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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叶挺铜像前献花，在云顶市集撸串……

暑期文旅消费释放“热”活力

“睡一晚就到北京了。”听说成都到北京

有夜间动卧列车，正在成都游玩的北京游客

江枫毫不犹豫选择了返程的动卧车票。

7月2日19点28分，成都东始发、终到北

京丰台的D966次列车开行。作为成都到北京

首趟“夕发朝至”动卧列车，当天开行的D966

次列车经广元、汉中、西安北、石家庄、高碑店

东，于次日6点47分到达北京丰台，全程运行

时间11小时19分钟。

这趟动卧列车有哪些特点？当天，笔者上

车进行了体验。

车厢充满四川特色元素
当天动卧票价最低840元

当天19点左右，笔者来到成都东站17站

台。不一会儿，D966次列车缓缓开来。这列列

车由16节车厢组成。“包括1节高级动卧、12

节动卧、2节二等座及1节餐车车厢，全列定

员618人。”列车长李月介绍。

登上列车，笔者看到，动卧车厢均为4人

间，床位为上下铺，配有充电接口，每张床位还

配有阅读灯，许多备品有熊猫等四川特色元

素。高级动卧车厢为2人间，一侧为上下铺，另

一侧设有沙发、衣柜、电视等。为提升旅客乘车

体验，位于10号车厢的列车会客厅准备了各

类茶水饮料供旅客取用。同时，通过摆放蜀绣、

配备《成都街巷志》《中国川菜史》等书籍、张贴

主题窗花等，打造以“夕发川黔晓入京 千里畅

游自在行”为主题的拍照打卡墙，营造独具巴

蜀特色和文化底蕴的休憩空间。

19点28分，列车准时开行。笔者发现，乘

坐这趟列车的乘客不少是商务人士。从事财

务工作的北京市民孙云玲几天前到成都出

差，“下午在成都忙完，第二天一早还要赶到

北京开会，乘坐夜间动卧再合适不过。”

成都市民吴辉多年来常往返成都、北京

两地。“以前经常坐飞机，现在有了夜间动卧，

睡一觉就到，十分方便。”吴辉说。

夜间时段“轻语服务”
“深夜食堂”川味十足

到了夜间休息时间，车厢中提示音乐缓

缓响起。李月介绍，工作人员依据各个行程节

点，分别设计了睡眠曲、唤醒曲等，让旅客沉

浸式感受列车服务的温度。

为保障旅客休息，工作人员还在夜间服

务时段推行“轻语服务”，动卧车厢实行“免打

扰模式”，乘务人员统一使用降噪对讲机并佩

戴耳机进行工作安排，交流时保持脚步轻、说

话轻、动作轻“三轻”标准。

值得一提的是，列车还推出夜宵服务。川

之味公司业务主管黄菁介绍，在运行途中会

为乘客提供川味十足的冷吃兔、冷吃牛肉等

20余种小吃。乘客如有需求，可随时扫描车

厢内的二维码等待送餐，也可专门前往餐车

进行品尝。

2025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6月

30日在山东省青岛市启动。据了解，文化和旅

游部于7月至8月举办2025年全国暑期文化

和旅游消费季。其间，各地将围绕消夏避暑、滨

海度假、观演赏剧、赶集看展、亲子游乐、夜间

消费等暑期文旅消费热点，推出丰富多彩的应

季文旅产品和活动，举办超4300项约3.9万场

次文旅消费活动。

消费季期间，各地还将推出消费券、票价

优惠、消费满减、折扣套餐等惠民措施，发放超

5.7亿元消费补贴，加大消费惠民力度，更好满

足人民群众暑期美好生活需要。

在革命旧址解锁“红色之旅”

七月的皖南，蝉鸣阵阵，暑气正盛。

随着红色文旅迈入融合发展新阶段，近年

来，位于安徽省宣城市泾县云岭镇的新四军军

部旧址纪念馆立足红色资源禀赋，通过沉浸式

演绎、红色研学、科技赋能等多种形式，探索新

四军故事当代传播新路径，解锁红色文旅多样

化“打开方式”，进一步激发人们对红色文化的

热爱与传承。

在庄严肃穆的叶挺铜像前鞠躬致哀、敬献

鲜花，在饱经岁月沧桑的革命文物前仔细观

摩、专注聆听……近日，纪念馆内迎来一批批

小游客。

“这次带孩子来实地探寻新四军足迹，重

温了历史课本中的知识、亲身感受了革命先辈

们的奋斗历程。”专程从南京自驾来参观的游

客张磊表示，他还计划带孩子到附近的皖南事

变烈士陵园、王稼祥故居纪念馆，一站式探访

当地红色文化景点。

随着数字技术加速赋能，红色文化的展示

与传播迈入动态、具象、多元的新阶段。走进新

四军军部旧址纪念馆，在传统的玻璃展柜之

外，观众总会被一些“上新”的展示设备牵住视

角：LED高清屏上，北伐时期叶挺编练新军、

整训部队的场景正一幕幕上演，向观众讲述

“铁军是怎样炼成的”……近年来，纪念馆投入

500余万元，先后对叶挺同志生平展、国家安

全教育展等展区进行升级改造。

科技手段的引入不仅重新定义了纪念馆

的策展理念，也重塑了观众的观展模式。“十几

年前来参观，玻璃柜里的物件像‘老古董’一样

静静摆着，现在带孩子来，发现它们全‘活’过

来了！”云岭镇居民陈女士感叹道。记者看到，

许多游客不再满足于“打卡拍照”式观展，而是

纷纷驻足于电子设备前，在沉浸式体验中与革

命岁月展开“对话”。在技术与历史的碰撞中，

红色文化得以跨越时空触动当下观众的心，成

为可感知、可传承的精神血脉。

创新场景点燃“夜间经济”

夜幕降临，吉林长白山脚下的二道白河

镇，云顶市集灯火璀璨、人潮涌动。500米长的

商业文化街区两侧，60余家美食与长白山特

色文创摊位依次排开。游客品美食、逛夜市，感

受长白山夏夜的独特魅力。

“市集已成为游客的热门打卡地，更是我

们打造‘长白山不止天池’全域旅游格局的重

要业态支撑。”项目策划团队成员张秋森说，今

夏长白山还重启免费巡游巴士服务，连接雪绒

花、云顶市集及恩都里等热门景点，全面提升

游客体验。

今年年初，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进

一步培育新增长点繁荣文化和旅游消费的若

干措施》明确，要盘活提升存量空间，打造新型

消费场景，发展夜间文旅经济。

傍晚，在重庆南岸区滨江路南滨路，年轻

人骑行或慢跑，让江风带走燥热；沿江餐饮店

纷纷推出江景纳凉座，冰镇饮品与特色小食热

销。作为南滨路沿线重点城市更新项目之一，

“岸香南”全景式滨江露台商业街6月20日正

式开街亮相。当地对约5000平方米的滨江商

业空间进行更新，引入20余家餐酒等品类品

牌，打造“江岸微醺生活社交场”。

“发挥‘凉资源’作用，不断满足多层级消

费群体的多元需求。”吉林大学商学与管理学

院教授辛本禄认为，夏季也可深挖冰雪文化潜

力，开发主题文创与演艺活动，既能吸引夏季

客流，又能为冬季市场预热。

（综合新华社）

夕发朝至 成都到北京首趟动卧列车开行

7月 1日零时起，全国铁路实行新的

列车运行图。7月2日，成都往返北京、上

海两地的夜间动卧列车正式开跑，至此，

成都至北上广深均实现夜间动卧直达。

有观点认为，这并非“雪中送炭”，因为

成都与北京、上海之间的出行方式本就繁

多。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相比单纯连接两

地，夜间动卧开通具有更深远的意义。

“夕发朝至”破壁垒
重塑区域协同模式

夜间动卧的一大亮点是“夕发朝至”。

从事通信行业的吴磊要去深圳做市场

调研和推广，“有了蓉深夜间动卧，睡一觉就

到，不会影响第二天的工作进度。”从事餐饮

行业的张润要去深圳与伙伴商议下一步市

场规划，“以前坐飞机会浪费一天的时间在

路上，现在晚上睡一觉就能到，很舒服。”

睡眠休息和赶路奔波同时进行，这样

的“时空折叠”被追求速度与效率的当下

所需要。而需求的背后，是区域间日益繁

密的交往。

今年以来，成都先后走进粤港澳大湾

区、长三角地区开展投资促进系列活动；3

月，成都中心五区组团赴北京海淀区学习

考察，仅武侯区就与海淀区签下35亿元

订单；西博会期间，50余家上海企业到访

新都，30余家上海企业考察双流……你来

我往中，成都站上新的起跑线。

“夜间动卧的开行将极大改变跨区出

行的方式和格局，东南西北4个城市群由

此进入24小时协同圈。”仲量联行成都战

略顾问部负责人张雨放认为，成渝城市群

和其他三大经济集群的关系已从“产业-

人才—资金—技术”的梯度转移，变成更

多的双向流动。

“移动旅居”拓场景
延长文旅消费链条

上月，孟先生利用周末去了一趟北京

环球影城，“为了能多耍一下，我买了周六

一大早的机票。”孟先生说，“如果有夜间

动卧，周五晚上就可以出发，整个旅程会

从容很多。”

暑期已至，途牛统计显示，上海、北

京、广州、成都等城市更受毕业游用户的

青睐。成都至北上广的夜间动卧列车，或

将为火爆的暑期旅游增添新体验。

此前开通的成都至深

圳夜间动卧列车上，每节车

厢均设有婴儿护理台，每个

卧铺上方都设置了小夜灯

及衣架，餐车24小时提供服

务，方便家庭式出行。

成都至北京、上海动卧列车上，更在

高级动卧席位配备了装有一次性牙具、洗

脸巾等的洗漱袋，为旅客打造“移动旅居空

间”；在会客室，备有各类书刊，形成“移动

图书馆”。

夜间动卧列车的开通创造出新的“夜

间消费场景”，激发出“高铁+旅游”新需求。

张雨放表示，“通过将文旅消费场景前

置到高铁，形成新的旅居模式，并极大地延

长文旅消费链。”四川省委省政府决策咨询

委员、西南交通大学教授陈光则认为，这样

的出行方式为“周末游”新市场打下良好基

础，刺激旅游产品更新，激发文旅市场活力。

“一城之便”带全域
提升支点带动能级

成都与北上广深实现夜间动卧直达，

值得关注的不仅是起始点和目的地，还有

沿线经停点，比如绵阳、广元、自贡、泸州。

因为增加的夜间动卧，上海虹桥至泸

州列车从2列增加至4列。“作为外贸企

业，我们在上海有不少客户和供应商。”泸

州综保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业务部经理

张乾峰表示，“夜间动卧给我们提供了更

多出行选择，与上海往来更方便了。”

日前，四川省委、省政府印发《关于支持

成都做优做强极核功能 加快高质量发展的

意见》，其中一方面的考虑在于，四川促进

“五区共兴”，成都是主引擎，支持成都高质

量发展就是要带动全省区域发展更加协调。

在陈光看来，此次夜间动卧的开通将

提升成都辐射周边带动全域能力，“一方

面，成都周边城市会因此获得通向其他经

济区的高效便捷的交通途径，另一方面，

将加强成都和周边区域的人员往来，促进

成都和周边区域之间的经贸合作，加快产

业链上下游迅速配套，实现共同成长。”

（《成都日报》吴喆孟浩陈煦阳）

本报讯（段玉清 杨柳）7月2日19:

28，成都东始发、终到北京丰台的D966

次列车开行。作为成都到北京首趟“夕

发朝至”动卧列车，当天开行的D966次

列车经广元、汉中、西安北、石家庄、高

碑店东，于次日6:47到达北京丰台，全

程运行时间11小时19分。

此次开行的动卧使用4组CRH1E

型动车组，为全球首款时速250公里的

卧铺动车。每组列车由16节车厢组成，

全列定员618人。其中，动卧为4人间，

配有充电接口、阅读灯，走廊有感应照

明；高级动卧为2人间，一侧为上下铺，

另一侧设有沙发、衣柜等。乘务班组实

行24小时值守，列车提供夜宵服务，夜

间提供冷吃兔等食品饮品。

从运行时间看，除每周二停运外，

成都至北京的动卧列车其余时间为每

日两班。当天19:33，还开行贵阳北始

发，途经成都东终到北京丰台的D968

次动卧列车，成都到北京全程运行时间

11小时28分。

自 7月 1日全国铁路实行新的列

车运行图后，成都还开行至上海的动

卧列车。加上今年年初开通的蓉深动

卧，至此，成都至京津冀、长三角、粤港

澳大湾区三大城市群均有高铁动卧列

车连接。

夜
间
动
卧
的
﹃
时
空
折
叠
术
﹄

睡一觉飚拢！这趟车川味足
◎ 段玉清杨柳

DD966966 次列车车内的次列车车内的

四川元素四川元素。。 杨柳杨柳摄摄

DD966966次列车次列车。。杨柳杨柳摄摄

（上接1版）

2016年起，清远市将“礼让斑马线行动”

作为文明城市创建重要抓手之一，在全市范围

内广泛开展专项整治行动。近十年过去，这项

行动仍在继续，交通路口依旧能看到志愿者持

续开展文明出行劝导的身影。“‘文明礼让斑马

线 文明交通我践行’‘清远好风尚’文明观演

倡导行动、‘清远周末·文明1小时’……”清远

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皮建军如数家珍，清远还通

过举办形式多样的文明宣传活动，引导大批市

民积极参与文明创建，形成了共建共治共享的

良好局面。

礼让斑马线，折射出一座城市的温暖。以

文化人，则是以另一种柔情涵养着清远的

文明。

在清远北江之上的江心岛上，一座蓝顶白

墙的岭南书院（江心岛书院）静立其间。门前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的题字与滔滔江水相

映，勾勒出传统书院精神与现代文明交融的画

卷。这里既是市民休闲的“城市绿肺”，更是涵

养心灵的“文化客厅”。市民陈媛芳带着女儿在

书院悦读亭里，各自捧着一本书专心阅读。“周

末时，我常常带着女儿来这里读书，这里有家

中很难营造的读书氛围。”陈媛芳说，荷花池的

美景、清新的空气，更为阅读增添了几分乐趣。

“一座岛温润一座城，也温暖了一个又一

个人”，在清远市民的心中，江心岛书院不仅是

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平台，更是城市

文明建设的一道独特风景。

文明，不止于此。在清远，文明创建的累累

硕果蕴藏在群众生活中的点滴中：口袋公园星

罗棋布，“开窗见绿、出门进园”成为居民生活

日常；长者饭堂迅速增加，成为老年人每天的

“幸福打卡点”；老旧小区焕发生机，“微改造”

提升着居民的幸福感；医疗领域实现信息化赋

能，医保便民服务跑出“加速度”，让群众在“家

门口”享受到优质医疗服务……

如今，文明之花在清远大地绚丽绽放。展

望未来，清远将秉持创建为民、创建惠民、创建

靠民的理念，持续巩固提升文明创建成果，推

动创建“文明城市”向建设“城市文明”转变，让

城市因文明更美丽，让生活因文明更美好。

方寸真微集万象
中国图书馆文献缩微事业

四十年展览开幕

本报讯（周玮）由国家图书馆主办、全国图

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承办的“方寸真微集万

象 寿越千年存古今——中国图书馆文献缩微

事业四十年”展览，日前在国家图书馆开幕。

本次展览以“奠基篇、奋斗篇、成就篇、创

新篇”四大板块为结构，通过文献实物、技术设

备、历史档案、影像资料和沉浸式互动体验等

多种形式，全面回顾了自1985年以来，在全国

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的带领下，我国图书

馆界在文献缩微保护领域的实践探索与重要

成果，展现了全国公共图书馆在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保护与传承方面所做的不懈努力与坚实

步伐。

截至目前，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及成员单位累计拍摄古籍善本、民国文献、少

数民族珍贵文献等各类文献近20万种，8000

余万拍，其中包括“敦煌遗书”、《永乐大典》等

多部国宝级典籍，交出了一份沉甸甸的文化守

护答卷。

作为一种高度安全的文献保存方式，缩微

胶片具备保存周期长、再现精度高等优势，理

论保存寿命可达500年以上。展览特别设置了

“胶片阅览区”，观众可通过缩微设备直观感受

缩微胶片的真实细节。

展览在国家典籍博物馆第六展厅面向公

众免费开放，将持续至2025年7月31日。

天津市廉洁文化
原创作品展演举行

本报讯（刘桂芳）由天津市文化和旅游局

主办、天津市群众艺术馆承办的“清风正气”天

津市廉洁文化原创作品展演，7月1日在天津

市群众艺术馆举行。现场通过歌曲、快板、评剧

等艺术形式，为观众带来了一场廉洁文化主题

演出。

曲艺表演唱《夸夸咱的儿媳妇》，京东大鼓

《一面镜子》《廉洁奉公袁了凡》《包公赔情》，

评剧《袁黄上疏》，快板《清风颂》，快板书《清

官谱》，歌曲《清风颂》《人民公仆》《你这样的

人》《前路风清》《还是那条路》等12个原创节

目紧扣廉洁主题，以百姓喜闻乐见的艺术形

式，展现天津廉洁文化建设的创新成果，也为

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注入文化动能，让廉

洁精神真正浸润民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