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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凉市第二届“品美食·游平凉”

特色美食文化节圆满落幕
阴 本报记者 罗敬宇

4

千里谢真情“武津”话情缘
阴 本报记者 庞国雄

甘肃省文化旅游消费促进活动

临夏州筹备工作安排会召开
阴 本报记者 魏涛

“假日经济”持续升温 小城市撬动文旅“大市场”
去江西婺源看漫山遍野的油菜花，

去福建平潭看“蓝眼泪”海洋奇景，在西

南边陲打卡“中国最大乡村图书馆”

……“五一”假期，县域市场成为假期旅

游新选择，小城市撬动“大市场”，县域

旅游为“假日经济”带来新增量，为国民

经济回升向好注入新动能。

今年“五一”假期，旅游市场涌现县

域旅游热等新动向。携程平台数据显示，

“五一”假期四线及以下城市旅游预订订

单同比增长 140%，跑赢全国大盘，且增幅

明显高于一二线城市。下沉旅游市场表现

突出，“小城市”“小众景点”更受青睐。

体验采茶、插秧，徒步南屏山，体验非

遗手工艺，在安徽碧阳镇，以乡村游为特

点的亲子耕读游备受游客青睐；身穿汉

服，穿行在灰墙青瓦的老街古巷，在浙江

松阳县，游客在这里享受“慢下来”的时光

……

———旅游配套服务体系更成熟。中

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表示，全国约

72.3%的民用机场分布在延吉、天水、张

掖、果洛、阿勒泰、海拉尔、博乐、伊春、阿

尔山等中小城市，这些小机场城市以其

各具特色的景区、度假区、街区、商圈、菜

市场，以及住宿、餐饮、娱乐和购物消费

的高性价比，较高的可亲近性，吸引了各

年龄段旅游者的关注和到访。

“市场进一步下沉，中小城市、中心城

镇和发达地区重点乡村是新兴的旅游目

的地，也是日渐增长的旅游客源地。”戴斌

认为，持续扩大旅游消费的市场基础，面

向下沉市场和需求升级，应务实推进国内

旅游提升计划。以游客满意为导向，进一

步完善面向散客的旅游公共服务体系，不

断提高游客满意度和获得感。

———业态全方位升级消费更有活

力。这几日，位于湖南东部的醴陵小城热

闹非凡，这座有“千年瓷都”“花炮之乡”

美誉的县级市正将“文旅 +”与主导产业

深度融合，用新场景塑造文旅新品牌。

醴陵着力推动旅游提质升级，先后

举办花炮博览会、炒粉节，君子山春笋

节、首届醴陵窑美食节、金湖湾景区“乡

村草坪露营音乐会”等系列活动，配套发

布捡瓷地图、住宿地图、景点地图等网红

IP，扩大县域文旅声势，打造当地旅游新

热点。

———借力热点“流量”转换更多“留

量”。山东淄博烧烤、贵州村超、天水麻辣

烫先后出圈，各地做好配套服务，以深厚

的文化底蕴满足多元旅游体验，“以游客

为中心”的服务理念接住“泼天富贵”。

“五一”假期首日，贵阳的旅游订单

增长量在全国省会城市中排第二位，酒

店订单同比增长 29%。围绕假期服务体

验，贵阳的小吃街商圈不断创新消费模

式，激发消费活力。以新潮、独特的“贵州

老字号”产品折耳根酸奶、香酥鸭、肠旺

面、脆哨等吸引着大量消费者，推动旅游

消费量质齐升。

业内人士认为，县域文旅应成为我

国旅游业转型升级的契机，把“县域文旅

热”这把火烧好烧旺，将县域文旅作为提

振县域经济重要抓手，标准先行、提升服

务、打造品牌、立足民生，让县域旅游不

仅成为文旅发展的“硬实力”,更赋能着

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让“县域文旅热”

不仅出现于“五一”等节假日期间，而是

成为一种旅游常态。 渊据人民网冤

甘肃（天津）文创非遗市集和特色美食展示活动正式启幕
阴 本报记者 庞国雄

甘津携手情意长，山海相拥谱新篇。

由甘肃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的“醉美玉

如意·感恩帮扶情”甘肃（天津）文创非遗

市集和特色美食展示活动于 5 月 11 日

在天津嘉里汇商业中心正式启动。甘肃

省文化和旅游厅党组成员、副厅长王治

纲出席启动仪式。

甘肃（天津）文创非遗市集和特色

美食展示活动为期 2 天，分为推介演

出、美食品鉴、文创展示及旅游交流 4

个区域，共展出甘肃省各市州文旅部

门、企业携带的河州蛋雕、庄浪麦秆

画、庆阳香包等非遗手工艺品，敦煌主

题钥匙扣、凉州词书签、马踏飞燕编织

品等特色文创产品，以及手撕牦牛肉、

陇南生态茶、临夏广河甜麦子等特色

“甘味”食品，共 5000 余件。此外，活动

将提供 1000 份芳香四溢的兰州牛肉

面、500 份“热辣滚烫”的天水麻辣烫供

天津市民朋友们免费品尝，让他们现场

感受跨越山海的“烟火气”。同时，还有

《关山月》《千手观音》等文艺节目供市

民朋友欣赏。

举办甘肃（天津）文创非遗市集和特

色美食展示活动，是甘肃文旅人对天津

无私帮扶的真挚感谢，同时也是对天津

市民赴甘旅行的热情邀约。欢迎天津朋

友们，带着“哏都”的幽默与豪爽，一路向

西，邂逅如意甘肃，感受雄浑与精致的完

美融合。

天津市文化和旅游局有关处室负责

人、天津市市民代表，甘肃省文化和旅游

厅有关处室、各市州文旅部门负责人，甘

肃省内重点旅游景区、度假区、文旅企业

负责人，非遗传承人和新闻媒体代表参

加了活动。

5 月 10 日，2024 年“5·19 中国旅

游日”甘肃省主会场主题日暨全省文

化旅游消费促进活动临夏州筹备工

作安排会召开。临夏州委常委、州委

宣传部部长万学科主持会议并讲话，

临夏州政府副州长毛鸿博出席并安

排工作。

会上，宣读了《2024 年“5·19 中国

旅游日”甘肃省主会场主题日暨全省

文化旅游消费促进活动实施方案》。

会议要求，各相关单位和县市要

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增强大局意识，靠

实工作责任，明确各自工作职责，主动

认领工作任务，迅速高效推进筹备各

项工作。要强化沟通协调，确保活动

各环节无缝衔接，活动领导小组办公

室要牵头抓总，各工作组要加强沟通

协作，形成强有力的工作合力，确保各

方面环环相扣、各环节有序推进，将活

动办得精彩生动、出彩出圈。要做好

文旅宣传推介，营造浓厚氛围，全力

对接好中央、省上主流媒体，组织好

州、县市融媒体，精心策划推出各类

活动宣传内容和动态新闻，利用好网

红达人、抖音快手等自媒体，通过多

种手段做好活动前期预热造势、中期

集中宣传、后期持续宣传，形成全方

位、多层次、立体化的宣传格局，营造

出大流量、大声量的宣传氛围，尽最

大努力把活动推向高潮，产生深远影

响。要加强与各市州文旅部门和相关

文旅企业的合作交流，探索建立互惠

互利的旅游发展利益联接机制，夯实

临夏州文旅产业发展的各项基础。

近日，平凉市第二届“品美食·游

平凉”特色美食文化节圆满落幕。本次

活动采取“特色美食品鉴 + 农特产品

展销 + 校园文化美食体验”的方式，在

崆峒不夜城开设 300 个美食展位、80

个农特产品展位，全方位展示平凉特

色美食和农特产品。据不完全统计，本

次活动吸引市内外游客近 10 万人

（次）到现场体验和消费，发放使用纸

质消费券 8000 余张，电子消费券

1000 余张，拉动消费超 600 万元。

此次活动持续时间长，参展美食

及农特产品品类丰富，企业参与度高，

除崆峒不夜城已有的 200 余家商户

外，各县（市尧区）征集推荐 100 多家小

吃及农特产品商户参与，活动现场还

集聚了平凉养生宴、静宁烧鸡宴、庄浪

暖锅宴、灵台甲鱼宴等“一县一桌”精

美宴席。这既是一次“舌尖之旅”，让广

大游客感受平凉别样的美食魅力；又

是一场“精神盛宴”，展现了平凉独有

的文化内涵。

活动期间，文艺演出高潮迭起，歌

舞、秦腔表演轮番上阵，博得现场观众

阵阵喝彩，赋予活动生机活力。特色美

食展销区人头攒动，羊肉泡馍、平凉饸

饹面、灵台手工面、蒸鸡肉、麻辣烫、脆

皮油糕等百余种风味美食吸引众多食

客驻足品尝，尤其是职工消费“甘味”

农产品行动，带动了平凉牛肉、静宁苹

果、庄浪粉条、崆峒酒、纯粮醋等本土

农特产品火热销售。与上届美食节相

比，参与体验消费人数翻一番，销售额

增长近 3 倍。

下一步，平凉市将围绕“吃天水·游

平凉·幸福小拐弯”康养畅游活动和“吃

天水·游平凉·幸福小拐弯———拥抱平

凉美食、美城、美景”康养畅游引客入平

活动部署，不断创新消费新模式，拓展

商文旅新业态，持续开展“平凉美食”线

上线下促消费系列活动，推动餐饮、购

物、文化、旅游、娱乐、休闲等重点消费

领域繁荣发展，持续激发消费热潮，助

推相关工作高质量发展。

5 月 11 日至 12 日，由甘肃省文化

和旅游厅主办的“醉美玉如意·感恩帮

扶情”甘津东西部文旅协作交流推介

活动在渤海之滨天津成功举办，武威

市文体广电和旅游局组织当地企业和

非遗传承人参加了此次活动。

活动现场，武威市文旅推介官以

“古今对话”的方式介绍了武威丰富的

文化旅游资源，通过国家级非遗项

目———凉州贤孝，用说唱的形式展示

了武威的美景美食，并向在场嘉宾和

观众发出诚挚邀请。甘肃（天津）文创

非遗市集和特色美食展示活动中，武

威市展出的“铜奔马”周边文创商品、

“八鸟朝阳”系列丝巾、鸠鸟胸针文创

等既有颜值又有文化内涵的特色文创

产品受到了天津市民游客的青睐，白

牦牛肉、蜂蜜、奶枣等美味与营养兼具

的农特产品也引得路人争相购买，展

台前呈现出一派热闹景象。

此次交流推介活动，是甘肃文旅

人对天津无私帮助的真挚感谢，同时

也是对天津市民赴甘旅行的热情邀

约。武威文旅将以此为契机，诚邀来自

天津的朋友们走进武威，赴一场穿越

千年的约会，品味厚重历史文化，游历

多彩自然风光，体验“天马行空·自在

武威”的惬意旅程。

巴黎奥运带热中国游客欧洲游

法国巴黎将于今年 7 月至 8 月举

办第 33 届夏季奥运会。爱彼迎日前发

布的夏季出境游旅行趋势报告显示，

去巴黎看奥运，成为吸引许多中国游

客赴欧旅游的重要因素。

今年夏季，爱彼迎中国用户出境

游热度同比增长近 2 倍，旅行“目的”

大于“目的地”的出行需求在中国旅行

者中渐成趋势。随着巴黎奥运会的临

近，法国将在奥运会赛时迎来空前的

旅游热潮，搜索热度同比增长近 8 倍，

位列今夏热搜目的地国家第 2 名，巴

黎则成为夏季热搜欧洲城市第 1 名，

热度同比增长近 11 倍。法国旅游热度

的攀升还提高了游客对奥地利、意大

利等周边国家的关注度。从出境游人

群来看，北京、杭州、成都等有过举办

赛事经历的城市，有更多用户搜索巴

黎赛时住宿。此外，今夏计划进行 3 人

及以上多人出游的搜索占比近 80%，

同比增速远超单人、两人出游。

据介绍，自 2015 年进入中国以

来，爱彼迎始终聚焦出境游业务，并致

力于为中国出境游客提供原汁原味的

本土文化体验。 渊尹婕冤

乡村旅游再“上新”

“一有假期，我就爱‘村游’”

立 夏
时节，去浙
江桐乡吃
一碗当地
特色的立
夏野火饭；
小满时节，
到湖北宜

昌体验“泥仓子”
节气活动，在劳
作娱乐中寄托对
稻谷满仓的祈

盼；芒种前后，
前往湖北走
一走“芒种开
田垄 乡情韵

阳新”线路……近日，文化和
旅游部推出 82条“岁时节令
自在乡村”全国乡村旅游精
品线路，为游客在不同时节
走进乡土家园提供向导。

今年以来，我国旅游业
步入加速复苏阶段，乡村旅
游被越来越多游客列为国内
游的首选。乡村旅游与多业
态的融合发展，还拓宽了乡
村高质量发展路径。

新玩法层出不穷

此次推出的“岁时节令 自在乡村”

全国乡村旅游精品线路，突出与二十四

节气相关的物候景观、时令物产、民俗

文化、百姓生活等，用好本土资源，形成

特色旅游产品，为游客提供乡村旅游新

体验。该系列线路产品也被视为“乡村四

时好风光”品牌创设以来，在推动农文旅

融合发展中的又一创新性举措。

创意创新不断，已成为近年乡村旅

游发展中的亮点。

为了获得与城市生活不一样的体

验，今年“五一”假期，海量游客涌入各地

乡村。乡村旅游的新玩法颇具吸引力。浙

江省建德市长宁村、葛塘村举办大地寻

宝、趣味拣鸡蛋等活动，杭州市临安区径

山阳坡、溪谷郎家、花田里等村落景区则

推出各具特色的亲子玩法，方便游客体

验农耕生活。

重庆市南川区则将露营、市集引进

乡村，“山野丛林 古村环游记”2024 年

南川区三泉镇观音村初夏乡野户外季活

动近日启动。游客来到这里，可以走古村

古道、逛市集、打卡山野茶铺、在湖畔花

海露营，深度体验 Country Walk（乡村

漫步）新玩法。这也是当地“农文旅 + 户

外”发展新模式的具体实践。据了解，观

音村做好“乡村 + 户外”融合，推出以户

外自然景观、历史文化和民俗风情为主

题的线路，既能引客入村，也成为扩大当

地农产品、乡土文化知名度的重要途径。

来到北京市昌平区兴寿镇下苑村，游客

可去旧书市集淘一本好书，也可走进“村

咖”品一杯咖啡，或是实地走访艺术家工

作室。体验高品质的乡村文化生活，如今

已成为下苑村乡村旅游的一大“卖点”。

“一有假期，我就爱‘村游’。”热爱乡

村旅游的北京游客张旺告诉记者，过去，

去乡村主要是看景，如今，“村里好玩的

太多了”。丰富多元的业态涌入乡村，让

游客愿意更久地停留，深入体验当地的

文化与生活。

助土特产野走出去冶

一碗麻辣烫让众多游客认识并走进

甘肃天水。为了让游客更全面地了解天

水，近日，天水市文旅局发布了 16 条乡

村旅游精品线路，涵盖乡村美景、特色活

动、美食、住宿、游玩、体验、研学、康养

等，吸引各地游客走进乡村游天水。这

16 条线路，还同时入选 2024 年“诗意田

园·陇上乡遇”甘肃乡村度假游线路。

天水麻辣烫的走红带火了甘谷辣椒，

也为甘谷县加快乡村旅游发展提供了机

遇。甘谷古坡生态休闲游是此次发布的

16 条乡村旅游精品线路之一。来到甘谷

的游客看山水、游古镇、品文化，离开时大

多会带上一份甘谷辣椒。甘谷有 400 多

年的辣椒种植历史，这里坡地土层深厚，

四季光照充足，适宜种植、晒制辣椒，出产

的辣椒色泽红亮、味道浓郁，香而不辣，远

销至马来西亚、韩国等海外地区。如今，当

地红火发展的旅游业，让甘谷辣椒的销量

更上一层楼。当地一家辣椒制品公司负责

人介绍，该公司日销售额由过去的 8000

多元增长到高峰时期的超过5 万元。

延安苹果、横州茉莉花、文登西洋参

……乡村旅游的发展让越来越多的地方

土特产为更多人所熟知，并带动土特产

销量增长。为进一步发挥乡村旅游的带

动作用，《安徽省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行

动计划（2022要2024 年）》提出，到 2024

年，全省乡村旅游业态产品更加丰富，产

业结构更加优化，综合效益更加凸显，形

成空间布局合理、产品特色鲜明、服务功

能完善、产业体系健全的乡村旅游发展

格局；力争全省乡村旅游接待人次年均

增长 15%以上，乡村旅游收入达 3000 亿

元、年均增长 20%以上，带动农产品等

购物消费达 500 亿元，乡村旅游经营主

体超 2 万家，带动就业 150 万人以上。

搭上数字化野快车冶

早上 7 点，打扫完卫生后，小林在前

台坐定，细细翻看网友在小红书、抖音、

微博等平台上的留言，回答他们的咨询

或是确认订房信息。小林在安徽九华山

下经营着一家民宿，房间数量不多，但每

一间都布置得很有特色。“去年以来，我

加大了在社交平台推广的力度，介绍我

的民宿，也会介绍九华山当地的景点和

文化。现在，我的不少客人都是通过社交

平台预订房间的。”小林说。

到线上寻找客源、销售产品，已经成

为许多旅游从业者的必备技能。旅游主管

部门也积极搭建数智乡村旅游平台，促进

乡村旅游资源的优化整合。江苏省苏州市

相城区大力促进乡村旅游数字化发展，目

前拥有农业电子商务企业 300 余家，

2023年农产品电商销售额达 11亿元。越

来越多的村庄搭上数字文旅的“快车”，迎

湖村、冯梦龙村、消泾村、清水村等一批村

庄正加快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

2023 年以来，文化和旅游部资源开

发司指导抖音、阿里、百度等互联网平

台，联合各地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以全

国乡村旅游重点村镇、“乡村四时好风

光”精品线路为主要对象，开展乡村旅游

数字提升行动，通过线上线下结合的立

体展示、产品营销、培训扶持、目的地建

设等，助力各地探索“乡村旅游 + 数字经

济”新路径，覆盖全国 31 个省份 1138 个

区县超 2 万个乡村旅游经营主体，直接

带来乡村游客近 2000 万人次。资源开

发司相关负责人表示，将通过数字提升，

让更多乡村美景走入人心，让乡村旅游

成为富民惠民利民的重要途径，让乡土

文化焕发时代新活力，创新提升乡村旅

游业态、产品和服务，更好地满足人民群

众需求。 渊尹婕冤

江西婺源油菜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