文化价值的挖掘研究到

IP 打造再到产品化运营的全产业链

范例。

值得提醒的是，文化遗产数字化

的过程必须要有强大的学术支撑。正

是 因 为 前 期 充 分 的 研 究 、投 入 、转

化，才能有震撼的数字化成果，才能

带给观众亲历感、参与感，使观众在

体验中建立知识链接，并引发情感共

鸣，增强文化自豪感和自信心。

甘肃省首个铁路无轨站
正式开通运营

新华社兰州 6 月 18 日电（记者

李杰）6 月 17 日，甘肃省首个铁路无

轨站在临夏回族自治州汽车西站正

式开通运营，这标志着临夏州公铁

联运班车与铁路车站实现无缝对接

运输。

据了解，无轨火车站是铁路部门

在没有铁路经过的市县设置的具有

购票、取票、候车、物流等功能的铁路

站点，将火车站候车厅以无轨形式延

伸至当地，实现公路与铁路的零距离

换乘。

中铁兰州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外边的人嫌远不愿来，当地人怕麻

烦出不去”是临夏州群众出行的真实

写照。为了方便临夏州周边乡镇群众

告别山高路远，临夏州汽车西站已经

与兰州车站签订合作框架协议，开通

运营铁路无轨站。

为了给乘客提供更便捷的服务，

临夏州汽车西站客运站铁路无轨站

在售票大厅设有铁路售票窗口和铁

路旅客候车区。同时，根据旅客需求，

合理排序发送班次。

2019世界集邮展览
中国展品斩获诸多奖项

新华社武汉 6 月 17 日电（记者

廖君 王贤）中国 2019 世界邮展吸引

了85个国家和地区的4683框邮集参

加展出。6 月 16 日举行的颁奖仪式

上，公布了中国 2019 世界邮展作品

获奖名单，共有 156 部邮集荣获大

奖，中国展品斩获诸多奖项。

国家邮政局副局长戴应军介绍

说，本次邮展的竞赛类展品汇集了

近年来国内外的一批优秀作品，让

观众们大饱眼福。特别是新中国成

立 以 来 中 国 邮 政 发 行 的 1358 套

4510 枚邮票首次集中亮相，令国内

外观众耳目一新。

评审委员会对经过层层筛选后

参展的 811 部 3433 框展品及 145 部

文献展品进行了评审，评出金奖 111

部，大金奖45部。经过国际评委现场

唱票，本届邮展的三个大奖揭晓：中

国集邮家魏钢将军的《中国蒙古邮政

史（1755-1921）》摘得“荣誉大奖”，

日本集邮家Masayasu Nagai 展示澳

大利亚第一套邮票的邮集《澳大利

亚：维多利亚私人印制时期 1850-

1859》获得“国际大奖”，中国集邮家

丁劲松的《中国 1897 年红印花加盖

邮票》荣膺“国家大奖”。

新华社上海 6 月 17 日电（记

者 陈爱平 杨有宗）自今年7月1日

起，上海市内酒店将不主动提供一

次性的牙刷、梳子、浴擦、剃须刀、

指甲锉、鞋擦等“六小件”，以促进

资源的减量化和再利用。上海市文

化和旅游局日前发布《关于本市旅

游住宿业不主动提供客房一次性

日用品的相关问答》称，酒店不主

动提供“六小件”应兼顾住客便利

性和满意度；如原先不收费的，不

得借机收费。

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市场管

理处负责人介绍，上述“六小件”是

客房内在日常生活中被循环和重

复使用的，又便于消费者旅行随身

携带的日用品。首先选择上述品

类，以推动生活垃圾源头减量、兼

顾旅游住宿企业的可操作性、考虑

住店客人的便利性和满意度为

原则。

这位负责人说，“不主动提供”

要点在于“不主动”，即酒店不能主

动配置、设置一次性用品，体现“被

动性”；但当住店客人明确表示需

要时，酒店仍可提供上述“六小

件”，提供方式可以是送物上门也

可以是客人到特定地点申领等。

上海文旅局介绍，星级饭店评

定标准等行业标准对特定酒店的

服务有明确规定的应当遵照执行，

没有相关限制的，是否收费由企业

自行决定。如原先不收费的，不得

借机收费。如收费的，应当提前向

客人明示，告知收费的价格，并做

好明码标价等相关工作。

《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

规定，鼓励和引导各类市场主体参

与生活垃圾源头减量和分类投放、

收集、运输、处置以及资源化利用

等活动。上海文旅局介绍，酒店在

遵循行业标准的前提下，可根据自

身及客源情况增加不主动提供的

用品品种。

上海将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水

平、生活垃圾源头减量工作要求、

市场供需情况及社会接受度等，适

时更新旅游住宿业“不主动提供一

次性用品目录”。

上海多家酒店已提前在酒店

房间及预订网站展开相关宣传，并

正在制定更为详细的落实方案。

上海公布酒店不主动提供“六小件”细节

撒 网 许双福（陕西）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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遂宁以文化旅游宣传周
为引领展示文旅风采

本报讯（李林晅）为展示四川省

遂宁市文化旅游资源，集中展现文旅

融合发展成效。近日，由中共遂宁市

委宣传部、遂宁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

游局主办，以“圣莲花开 醉美遂宁”

为主题的遂宁市 2019 年文化和旅游

发展大会及遂宁观音湖荷花节文化

旅游宣传周在遂宁市正式启动，宣传

周活动将持续至6月30日。在宣传周

期间，遂宁市各县区都将进行文旅资

源展示，展示时间均为两天。

据了解，此次文化旅游宣传周以

文艺表演、旅游景区图片展览、旅游

特色商品推介、旅游宣传品展播促销

等形式，宣传遂宁市文旅优势资源，

推介精品旅游线路，展示文旅企业风

采，营销具有地方特色的旅游产品和

文创产品，吸引更多的游客感受遂宁

之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