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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溧阳近年在发展全
域旅游过程中，以乡村旅游为
重点、整村运营为抓手，大力
招引年轻人返乡创业打造消
费新场景，带动农村吃、住、
行、游、购、娱等服务业态发
展，吸引乡村游客群从老年人
向全年龄段扩展，多个试点村
年接待游客超百万人次，经营
收入显著提升。

吸引八方人才竞逐乡
村旅游新赛道

村中心一大片绿意盎然
的草坪，小溪环绕，水塘清澈，
村里散落着各类风格的建筑，
有古朴斑驳的苏南民宿、时尚
的西餐厅、钢结构书吧和绿色
节能建筑等……这是记者在
溧阳市桂林村、洑家村和石塘
村等多个整村改造项目看到
的景象。

“乡村旅游这两年‘上人’
了，游客越来越多。我的农家
乐从 56 张床位增长到 300 多
张床位，还跟不上需求。”谈竹
岕月亮湾民宿老板蔡小春兴
奋地说，他每天用 5部手机回
复客户预订，朋友圈超过 1万
人。

蔡小春红火的农家乐是
溧阳乡村游缩影。2023 年，溧
阳市委、市政府抢抓乡村游升
温的机遇，启动“乡村旅居 田
园康养”工程，首批选择9个村
进行整村改造运营。

“2023 年考察后决定开
茶艺馆，投入 70 万元装修。
2024 年初开业，全年接待客
人 5 万人次，销售额达 170 多
万元。”桂林村“梦界茶集”创
始人隗玮介绍，她的茶艺馆
活化了中国古代茶百戏与点
茶技艺，让快节奏的都市人
放松身心。

有 8 年大型商业街运营
经验的隗玮，是溧阳招引来
的创业人才。隗玮介绍，乡村
旅游淡旺季明显，市文旅部
门和村委会注重淡季招引商
务团建活动，今年淡季客源
稳中有升。“不久前临近的方
所文化村找上门来，希望我
去盘活大片闲置茶园，我接
受了邀请。”隗玮对乡村游信
心满满。

在桂林村创办“三昧真
火”牛排和“盗版咖啡”两家
店的邵建文，是一名 90 后海
归，曾在澳洲和长三角开过
多家西餐厅。当他受溧阳邀
请前来考察时，一眼便相中
桂林村。这里距离天目湖与
溧阳市都只需十几分钟车
程，依山傍水，空间开阔，旅
游设施齐备。

“牛排和咖啡店开业仅 8
个月，已实现盈利。村民一开
始都好奇，农村怎么会有人喝
咖啡吃牛排？现在都信了，还跟随我开
了 2家咖啡店。”邵建文说，乡村旅居
是潮流，农村消费出现城乡融合趋势。

“最近洑家村邀请我去整村运营，那边
游客增长快，要做的项目太多了，真忙
不过来。”

同为海归青年的徐岩，是天目湖
镇石塘村 1家民宿的负责人。石塘村
地处天目湖深处，以前游客稀少。前几
年，串联溧阳各乡村的 1号公路修通
后，他和爱人返乡创业。如今，徐岩的
成功吸引了 40多名年轻人到来，衍生
出宠物旅游、艺术家派对、田园采摘、
骑行俱乐部等多种业态，石塘村瓦尔
登书局在小红书书店排行中以近5000
的粉丝数名列前三。

徐岩介绍，溧阳近年来以“产业对
接资源、城市联结乡村”为主题，每年
举办“乡遇会”活动，为返乡创业者搭
建交流平台。每次都会吸引许多外地
人参加，现在每个整村运营试点村都
活跃着一群创业者，“乡遇会”的朋友
圈越来越大。

顺应康养市场变化壮大新
消费

村在景中、人在画中、乐在运动
中。当清晨第一缕阳光洒向群峰竞秀
的天目湖区域，山脚下一座座静谧的
村庄也开始苏醒。鸟鸣声唤醒了来旅
居的跑步爱好者、骑行游客，开启环村
跑、环湖骑行的美好一天。徒步、村跑、
登山、骑行，乡村旅居正发生由“静”向

“动”的转变。
溧阳戴埠镇旅游办介绍，2023年，

戴埠镇主动对接贯通辖区南部山区的
苏皖国家登山健身步道项目，修建了3
条连接线，2024年底投入使用，到今年
5月已吸引登山游客6万人次。戴埠镇
还规划了松岭片区滑雪场、山溪漂流、
滑翔伞等多个运动项目。

随着汽车的普及，家庭自由行取
代旅行社成为旅游主体，深度开发亲
子游产品是溧阳发展乡村游的另外一
个重点。钓虾摸鱼、亲水狂欢、山野采

摘，这三个项目被称为溧阳
乡村游三张新王牌：溧阳曹
山打造适合家庭的漂流、露
营、骑行、登山、皮划艇等运
动休闲项目；姜下村推出特
色玩水体验，鹅湖畔掀起了
一场别开生面的打水漂争
霸赛，水上高尔夫体验中用
环保浮球体验水上推杆乐
趣；百家塘村、礼诗圩村中
的桑葚园、草莓园里每到春
季便结出诱人的果实，吸引
了大量的亲子采摘人群。整
村改造后，一个村就像一个
景区，业态丰富又错位竞
争。

2024年，桂林村在市文
旅局的帮助下，推出摩托车
骑行、自行车速降等多个全
国性活动，接待游客达 150
万人次，夜市单日最高 1.5
万人次。今年五一期间，全
市 20家乡村旅游重点村共
接待游客 66.02 万人次，同
比增长 24%，实现直接营收
8600多万元，同比增长17%。

据悉，溧阳在首批深溪
岕村、石塘村、姜下村、龙峰
村、南山后村、塘马村、洑家
村、蛀竹棵村和红石岕村等
9 个运营示范村基础上，今
年又新增5个运营示范村项
目。整村运营试点，在助农
增收和促进农房升值变现
方面发挥出巨大作用。

蔡小春介绍，月亮湾民
宿每年要采购村民肉菜 300
多万元，目前聘用村民38人
从事 3个客栈的服务，月均
工资 3800元。邵建文介绍，
前几年租一栋农民房年租
金几千元，老百姓还求人
租，现在涨到 10万元一年。
在徐岩带动下，石塘村里的
不少老年人也参与到创业
项目中，生活变得忙碌又有
滋味。

溧阳乡村游以前是配
角，是风景名胜观光游的补
充。现在乡村游占据全市游
客四成以上，与传统景区形
成“双轮驱动”格局。经过多
部门多年不断提升农村基
础设施，以及全域旅游一号
公路的投用、农村宅基地流
转改革，溧阳文旅近年来加
快推动农村“三产”融合，催
化乡村产业迭代。2023年以
来，溧阳整村改造新增落地
业态95个，盘活利用农村闲
置资产面积2.7万平方米。

“旅游热点村一年收入
几个亿，偏远村上千万的也
不少，贫困村的标准也提升
到了120万元。”溧阳文旅部
门负责人介绍。

文旅融合升级传统
旅游

拥有天目湖、南山竹海等三山两
湖资源的溧阳，多年前已形成市场品
牌。近年来，溧阳多管齐下推进传统景
区升级，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增加旅
游品牌含金量。

传统景区由以观光为主，向观光、
休闲、度假、商务、疗养等多元发展。总
投资 10亿元、建筑面积 4万多平方米
的南山小寨二期项目，计划招引曼生
壶博物馆、南山书院、霸王茶姬等新兴
业态，打造集商业、文化、住宿、休闲度
假于一体旅游风情商业街，并新建多
功能停车场 6万平方米。天目湖整体
提升计划也在推进中，目前通用机场
已经获批，正在打造低空经济研究院、
适航认证中心等全新载体。

总长365公里的“溧阳1号公路”，
串起溧阳 98个行政村、312个自然村
和 220 多个乡村旅游点，几年前通车
后曾引起各地效仿。2021年，溧阳发文
补贴农村公路养护，2024年又把养护
资金列入财政预算，实现了农村公路

“坑坑洼洼不过夜”。
溧阳是一座有 2200 多年历史的

古城。2024年 8月，溧阳市博物馆被评
为国家二级博物馆，全年参观游客突
破 100 万人次，在县级博物馆中不多
见。近年来，溧博不断挖掘、研究溧阳
文化名人和考古新发现，开展一系列
具有溧阳地方特色和历史文化特色的
展览，同时开展各类社教以及志愿者
活动，比如探寻金濑系列的阁贴之旅、
太白之旅、信义之旅等研学活动，让市
民和游客了解传承溧阳的传统文化。

据悉溧阳正在南山竹海景区打造
文化街区，启动山水园、夜公园等项
目，推出溧阳特色的演艺产品，打造游
子吟文化、非遗等特色文化名片。

文旅一直以来都是溧阳的一块金
字招牌，近年来天目湖品牌效应不断打
响、“溧阳 1号公路”频获荣誉、民宿打
造取得成效、重点乡村旅游热度攀升、
线上互动成功实践。下一步，溧阳将努
力突破发展瓶颈，进一步打响文旅品
牌。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 邓华宁）

（转自《新华每日电讯》）

新华社哈尔滨7月6日电（记者杨
思琪 戴锦镕镕）夏日雨后，空气清爽，凉风
阵阵，第二十三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 5
日晚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园区开幕。“音
乐之城”的醉人旋律、“啤酒之都”的大气
豪迈和“冰城夏都”的独特风情在此交
织，市民和游客开启一场限定狂欢。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啤酒节，歌舞表
演、无人机、烟花秀太热闹了，每个环节
都给人惊喜！”哈尔滨“90后”市民张依
柔和妈妈在园区里“打卡”拍照，言语间
满是喜悦。

轻松惬意的轻音小舞台、灵动活现
的非遗舞龙舞狮……一进入园区，仿佛
置身欢乐王国。啤酒节开幕式上，《太阳
岛上》《丁香赞歌》《激情哈尔滨》等歌曲
演唱，创意十足的《王的战车》《遇见·哈
尔滨》文旅秀，都获得阵阵掌声。亚冬会
主火炬“雪韵丁香”被再次点亮，绚烂的
烟花在夜空绽放，无人机在空中摆出“举
杯邀世界 醉美哈尔滨”等字样。

据介绍，本届啤酒节占地面积40万平
方米，规划了6座啤酒大篷、9个特色啤酒
花园，还有“雪韵丁香”火炬广场、梦想大
舞台、美食街、生态露营区、自驾房车集散
地、星光运动场等多元业态，让人们在美
酒佳酿和精彩互动中感受激情与活力。

漫步园区，各个啤酒大篷里人声鼎

沸，几近满座。舞台中央，舞蹈、电音轮番
登场，中外游客举杯畅饮，跟着旋律一起
歌唱。餐桌上，来自海外的白啤、果啤，以
及本地的鲜酿等泛着诱人的泡沫，搭配
烤串、红肠、爽口凉菜，香气扑鼻。

“比利时和哈尔滨都有着悠久的啤
酒历史，这里的人们非常热情，大家一起
喝酒的同时也在分享彼此的啤酒文化。”
在今年创新打造的比利时啤酒文化馆，
比利时驻华大使馆瓦隆大区经济商务参

赞德迪业带来了 8种特色啤酒产品，以
及酥炸薯条、啤酒炖牛肉、华夫饼等比利
时经典菜式，期待以美食为媒促进两国
人文交流。

哈尔滨冰雪大世界股份有限公司市
场营销部副部长孙泽旻说，连续举办 23
届的哈尔滨啤酒节已成为哈尔滨夏季文
化旅游时尚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展
现哈尔滨城市活力和文化内涵的重要平
台、沸腾全城的盛大节日。

随着气温攀升，位于园区内的梦幻
冰雪馆保持着零下5到零下10摄氏度的
冰凉，“一秒入冬”令不少游客向往。在这
里，游客们裹着羽绒服，在冰滑梯、冰雕
迷宫和梦幻城堡里穿梭，感受“夏日飘
雪”的奇观。据统计，在 2024-2025冰雪
季落幕后，梦幻冰雪馆已接待来自广州、
南宁、西安等地的旅游专列近 50班，游
客量突破5.4万人次。

“一直非常想看哈尔滨的冰雕，这次
特意与朋友利用假期来体验。”在梦幻冰
雪馆，贵阳游客王先生在冰雕作品前不
停拍照，“这些冰雕太精美了，特别是这
些开在冰里的花栩栩如生。”

夜色渐浓，光影璀璨。松花江畔，升
级回归的《遇见·哈尔滨》江上沉浸式演
出正在上演。水幕电影与激光秀交相辉
映，芭蕾舞、交响乐此起彼伏，杂技演员
在水面连番炫技。这场由哈尔滨第九届
亚冬会开闭幕式分会场导演团队执导、
近百位演员参演的视听盛宴，将哈尔滨
百年历史娓娓道来。

此刻的“尔滨”正以动人姿态诠释着
夏日的美好。烟花绽放处，是这座城市不
眠的活力；啤酒泡沫间，流淌着冰城人待
客的真诚；冰雪场馆里，藏着北国特有的
浪漫……这座以冰雪著称的城市，再次
向世界发出热情邀约。

新华社南昌7月8日电（记者赖星
范帆 杨琪）暑期来临，滕王阁迎来游客
高峰。

登阁凭栏远眺，赣江遥接云天，落霞
随水波起伏荡漾。来自各地的游客登上

“中国四大名楼”之一的滕王阁，在“落霞
与孤鹜齐飞”意境中，触摸的不仅是文脉
传承的温度，更有因城市更新而愈加蓬
勃的生命力。

作为南昌市的文化地标，滕王阁名
扬天下。但在过去，约 120亩的收费景区
被围墙圈起，一边是游客为看江景要买
门票，一边是市民散步得绕着景区走。这
座依江而建的名楼，反倒成了阻隔人与
江、城与景的屏障。

2024年，南昌市全力推进滕王阁景
区“还江于民、还岸于民、还景于民”及北
扩工程：拆围墙，滕王阁景区约90%的区
域免费开放；搭通道，让老城区与风景区
深度融合；拓空间，进一步催动商圈联动
业态升级、城市更新。

“不是简单拆墙拓地，而是城市功能
的一次升级。”南昌市滕王阁管理有限公
司综合办公室副主任毛琦介绍，“章江晓
渡”“滕阁秋风”等“豫章十景”重现，八一
大桥、滨江步道、商业街区连缀成线，一
条可游可逛的城市漫游路线就此铺开。

免费区域扩建之初，景区内部不少人

心里打鼓：免费区域大了，管理成本增加怎
么办？滕王阁全景免费就能看，谁还花钱登
阁？门票收入要是跌了，景区日子咋过？

但沸腾的人气，很快给这些疑问带
来明确的答案。

今年一季度，滕王阁免费区域接待
游客超 330万人次；核心景区也迎来游
客109.78万次，同比增长21.84%，旅游综
合收入同比增加16.18%。

“算账得看长远，把最美风景还给大
家，反而聚起了更旺的人气。”南昌旅游

集团董事长朱旭表示，“门票经济”的老
路子走不远，吸引人气促进“二次消费”，
才能为景区发展注入新活力。

日前，正在参加“活力中国调研行”
主题采访活动的记者走访发现，滕王阁
景区“三还”还带动周边文旅产业蓬勃发
展。如今，景区周边的榕门路、叠山路等已
变身“汉服一条街”，景区周边聚集了超过
50家汉服体验馆，大多是近两年新开的。

“今年五一期间，我们一天就接了四
五十单，忙到凌晨 3点。”在一家汉服馆

内，一袭古风装扮的店长温玲琳向游客
介绍特色汉服。她告诉记者，滕王阁的古
建群成了天然摄影棚，穿汉服旅拍成了
新风尚，开店 3 个多月，预约单就没断
过。

大士院街区更热闹，这条毗邻滕王
阁景区的老街，曾是老旧住宅区。2023年
底，这里启动了更新工程，老物件、老店
招等元素保留运用，还原老城风貌；优化
街巷布局，将滕王阁景区等景点串联成
线。改造后的大士院成为热门“网红打卡
地”，聚集了大大小小 200余家商户。餐
馆老板刘月华把店面从 60多平方米扩
到 1000平方米，节假日照样座无虚席，
一天营业额能有3万多元。

“以前多是古玩店、杂货铺，现在文
创店、国潮馆扎堆开。”南昌市东湖区滕
王阁街道榕门路社区党委书记吴江君
说，滕王阁景区“出圈”带活了周边，去年
新开张、新装修店铺同比增长约40%。

千年滕王阁的变化，恰是南昌城市
更新的鲜活注脚。围墙拆除，打破的不仅
是物理边界，更让景区与城市生活无缝
衔接；免费开放更多景区空间，实则将城
市发展成果与民众共享，让公共资源真
正服务于民……

江风掠过飞檐，带起街市笑语，此刻
的鲜活胜过所有辞章。

新华社沈阳7月7日电（记者丁非
白 宋瑞 魏一骏）便捷方便的适老化设
计、“车随人走、夜行日游”的旅行模式、
丰富多彩的文娱活动……近年来，“银发
专列”成为热词，越来越多银发族以饱满
热情投身旅途中，奔向“诗与远方”。

“银发专列”为何突然“火热”？这种
集“慢旅行、深体验”于一体的新型出游
方式，将如何重构中国银发族的退休生
活图景？

银发旅游列车火了

6月 11日 16时 55分，载着 720余人
的“沈铁假日号”银发旅游专列从大连站
始发，开启为期 20日的新疆之旅。这趟
列车途经辽宁、宁夏、甘肃、新疆等省份，
游客们会游览新疆白沙湖、喀什古城、赛
里木湖、天山天池、喀纳斯、火焰山等 11
个国家 AAAAA 级景区、11 个 AAAA 级
景区。

68 岁的大连市民王丽娟已经第五
次乘坐银发旅游专列了。“行程不赶，玩
得很舒服，还能欣赏沿途风景，太适合我
们老年人了。”王丽娟说，“这次我和邻居
一起出来，还认识了很多新朋友，大家一
起聊天、拍照，特别开心。”

银发旅游列车是主要针对老年客户
开发、满足老年客户特定需求、以老年客
户为主要群体开行的旅游列车，凭借其
所独有的乘坐环境和运行节奏，深受老
年人喜爱。

2024年，铁路部门开行银发旅游列
车1860列，创历史新高，运送旅客超100
万人次。

今年 1月，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
国铁集团等九单位联合发布《关于增开
银发旅游列车 促进服务消费发展的行
动计划》，明确提出到 2027年，构建覆盖

全国、线路多样、主题丰富、服务全面的
银发旅游列车产品体系。

在政策支持下，一列列满载着银发
游客的列车穿梭于祖国大江南北。

国铁成都局今年已开行前往贵州、
云南、山东等地的多条线路旅游列车。截
至目前，国铁沈阳局已累计开行“银发专
列”403余列，通达国内外 40余个市，累
计接待游客15万人次。

“铁路+文旅”打造的移动文化名
片，不仅丰富了人们的旅行体验，也为旅
游业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京津冀携手粤港澳大湾区开行“京
铁乐游”银发旅游列车，两地借助铁路银
发旅游开展深度联动；今年暑期，上铁国
旅计划面向银发旅客推出“九华圣境—
太平湖高铁三日游”“邂逅黔山万水—贵
州高铁穿梭八日游”等精品旅游产品
……

中国旅行社协会铁道旅游分会秘书
长曾辉说：“目前，我国银发旅游列车线
路已形成覆盖广泛、主题多元的服务网
络。银发列车也已从‘交通载体’升级为

‘消费引擎’，为银发经济注入新活力。”

聆听需求“慢旅深游”

专家分析认为，聆听、尊重老年游客
需求，是“银发专列”赢得老年群体青睐
的关键。

“很多跟团游行程太紧张，每天都很
疲惫；铁路的旅游专列行程安排很宽松，
景点停留时间也充足，我们既能玩得高
兴，又能休息得好。”55岁的大连旅客王
建说。

记者走访了解到，相比传统的旅游
方式，银发人群更喜欢行程相对宽松的
旅行。“‘银发专列’大多采用‘车随人走、
昼游夜行’的模式，行程节奏舒缓，能更

好满足老年游客的出行需求。”上海铁路
国际旅游（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杨春
潮说。

同时，得益于我国密集发达的铁路
网，旅游列车可以通达全国大部分旅游
景区和城市，游客可以深度体验当地的
景色与民俗。

“比如大连到新疆的旅游列车，可以
把沿线的中卫、喀什、库尔勒、吐鲁番的
景点都串联起来，在沿途技术条件具备
的情况下可以安排停点。”沈阳铁道文旅
集团旅游管理部部长李双龙说。

“银发列车”还根据老年群体需求进
行了优化改造，兼具舒适性与适老性。

走进沈阳至阿尔山的“沈水之阳号”
银发旅游专列，记者看到，列车卧铺采用
加宽加厚设计，卫生间设置紧急呼叫按
钮，洗手台配备防滑扶手。车上特别设置
了医疗室，为老年人提供必要的医疗服
务。同时，每节车厢还都有“惊喜”，分别
设有娱乐室、阅读区、棋牌室、卡拉OK
区等。

在国铁北京局开行的“京铁乐游”银
发旅游列车上，餐车团队特别设计了“三
控健康餐”（控盐、控油、控糖）；杭州客运
段则对“银发专列”班组开展礼仪话术、
软卧服务、应急处置等方面培训，并组织
人员前往五星级酒店学习“酒店式”客房
服务。

此外，一些专列还根据旅客年龄、喜
好等特点，在列车上增设棋牌、书法比
赛、猜谜、摄影比赛等文娱活动，让旅客
在旅途中感受到慢生活的舒心和惬意。

“开启新程”还应多措并举

据中国旅游研究院预测，到 2025年
底，中国出游率较高、旅游消费较多的低
龄健康老年人将超过 1亿人，银发旅游

收入有望突破万亿元，银发旅游列车发
展潜力巨大。

国铁集团提出，计划到 2027年完成
设计 100 条以上铁路银发旅游精品路
线，打造 160组银发旅游列车适老型专
用车组，银发旅游列车开行规模达到
2500列以上。

同时，业内人士也表示，我国银发旅
游列车市场总体仍处起步阶段，列车数
量和承运量占比相对较低，“开启新程”
还应多措并举。

目前，沈阳市文旅部门正会同民政、
商务、卫健、金融部门和国铁沈阳局集
团，制定出台《沈阳市加强开办银发旅游
列车促进服务消费的实施方案》，大力推
动铁路银发旅游精品路线的开发，打造
一批更具适老化、舒适化特点的银发旅
游列车。

内蒙古财经大学科研处副处长李文
龙表示，现阶段，银发旅游列车产品定位
仍以大众化为主，要以银发旅游列车为
抓手，提供品质型、舒适型、普惠型的多
元产品，形成一批主题旅游列车品牌。

中国铁道旅行社集团有限公司旅游
专列分公司副总经理闫蕾认为，针对银
发群体设计旅游产品时必须做到精益求
精，提前考虑到房、餐、车、游、购、娱等各
方面的细节，不断改进基础配套和接待
服务设施状况。

南开大学旅游与服务学院副教授妥
艳媜表示，除基础硬件、线路设计及人员
要求外，“银发专列”的未来在于“精准适
老”与“情感共鸣”，要超越基础交通功
能，让每一次旅程不仅是观光，更是老年
人被尊重、被关怀、实现自我价值的幸福
体验。真正站在老人的视角设计服务，

“银发专列”才能从“有”向“优”，成为银
发经济的标杆产品。

“银发专列”为何成为老年人出游“新宠”？

啤酒节、反季冰雪、江上演出……

夏 日“ 尔 滨 ”开 启 限 定 狂 欢

▲7月5日，在第二十三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现场，游客在啤酒大篷畅饮。
新华社发（张树摄）

从“ 围 起 来 ”到“ 火 出 圈 ”！
滕王阁“三还于民”，南昌算对这笔账

▲晨光中的江西南昌滕王阁景区（7月7日摄）。 新华社记者刘金海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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