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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暑游 户外游 清凉一“夏”

文旅融合“燃”动夏日

甲辰年拜谒炎帝神农大典在炎帝故里随州隆重举行
阴 本报记者 魏涛

中短途、“新中式”、县域旅游

关键词前瞻端午旅游热潮

临夏花儿 璀璨绽放
2024中国花儿大会在甘肃省和政县盛大开幕

阴 本报记者 罗敬宇 见习记者 王继翔

旅游、金融等领域多项务实政策出台

我国服务业开放向纵深推进

小桥流水、亭台楼阁，在水韵江

南品吴侬软语；巴山蜀水、凉爽惬意，

到川渝之地度过“安逸一夏”；田园牧

歌、古寨炊烟，去黔东南体验特色非

遗……盛夏时节，风光旖旎，夏日文

旅市场活力满满。

业内专家表示，大众火热的出游

热情，反映了大家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越来越多的游客在“悦目”外，更追求

“赏心”。旅游业态也随之涌现出更多、

更新的“打开方式”，新场景层出不穷，

满足了民众丰富的精神文化需求，也将

人们的心带向更美的“诗和远方”。

活力户外行野燃冶动夏日要要要

骑行穿过森林草甸、徒步邂逅天

宝雪山、露营体验篝火晚会……近

日，“活力山水·2024 香格里拉户外

行”在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香格里

拉市普达措公园举行。香格里拉充分

利用地理位置优势与户外运动资源，

以“体育运动 + 旅游 + 民族文化”的思

路，让游客在挥洒汗水的同时欣赏美

景、感受文化，享受运动的美好。

夏日阳光洒满大地，正是户外活

动的旺季，也是体育爱好者出游的好时

候。如今，扔飞盘、露营、徒步、骑行、登

山等运动成为时尚潮流，备受大众追

捧。“村 BA”的火热从贵州延续至全国

各地，“跟着赛事去游城”成为文旅融合

的新模式，不仅激发了全民参与运动健

身的热情，为我们的生活注入更多活力

与乐趣，还拓宽了体育赛事的边界，激

活乡村振兴“一池春水”。

治愈系避暑游清凉一野夏冶要要要

巍峨雪山、碧绿湖水、广袤牧场、

驰骋的哈萨克少年……电视剧《我的

阿勒泰》的热播，为新疆阿勒泰的旅游

热潮添了一把火，当地旅游旺季提前

开启。“往年阿勒泰从 6 月中下旬到

10 月是高峰旅游季。”阿勒泰地区文

体广旅局局长德丽达·那比透露，今年

5 月以来阿勒泰地区接待游客人数约

267 万人次，同比增长 80%，实现旅游

收入 22 亿元，同比增长 93%。

一部剧带火一座城，新疆的美景

令人心驰神往，很多年轻人说，时光仿

佛在这里静止，给予了心灵满满的“松

弛感”。然而，不仅限于新疆，还有很多

地方以不同的方式展现着大自然的神

奇与美好。宁静恬淡的云南丽江，被誉

为“人间仙境”的四川九寨沟，辽阔壮

美的内蒙古呼伦贝尔……不妨选择一

处心仪的目的地，开启一段属于自己

的“治愈之旅”。

“随着旅游市场的快速复苏，文

化和旅游正在更深度、更广范围和更

高层次加速融合，目的地文娱产品丰

富程度已经成为影响旅游者决策的

重要因素。”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

斌表示。

渊刘微冤

烈山问祖，华夏铸魂。6 月 2 日，农

历四月廿六炎帝华诞，甲辰年拜谒炎帝

神农大典在炎帝故里湖北随州隆重举

行。海内外炎黄子孙齐聚烈山，寻根拜

祖，弘扬炎帝精神，增强血脉认同，凝

聚复兴力量。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郝明金，

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中共湖北省委

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蒙徽，中共湖

北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忠林，中共湖北省

委副书记诸葛宇杰出席大典。湖北省政

协主席孙伟主持大典。甘肃省政府副省

长赵金云率团参加拜谒大典，并敬献花

篮。来自海内外的嘉宾代表齐聚烈山，拜

谒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炎帝神农。

华夏悠悠文明史，烈山脚下是源头。

2009 年以来，“世界华人炎帝故里寻根

节”已连续 15 年在随州成功举办，成为

展现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文化名片。据

悉，甲辰年世界华人炎帝故里寻根节活

动以“文明之光·寻祖探源”为主题，从 6

月 1 日持续至 7 日，包括拜谒炎帝神农

大典、经贸洽谈会、音乐会、炎帝文化庙

会等多项活动。拜祖大典遵循古礼雅乐，

以礼乐文化为主线，将传统祭典的“迎

神、初献、亚献、终献、彻馔、送神”6 个环

节融入 9 项仪程，充分凸显炎帝文化特

色，增强厚重感、文化感，为各族群众奉

上丰盛文化旅游大餐，为参会嘉宾构筑

交流合作平台。

通过参加甲辰年拜谒炎帝神农大

典，甘肃省代表团一行追思人文始祖，感

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涵。大家一致表

示，要以参加甲辰年拜谒炎帝神农大典

为契机，借鉴好经验、好做法，认真办好

公祭伏羲大典活动，擦亮伏羲文化品牌，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让“薪火相

传”成为连接过去与未来、中国与世界的

桥梁。

甲辰年拜谒炎帝神农大典是世界华

人炎帝故里寻根节的主活动，由国务院

台湾事务办公室、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

会、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中华炎黄

文化研究会和湖北省人民政府联合主

办。政界、文化界、宗教界、企业界、港澳

台和海外华人华侨代表、先进人物代表

及社会各界嘉宾共 2500 余人在现场参

加大典。

2024 年端午假期即将来临，从多家

在线旅游平台预订数据看，今年端午假

期，游客短途游、周边游需求高涨，2 小

时高铁圈内仍是旅客出游的主要目的

地。“国潮”崛起下，各类深度体验中国历

史文化的“新中式”旅行持续走俏，县域

旅游保持市场热度。

短途周边游占主导

同程旅行发布的《2024 端午假期旅

行趋势报告》显示，2024 端午假期，出行

市场以中短途为主，长三角、珠三角、京

津冀及成渝城市群、中原城市群内部短

途出行需求旺盛。

从去哪儿火车票预约情况来看，2

小时高铁圈内仍是旅客出游的主要目的

地。北京 2 小时高铁圈内，热门目的地

为天津、济南、石家庄、秦皇岛、大同；上

海 2 小时高铁圈，热门目的地为杭州、苏

州、南京、湖州、宁波。

端午假期，2 天或 3 天行程的短途

周边游更受游客青睐。途牛旅游网数据

显示，规划 3 天出游行程的游客较去年

同期大幅增长，出游用户中，26 岁至 35

岁的客群占据更高比例。

自由行、自驾游占比逐渐增加，成为

周边游、短途游市场主流。灵活取还、自

在便利的租车自驾形式，也成为端午假

期出行的优选。携程数据显示，携程国内

租车自驾订单同比增长 260%；从出行

目的地来看，92%的人是短途周边自驾

游，租车去“隔壁”省串个门成为常态。

野新中式冶旅游受热捧

当国潮风潮遇上传统佳节，游客的

消费需求也愈发聚焦于民俗文化的深度

体验与探索。特别是年轻客群，他们更热

衷于投身到目的地的文化脉络中，亲身

体验不同地域的风俗习惯，并通过参与

富有地方特色的节庆活动、品尝地道美

食等方式，深入探寻地域历史文化，丰富

旅行体验。

同程旅行数据显示，端午假期，各类

深度体验中国历史文化的“新中式”旅行

受到年轻用户关注。热门的“新中式”旅

行方式包括历史博物馆参观、龙舟观赛

体验、非遗文化体验、历史文化景区打

卡、汉服妆造体验等。

其中，端午假期各地历史博物馆的

2-4 小时精讲小团和研学团咨询热度同

比上涨超过 2 倍。从出游目的地看，西

安、杭州、洛阳、苏州、成都是汉服拍照打

卡热度最高的城市。苏州、北京的传统戏

曲文化，福建的采茶文化，湖南、云南等

省市的非遗扎染文化，是游客最关注的

非遗文化体验。

作为中国的传统节日，端午节“文化

游”也成为一大主题。近 1 周以来，在去

哪儿平台上，“龙舟”关键词搜索量环比

上周涨 136%。同时，随着气温升高，海滨

海岛游成为端午假期的热门选择。

县域旅游依旧火热

“不是大城市去不起，而是小县城更

有性价比”。端午假期，县域旅游市场继

续迸发强劲活力。从品尝特色农家菜到

参与端午传统民俗文化，从亲近自然的

山水田园到休闲惬意的 Country Walk，

越来越多的游客选择前往县域旅游目的

地，感受不同城市的宁静与舒适。

途牛旅游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安

吉、德清、桐庐、婺源、平潭、溧阳、霞浦、

淳安、宜兴、阿勒泰等县域目的地相关旅

游产品预订火爆。

被电视剧《我的阿勒泰》带火的新疆

在端午假期仍备受关注。不少年轻旅行

者将阿勒泰定为端午长途旅行的目标。

马蜂窝大数据显示，“阿勒泰”相关内容

近一周热度涨幅达 233%，“我的阿勒泰

同款路线”热度上升 75%。

从去哪儿平台的预订情况来看，有

“仙居”之称的恩施人气直升，近 1 周端午

酒店预订量较去年增长了 3 成；秦皇岛、

景德镇、绍兴、日照、扬州、泉州、柳州、舟

山、淄博、湖州、大同、台州热度较高。“小

城游在这个端午依旧火热。”去哪儿大数

据研究院研究员肖鹏说，以一个大城市为

中心，向周边小城深度“下沉”游，是不少

人选择的旅行方式。 渊据新华网冤

盛夏的和政，绿意盎然，油菜花

盛开，空气中弥漫着清新的花香。6 月

2 日，备受瞩目的 2024 中国花儿大会

在甘肃省和政县松鸣岩国家 4A 级旅

游景区盛大开幕。本次大会汇聚了来

自全国各地的 21 名知名花儿专家学

者和 50 名花儿歌手，共同为这一世

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发展献

上了精彩的演出和深入的研讨。

花儿，是甘肃、青海、宁夏等地广

泛流传的原生态民歌。它以高亢激昂

的旋律、质朴真挚的情感、生动形象

的歌词，展现了西北人民豪放、坚韧、

乐观的精神风貌。被誉为高原上的奇

葩、大西北之魂、活着的《诗经》。这一

承载着西北人民情感与智慧的民歌，

自 2009 年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以来，其保

护与传承工作便成为社会各界共同

关注的焦点。中国花儿大会的举办，

是对这一文化遗产的致敬，也是对其

未来发展的积极探索，旨在通过多元

化的活动形式，让花儿艺术走进更多

人的视野，为“花儿临夏 醉美和政”的

文旅品牌注入时代活力。

活动精彩纷呈 亮点频现

在松鸣岩景区的开幕式上，彩旗

招展，欢声笑语，热闹非凡，来自五

湖四海的花儿歌手轮番登场，以悠

扬的歌声诠释花儿的独特韵味。知

名歌手如朱之文、安与骑兵、张尕怂

等人的精彩表演，赢得了现场观众

的热烈掌声。

大会期间，除了花儿展演之外，还

精心策划了全国花儿展演、花儿田野

考察暨花儿文化讲座、花儿串烧巡演、

文艺演出、特色产品暨美食展等多项活

动，全方位、多角度地展现了花儿文化

的深厚底蕴和艺术魅力，吸引了众多专

家学者、媒体记者、当地群众及游客的

热情参与。

传承与创新并举
探索文旅融合新模式

本届大会强调“保护、传承、发展、

传播”的理念，致力于探索“非遗文化

+ 旅游”的创新路径，旨在通过举办花

儿展演、文旅资源推介暨招商引资洽

谈会、花儿田野考察暨文化讲座、花儿

串烧巡演、特色产品暨美食展等一系

列丰富多彩的活动，全面展示花儿文

化的魅力，提升“花儿临夏·醉美和政”

文旅品牌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社会反响热烈
文旅产业发展迎来新机遇

中国花儿大会的成功举办，受到

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高度评价。

参与者纷纷表示，通过此次活动，他

们不仅领略了花儿艺术的魅力，更意

识到了非遗文化保护的重要性，愿意

为传承和发展花儿文化贡献自己的

一份力量。此外，大会也为“花儿之

乡”带来了新的发展契机，预计将吸

引更多游客前来体验临夏、和政等地

的独特文化风情，促进文旅产业的繁

荣发展。

2024 中国花儿大会的成功举办，

不仅是对花儿艺术的传承与弘扬，更

是对非遗文化保护工作的有力推动。

展望未来，我们相信，在全社会的共同

努力下，花儿文化将继续绽放出更加

夺目的光彩。

5 月 15 日起，我国在
沿海省份全面实施外国旅
游团乘坐邮轮入境免签政
策。乘坐邮轮并经由境内旅
行社组织接待的外国旅游
团（2人及以上），可从 13
个城市的邮轮口岸免办签
证整团入境。这是继我国扩
大免签入境“朋友圈”后的
又一政策利好。

当前，推进旅游、医疗、
金融等服务业对外开放是
扩大高水平开放的重要抓
手。今年以来，我国已出台
多项务实政策扩大服务业
对外开放。各项政策落实情
况如何？服务业扩大开放还
应从哪些方面发力？日前，
记者进行了采访。

优化免签政策
跨境旅游活力释放

5月 24日上午，巴哈马籍“地中海

号”邮轮靠泊天津国际邮轮母港，近 800

名外籍游客享受到了乘坐邮轮入境免签

政策。免填外国人入境卡、免盖入境验讫

章，通关时间较新政实施前节省约 1/3。

“全面实施外国旅游团乘坐邮轮入

境免签政策，将有力促进入境游发展。”

天津边检总站东疆边检站有关负责人

表示，随着“邮轮热”不断升温，天津的

国际化港口优势愈加凸显，境外游客越

来越多地选择乘坐邮轮到访天津。天津

国际邮轮母港 2024 年预计接待入境邮

轮 100 艘次。

不只邮轮游市场快速升温，今年以

来，跨境旅游市场活力持续释放。

在江苏苏州留园，20 多名来自澳大

利亚的游客徜徉在古典园林中。“我第

一次来苏州。这里风景秀丽，历史底蕴

深厚，非常棒。”游客迈克尔说。

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客流大数

据监测显示，“五一”假期入出境游客合

计达 367.2 万人次，其中入境游客 177.5

万人次，出境游客 189.7 万人次。中国旅

游研究院预测，2024 年我国出境游人数

将达到 1.3 亿人次。

游客的“双向奔赴”，离不开一揽子

高水平开放政策助力。3 月 14 日起，我

国对瑞士、爱尔兰、匈牙利、奥地利等 6

个国家持普通护照人员试行免签政策，

去年底以来，我国已陆续对法国、德国、

意大利等国家实施免签入境政策，同安

提瓜和巴布达、新加坡、泰国签署互免

签证协定，免签国“朋友圈”持续扩容，

外籍人员入境便利度不断提升。

“免签政策是对中国与世界旅游市

场双向利好的举措。越来越多的国家对

中国免签，让中国公民出境越来越便

捷，中国游客所带来的经济效益能有效

促进当地旅游市场的发展。同时，‘互

免’签证的朋友圈不断扩大，也为外国

人来华提供了更多便利，受到国际社会

的广泛欢迎。”携程研究院行业分析师

王亚磊说。

畅通要素流动
便利外籍人员来华

当前，服务业已成为世界经济增长

的主要动力，加快服务业对外开放是新

形势下塑造国际竞争和合作新优势的

重要引擎。2023 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

占 GDP 比重达 54.6%。在国际合作方面，

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数字贸易成为我

国贸易强国建设的“三大支柱”，今年一

季度，我国服务贸易快速增长，服务进

出口总额 18167.4 亿元，同比增长 14.7%。

今年以来，为扩

大服务业对外开放力

度，我国以畅通生产

要素流动为抓手，提

升外籍人员来华工作、学习、旅游便利度。

四川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是外

籍游客来中国旅游的热门打卡点。在基地

的文创商店，来自美国的游客约翰看中了

一个大熊猫玩偶。通过境外银行卡刷卡，

他只用了几秒钟就顺利完成支付。

外籍人员来华工作、学习、旅游，支

付是重要一环。今年 3 月，国务院办公

厅印发《关于进一步优化支付服务提升

支付便利性的意见》，提出银行、支付机

构要按照重点商户名录，加快推进境外

银行卡受理设备软硬件改造，统筹考虑

推动非接触式支付发展。

针对外籍人员来华后的方方面面，

一揽子贴心安排接续推出。商务部日前

汇编了《外国商务人士在华工作生活指

引》，涵盖办理住宿、银行卡、社会保险，

乘坐交通工具等事项。交通运输部加快

普及网络售票，推广应用电子客票，方

便国内外人员持身份证、护照、外国人

永居证等多种证件线上购票……一项

项务实举措为外籍人员来华工作、生

活、旅游提供便利。

除了自然人移动，对于数据跨境流

动问题，也倾听各方诉求，健全管理制度。

前不久，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公布《促

进和规范数据跨境流动规定》，为促进数

据依法有序自由流动、营造更加透明可预

期的营商环境提供了重要依据。

对标国际规则
完善开放制度体系

从去年的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

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提出“全面取消

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措施”，到今

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放宽电信、

医疗等服务业市场准入”，我国统筹推

进制造业、服务业全方位对外开放。

“近年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格局

加速调整，制造业成为各国竞争的焦

点，但全球服务业开放发展的大势日益

凸显，成为国际经贸规则重构的重点领

域。”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

现代供应链研究所所长林梦表示，根据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开展的相关调查，

我国制造业开放程度与发达经济体基

本处于同一水平，在增值电信、医疗健

康等服务业领域开放进程较为滞后，服

务业开放的广度还需进一步拓宽。

今年以来，针对当前服务业扩大开

放面临的市场准入、行业监管等方面的体

制机制障碍，我国扩大制度型开放，对标

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推动管理体制改革。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扎实推进高水

平对外开放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

行动方案》，对服务业扩大开放作出了

一系列部署，要“持续推进电信、医疗等

领域扩大开放”“扩大银行保险领域外

资金融机构准入”。

商务部发布《跨境服务贸易特别管

理措施（负面清单）》（2024 年版）和《自

由贸易试验区跨境服务贸易特别管理

措施（负面清单）》（2024 年版）。“两版清

单主动采用负面清单模式，统一管理跨

境服务贸易市场准入，有效提升了跨境

服务贸易管理的透明度和可预见性，这

是我国服务贸易管理体制的重大改

革。”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

进一步深化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

改革，稳步推进服务业对外开放，不断

以更高水平的开放链接世界。一个更加

开放的中国，必将为世界带来更多合作

共赢的机遇。 渊罗珊珊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