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前，“中俄虚拟中文教研室”项

目启动仪式在线上举行。据介绍，虚拟

中文教研室是利用数字化技术建立的

中文教研组织，开展长期的、常态化、

跨时空“云教研”，为本土教师提供即

时可得的技术指导，提升中文教师的

教研能力，通过创造性的教研合作和

课题研究，实现教学资源的共建共享、

教学方法的共商共进、教学理论的共

创共建。

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副主任杨

军表示，虚拟中文教研室是一次创新

尝试，目的是支持俄罗斯本土中文教师

专业发展。通过支持双方大学常态化

开展不同形态的中文“云教研”活动，探

索形成云支持的“研训行”一站式、一体

化教师教育发展模式。他表示，希望

“中俄虚拟中文教研室”能成为两国教

育合作的新名片，在此模式下形成一套

新的中文教师培养方案和计划，进一步

拓宽俄罗斯本土中文教师职业发展路

径，促进俄罗斯中文教学发展，为加强

两国教育人文交流贡献力量。

渊于荷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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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文旅“花式”邀客有门道
这个冬季，黑龙江哈尔滨旅游在互

联网持续升温，各地文旅部门也纷纷通

过短视频向全国游客发出“花式”邀请。

在浙江省文化广电和旅游厅党组书

记、厅长陈广胜看来，哈尔滨旅游火爆

“出圈”，让人眼前一亮。随着北京冬奥

会的举办，冰雪游恰逢其时，哈尔滨处在

乘势而上的绝佳风口，展现出对游客的

满满诚意，各大景区、酒店、商户和普通

市民合力营造良好的旅游环境，以实实

在在的措施欢迎游客。

甘肃省文化和旅游厅党组书记、厅

长何效祖表示，哈尔滨旅游的“出圈”充

分印证了旅游消费走向多元化、细分化

的发展趋势。实现文旅高质量发展，关

键是要转变观念、提高认识。

实力制胜袁野出圈冶背后是积淀

“出圈”、火爆看似偶然，但归根结底

是深厚积淀后的爆发。陈广胜说：“‘网

红’的基础是实力，是哈尔滨在冰雪旅游

领域几十年的沉淀，是对产品不断打磨

与创新营销。”

浙江通过模式创新、品牌创建等模

式，建设覆盖全省的“15 分钟品质文化

生活圈”，把文化资源和服务送到群众家

门口；实施文艺赋美工程，让艺术遍及城

市角落；聚焦吃住游购娱各环节，打造

“味美浙江·百县千碗”“浙韵千宿”“浙派

好礼”等文旅消费“微品牌”。

谈到哈尔滨旅游可借鉴的经验，江

苏省泰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党组副书

记、副局长许晶表示：“泰州市扎实练好

内功，打好本地旅游产品基础。坚持全

域办节，举办水城水乡国际旅游节、‘寻

味泰州’美食旅游季等四季重点活动，打

造游客广泛参与的泰州旅游嘉年华。”

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文化和旅

游局局长赵伟说：“立足红河州‘三千四

百年’的文化旅游资源，以业态要新、品

质要高、活力要足、服务要优、形象要好、

底线要牢为要求，拓展旅游消费新场景、

新领域，为游客提供沉浸式旅游服务。”

真诚服务袁游客口碑是关键

从最初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开园首日

的“退票热搜”到 24 小时内致歉、整改、

退票，尤其哈尔滨市政府发布《致哈尔滨

全市人民的一封信》，号召市民让路、让

景、让利给游客，以及冻梨摆盘、人造月

亮等创新举措，都让游客感到哈尔滨满

满的热情和真诚。

甘肃省文化和旅游厅相关负责人认

为，文旅产业发展，关键靠服务，重点在

环境。要树立“游客至上”理念，努力营

造和谐、文明、温馨、舒适的市场环境。

甘肃制定了文旅消费场景服务质量提升

工作指南，市县各级全面营造优质旅游

服务环境。

云南省红河州则聚焦服务品质，实

施旅游市场秩序整治百日行动，规范旅

行社经营管理和导游执业行为，优化

“30 天无理由退货”机制等。

哈尔滨的“出圈”，解密了“网红”城

市的“流量密码”。对全网文旅部门的火

热互动，陈广胜表示：“我们始终相信，高

质量的传播是流量密码。”

1 月 13 日，话题“浙江文旅主打一个

听劝”冲上微博热搜。浙江文旅从历史

名城文化底蕴到雄山秀水、美食特色，连

发数条短视频晒家底。大美风光、非遗

绝技、经典美食等“压箱底货”拿出来，向

全国网友展示。

大胆创新袁营造文旅新体验

创新是哈尔滨文旅成功的关键词。

贵州省遵义市文化旅游局副局长韦祎认

为，哈尔滨文旅在新玩法、新业态与地方

特色资源的整合方面大胆创新，消费者、

明星、达人、旅游部门、旅游企业、品牌等

多元角色参与其中，塑造了极具亲和力

的城市形象，政府部门与民间力量的共

同参与，做足了冰雪文章。韦祎说：“遵

义立足优势特色文旅资源，围绕酒旅、茶

旅、康旅、民宿、非遗、景区、人文、美食八

大特色，在各景区街区推出乡愁集市、乡

村春晚、露营派对、吉他灯会、焰火斗舞、

非遗民俗展演等系列新场景、新业态。”

云南省红河州则用好、用活丰富的

民族文化资源，打造孔子文化节、阿细跳

月节、哈尼长街宴等品牌节庆活动，围绕

世界文化遗产哈尼梯田、滇南最美乡愁

之旅等特色资源，推出四季精品旅游线

路，串联培育“吃住行游购娱”“商养学闲

情奇”全产业链，推出《马帮女人》《哈尼

古歌》等“演艺 + 旅游”产品，打造“非遗

+ 旅游”“文物 + 旅游”等，全方位多角度

升级呈现红河旅游元素，构建“全域游、

全景游、全季游”的旅游发展新格局。

江苏省泰州市精心策划“小泰宝梅

香北国”“欢乐满城乡”和“凤城寻龙记”

等有趣的活动，不仅组织市梅兰芳京剧

团 10 名小演员奔赴哈尔滨，通过全程短

视频和直播的方式来打响“梅郎故里在

泰州”品牌，还整合全市文旅资源，围绕

美食、人文、风景、产业等泰州特色，推出

泰州 1 日至 2 日的游览精品路线。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旅游科学院院

长吕宁认为，各地输出文旅行业流量的

态度值得肯定。持久的关注需要稳定输

出产品、深化融合、优化消费体验，这就

要求各地提升旅游产品和服务质量和品

牌，打造更多符合市场需求、富有特色的

旅游产品和线路以及体验性、互动性强

的旅游项目，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旅

游宣传推广要有底线、有原则，弘扬主旋

律、传播正能量，展示各地的旅游资源和

文化魅力。

渊李荣坤冤

《乡村美丽庭院建设指南》国家标准发布

日前，《乡村美丽庭院建设指南》国

家标准发布仪式暨“美丽庭院看乡村”

推进活动在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举行。

通过交流学习湖州安吉“美丽庭院”建

设经验，共同探讨推动建设美丽乡村的

新模式、新路径，因地制宜推广浙江“千

万工程”经验，《乡村美丽庭院建设指

南》国家标准为全国提供一个可借鉴模

式，形成理论引领、统筹推动乡村生态

振兴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为全面推进

美丽中国建设贡献智慧和力量。

美丽生态、美丽经济、美好生活，是

安吉县“美丽庭院”建设的缩影，也是湖

州“千万工程”的生动写照，更是万千农

民群众幸福感的鲜活体现。发布仪式

上，安吉余村 20 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的生动实践故事、美丽庭院丰富

的“土特产”，以及当地的非遗传承和民

俗文化通过演讲、情景对话和访谈等方

式充分展示。 (据中新网)

秦始皇帝陵 1号陪葬墓

取得重大考古收获

记者 1 月 26 日从秦始皇帝陵博物

院获悉，从 2011 年开始，秦始皇帝陵博

物院对秦陵外城西侧展开详细的考古

勘探工作，发现 9 座大、中型墓葬，整齐

有序，东西一字排列。从 2013 年开始，

对其中的 1 号墓进行了持续发掘。目前

已经基本完成了墓道、墓室和 3 座车马

陪葬坑的发掘，取得重大考古收获。

考古人员初步认为，1 号墓为一座

大型中字形竖穴土圹木椁墓，是目前已

发掘的规模最大、等级最高、保存最好

的秦代高等级贵族墓葬，填补了秦代高

等级贵族墓葬考古的空白，是研究秦代

高等级贵族丧葬制度乃至中国古代帝

陵制度的极具价值的考古资料。此墓

从属于秦始皇帝陵的特征显著，与秦始

皇帝陵整体规划设计紧密相关，时代为

战国晚期到秦统一；墓主等级极高，是

帝陵规制下的“帝国第一陪葬墓”。它

见证了夏商至战国晚期王陵“集中公墓

制”的消亡，昭示了战国晚期到宋元明

清帝陵“独立陵园制”的形成与确立，折

射出中国古代中央集权制度由血缘政

治到地缘政治的巨大历史变革，极大

地丰富了对秦帝国统一前后物质文化

以及所代表的制度文化的认识，具有非

常重要的学术价值。

同时，多种形式、多种形制和多种

用途的车辆，集中出土于一墓，极其罕

见，对研究秦汉时期丧葬用车及陪葬用

车提供了独一无二的资料。墓道中的

四轮独辀车是目前考古所发现的唯一

一辆埋藏于墓中的四轮车实物，初步判

断，它与棺柩下葬密切相关，可能是下

葬时运输棺柩的载柩车。就目前的考

古发现来看，属于一种非常少见的丧葬

现象。陪葬坑中出土的 5 组车马(含羊

车)，形式形制不同，用途迥异，集中反

映了男性墓主生前出行的盛况，展现了

秦帝国时期陪葬车马形制与组合的新

变化、新形式，是中国车制变革和发展

演变过程中极为重要的实物资料。同

时，丰富了车马陪葬坑的内涵，对认识

墓主的身份也提供了一定的参考。

1 号墓的发掘，是近年来秦始皇帝

陵考古的一项重大收获。它反映了处

于变革时代的秦的社会生活的方方面

面，包括制度上的变革、礼仪上的变革

以及技术上的变革，是研究战国晚期乃

至于秦时期的政治制度、丧葬制度、社

会生活和文化交流的一个绝佳的范本。

渊雷恺冤

“中俄虚拟中文教研室”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