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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兰州5月21日电（记者何问 王学
涛 白旭）一座北方传统四合院中，来自法国的
约翰·詹迈特和妻子手握咖啡，享受着片刻惬
意。漫步在山西省历史悠久的平遥古城。

“昨晚街道都被灯笼点亮，非常浪漫梦
幻。”詹迈特说：“街上很多年轻女孩男孩穿着
中国传统服装，这表明他们非常热爱自己的文
化与历史。”

国产 3A游戏《黑神话：悟空》展现的中国
文化深深吸引了詹迈特夫妇。于是，他们策划
了一场深入体验的旅程，行程涵盖首都北京、
山西平遥、西北古都西安，以及南方风光旖旎
的广西壮族自治区。这些地方既有现代都市，
又有传统文化体验地。

“在西方世界，人们对中国存在误解，所以
亲眼看到中国的真实面貌很有必要。”在实地
探访后，詹迈特感受到中国很安全、干净，人们
也非常友善、热心。

在许多外国游客的印象中，中国最显著的
文化符号是长城、大熊猫或上海林立的摩天大
楼。而如今，随着我国持续优化签证政策，外国
游客的目光正逐渐从“打卡”著名景点转向那
些鲜为人知的目的地。更多人像詹迈特夫妇一
样，选择通过多样旅程深度探索中国。

截至今年5月初，我国对38个国家宣布单
方面 30天免签，并将 54国游客的过境免签停
留时间延长至240小时。国家移民管理局发布
数据显示，2024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累计查
验出入境外国人 6488.2 万人次，同比上升
82.9%。2025年第一季度，这一数字达1743.7万
人次，同比上升33.4%。

从“五一”期间在去哪儿平台上用非中国
护照预订国内机票情况来看，北上广深杭稳居
入境游前五，成都、厦门、南京、重庆、海口等作
为目的地，入境游增长一倍。除了一线城市，外
国朋友在中国也开始深入探索更多地方。

从使用护照预订国内酒店情况来看，珠海
“五一”期间外籍旅客预订酒店量增长七成，青
岛增长六成，武汉增长五成。与此同时，记者看
到北京一些远离传统景点的居民区中的酒店、
餐馆甚至理发店，也迎接了络绎不绝的外国顾
客。

在地处西北内陆的甘肃省，越来越多外国
游客走进了莫高窟等历史文化遗址。在地处机
场的甘肃省博物馆文创商店，店铺销售经理康
莫北接待了不少来自澳大利亚、泰国、日本等
国游客。“他们中有的已经参观过地处兰州市
区的甘肃省博物馆，还有一些拿着在‘小红书’

上看到的图片来寻找文创产品。”她说。
为了更好地服务这些海外游客，这一文创

商店专门配置了可供外卡刷卡的 POS机，还
对店内职工加强了外语培训。

这一旅游新趋势也为行业发展带来了新
机会。

为了满足外国游客对非传统目的地和深
度文化体验的需求，去年陈宛妮与陈敏共同创
办了“环游探索者”旅行机构，专门组织美食、
探险和文化等主题旅行。陈宛妮介绍，已有订
单中60%的新客户都来自老客户的推荐，有些
游客还选择了多次参团。

“旅游不仅是一项产业，更是外国人了解
中国的一扇窗口。”陈敏表示，如今的游客不仅
仅满足于传统景点的观光，而是主动提出希望
前往更多“不一样的地方”，这也是旅游业发展
正走向成熟的表现。

去年9月，来自英国的汤姆·皮科克-纳齐
尔通过免签政策首次来到中国。他通过“环游
探索者”定制了一个为期十天的中国游行程，
他不仅去了北京、西安等热门目的地，还深入
西南地区的贵州省。

相比北京的现代都市风貌，贵州的山谷风
光和民族风情同样令皮科克-纳齐尔惊艳。

“我已经爱上了中国，这主要是因为我们选择
了‘不走寻常路’。如果只是逛大城市、吃热门
餐厅，这趟旅行可能就变得和其他国家一样，
平淡无奇。”他说。

皮科克-纳齐尔说，真正的中国不仅美食
丰富、文化多元，而且城市氛围多变，每个转角
都能遇见截然不同的街区和场景。

携程集团区域政务总经理孙为立分析认
为，越来越多外国游客深入中国的热潮，是签
证便利、支付优化、交通发达和线路多样等多
方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以不断升级的“火车游”为例，如今仅需乘
坐一辆火车专列，便可从四川出发，漫游新疆
全域8000公里。

5月 18日，Y444次“熊猫专列·成都号”满
载着109位中外游客开启了为期16天的“全景
南北疆极致之旅”。截至目前，“熊猫专列·成都
号”5月至10月共计10趟次的新疆线产品已全
部售罄，其中70%为入境游客。

此外，影视作品、电子游戏和社交媒体也
让中国“魅力”加速“出海”，吸引更多海外受
众。“我们现在更加开放、自信。”孙为立说。

“中国太大了，”詹迈特说，“我可能得花一
个月时间，才能真正了解中国的魅力。”

越来越多境外游客选择小众旅游地深度探索中国
五月的仙女湖碧波荡漾，这片被誉

为“爱情圣地”的湖泊人潮涌动，一场以
“仙女奇幻游园会”为主题的文旅盛宴，
让游客在山水之间感受传统文化与现
代文旅融合的魅力。

游客们穿梭于仙雾缭绕的岛屿之
间，与身着古装的“七仙女”“玉帝”“龙
王”趣味互动，手持特制的“仙有钱”银
票兑换美食……这场融合神话、动漫与
沉浸式体验的创意活动，不仅成为流量
焦点，更展现了仙女湖以文化 IP撬动品
牌升级的创新实践。

作为山水画卷里的“赣西明珠”，江
西新余市的仙女湖不仅藏着七仙女的
浪漫传说，更有数万公顷的原始森林温
柔环抱，50平方公里的广阔水域碧波粼
粼，100多座岛屿星罗棋布，作为国家级
旅游度假区，湖内湖外形成一体化全域
旅游格局。

品牌创意的核心在于“让文化活起
来”。经过改造升级的仙女湖“浪漫三
岛”成为游客打卡的热门景点：羽仙岛
的“仙界穿越门”以藤蔓垂花营造秘境，
游客踏入瞬间即开启“天庭外传”剧情；
七夕岛的姣龙剧场中，龙族五妹“敖夜”
与游客共舞互动；爱情岛化身“仙侠片
场”，游客可参与“霸总宠妻”等短剧拍
摄，过足戏瘾。

“围绕‘仙女下凡’核心文化 IP，我
们开发了十余个特色项目，通过与游客
互动、沉浸式剧情、古风表演等形式，让
游客化身‘仙界来客’，形成‘文化引流-
消费转化-品牌增值’的良性循环。”仙
女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齐雄伟
介绍。

仙女湖的创新融合不止于传统文
化。近年来，景区以“文旅+”模式拓展边
界，形成多元业态共生格局。2024年，

“仙女湖马拉松赛”吸引 2万余人参赛；
“七夕爱情路杯”全国自行车赛、桨板大
赛、少年搏击赛等，让运动激情与山水之
美交织。“演艺+旅游”成就现象级 IP——
继六度与央视合作举办七夕晚会后，
2024年首次携手哔哩哔哩打造七夕“仙
侠实景晚会”，以湖岛为舞台，将地方传
说与动漫、游戏 IP融合，全网曝光量突破30亿次。

品牌营销更显“破圈”巧思。景区构建全媒体矩阵，
用互联网思维激活流量：4月以“春日探秘 百名主播齐
邀仙女湖”为主题的文旅直播盛宴中，百余名头部主播
带领网友“云游”仙女湖；“五一”期间推出“#仙女奇幻游
园会#OMG仙女湖新玩法”等话题，塑造热点“五一江西
仙女湖开启浪漫副本”。齐雄伟说，景区还培育了62名职
工兼职主播，“仙女管家”团队化身古风NPC，形成“人人
都是宣传员”的传播生态。

如今，七夕文化已成为这片山水最鲜明的标识。“从
单一 IP到多元生态，两年多来，我们以创新融合为墨，在
文旅答卷上写下浓墨重彩。”仙女湖区委委员、管委会副
主任李春艳表示，“未来将持续以七夕文化为锚点，通过
品牌活化、业态焕新、全域联动，不断拓展文旅融合的深
度与广度，为游客带来更多元、更丰富的体验。”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 刘婧宇 转自《新华每日电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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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拉萨5月21日电（记
者 春拉 潘一景）随着气温回升，
海拔4718米的纳木错迎来了一年
中最富诗意的时刻。湛蓝的湖水
挣脱冰面的束缚，与远处的念青
唐古拉山相互辉映，吸引了一批
批游客来到湖畔观赏。

“每年 5月，纳木错湖的冰封
逐渐消融，这一现象被称为‘开湖
’。”当雄县文化和旅游局局长王
勇介绍，19日举行的纳木错“开湖
日”活动是西藏首届“雪域古城·
圣地拉萨”文化旅游节的一部分。

“开湖日”现场格外热闹，不
仅有取水等“开湖”仪式，还有精
彩表演和非遗体验。“我第一次来
纳木错，真幸运能赶上‘开湖’盛
景！”来自四川成都的游客白丹特
意穿上了藏族传统服装来拍照。

系列文旅活动精彩纷呈，“西
藏游”热度正不断攀升。今年“五
一”假期，西藏文旅市场表现亮
眼，累计接待国内外游客156.72万
人次，同比增长 16.24%；实现旅游
总消费 11.23 亿元，同比增长
15.18%。

在热闹的文旅活动中，西藏
非遗项目大放光彩，让游客领略
到古老而独特的文化魅力。

“牦牛与青藏高原群众的生
产生活紧密相关，西藏人民对牦
牛有着独特的感情和文化信仰。”
18日，国际博物馆日当天，西藏牦
牛博物馆创馆馆长吴雨初在镇馆
之宝“牦牛纹带柄铜镜”展位前，
为游客介绍牦牛在高原生态与民
俗生活中的重要地位。“通过设立
展区，我们让牦牛毛编织、牛皮船
制作等非遗技艺从展柜走向互动
体验。”吴雨初说。

西藏自治区文物局党组书记
赵兴邦介绍，在实体展馆沉浸式
体验与云端平台数字展陈的双轨
驱动下，西藏全区博物馆体系正
日益完善，在文旅融合中发挥着
重要作用。

持续增加的铁路列车和民航
班机，为游客来藏旅游提供更多便利。

“今年以来，我们已累计开行 14趟进藏旅
游专列，相比去年同期增加2趟。‘五一’假期期
间，青藏铁路集团公司累计发送旅客 56.96万
人次，同比增长 7.89%。”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
限公司客货管理部副主任李葭说。

19日上午，随着TV9971航班在日喀则和
平机场平稳降落，日喀则市迎来 67名来自日
本、阿根廷的外籍游客，这是今年以来西藏规
模最大的入境包机游客团组。

民航西藏自治区管理局数据显示，夏秋航
季，共有 11家国内外航空公司执飞西藏航线，
航班通达国内外58个城市。

西藏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厅长江华表
示，西藏将不断推动文化旅游深度融合，为经
济发展注入澎湃动能，以更丰富的业态、更开
放的姿态，诚邀八方来客感受雪域高原的无
限精彩。

新华社郑州5月20日电（记者 刘诗平）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不同的天
气气候条件，造就具有独特观赏价值的瞬间之
美与四季之景。而这，正逐渐成为我国旅游业
高质量发展的新蓝海。

中国气象局副局长熊绍员 20日在河南省
洛阳市举行的第三届气象旅游发展大会上说，
挖掘全国各地独特的气候禀赋，将云海、雾凇、
彩虹等气象奇观转化为旅游资源，打造“一地
一特色”的绿色发展模式，正成为激活区域经
济、推动生态价值转化的新赛道。

吉林的雾凇、庐山的云海、香山的红叶、蓬

莱的海市蜃楼、峨眉山的金顶佛光……这些地
方的气象奇观闻名中外。彩虹、冰瀑、星空、极
光等气象奇观，越来越受到人们追捧。跟着气
象去旅行，正成为旅游新风尚。

熊绍员表示，随着旅游消费升级，避暑避
寒、冰雪运动、观星赏花、研学康养等特色体验
备受青睐。

与此同时，气象部门加强科技创新，开展
气候生态资源普查评估，不断发掘当地独特的
气候禀赋和气象景观，越来越多气象资源正在
转化为旅游资源。

中国气象服务协会2022年至2024年发布

的三批“天气气候景观观赏地”名单中，许多地方
的云海、雾凇、彩虹、冰雪、星空等气象景观在列。

专家表示，天气景观资源、气候环境资源
和人文气象资源等气象旅游资源有着独特的
观赏和利用价值。通过开发，可以有效丰富旅
游产品，增强旅游目的地的吸引力，赋能旅游
业高质量发展。

“探寻气象驱动文旅经济发展的新动能、
新路径，推动‘气象+文旅’迈向更高质量的发
展阶段，这既是对国家战略的积极响应，也是
对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需求的切实回应。”熊
绍员说。

国务院印发的《气象高质量发展纲要
（2022—2035年）》明确提出，强化旅游资源开
发、旅游出行安全气象服务供给。

熊绍员表示，气象部门将加强科技赋能，
深化产业融合，推动气象融入旅游产业发展和
安全保障体系，强化气象旅游资源供给和文物
保护服务，强化气候康养资源开发利用，建立
文旅康养气象风险预警服务体系。

“通过多维度、多层次的业态创新，充分释
放气象资源价值，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
元化、品质化文旅需求，推动气象与旅游产业
协同高质量发展。”熊绍员说。

新华社重庆5月20日电（记者 赵佳乐）近日，来自
山东济宁的阿苹（化名）和爱人跨越近 4000公里的山川
阻隔，在新疆赛里木湖景区雪山、湖泊、白云的见证下，
领到了自己的结婚证。

“比起在老家领证，这段旅程多了一层特殊的意义。
这是我们经历 5年异地恋、跨越数千公里才领到的结婚
证，‘来之不易’，我们更会好好珍惜。”阿苹说。

近段时间，赛里木湖以及全国其他地方的婚姻登记
处，迎来了不少像阿苹夫妻一样的异地新人。今年5月10
日起，我国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正式施行，新人结
婚登记可以全国各地“通办”。这一政策掀起“旅行结婚”

“目的地婚礼”的热潮。
对于新人们来说，结伴旅行让领证更有体验感，能

够留下两人的专属回忆。
来自广东惠州的珊珊（化名）和爱人正在进行进藏

“结婚旅行”，得知 5月 10日起结婚证可以“全国通办”，
他们决定当天走到哪里就在哪里登记。最后，这对新人
在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甘孜县领了证。

“传统婚礼流程多，在双方父母的支持下，我们决定
去一直向往的西藏结婚。”珊珊说，这段旅途独特、充实
且富有意义。

还有一些新人正在路上。广西人梁森和吉林人王铭
忆最近从吉林省吉林市出发，计划沿着 331国道自驾 1
万多公里到新疆赛里木湖领证。

“我们俩本身就爱旅行，‘全国通办’政策实施后，我
们想领一个‘与众不同’的结婚证。”梁森说，一路上，他
们尝丹东小吃、过虎山长城、爬巍峨雪山，仿佛在演一场
专属于自己的“公路爱情片”。

他们还带上一张结婚照，每到一个新地方就会在照
片上盖上当地的邮戳。“我们的目标是盖满这一万多公
里沿路城市的邮戳。”梁森说。

“婚礼是年轻人追求个性化生活的一种表现。如今，
年轻人更看重自我表达，使得婚礼的体验感越来越强，
新人们更注重自身能否从婚礼中获取情绪价值。”华中
师范大学社会福利研究中心主任梅志罡说。

异地结婚还能让新人感受到不同地区的风土人情，
带来独特感受。

“在甘孜县，为我们办证的是一位热情的藏族大姐，她
为我们献上了哈达。”珊珊说，这些是其他地方没有的体验。

“赛里木湖登记处提供了各类民族饰品供新人拍照
留念。整个过程是让人心动的新鲜感。”阿苹说。

全国多地也以结婚登记“全国通办”政策为契机，开
展一系列“宠新人”活动。赛里木湖景区婚姻登记中心工
作人员介绍，在这里完成结婚登记的新人，可享终身免
票。上海部分婚姻登记机关迁入历史保护建筑、特色文
化小镇以及甜爱路等“甜蜜地标”。浙江龙泉市融合宋韵
文化，打造特色街区，丰富婚礼消费场景。

“旅行结婚的仪式感更足，让两个人多了一个值得
纪念的地方，这将成为人生中一段珍贵的回忆。”在赛里
木湖领证的河南人李青崖说。

“甜蜜地标”的别样婚礼

“ 跟 着 气 象 去 旅 行 ”渐 成 新 风 尚

新华社哈尔滨5月21日电（记者 姜思
妮）青山含黛，绿水如眸。五月的小兴安岭，白
桦抽新枝，红松叠翠浪，宛若一幅绚丽多彩的
生态画卷，徐徐铺展在世人眼前。

曾经，伐木取材、“靠山吃山”是位于小兴
安岭腹地黑龙江省伊春市群众赖以生存的方
式。如今，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伊春人办旅
游、开民宿、采山珍，吃上了“生态饭”，在绿水
青山间，书写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故
事。

漫步五营红松林海景区，清新湿润的空
气裹挟着草木芬芳扑面而来，每一口呼吸都
饱含着负氧离子的馈赠。石头上，数十种植物
依石而生、野蛮生长；松林里，花栗鼠不时“现
身”，显示着大自然的神奇与生机。

“这是云杉，和它‘握手’不疼；那个是冷
杉，和它‘握手’可要小心点。”五营红松林海
景区副总经理崔健华向游人介绍，话语间的
熟稔，展现出伊春人对森林的深厚情感。兴致
盎然时，他还会现场表演森林号子，那激昂的
号子声，诉说着林区的变迁，也见证着伊春从

“向林索取”到“与林共生”的转变。
如今，伊春的森林覆盖率已攀升至

83.8%，23个自然保护区、7个地质公园，构筑
起坚实的生态屏障，让这片土地成为众多野
生动植物的家园，也让“中国林都”森林游的
金字招牌愈发闪亮。

生态的良好根基，为产业发展奠定了坚
实基础。伊春立足资源优势，大力发展森林康
养民宿产业和林下经济，让绿水青山真正变
成了金山银山。

走进铁力市年丰朝鲜族乡的“岭尚十年”
民宿，处处充满诗意。这里，政府投资建设硬
件设施，企业负责内容植入和市场化运营，二
者携手合作，打造出独特的旅游体验。每晚的
小兴安岭文化分享会、充满趣味的森林骑行、
浪漫的星空观测，还有加入桦树汁的特色咖
啡，吸引着八方游客，让民宿经济成为乡村振
兴的新引擎。

与此同时，伊春还加速发展林下经济。如
今，24 家桦树汁企业开发出涵盖食品、日化
等领域的5大类180余款产品；黑木耳产业也

不断延伸链条，从传统种植向抑菌涂料等衍
生产品拓展；野生蓝莓、刺五加等特色资源，
更形成了“九珍十八品”品牌矩阵。曾经单一
的林业产业，如今已发展成多元共生的绿色
产业集群，为伊春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生态美了，产业兴了，伊春人的生活也甜
了。

在伊春森工上甘岭林业局溪水林场，刘
养顺家的农家乐飘出阵阵饭香。回忆起往昔，
刘养顺感慨万千：“以前靠伐木为生，收入低，
生活难；如今，守着这片绿水青山，日子越过
越红火。”铁锅炖鲤鱼、排骨炖豆角，一道道特
色佳肴端上游客餐桌。旺季时，农家小院天天
爆满，年收入超10万元。

停斧锯换来绿意浓，护生态赢得百业兴，
像刘养顺一家变化的故事在林区还有不少。
停伐后，林场修柏油路、建花谷，40余家民宿
和农家乐串成“餐饮一条街”，曾经的伐木工
人，如今变身民宿管家、山货掌柜，日子越过
越有盼头。他们的笑容，是对伊春“靠山吃山”
新实践最动人的诠释。

小兴安岭林区群众吃上“生态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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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城盐湖呈现“调色盘”景观
▲这是5月20日拍摄的运城盐湖景色。连日来，随着气温持续升高，位于山西南部的运城盐湖呈现出色彩斑斓的景象，从空中俯瞰，如

同一块块散落在大地上的调色盘。 新华社记者 詹彦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