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日前举行的 2024 国际博物馆日

中国主会场活动新闻发布会上，国家文

物局副局长罗文利介绍，今年的中国主

会场活动由国家文物局和陕西省人民政

府主办，陕西省文物局、西安市人民政

府、中国博物馆协会、中国文物报社承

办。主会场活动将于 5 月 17 日至 19 日

在陕西历史博物馆秦汉馆举行，围绕“博

物馆致力于教育和研究”主题，集中展示

我国博物馆事业发展的最新成果，进一

步搭建博物馆与公众沟通的桥梁。

本次主会场活动将推出一大批面

向公众、普惠均等的高品质文化服务，

进一步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国际博

物馆日当天，陕西历史博物馆秦汉馆将

开馆，并推出“秦汉文明”系列重磅展

览，举办“从长安出发：丝路申遗成功十

周年主题展”，并开展“千年秦汉 博物

古今”博物馆之夜活动，举办博物馆日

主论坛、青年论坛、策展人论坛和秦汉

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同时，整合全媒

体资源，打通全媒体渠道，形成多媒体

矩阵，做好全方位宣传，提升博物馆事

业知名度和影响力。

据了解，中国于 1983 年加入国际

博物馆协会，自此以后每年均组织国际

博物馆日相关活动。2009 年起，国家文

物局开始与省级人民政府联合举办中

国主会场活动，至今已举办 15 届。

渊李政葳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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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文旅深融合 田园美乡村兴
“发展乡村旅游不要搞大拆大建，

要因地制宜、因势利导，把传统村落改

造好、保护好”“新时代的乡村振兴，要

把特色农产品和乡村旅游搞好”……党

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

乡村振兴、乡村旅游工作，作出多次重

要指示。全国文化和旅游系统认真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推动

乡村旅游模式创新、产品升级、服务优

化，推动乡村旅游成为新时代撬动乡村

资源潜在价值、传承创新乡村文化生

活、促进农村全面进步的关键载体和强

大动力。

寄托美好生活田园梦

党的十八大以来，乡村旅游已逐渐

成长为万亿级收入规模的新兴产业。全国

乡村旅游数据监测中心数据显示，2024

年“五一”假期，全国乡村旅游接待总人次

达 1.72 亿，实现乡村旅游总收入 518.17 亿

元，分别同比增加 8.9%和 12.3%。乡村旅

游蓬勃发展的缩影里，承载着人民群众对

美好田园生活的向往，寄托着浓郁乡愁。

全国各地因地制宜，挖掘文化内涵，

发挥生态优势，突出乡村特点，开发了类

型多样、特色鲜明的乡村旅游产品。

浙江省丽水市龙泉市宝溪乡溪头

村——— 一个被青山碧水围绕的乡村，自

然资源丰富，更孕育出绝美的青瓷艺

术。多年来，溪头村积极探索生态保护

与文化融合的乡村旅游致富之路，发展

了龙窑烧制、研学旅行、特色民宿等业

态，让村庄成为主客共享的文旅融合新

空间。

山东省威海市荣成市俚岛镇烟墩

角村，依山傍海、景色秀丽，有成片被誉

为“国内生态民居的活标本”的海草房。

在保护海草房的基础上，烟墩角村依托

特色资源，定期举办摄影大赛、海草房

传统营建技艺培训等活动，吸引了大量

摄影爱好者、美院学生及自驾游客来此

采风、游玩，带动了当地乡村旅游产业

发展。

如今，以乡村旅游重点村镇、乡村

旅游精品线路、乡村旅游集聚区等为支

撑的乡村旅游点、线、面互动发展格局

日趋完善，乡村旅游产品供给不断优

化、基础设施不断完善、服务质量不断

提升，以农民为主体的利益联结机制不

断健全，乡村旅游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

独特优势和综合效益不断凸显。

提升城乡经济融合度

近年来，文化和旅游部以重点村镇

为基础，引导各级政策、资金、宣传、人

才等资源倾斜投入，优化乡村旅游发展

环境，深入阐释了乡村旅游在改善乡村

环境风貌、复兴乡村历史文化、重塑乡

村诗意生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等方面

的作用和价值，不断提升乡村旅游重点

村镇品牌可见度和影响力。

在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凤羽镇，

以“软乡村、酷农业、融艺术、慢生活”为

理念，集合农业、文化、创意、旅游多元

业态的新兴文旅目的地———佛堂村“凤

羽大地艺术谷”，依托山景与屋顶水稻

田，构筑下沉式“空中稻田剧场”；将闲

置乡村校园设施改造为集餐饮、民宿、

研学等于一体的“白米仓青年文创空

间”；以古建筑为基础打造“星空艺术

谷”；推出“白驹过隙”“三个苹果”等大

地艺术装置……为乡村生活注入更多

文化创意，为乡村振兴增添了新动能。

江苏省苏州市高新区通安镇通过

“乡创＋文创”模式，在当地树山村创建全

国首个“乡村双创中心”，打造“树山守”全

系列文创产品，并引进新华书店、乡村图

书馆、乡村音乐会客厅等，使村庄文化氛

围浓厚。该村还围绕梨园、民谣、戏曲开展

乡村特色活动，实施艺术家驻村计划，不

仅培养双创人才、孵化双创企业，更激发

了乡村活力。

此外，安徽省黄山市黟县，依托宏

村与西递两个全国知名乡村旅游 IP，树

立全域一盘棋理念，让下辖 66 个乡村

形成合力、互为补充，丰富了特色旅游

元素，使游客体验感得到极大提升；浙

江省湖州市安吉县布局县域“大景区”，

将每个村作为一个景点来设计，实现全

县旅游高质量发展。

乡村旅游如今成为畅通城乡经济

循环、促进产业关联互通的重要桥梁，

乡村旅游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

的通道日益畅通，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成效显著，乡村旅游为推进以县域为载

体、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贡献独特

的旅游力量。

绘就共同富裕新图景

乡村旅游将贫困地区自然文化资源

禀赋转化为旅游经济后发优势，为决战

决胜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出

重要贡献，也为促进共同富裕创造了良

好条件。文化和旅游部会同相关部门实

施乡村旅游扶贫工程，形成“景区带村”

“合作社＋农户”等模式，帮助 2.26 万个

建档立卡贫困村脱贫摘帽；指导各地完

善利益联结机制，保障农民主体地位和

持续获益，总结推广“开展经营获益”“提

供劳务获益”“出售产品获益”“土地流转

获益”“要素入股获益”等利益分享机制，

不断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在具体实践中，

各地又涌现出“民俗文化依托型”“生态

资源依托型”“乡村民宿带动型”“景区发

展带动型”“田园观光依托型”“旅游扶贫

成长型”等典型模式，让农民不离土不离

乡就地创业就业。

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理县

桃坪村位于青藏高原东南缘，长征国家

文化公园、长江国家文化公园范围内，

是茶马古道藏羌彝文化走廊、大九寨旅

游环线的重要节点。近年来，当地坚持

保护与利用并重，持续推进羌寨碉楼等

文物维护，建立村史馆、非遗传习所，培

养非遗传承人，并以发展乡村旅游为核

心，辐射带动周边村民发展民宿，走出

了一条乡村旅游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的发

展之路。

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元阳

县阿者科村，是世界文化遗产“红河哈尼

梯田文化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地

坚持开发“小而精”的文旅深度融合产

品，不断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村寨人

居环境，增加村民就业及创业机会。2019

年至今，共接待游客 15 万人次，创收约

400 万元，举办 9 次乡村旅游发展分红

大会，共计分红 177.26 万元，户均分红

27351 元，成为活态文化遗产保护与旅

游发展有机融合的典范。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来，文化和旅

游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推出 1597 个

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镇，打造一批内涵

丰富、主题鲜明的“乡村四时好风光”全

国乡村旅游精品线路；举办了 40 多期

乡村旅游培训班，培训村干部和乡村旅

游带头人超过 8000 人次。乡村旅游已

经成为人民美好生活的重要内容、振兴

乡村的特色产业。

如今，文化和旅游部将文旅深度融

合作为推动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的重要

着力点，不断通过艺术提升、数字提升、餐

饮提升等行动，提高乡村旅游重点村镇建

设质量和文化内涵，增强乡村文旅从业人

员综合素养和乡村发展内生动力。乡村旅

游正日益成为推进文旅深度融合、促进物

质精神共同富裕的有生力量，为建设中华

民族现代文明添砖加瓦。

渊刘源隆 张欣冤

五部门：

推进旅游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
日前，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中央

网信办秘书局、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

厅、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国家数据

局综合司等五部门印发《智慧旅游创新

发展行动计划》（以下简称 叶行动计

划曳），促进数字经济和旅游业深度融

合，加快推进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

为特征的智慧旅游创新发展。

《行动计划》提出了 20 项重点任

务，包括改造升级信息基础设施、加强

5G+ 智慧旅游协同创新发展、提升服务

平台运营效能、提升适老化服务水平、

持续优化文旅场所服务水平、推进“互

联网 + 监管”、强化应急响应能力、加强

新媒体使用引导、规范提升旅游营销效

能、开展营销效果评估、鼓励发挥企业

主体作用、促进产学研协同发展、培育

丰富智慧旅游产品、增强辅助决策能

力、推动数据开发利用、做好数据安全

工作、推进旅游城市和景区智慧化建

设、推进智慧旅游“上云用数赋智”、培

养高校基础人才和加强智慧旅游人才

队伍建设。

此外，《行动计划》明确要加强组织

实施、加强政策支持、加强监测评价、加

强宣传引导等保障措施。 渊据人民网冤

我国三项档案文献遗产入选

世界记忆亚太地区名录
记者近日从国家档案局了解到，在

日前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

项目亚太地区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

上，由中国国家档案局组织申报的“成都

老茶馆相关档案”“徽州千年宗姓档案”

和“德格印经院院藏雕版”三项档案文献

遗产成功入选世界记忆亚太地区名录。

据了解，入选的“成都老茶馆相关

档案”收录了 1903 年到 1949 年期间与

成都老茶馆相关的档案文献资料，有手

稿、业务文件、图表、照片、印刷品等，共

6345 件。该组档案文献反映了老茶馆

日常经营、行业管理、商品贸易、文化交

流的多元功能，是研究以成都为代表的

中国近现代城市经济、社会和文化历史

发展的珍贵史料。

“徽州千年宗姓档案”是记录徽州

民间社会千年来宗姓源头世系、人居环

境、族规家训、名人传记、财产权属、艺

文著述等的民间档案。本次申报的档

案共 427 部、2235 册，涵盖宋、元、明、

清、民国时期的宗姓档案，反映了“汉字

文化圈”国家、地区的宗姓文化，是历史

研究的珍贵档案。

德格印经院始建于 1729 年，是我

国藏族聚居区三大印经院之一。该院

的雕版印刷工艺流程复杂、分工精细、

管控严格，在人类雕版印刷史上占有独

特地位。目前，全院完整保存雕版档案

325520 块，包括古印版和画版，囊括了

11 世纪以来的各类重要藏文经典文献，

内容涵盖传统文化的各个方面。

世界记忆项目是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于 1992 年启动的文献保护项目，旨

在促进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提高人们对

文献遗产重要性的认识。世界记忆项

目亚太地区委员会负责世界记忆亚太

地区名录的评审和宣传工作，每两年评

审一次。包括本次会议入选的 3 项在

内，我国迄今已有 17 项档案文献遗产

成功入选世界记忆亚太地区名录。

据叶光明日报曳

2024 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
将在陕西历史博物馆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