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渭水悠悠绿意浓，陌上花开香入

袖。6 月 22 日至 23 日，由甘肃省文旅

厅主办，甘肃省文化馆、甘肃省陇剧

院、定西市文体广电和旅游局、定西

市文化馆、渭源县委宣传部、县文旅

局、县文化馆、上湾镇人民政府承办

的甘肃省 2024 年“四季村晚”夏季示

范展示活动，在渭源县上湾镇侯家寺

村成功举办。甘肃省市文旅系统相关

负责人，渭源县四大班子主要领导、

各人民团体、县内外文艺工作者代表

等参加活动，当地 16000 多名群众参

与系列展演展示活动。

此次全省“四季村晚”夏季示范

展示活动与“上湾镇第四届渭水南谷

玫瑰文化旅游节”同期举办。主要活

动包括“四季村晚”—示范展演、“四

季村晚”—广场舞比赛、“四季村晚”

—篝火晚会，以及文化、科技、卫生

“三下乡”、渭水南谷玫瑰“线上 + 线

下”销售推介、唱支红歌给党听 喜迎

七·一“红歌大家唱”、上湾镇第三届

篮球运动会、农特产品和特色美食展

销等内容。展演活动在上湾学校堂鼓

队铿锵的鼓点中开启，抖动的红绸，

像鲜艳的火炬，隆隆的鼓声，带着阳

光和空气一起舞动，赢得全场观众一

片欢呼；上湾镇政府干部职工编排的舞

蹈《唱支山歌给党听》向中国共产党

103 周年华诞献礼，祝愿祖国繁荣昌

盛、国泰民安！流传千年的“羌蕃鼓舞”

蕴藏着藏羌文化的活态载体，悠远的鼓

声，精湛的技艺，展现出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生生不息！渭源本土花儿表演

《花儿联唱》，展示了上湾镇丰富多彩的

民俗风情，多元融合的地域文化；独唱

《娘家河》，寄托着当地百姓寻根溯源的

情怀，对母亲河孕育一方水土的珍爱。

甘肃省文化馆选送的戏曲节目

《变脸》、独唱《龙腾耀中华》将演出推

向高潮，活动现场互动频频，掌声、欢

呼声、叫好声不断；定西市文化馆选

送的原创节目《皮影之舞》，舞蹈动作

风格、服装道具、音乐旋律、美术设

计，都最大化融入了皮影的丰富元

素，表演者的舞蹈动作将皮影戏的特

点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渭源县文

化馆选送的情景剧《总书记来到咱渭

源》，表达了在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元

古堆村后，全县人民牢记习近平总书

记的殷切嘱托，感恩奋进，砥砺前行，

撸起袖子加油干，脱贫致富奔小康、

县强民富村和美，过上了红红火火的

好日子，幸福不忘总书记的真情实

意。由上湾镇人民政府干部自编自导

自演的幽默小品《彩礼风波》，通过一

对准新人的彩礼风波，展现了乡镇在

开展弘扬新风正气，推进移风易俗，

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

焕发乡村文明新气象的工作成果，让

现场群众产生强烈共鸣，受到启发教

育。整台展演活动，看得见绿水青山，

记得住浓浓乡愁。

甘肃省文旅厅公共服务处负责

人表示，2023 年文化和旅游部推出

“四季村晚”活动以来，甘肃省文旅厅

坚持“百姓活动百姓演、演好节目为百

姓”，积极推动全省“四季村晚”常态化

开展。全年分“春季热启动、夏季大联

欢、秋季庆丰收、冬季暖回顾”4 个阶

段，结合农时、节气，以及全省各地优

质文旅、民俗、非遗等特色资源，充分

发挥广大群众的智慧和力量，广泛搭

建群众自我交流展示的活动平台，让

更多的百姓主动参与到乡村文化的传

承和发展中。各地群文工作者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创作出一大

批形式活泼、内容丰富、表演生动的节

目，有思想、有筋骨、有亮点、接地气，

对促进文旅融合、推进移风易俗、树立

文明乡风、激发新时代乡村振兴，起到

了积极作用，有效提升了全省农村群

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据统计，全省上

半年开展“四季村晚”“百团汇演”等各

类活动 3000 余场，惠及群众、游客

600 余万人，全省有 12 个乡村入选文

化和旅游部“四季村晚”示范展示点，

12 个乡村入选甘肃省 2024 年“四季

村晚”示范展示点。此次渭源县上湾镇

侯家寺村的“四季村晚”示范展示活

动，充分认清“小村晚”背后的“大动

能”，采取“专业院团 + 馆办团队 + 乡

村原创”同台献艺的方式，通过舞蹈、

歌曲、戏曲、情景剧、器乐、非遗展演等

节目形式，抒写乡村发展故事、展望乡

村振兴图景、演绎群众身边日常、唱出

百姓幸福心声，呈现出乡村群众文化

工作蓬勃发展的生动景象，满足了群

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激发了

乡村文化活力，为建设幸福美好新甘

肃提供了强大精神动力。

渭源县委宣传部负责人表示，渭

源县聚力推动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

展，结合民俗节日、非遗展演、美食节、

集体婚礼、农耕游戏等系列活动，积极

鼓励和引导具备条件的乡镇常态化举

办“四季村晚”，按照“一月一活动，一

季一赛事”要求，坚持广大群众唱主

角，持续擦亮“村晚 +”品牌，集聚乡村

资源，促进文旅融合，推进移风易俗，

树立文明乡风，充分激发新时代乡村

振兴的文化活力。

上湾镇党委负责人表示，将以上

湾镇侯家寺村的“四季村晚”示范展示

活动为契机，抢抓乡村全面振兴大好

机遇，持续发展壮大乡村旅游特色优

势产业，着力打造“商、养、学、闲、情、

奇”功能完善的全域旅游服务配套体

系，带动群众增收致富，丰富高质量群

众文化供给，提升百姓的文化获得感、

幸福感，把日子越过越红火！

6 月 23 日，上湾镇举办了“四季

村晚”—广场舞比赛、唱支红歌给党

听、喜迎七·一“红歌大家唱”、上湾镇

第三届篮球运动会等活动，各村组织

20 余个队伍参赛，3000 多人现场观

看了比赛。

甘肃省公共文化云、市县融媒体、

网络达人直播了相关活动，观看量达

30 余万人次。

在青山绿水间感受习
习凉风，忘却炎炎夏日的燥热；

徜徉于古镇街巷，融入当地生活，
享受“偷得浮生半日闲”的惬意———不

同于行程匆忙、最大化利用时间的“特种
兵式旅游”，择一地住上几天，让时间
慢下来、让心灵沉静下来的“慢旅
游”成为如今不少游客的出行

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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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鹏”展翅行万里，丝绸古道迎新

朋。6 月 22 日，“聆听丝路古韵·研学如

意甘肃”甘肃研学旅行（深圳）宣传推介

会成功举办。甘肃省文化和旅游厅党组

成员、副厅长王治纲出席活动并致辞，马

来西亚原旅游部长拉西迪，世界研学旅

游组织亚太区首席运营官田志奇，世界

研学旅游组织马来西亚分会秘书长梁伟

虹，以及深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有

关负责人出席活动。

王治纲在致辞中表示，甘肃是一座

大学校，器物浓缩文化，方寸解码文明。

大地湾遗址、马家窑遗址等无字之书俯

拾即是，于静默中诉说着沧桑与繁华；

《读者》杂志、《四库全书》、简牍等有字之

书浩如烟海，见证着国家发展与民族振

兴。甘肃，自唐诗中走来，全唐诗收录的

2000 多首边塞诗，70%以上出自甘肃。

当前，甘肃正在举办“诗意甘肃·丝路长

风三千里”文旅诗会系列活动。欢迎到甘

肃来参加诗会，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增

长“何以文明”的见识，触发“何以中国”

的深思，思接千载、鉴往知来，增强文化

自信自强底气，汇聚强国建设、民族复兴

的强大力量。

推介会上，甘肃省文化和旅游厅、金

昌、白银、酒泉分别进行了研学资源推

介。深圳国中国际旅行社、甘肃龙行天下

国际旅行社、深圳深之旅国际旅行社、甘

肃读者研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等 16 家

文旅企业签订了研学战略合作协议。与

会代表还共同欣赏了歌曲、沙画表演及

经典敦煌舞蹈等精彩绝伦的甘肃特色文

艺节目。参会嘉宾纷纷表示希望两地能

更多地组织开展文化艺术交流、研学旅

行、文化旅游品牌宣传等互动活动，推动

两地优质文旅企业投资合作、游客双向

奔赴。

甘肃与深圳将以推介会为契机，以

加强文化旅游交流为目的，通过定制精

品旅游线路、提供重磅政策优惠、策划设

计特色旅游商品等方式探寻两地文旅资

源共享、互惠共利的双赢模式，共同做大

做强文旅市场，为两地在今后文化旅游

领域多维度、全方位的合作奠定坚实基

础，画好文旅“流量”延长线。

经历是最好的学习，研学是最美的

相遇。期待大湾区的朋友们从“海的这

头”一路去往“山的那边”，奔赴“深”情

“如意”，在行走中聆听丝路古韵，感受如

意甘肃的无限风光！

甘肃省文化和旅游厅相关处室、

有关市州文旅部门、深圳市文旅局相

关负责人，以及两地研学旅行机构、旅

行社代表、媒体记者 200 余人参加了

推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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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批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公示

在“慢旅游”中尽享悠闲时光

近日，文化和旅游部公示了新一批

22 家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北京密云古北

水镇国际休闲旅游度假区、山西晋城太行

锡崖沟旅游度假区、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

阿尔山旅游度假区等入选。我国的国家级

旅游度假区达到 84 家，包含了滨海、山

地、湖泊、主题公园等多种类型。新一批国

家级旅游度假区体现了我国休闲度假游

哪些新趋势？如何进一步优化度假游产品

供给，更好满足人们需求？

休闲度假产品类型更丰富

仲夏时节，吉林长白山华美胜地旅

游度假区内绿意盎然，林木挺拔葱郁，飞

鸟穿梭其间，让人仿佛置身原始森林，林

海、天池、矿泉等自然风光和主题探险、

房车露营等多元业态吸引国内外游客前

来度假游玩。“这里是我们很喜欢的滑雪

胜地，除了丰富的冬季项目外，夏天来避

暑度假也十分惬意。”带着女儿来度假的

刘先生说。

近日，文旅部根据国家标准《旅游度

假区等级划分》与《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管

理办法》，认定并公示了 22 家旅游度假

区为新一批国家级旅游度假区，这是《旅

游度假区等级划分》新版标准正式实施

后评定的首批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在新

版标准引导下，新入选的国家级旅游度

假区在分布区域、产品业态、文旅融合等

方面均有新特点，反映出我国度假区建

设的最新趋势。

“可以看到，这次公布的国家级度假

区分布在全国 22 个省份，北京、宁夏、新

疆、甘肃等地首次入选，评选综合考虑了

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度假区建设及资源情

况多项维度，各地依托自身资源禀赋为消

费者提供了更加丰富多样的旅游产品选

择，全国度假空间格局进一步均衡。”北京

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生态文明治理现代

化研究院执行院长崔莉说。

此次新晋的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类型

丰富，拥有湖泊、海滨、

山岳等多样化自然资

源，是供游客放松身心

的优质度假旅游目的地。这些度假区为

游客提供了休闲娱乐、生态康养、文化体

验等综合功能，还开发了亲子互动、科普

研学、沉浸式体验等丰富的产品。

“在新版标准的引导下，各地充分结

合自身特色，依托资源环境优势和创意创

新优势，充分挖掘度假发展潜力，走出了

差异化的度假产业发展路径。”全国旅游

标准化委员会委员王彬汕表示。

在甘肃临夏永靖刘家峡旅游度假区，

黄河之畔的丹霞风光，风景如画的太极岛

湿地，花卉品种多样的浪漫黄河花堤，形

成了适合避暑、康养、休闲的多样化度假

资源。“我们打造了黄河康养度假、黄河地

理探索、黄河民俗体验 3 大核心产品体

系，推出观光游览类、科普研学类、儿童亲

子类等多种度假产品，提升游客的体验

感。”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永靖县文体

广电和旅游局局长杨志飞介绍。

依托自然资源禀赋，一些度假区将休

闲度假与康养、运动、户外探索等业态结

合起来。山西省晋城太行锡崖沟旅游度假

区推出南太行生态徒步线路和挂壁奇迹

研学探索、山泉药浴等特色产品，满足不

同人群户外休闲和康养旅居的需求。在江

苏省苏州吴江东太湖生态旅游度假区，环

太湖国际自行车赛、全国铁人三项锦标赛

等赛事接连上演，温泉康养、农旅体验、度

假乐园、体育运动等深受欢迎。

为野慢旅游冶增添更多文化味

《“十四五”旅游业发展规划》提出，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人民群众旅游消

费需求将从低层次向高品质和多样化转

变，由注重观光向兼顾观光与休闲度假

转变。人们旅游方式的转变，体现了旅游

消费需求升级的趋势，越来越多游客喜

欢目的地深度体验，在具有“松弛感”的

“慢旅游”中感受美食、美景和文化，体验

当地最地道的生活方式。

此次认定的国家级旅游度假区，更加

注重鼓励和引导科技、文化和产业融合，

提升休闲度假产品的文化味，通过挖掘历

史文化故事、地方民俗、特色非遗、民族文

化等，体现当地独特文化内涵，让人们在

休闲度假“慢旅游”中感悟传统文化魅力。

在北京古北水镇旅游度假区，司马

台长城气势磅礴，杨无敌祠、药王庙等建

筑见证了水镇的繁荣与发展。端午假期，

北京市民蔡女士一家自驾前往古北水镇

游玩，白天登长城，打卡镖局、染坊、年画

坊等民俗景点，夜晚欣赏长城音乐水舞

秀和无人机孔明灯表演。“没想到在北方

还能欣赏到江南水乡的柔美风景，还了

解了一段历史文化，度过了十分难忘的

假期。”蔡女士说。

沉浸式文旅体验、旅游演艺、夜间文

旅、特色非遗……丰富多样的文旅业态

提供了更多可感可玩的项目，让游客参

与其中，感受活态文化传承。在长沙铜官

窑文化旅游度假区，游客不仅可以参观

古窑遗址，还可以参与陶艺制作，品味历

史悠久的陶文化；大唐彩陶文化彰显古

韵国风，沉浸式演艺《无梦到铜官》让游

客梦回盛唐。

海南省万宁石梅湾旅游度假区不仅

拥有优越的自然生态环境，还拥有深厚

的文化底蕴，游客在这里可以体验鹧鸪

茶艺、木偶戏演艺等非遗。重庆市石柱黄

水旅游度假区则是体验土家族非遗和民

族文化的好去处，在这里，土家大型歌舞

《天上黄水》、万人摆手舞、土家大舞台常

态化演绎吸引不少游客慕名而来，融入

热情的表演中。

“国家旅游度假区应不断丰富要素

供给和产品供给，满足游客多样化的需

求。”崔莉说，要提升住宿、餐饮和购物等

必备的旅游服务品质，更要注重创新创

意，增加文化内涵，根据不同的市场有针

对性地强化度假区域的主题度假产品，

突出自身优势，打响自身品牌。

带动度假经济高质量发展

随着近期县域和乡村旅游快速发

展，乡村型旅游度假区开始崭露头角。新

认定的安徽省黄山黟县国际乡村旅游度

假区，成为全国第一个“村”字号国际乡

村旅游度假区。古朴的徽式民居依山而

建，田园山水风光清新宜人，历史悠久的

徽文化成为黟县吸引游客的“金字招

牌”。黄山中国书画小镇、宏村艺术小镇

以及塔川、卢村等徽州古村落，还有非遗

拓印、花灯游街、香囊制作、徽墨描金等

传统民俗文化活动，深受游客喜爱。

“国家级旅游度假区从沿海到内陆、

从城市到乡村的分布格局，充分体现我国

度假环境经过多年创建实践，形成百花齐

放的局面，让游客有更多尽享“慢旅游”时

光的好去处，为中国旅游产业转型升级和

高质量发展注入动能。”中国科学院地理

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刘佳明表示。

旅游度假区是典型的“酒店 +”旅游

目的地，过夜游客比重和过夜游客平均停

留天数是评价旅游度假区的两个关键指

标。游客停留时间更长，将刺激更多消费，

从而带动文旅相关产业链发展，拉动当地

就业和经济增长。近年来，各旅游度假区

聚焦打造高品质度假酒店，构建立体、多

元的度假住宿产品体系，包括高端度假酒

店、精品酒店、康养公寓、民宿集群、露营

基地等，更好服务不同类型的客群。

“如今，游客对主题酒店等住宿类核

心度假产品需求更多元、品质要求更高，

更多游客在度假区开启旅居模式，以度

假酒店为核心在度假区范围内或周边开

展旅游度假活动，这就要求酒店提升服

务品质，景区推出更能满足旅居者休闲

度假需求的产品。”中国旅游研究院产业

研究所所长杨宏浩说。

在杨宏浩看来，国家级旅游度假区

是当地十分重要的旅游度假载体项目，

作为典型的旅游产业集群，汇聚了品牌

性项目、知名市场主体和各类生活服务

要素，对于打造当地特色文旅品牌、打造

高质量旅游目的地具有重要意义。

近年来，文化和旅游部门先后出台

多项政策，不断完善旅游公共服务体系，

完善旅游休闲服务规范和质量标准，提

升休闲度假服务品质。随着我国休闲旅

游环境进一步提升、休闲度假产品业态

进一步丰富，人民群众多元化、个性化的

休闲度假需求得到更好满足。

“国家级旅游度假区通过品牌建设、

提质扩容推动转型升级，形成推动度假经

济高质量发展的标杆示范，更好地为服务

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展示中国形象

贡献力量。”北京联合大学旅游学院教授

刘敏表示，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经济效益

和社会效益日益凸显，进一步促进城乡发

展、引领休闲生活消费。

渊鲁元珍 范子溪冤

“聆听丝路古韵·研学如意甘肃”

甘肃研学旅行（深圳）宣传推介会成功举办
阴 本报记者 魏涛

记者 6 月 21 日从国家林业和草

原局获悉，中国目前拥有世界地质公

园 47 处，数量居全球首位，有效保护

了具有国际价值的地质遗迹，成为全

球世界地质公园计划实施最成功、最

具实效的国家之一。

据介绍，中国世界地质公园分布

在 23 个省（区尧市）及香港特别行政

区，包括江西庐山、云南石林、湖南张

家界、河南云台山和嵩山、广东丹霞

山、黑龙江五大连池等。

中国世界地质公园管理制度体系

日趋完善，参与发起创立世界地质公

园网络。出台相关管理办法，推动世界

地质公园规范有序、可持续健康发展。

成功探索出展现当地特色的保护利用

成熟模式，有效推动一大批偏远地区

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带动经济增长的

“金钥匙”。对外交流合作成果丰硕，30

余名专家和管理者先后进入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世界地质公园评估专家库，

广泛参与世界地质公园网络执行局等

国际组织机构事务。 渊严冰冤

北京密云古北水镇国际休闲旅游度假区

山西晋城太行锡崖沟旅游度假区

土家大型歌舞叶天上黄水曳

云南石林

活动现场

活动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