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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全国各地红色旅
游热度持续攀升，红色旅游的吸
引力和影响力越来越强。不少红
色目的地不断创新内容和形式，
与夜间旅游、科技时尚、乡村振兴
等融合发展，使红色文化更加鲜
活生动，红色旅游迸发出青春活
力，越来越多“90后”“00后”的年
轻人爱上红色之旅。

红色旅游 持续升温

纵观今年的节假日旅游市
场，红色之旅都是热门选择。人们
学习革命历史、感受革命文化的
愿望日益强烈，参观革命旧址、纪
念馆、博物馆蔚然成风。携程红色
旅游大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预
订红色景区门票的人数同比增长
208%，较2019年同期增长35%。
红色旅游、红色乡村、红色景区成
为搜索最多的关键词。北京、江
苏、湖南、上海、河北、陕西、江西、
四川、浙江、河南、贵州等红色旅
游资源丰富的目的地人气兴旺。

从 2004 年到 2019 年，全国
红色旅游资源不断扩充，每年参
加红色旅游的人次从1.4亿增长
到14.1亿。其中，年轻人的占比越
来越重，红色旅游市场年轻化趋

势明显。携程报告显示，在今年出
行的红色游客中，“80后”“90后”
占七成，“00后”同比增长2.5倍，
下单红色旅游景区的“90后”同比
增长21%，“00后”更为活跃，同
比增长 165%。“80后”最爱带娃
逛红色景点，三成家庭选择红色
亲子游。

“红色旅游+乡村旅游”带动
了文旅产业高速发展。多地开发
的“红色旅游+乡村旅游”特色线
路，助推乡村振兴。石家庄西柏坡
红色胜典景区、沂蒙红色影视基
地、大别山红色旅游区、西江千户
苗寨这些结合了红色与乡村特色
的目的地受到游客喜爱，这些景
区今年的订单量相比2019年平
均增长496%。

携程研究院战略研究中心副
主任张致宁认为，随着爱国主义
教育深入人心，青少年对红色文
化更加向往，红色旅游市场不断
焕发出生机与活力。同时，红色旅
游目的地基础设施提质升级，服
务质量明显提升。

红色体验 鲜活起来

为丰富游客的游览体验，不
少红色旅游景区推出夜间演艺，

通过灯光、VR、沉浸式剧场等方
式让红色故事“活”起来。苏州沙
家浜风景区今年推出“横泾不夜
天”文旅夜游项目，融沉浸式演
艺、光影科技、民俗曲艺、街区观
光、换装互动等于一体，带给游客
立体化的夜游体验，门票订单量
同比增长275%。

山东枣庄铁道游击队景区的
“红色经典、缤纷夜游”游园活动
受到游客喜爱。数百架无人机翱
翔在景区上空，不断变换出人们
熟悉的“党旗”“日出”“胜利”“火
车头”“盒子枪”等经典红色造型。
景区还利用裸眼3D的交互投影，
让游客领略到铁道游击队景区不
一样的景致。

山东沂南县常山庄是著名的
“红嫂家乡”。当地人把“农家院”
变成一个个实景小剧场，推出一
系列红色沉浸式演出剧目。当游
客进入小院后，可参与到演出互
动当中。沂蒙红色影视基地打造
的沉浸体验剧《沂蒙四季·红嫂》
吸引了大批游客，成为沂蒙红色
文化旅游新亮点，今年门票的订
单量相比2019年同期增长超过
17倍。

江西日前推出了首部革命旧
址沉浸式实景剧《那年八一》，故
事以1927年南昌起义为主线，通

过多主角、时空并行交汇的第三
人称叙事方式，展现一代中国青
年为八一起义谱写的热血壮歌。
《那年八一》在革命旧址上实景创
作，借助声光电技术给观众带来
沉浸式体验。不同于传统舞台剧
的坐着看，游客边走边看演出，还
可以换上军装成为剧中角色，参
与演出。

这种沉浸式体验营造出逼真
的现场感，让红色旅游进一步“圈
粉”年轻人。携程数据显示：今年
上半年，红色景区兼夜游属性的
景区订单量同比上涨75%。游客
选择红色景区时，对夜游项目更
为关注。“沉浸式红色夜游”成为
红色旅游的新趋势。

红色旅游 不断创新

很多红色旅游景区持续推动
“红色旅游+”，与多业态融合发
展，积极拥抱智慧化、数字化，运
用新技术不断带给游客眼前一亮
的惊喜和全新的感官体验。红色
文化高科技主题公园——赣州方
特东方欲晓，运用 4D 轨道车电
影、幻影成像剧场等高科技，打造
互动性强的红色主题项目，尤其
受到年轻游客的喜爱。

红色旅游还大力引入文博、
文创、影视IP等要素，创新角色扮
演、沉浸体验、户外拓展等新形
式，推动红色旅游向着可互动、可
参与、可体验的方向转型升级。以

“红色旅游＋影视IP”联动为例，
途牛旅游产品设计师介绍：“今年
多部红色题材影视作品的热播，
引发了年轻人对红色文化的浓厚
兴趣。我们把年轻人的兴趣点融
入到红色旅游产品设计中，在与
电视剧《觉醒年代》关联的新文化
运动纪念馆、《新青年》编辑部旧
址、李大钊故居等景点中，加入影
视剧经典场景打卡内容，结合剧
情调整导游词，形成影视场景和
历史场景的深度互动，让年轻游
客更有带入感地走进红色历史，
感受红色文化。”

寓教于游的红色研学游受到
家长和孩子的喜爱。途牛旅游在
新推出的红色旅游产品中将红色
旅游景点、历史情景再现、现场体
验式教学进行深度整合。许多家
长表示，红色旅游是学校之外不
可或缺的“第二课堂”，希望与孩
子一起通过穿红军服、走“长征
路”、唱革命歌、吃忆苦思甜饭等
方式，让年轻一代铭记峥嵘历史、
赓续红色精神。

（《人民日报海外版》赵珊）

网 络 社 会 环 境 治
理，是当前全球面临的
共同课题。网络文明伴
随互联网发展而产生，
是现代社会文明进步的
重要标志，在社会主义
精神文明建设和网络强
国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日
益凸显。

统计数据显示，截
至今年 6 月份，我国网
民规模达10.11亿，互联
网普及率达 71.6%。超
10 亿用户接入互联网，
形成了全球最庞大的数
字社会。随着网民规模
不断壮大，网络空间日
益复杂，网络空间治理
难度持续加大，顽瘴痼
疾亟须加以解决。

广大网民对网络不文明现象深
恶痛绝。坚持不懈加强网络文明建
设，是顺应信息时代潮流、提高社会
文明程度的必然要求，是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满足亿万网民对美好生活向
往的迫切需要，是加快建设网络强
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
重要任务。要不断适应互联网发展新
形势新要求，推动网络文明水平不断
得到新的提升。

加强网络文明建设，要注重网络
空间文化培育。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引领网络文化建设，广泛凝聚新
闻网站、商业平台等传播合力，把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到广大网民
中。要激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活力，
打造广大网民喜闻乐见的特色品牌
活动和原创精品。

加强网络文明建设，要加强网络
空间生态治理。治理网络乱象，要以
铁的决心、铁的手腕、铁的作风一抓
到底、坚持不懈。要进一步规范网上
内容生产、信息发布和传播流程，深
入推进公众账号分级分类管理。要深
入推进“清朗”“净网”系列专项行动，
深化打击网络违法犯罪，开展互联网
领域虚假信息治理。还要健全网络不
文明现象投诉举报机制，动员广大网
民积极参与监督，推动网络空间共治
共享。让失德失范的行为在网络空间
成为“过街老鼠”，没有立锥之地。

加强网络文明建设，要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人民群众满
意不满意作为网络生态治理的检验
标准，重点解决人民群众关心的网络
生态突出问题，满足亿万网民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要多措并举推进文明办
网、文明用网、文明上网、文明兴网，
为加快建设网络强国，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坚强思想保证、
强大精神动力、有力舆论支持和良好
文化条件，在天朗气清的网络环境
中，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在“千湖之省”湖北里有
一个“百湖之县”，就是我的家
乡阳新。那里有很多独有的美
食——阳新屯鸟炖汤，韦源口
螃蟹、仙岛湖银鱼……而在太
子镇上，顶好吃顶有名的算是
素有“荆楚一绝”美誉的太子
豆腐。

相传，三国时期，阳新洪灾
过后腹泻、恶疮肆虐。吴国太子
孙登两次赴灾区慰问，深得民
心。可是，孙登也不幸染病。当
地豆腐匠给他端来一碗热热的
豆腐，他吃完以后竟感神清气
爽，身体神奇地康复了。“太子
豆腐”于是得名。

宋朝“著名吃货”苏东坡在
黄州时，遍游山水，偶然吃到太
子豆腐，发出“煮豆作乳脂为
酥，高烧油烛斟蜜酒”的咏叹。
经过千年的时光洗礼，如今的
太子豆腐已“开枝散叶”，在传
统豆腐的基础上，衍生了白干、

黑干、香干、熏干、千张等。
我的婶娘每次上街都会带

点太子豆腐回来。她说：“太子
豆腐看起来是硬的，吃起来却
是软的。而且是百样煮法百样
好吃。”

太子豆腐结合了南豆腐和
北豆腐的优点，既能鲜嫩可口，
又能煎炒不烂、久煮不散。少时
在街上闲逛，爱在李大哥的作
坊里看他做豆腐。汽雾翻腾里，
昏黄灯光下，豆香氤氲中，他劳
作的样子映在我的脑海里，一
看到豆腐就闪现。

要做好太子豆腐，很不容
易。首先，制作全程得用当地父
子山上流下的清甜甘泉。制作
流程包括选豆、泡豆、洗豆、磨
豆、烧浆、起豆油、起蓝皮、滤
浆、点浆、打板、滤水、大包、紧
包、压板成型、拆包等十几道工
序。起豆油这个部分是把豆浆
上凝结的一层淡黄色油皮用竹

杖轻轻挑起来，稍微叠卷一下，
做成油皮。李大哥曾在起豆油
时，把它送到我面前。我小心地
拈起，嘬着吃，又香又滑。豆油
干后的成品就是油皮，通透、金
黄，有点类似市面上的腐竹但
是更油润爽滑有营养。

太子豆腐与其他地方豆
腐制作最大的不同在于包豆
腐。市面上的豆腐是用一个大
木格成形，切成小块出售。而
太子豆腐用石膏点浆，出来豆
花后，分舀进手绢大小的白色
方形绒布里，把对角轻轻系
上，再摆放在案台上。一个个
的，不像豆腐，倒像刀切大馒
头。包裹好的豆腐要分两次压
制挤出水分，这样太子豆腐表
面柔韧、内心滑嫩的风格才能
形成。

做好的太子豆腐，看起来
润若凝脂，洁白如玉，用手掂
它，它轻轻晃动却不会散塌。

刚拆包的豆腐拿回来，放
在淡盐水中焯一下，撒上盐、酱
油、醋、小葱葱花、辣椒红油就
可以佐餐，清淡中藏着鲜美，清
爽生津。

虽然“百样煮法百样好
吃”，但我和婶娘对一种最方便
又最过瘾的吃法有共识：土灶
大火烧热铁锅，多多放些当地
特产的茶树油，然后保持中火，
把新鲜太子豆腐切厚片摊开放
进去，半煎半炸。等一面金黄
了，就翻个面。只需五六分钟就
做得了出锅装盘。放一碟家常
的辣酱在边上，吃的时候蘸一
蘸。酥香里裹着滑嫩，豆香里掺
着茶油香，让人完全放不下筷
子。婶娘说：“这味道，给个娘娘
当我也不换。”

红色旅游迸发青春活力

“荆楚一绝”太子豆腐
杨阳

新华社北京11月19日电
在中央宣传部指导下，中央广
播电视总台联合国家文物局、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时一年策划
制作的首档考古空间探秘类文
化节目《中国考古大会》于11月
20日与受众见面。

据悉，《中国考古大会》创
新运用空间探秘、专家解读、实
景记录、全息影像等多种节目
表现形式，从中国百万年人类

史、一万年文化史、五千多年文
明史的维度，聚焦浙江杭州良
渚古城遗址、北京周口店遗址、
河南安阳殷墟遗址、四川广汉
三星堆遗址、陕西西安唐长安
城遗址等12大考古遗址，呈现
百年来考古工作对构建中华文
明标识体系的重要作用。

节目首创考古空间探秘形
式，以“发现发掘、整理阐释、保
护传承”为叙事线，邀请“考古

推广人”通过空间探秘与任务
解锁，联结考古场景，复现历史
图景，营造身临其境的考古氛
围体验，在权威考古专家的伴
随式解读下，向观众全景展现
中国考古事业的研究成果和最
新发现，反映中国考古工作背
后所承载的时代价值、文化特
质和民族精神。

《中国考古大会》依托总台
构建“5G+4K/8K+AI”战略格局

的系列新实践，借助超高清视音
频制播呈现国家重点实验室的
技术支撑，充分挖掘总台AI+
VR裸眼3D演播室技术的优势，
针对每个考古遗址量身打造不
同的“视+听+触”场景，带领观
众沉浸式感受考古魅力的同时，
一起抵达文物的“家”，更好认识
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历史脉
络、中华文明取得的灿烂成就以
及对人类文明的重大贡献。

新华社杭州 11
月 19 日电（记 者冯
源）良渚遗址以古城
和水利系统名扬海内
外，是实证中华五千
年文明史的圣地，但
是在古城营建之前，
良渚先民住在哪里？
灿烂的良渚文明，源
头又在何方？“早期
良渚——良渚遗址考
古特展”11月19日在
杭州良渚博物院开
幕，向观众集中展示
了考古工作者探源良
渚文明的最新成果。

展览分为“前夜
良渚”“早期良渚”“盛
世良渚”三个单元，共
展出文物近 300 件，
以玉器为主，陶器为
辅。而玉器中则有玉
琮、玉璜、玉镯、玉匕、
管形器、冠状器、箸形器等。

这些文物大多数是在2010年
后，从玉架山、官井头和北村等遗
址陆续出土的，也有上世纪八九
十年代，从吴家埠、瑶山等遗址出
土的。这些遗址位于现杭州市余
杭区和临平区，分布在良渚古城遗
址的外围，其年代一般要早于良渚
古城。

“ 良 渚 文 化 之 前 是 距 今 约
7000 年的马家浜文化和距今约
6000年的崧泽文化。先民最早在
太湖西边定居，然后经北转东，最
后来到太湖之南的良渚。”浙江省
文物考古研究所史前室副主任、良
渚工作站站长陈明辉说，多年以
来，浙江几代考古人一直致力求解

“良渚如何形成、从何而来”的谜
题，此次展览就是对已有成果的系
统梳理。

陈明辉说，此次展览重点关注
距今5300年至5000年的时段，在
考古学上属于崧泽文化晚期到良
渚早期。在这一时期，良渚社会出
现了阶层分化，最先出现了女性贵
族统治者，然后出现了男性贵族统
治者，最后出现了良渚最早的

“王”，像瑶山遗址中就有王一级的
墓葬。

“良渚考古为我国的‘中华文
明探源工程’作出了重大贡献，我
们近年来的一项重点工作则是为
良渚探源。”陈明辉说，良渚古城申
遗成功后，良渚考古的重点是进一
步发掘古城内的手工业遗存和外
围水利工程。同时，对古城外围也
进行了全方位的探查，目前在周边
10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已经发现
了300多处遗址。现在，对早期良
渚的考古还有不少空白，他们正采
用多学科手段，将研究推向深入。

展览由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
所、良渚博物院和中国江南水乡文
化博物馆主办，至12月12日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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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美南充·最美乡村”
创评活动持续开展

本报讯（记者 严崛）连日来，
“大美南充·最美乡村”创评活动火
爆进行，各地参与积极，反响强烈，
目前已有 60 多个行政村报名
参与。

两年一届的“大美南充·最美
乡村”创评活动由四川省南充市文
明办、南充市农业农村局、南充市
乡村振兴局等单位共同承办，旨在
通过活动，挖掘、发现、树立一批

“最美乡村”，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树立典范，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干在
实处、走在前列，打造幸福美丽新
村升级版。

据悉，“大美南充·最美乡村”
创评活动于12月下旬结束，共评
选产业发展、农旅融合、生态保护、
乡风文明、文化传承、乡村宜居6
个类别，每类评选10个乡村，分别
授予“产业发展最美乡村”“农旅融
合最美乡村”“生态保护最美乡村”

“乡风文明最美乡村”“文化传承最
美乡村”“乡村宜居最美乡村”称
号，并举行颁奖仪式对所有获评乡
村予以表扬。

探源中华文明 致敬考古百年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大型文化节目《中国考古大会》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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