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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5月 19日电 今年5月 19日是第14个“中国旅游
日”。文化和旅游部开展贯穿整个5月的“5·19中国旅游日”活动，围
绕“畅游中国，幸福生活”主题，各地推出各类文化和旅游惠民措施。

记者从文化和旅游部了解到，今年“5·19中国旅游日”活动期间，
政企银商协同更加紧密，各地携手行业协会、平台企业、电信运营商、金
融平台等，推出7大类6300余条惠民措施，发放总额1亿多元的消费
券，其中包括景区降价、免费等优惠措施，旅游企业免费、打折等优惠活
动，更好满足大众文化和旅游消费需求。

“中国旅游日”活动期间

各地推出7大类
6300余条旅游惠民措施

今年5月19日是第14个“中国旅游日”。从多地举行的惠民文化
旅游活动看，文旅深度融合，科技赋能不断打造消费新体验，多元个性
化需求助力拓展消费新场景等，正逐渐成为当下文旅消费新趋势。

文化“活”了旅游“火”了

牛肉丸、朥饼、糖画……潮州美食非遗集市上，形形色色的潮州传
统美食香气扑鼻、“潮味”四溢。马来西亚游客颜泳和今年第二次来到
潮州，“感觉吃不够！以后我还会经常过来。”

游客一边品尝美食，一边与潮州饮食工作者、非遗传承人互动交
流，一口非遗糖画、一杯潮汕工夫茶，串联起千年古城的文化魅力。

内蒙古鄂尔多斯，柔软精致的羊绒制品不仅是游客常买的“伴手
礼”，而且还能让游客亲身体验其制作过程；浙江宁海，赏花线路与采茶
研学、读书活动、绘画艺术有机结合；在上海，访问各大博物馆的观众
中，超过50%是35岁以下年轻人，超过60%是“拉杆箱一族”，85%以上
会在博物馆内或周边商圈购物……

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文旅深度融合，让旅游业既服务美好生活，
又促进经济发展。

今年以来，宁海通过油菜花节、桃花节、樱花节三大花节，累计吸引
游客20余万人次，带动实现旅游收入1350余万元。

目前，鄂尔多斯“绒都小镇”126户商户已和181家旅行社签约，
2023年实现线上线下销售额超过4000万元。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全国国内旅游出游合计2.95亿人次，同
比增长7.6%；国内游客出游总花费1668.9亿元，同比增长12.7%。

宁海县徐霞客研究会执行会长麻绍勤表示，文化是旅游的灵魂。
在挖掘和传承地方文化的基础上，强化地域文化与旅游项目的深度融
合，为旅游发展持续注入活力。

科技赋能打造更炫消费新体验

用国际天文项目“退役”材料制成艺术装置，将海量天文数据转为
可视化的图像，以互动性强、更直观的方式展现科学家与艺术家对宇宙
的理解……

上海天文馆的展览“宇宙考古——探索时空的科学艺术之旅”日前
向公众开放，给参观的游客带来震撼体验。

科技赋能文旅产业，给游客带来更多更炫的消费新体验，沉浸式智
慧化是其中的新亮点。

中国国家博物馆里“华彩万象——石窟艺术沉浸体验”让石窟艺术
得到全新演绎；“5G大运河沉浸式体验区”成为江苏扬州中国大运河博
物馆人气最旺的“打卡”点；潮州涵碧楼引入虚拟现实、增强现实技术还
原历史场景，讲活红色故事……

如今，5G+智慧旅游应用已覆盖风光旖旎的名山大川、历史文化厚
重的文化遗产和古镇古城、“烟火气”十足的特色街区、精彩纷呈的戏剧
演出以及悠然又活力四射的现代乡村。面向消费者的机器人送餐服
务、无人机外卖、无人机旅拍服务等，已广泛渗透到旅游休闲场景。

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包括上海天文馆在内的全国首批42
家智慧旅游沉浸式体验新空间吸引消费者超430万人次，实现消费总
额超过2.2亿元。

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认为，随着5G、人工智能、大数据、虚拟
现实等新技术在文旅领域加速应用，科技赋能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正
不断展现出生机勃勃、潜力无限的广阔前景。

个性化与多元化场景丰富

徐汇西岸，是正在举办的“2024上海（国际）花展”的一个会场。滨
水空间咖啡香与花香四溢，骑行、轮滑、攀岩、篮球等各类体育运动场地
客流“爆棚”。

游客周婷说：“我们一家人来这里，老人想看看花，小孩子想玩轮滑，
我想坐下喝杯咖啡，每个人的需求都不一样，但在这里都能得到满足。”

随着游客需求更多元化、个性化，文旅消费场景不断突破“边界”，
客源地、目的地也更加多元。

在鄂尔多斯康巴什区，“暖城七点半”春夏文旅消费促进活动给赛
车小镇注入夜间生命力。小镇推动体育与旅游融合，培育水上运动、低
空飞行等新业态，引入后备箱集市、飞机草坪音乐会，吸引更多年轻人
和亲子家庭前来“打卡”和夜游。

内蒙古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杨蕴丽认为，当下消费需求内
容日趋多样化，餐饮、旅游、零售、商圈、文娱、数字化消费需求持续释
放，旅游业态正在日益多元化。

贵州“村BA”、天水麻辣烫、淄博烧烤、平潭“蓝眼泪”……此前相
对“小众”的旅游目的地，不断涌现出新的吸引力。

携程研究院行业分析师王亚磊介绍，从该平台“五一”订单同比增
速看，县域市场高于三四线城市，三四线城市高于一二线城市。

中国旅游研究院预计，2024年国内旅游出游人数、国内旅游收入
将分别超过60亿人次和6万亿元。

戴斌说：“广大游客消费需求的变迁，正在倒逼旅游从业者以全新
的理念看待今天的旅游业。我们要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
设旅游强国，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

（新华社北京5月19日电）

文旅融合 科技赋能 个性多元
——透视旅游消费新趋势

19日上午，占地面积约800亩的中亚公园在西安建
成开放，成为西安与中亚人文交流的新窗口。

2023年5月在西安召开的首届中国—中亚峰会，成
为双方关系史上的里程碑，为双方合作搭建了新平台，
中国同中亚国家关系迈入崭新时代。一年来，中国中亚
合作快速发展，呈现出全面推进的良好势头，中国—中
亚命运共同体更加紧密。

通道更联通

从今年4月开始，乌兹别克斯坦中国旅游发展协会
驻中国首席代表高龙异常忙碌。“从4月的广交会到5月
的上海国际旅游交易博览会，我们协会一直都在积极参
与经贸与文化交流活动。”高龙说，现在不仅有越来越多
的中国企业向该协会咨询如何在中亚投资，中亚企业也
对拓展中国市场动力十足。

日益完善的交通条件让中国和中亚国家的交流更
加便捷，52岁的高龙对此深有体会。目前西安、乌鲁木
齐、成都等城市开通了飞往中亚的航线，“拉近”了中国
与中亚的距离。“去年通过我们协会赴乌兹别克斯坦参
加商务和旅游活动的有6000多人次，今年的人数预计
还会更多。”他说。

“空中丝绸之路”越织越密，陆上“钢铁驼队”飞驰不
息。得益于中欧班列的便利服务，2023年中哈铁路货
运量增长22%，达到2800万吨。

在位于西安国际港站的哈萨克斯坦西安码头，即将运
往哈萨克斯坦的中国制造新能源汽车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今年2月，作为中国—中亚峰会重要合作成果之
一，由西安自贸港建设运营有限公司和哈铁快运股份有
限公司合作建设的哈萨克斯坦西安码头正式投运，至今

已有超过1.8万吨的货物在哈萨克斯坦西安码头中转。
“哈萨克斯坦西安码头明显提升了西安到中亚地区

班列的发货效率，正成为中哈贸易合作共赢的新亮点。”
西安码头运营方中哈（西安）商贸物流有限责任公司总
经理谢天说。

商贸更畅通

“越来越多中亚地区的商品搭乘中欧班列来到国
内，丰富了消费者的购物选择。”西安自贸港建设运营有
限公司总经理袁小军说。

与中亚地区接壤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阿拉山口口
岸，每天黎明时分便开始忙碌。今年前4个月，阿拉山口铁
路口岸通行中欧（中亚）班列2489列，同比增长17.1%。

商贸流通，互通有无。2023年底，32吨延安苹果经霍
尔果斯口岸出口至哈萨克斯坦，这是延安苹果首次出口至
中亚国家。西安市三秦果业有限公司今年打算将猕猴桃
销售到中亚市场。公司负责人陈博说：“中亚地处亚欧大
陆腹地，我们希望借助这个中转站开拓更大的市场。”

中国与中亚国家的经贸合作不止在农产品。在陕
西汽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位于西安的车间内，重型卡车
正在生产线上组装。2023年，陕汽向中亚国家出口了
7500多辆车，同比增长110%。

越来越多的日用百货、机电设备、电子产品、农副产
品等“中国制造”正在走向中亚。数据显示，2023年，中
国与中亚五国贸易额达894亿美元，同比增长27%。

民心更相通

22岁的迪娜孜将于今年9月来到西北工业大学进

行为期一年的学习。“我迫不及待地想去西安，到时候不
仅可以在先进的实验室做研究，也可以领略古城西安的
文化，品尝街头巷尾的美食。”迪娜孜对即将踏上的异国
求学之旅充满期待。

2023年10月12日，西北工业大学与“阿里·法拉
比”哈萨克国立大学合作设立的西北工业大学哈萨克斯
坦分校正式启用。迪娜孜是该分校招收的第一批硕士
研究生。毕业后，她将获颁西北工业大学与“阿里·法拉
比”哈萨克国立大学的双硕士学位。

西北工业大学哈萨克斯坦分校是双方教育交流结
出的硕果，也是中国同中亚国家人文合作不断深化的缩
影。中国已成为中亚国家学生留学的主要目的地之一。

霍尔果斯，中国向西开放的口岸和商贸中心，地处
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与哈萨克斯坦接壤。上午10
点多，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办证大厅外，游
客已排起长龙。来自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
的游客络绎不绝，边境购物旅游红红火火。

在合作中心5.6平方公里的全封闭区域内，中哈两
国和第三国公民无需签证即可凭护照或出入境通行证
出入，中心里每人每日有8000元人民币免税购物额。

随着中哈两国互免签证协定落地生效，越来越多的
游客来到合作中心购物、游玩。

今年3月，中国—中亚机制秘书处正式启动，再次
向国际社会展现了六国携手谋发展、并肩促合作的坚定
决心。

在19日上午举行的中亚公园开园仪式上，中国—
中亚机制秘书处执行主任吴颖钦说：“近年来，象征着中
国同中亚国家友好交往可感可及的人文标记越来越多，
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更加深
入人心。” （据新华社西安5月19日电）

同心共济 携手共赢
——中国—中亚合作在高水平开放中稳步向前

新华社北京5月19日电 中国科学院专家19日在
北京介绍国内首次在轨水生生态研究项目进展情况。
空间站小型受控生命生态实验组件由神舟十八号航天
员转移至问天舱生命生态实验柜中开展实验后，目前在
轨运行稳定、4条斑马鱼状态良好。

4月25日，神舟十八号载人飞船从酒泉卫星发射中
心升空。随3名航天员一起进入太空的还有4条斑马鱼
和4克金鱼藻，用于在轨建立稳定运行的空间自循环水
生生态系统，实现我国在太空培养脊椎动物的突破。

据中国科学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郑伟波介

绍，目前，航天员成功开展了两次水样样品采集和1次鱼
食盒更换操作，发现了斑马鱼在微重力环境下表现出腹
背颠倒游泳、旋转运动、转圈等定向行为异常现象。后续
科学家将利用返回的回收水样、鱼卵等样品，结合相关视
频开展空间环境对脊椎动物生长发育与行为的影响研
究，同时为空间密闭生态系统物质循环研究提供支撑。

19日上午，由中国科学院学部局、教育部基础教育
司主办，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承办的

“天地共播一粒种——青少年与航天员一起养斑马鱼”
科学教育活动暨2024年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

术中心公众科学日活动在北京启动。活动旨在充分发
挥空间站科技资源优势、搭建科学探究实践平台，组织
青少年设计研制可供4条斑马鱼生活一个月的地面小
型密闭水生生态系统，并进行科学观察。

活动现场，科学家将斑马鱼样品赠予同学们并回答
问题。“斑马鱼作为‘模式生物’，与人类基因组相似度高
达87%，可以作为许多人类疾病的研究模型。同时，与
航天员一样，斑马鱼成为‘鱼航员’也需要通过生长阶
段、活性、健康等层层选拔。”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
所研究员王高鸿说。

中国空间站“太空养鱼”项目进展顺利

“天宫”里有了“鱼航员”

5月19日，舞蹈演员在西藏纳木错开湖活动现场表演。（新华社发）

（上接第1版）城市书屋、话剧演出、非遗体验、书画展
览、音乐会……今天的六〇三文创园，是年轻人眼中的

“潮地”，但在老一辈人记忆里，它是红极一时的三线工
厂。

1965年，国家加快三线建设，文字六〇三厂落户襄
阳。该厂采用了当时最新的技术装备，汇集全国印刷行
业最强的技术人才，是全国印刷行业翘楚，也是全国唯
一一家拥有发行资格的印刷厂。

“除了印刷《毛泽东选集》《列宁选集》等名人著作，
当年全国90%以上的《新华字典》从这里印刷发行。”厂
里的老职工、现在六〇三文创园执行董事总经理杨斌告
诉湖北日报全媒记者，工厂筹建力量主要来自上海，吴
侬软语的上海话曾是“厂语”，厂区内除了基本配套设
施，还有当时少见的面包房、冰激凌生产厂，职工们的穿
衣打扮非常时髦。

厂区大门右边的维修车间，如今是“三线记忆”展
厅。记者推门而入，油墨、机油交织在一起的味道扑鼻
而来，一台产自1962年的方箱平压印刷机，一枚枚排版
用的铅字、一张张泛黄的老照片，带着游客回到那段“备
战备荒为人民，好人好马上三线”的年代。

一张老照片上，工人们埋头紧张工作，背景“坚决
印好装好毛主席的红宝书”的标语醒目，这是当年印刷
《毛泽东选集》的场景。杨斌介绍，当时所有工人工资
都是定额，也没有加班费，但大家都自觉加班加点，甚
至许多工人休息时间从车间上方的透气窗翻进去加
班，为了让工人们休息好，最后厂里不得不通过断电强
制停工。

为何叫文字六〇三厂？在展厅陈列的一份文化部
的文件上，记者找到了答案。文件上面写着“第三新华
新刷厂的代号为文字六〇三办公室”。当时印刷厂的主
要任务是以印刷毛主席著作为主，实行的是半军事化管
理，文字六〇三是这座三线工厂的代号，也是它名字的
由来。

修旧如旧：一砖一瓦还是旧时模样

穿过厂区林间小路，记者来到非物质文化遗产“李
氏漆器髹饰技艺”第六代传承人隗鹏的工作室。首先映
入眼帘的，是3D打印技术制作的襄阳古城微缩景观，襄
阳王府、襄阳府学宫、鹿门书院、铁匠铺、民居等建筑上
百间，基本还原了明清时期襄阳城的格局。

“我2016年搬到这里时，看中这里荒无人烟，没想
到现在成了网红打卡地。”隗鹏笑着对记者说，虽不再寂
静，但年轻人的涌入也带给他新的灵感。

上世纪80年代，六〇三厂效益达到顶峰，员工几乎
家家都有自行车。随着改革开放的大幕拉开，国家明确
了“关、停、并、转、迁”的三线工厂调整方针。上世纪90
年代初期，面对市场经济的冲击，六〇三厂一度陷入低
谷，渐渐成为“工业锈带”。直到2017年，文创产业的春
风吹进了快被人们遗忘的老厂房，文字六〇三厂改制为
文字六〇三文化创意（湖北）有限公司。

然而，厂房年久失修，基础设施老旧……如何破
题？襄阳市住建局相关负责人介绍，经多方学习和多次
研究讨论，六〇三文创园确定了改造方案。一是不能只
是简单复制其他地方的工业文创园，要从襄阳人的记忆
入手，用好“文字六〇三”的文化名片；二是旧厂房、旧厂
区具有不可复制的岁月沉淀和历史魅力，要保留最原始
的风貌，砖、瓦、檩条、椽木、窗户等都要尽量保存，修缮
也要做到修旧如旧。

如今的六〇三，怀旧与时尚碰撞，工业美学与潮流
文化叠加。印刷车间成为演艺剧场，装订车间变身美术
馆，胶印车间成了主题酒店，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办公
室、五金库、单身宿舍成了个性民宿，工人剧场每周为游
客献上文艺汇演节目或者播放怀旧电影，还有众多个性
鲜明的咖啡厅、手工坊点缀其中……昔日破败不堪的旧
厂房华丽蝶变，以全新的面貌重回大众视野。

融合创新：筑巢引凤打造特色文化空间

“今年五一假期，外地游客特别多。”青襄蓝染坊主
理人王超玲告诉记者，老厂房环境和印染这一非遗技艺
非常契合，游客来到这里能静下心，亲手制作一件蓝印
花布作品。

2021年，一部火爆全国的电影《你好，李焕英》，让
更多人记住了襄阳。从此，这部电影的取景地六〇三文
创园，吸引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旅游打卡，王超玲的店
面正处于电影取景的小路上。

文创园火了，如何让“这把火”烧得更旺更持久？六
〇三文创园不断创新，促进文化与科技、旅游等融合发
展，围绕“公共阅读、艺术普及、非遗传承、文化惠民”等，
将不同业态有机融合，打造集三线文化展示、非遗体验、
文化展演等体验型、服务型特色公共文化空间。

今年4月开馆的六〇三城市书房，是襄阳面积最
大、藏书最丰的城市书屋。不远处的图·美术馆里，襄阳
八中高二学子易子涵正在观看画展。他告诉记者，作为
一名美术生，现在能近距离欣赏到的画展越来越多，对
他开阔眼界、提高艺术素养非常有帮助。

青年是文创园“流量”主力，给园区带来活力。襄城
辖区内有湖北文理学院、湖北文理学院理工学院、襄阳
职业技术学院、襄阳汽车职业技术学院的6万余名师
生。园区主动对接院校，签署校地融合协议。学校文艺
演出、社团活动、体育赛事等，都可免费使用六〇三文创
园场馆；大学生可在园区内入驻企业实习；院校科研成
果可在文创园优先试用或使用……

作为在襄阳出生、在襄阳长大的“三线子弟”，六〇三文
创园总顾问蔡军感叹，六〇三文创园历史与现代交融的独特
文化气息，吸引了一批又一批有思想、有情怀的创业者，文化、
旅游、餐饮、艺术等不同业态企业争相入驻。园区目前入园企
业60余家，带动3000余人创业再就业，拉动产值近3亿元。

以“合作、互信、机遇”为主题的第八届中俄博
览会于5月16日至21日在哈尔滨举行。本届博览
会有44个国家和地区120余个中外代表团参会，这
些国家和地区各具特色的工艺品吸引与会者参观
欣赏，成为博览会上的一大亮点。

图为5月19日，在第八届中俄博览会现场，一
名小朋友拿着俄罗斯套娃拍照。

（新华社发）

多国工艺品
“扮靓”中俄博览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