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夕阳西下，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银

川市西夏区镇北堡镇的漫葡小镇开始热

闹起来，“看见贺兰”沉浸式演艺现场游

人如潮。巡演结束，意犹未尽的游客走进

了街边的非遗小店。

“贺兰石的雕刻技法主要有镂空雕、

圆雕、高浮雕、浅浮雕、线刻等。”一家名为

“中石砚艺”的工艺品店里，国家级非遗项

目贺兰砚制作技艺传承人仲生全，正耐心

地教游客雕刻贺兰石挂件，不一会儿，一

个生肖挂件活灵活现地“诞生”了。

“线刻相对简单些，颇受中小学生喜

爱。孩子们在小小的贺兰石上雕刻十二

生肖、竹子、荷花、对虾等图案，沉浸式体

验制作的过程与乐趣，感受中华民族传

统文化的魅力。”仲生全告诉记者，在旅

游旺季，他不仅给游客介绍贺兰石的石

质、石品、石色等，还经常为研学的孩子

们传授贺兰砚制作技艺。

“本来冲着沉浸式演出来的，没想到

皮影戏、版画、扎染这些有趣的非遗项目

也一并体验了。这一趟来得值！”游客龚

鹏跟记者说起了此行的感受。

古老非遗“邂逅”美丽风景、融入烟

火街区，文化传承既接地气又有活力。

“我们用好 3 项国家级非遗项目、16 项

自治区级非遗项目、38 项银川市及西夏

区非遗项目，支持非遗进景区，以参观非

遗表演、参与非遗体验等，提升景区的文

化内涵。”西夏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

局长马海波说。

“一把面粉塑造人生百态”，漫葡小

镇对面的镇北堡西部影城里，中国传统

面塑技艺引得众人围观。

“你看，这是面塑的古代四大美女，

那边还有孩子们喜欢的孙悟空等动漫人

物……可以说，轻捻指尖，捏出世间万

物！”非遗项目面塑技艺传承人张兼邵饶

有兴趣地介绍着面塑作品。

非遗进景区，丰富了文旅内涵。“以

前，大家觉得非遗很‘高冷’，现在非遗来

到了景区、商圈、夜市，人人可学可做，随

时体验参与，慢慢就火了！”在镇北堡西

部影城，剪纸技艺传承人张娜告诉记者。

孩子们手持剪刀认真学习剪纸的模样，

也是一道独特风景。

非遗进景区离不开政策助力。据了

解，西夏区持续推进非遗项目进景区，支

持非遗项目传承人在景区开设实体店，仅

西夏陵、镇北堡西部影城、漫葡小镇三个

景区就入驻非遗项目 80余项，带动非遗

跟着旅游旺起来。 渊张文攀 闫磊 肖月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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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体验让“中国游”更具魅力
中国入境游市场在今夏迎来显著复

苏。携程暑期报告显示，今年我国入境

旅游订单同比增长 1 倍，可免签入境中

国的法国、意大利、德国等 14 国游客入

境游订单整体同比增长 1.5 倍，上海、北

京、成都、西安、深圳等城市成为外国游

客入境游的热门选择。此外，气候较为

凉爽的沈阳、大连、哈尔滨等东北地区城

市也成为外国游客的旅行优选。

外国游客开启野入乡随俗冶旅游模式

“外国游客倾向于前往主题公园及

各地代表性景区游览，能够体现中国式

现代化建设成就及科技水平的项目也颇

受欢迎。”携程研究院行业分析师方泽

茜介绍说，除了前往传统热门目的地放

松娱乐、感受中国文化，今年暑期，外国

游客还开启了“入乡随俗”旅游模式，跟

随中国游客的旅游热点，感受多元的当

代中国：有的外国游客尝试中医推拿，也

有外国游客热衷于体验少数民族风情，

还有一些外国游客来到农村吃酒席，感

受独特的中国乡村魅力，甚至“村 BA”现

场也有外国游客的身影。

据中国旅游集团旅行服务有限公司

所属中国国际旅行社总社有限公司入境

部总经理孙鹏介绍，外国游客通常会被

中国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所吸引，大多

会选择北京、西安、上海、桂林等城市。

近年来，成都、张家界的国际知名度不断

提升，也深受外国游客欢迎。70%至 80%

的外国游客在中国的旅游行程，会选择

10 天至 14 天的时间，这样能够比较充分

地了解中国文化和生活方式。

今年中青旅的入境市场整体情况较

好，比 2023 年同期有了大幅度的增长。

中青旅国际公司副总经理胡继英表示：

“今年以来，外国游客来华呈现出散客

化、个性化和多元化的特点。国内旅游

产品线路更加丰富，越来越多的外国游

客选择热点城市作为旅游目的地。更值

得关注的是，他们对中华美食、中医养

生、中国书法以及中国功夫等传统文化

充满了强烈的好奇与浓厚的兴趣。”

定制化旅游产品持续上新

不少旅游平台结合市场变化推出了

定制化、个性化新款旅游产品，助力入境

游市场进一步发展。据了解，今年以来，

携程针对入境转机的国际旅客推出了

“上海免费半日游”活动，游客可在等待

中转期间游览豫园、外滩等地，感受当地

文化与美景。截至目前，已有超 500 名

外国游客参与该活动。为便利外国游客

购买门票，携程国际平台联合国内 2000

多家景区开通在线购票服务，并在八达

岭长城、秦始皇陵兵马俑等近 30 家景

区落地支持多语言、多支付方式购票的

国际版售票机。

中青旅针对散客化趋势，结合 144

小时免签政策，以各个免签城市为中心

点，设计并推出了 1 天至 5 天的各类旅

游产品及单项旅游服务产品，方便客人

进行自由组合，灵活安排行程。在北京，

外国游客可以在 1 天至 5 天里，围绕代

表性景点组合设计线路，还可以进行深

度旅行，其中涵盖徒步、骑行以及体验民

俗、非遗、美食等。

“我们接待的大部分外国游客是首

次来中国，考虑到他们对中国的了解并

不深入，我们会在已有的文旅资源基础

上向他们推荐新的景区、目的地以及体

验项目。”孙鹏认为，中国文化旅游资源

丰富，基于此开发设计旅游产品具有很

大的空间。

“今年我国入境游市场呈现出加速

复苏的趋势。从 2023 年开始，单方面免

签、支付便利化等入境游政策的推出向市

场传递出了良好信号，增加了游客和市场

主体的确定性。”中国旅游研究院国际研

究所所长杨劲松表示，未来入境游的配套

政策和服务还应继续细化。如外国游客入

境前如何得到权威性更高、参考价值更大

的旅游参考信息，入境后如何解决语言困

难、顺利参与各项文旅活动等，都是应进

一步思考和优化的内容。

让更多外国游客体验真实的中国

导游刘明经常接触来自英国、法国、

澳大利亚及东南亚国家的家庭游客。“很

多外国孩子来到中国，对汉字十分着

迷。”刘明说，前不久，她接待了一个来自

美国的五口之家，包括父母及三个孩子。

其中一个孩子对刘明说，她回国后要学

习中文，并期待未来能来中国继续学习。

刘明发现，外国游客不满足于简单地

听和看，而是更注重不同形式的深度体验

和互动。“我接待过一对巴西的夫妇，他们

在天坛品尝了文创雪糕，对此非常感兴

趣，让我在其他景点发现类似的雪糕也告

知他们。10天的行程下来，这对夫妇拍摄

了一组来自不同景点的文创雪糕照片，他

们决定回国后将照片打印出来，作为他们

在中国旅行的独特记忆。”

“希望外国游客也能看见中国美丽

的乡村。”在云南省大理市喜洲镇的苍洱

山水间经营了 16 年民宿的美国人林登

表示，“目前我们民宿接待的外国客人占

比达到 10%，这是很不容易的。包括喜洲

在内，中国乡村的对外接待能力越来越

强。乡村镌刻着中国文化的基因，是具有

中国特色的名片。”

为了让更多外国游客感受、体验独特

的中国文化，林登把体验乡土文化打造成

为民宿招牌，开发了研学游、徒步线路等

旅游产品。“他们做粑粑、做蜡染，遇见不

同的老房子，想象它们的历史，寻找它们

的故事，感受早市的日常烟火和乡亲们的

善良热情。这些旅游体验远比走马观花的

打卡拍照更为深刻。”林登说。

国家移民管理局预计，今年下半

年，外国人来华热度将持续升温。“随着

入境旅游产品体系的不断丰富，入境旅

游体验的持续提升，会有越来越多的外

国游客见到并爱上真实的美丽中国。”

杨劲松说。

渊于帆 李荣坤 李欣然 王添艺冤

西藏发现细石叶技术遗址
近日，记者从西藏自治区科技厅获

悉，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

究所参与第二次青藏科考研究团队，在

青藏高原腹地取得重大考古发现。该

团队在西藏自治区色林错南岸的尼阿

底遗址第 3 地点，发现了青藏高原目

前已知的最早细石叶技术遗址。尼阿

底遗址第 3 地点的年代被确定为距今

11000—10000 年。这一时间节点不仅揭

示了细石叶技术人群在青藏高原腹地

的早期活动轨迹，也为理解青藏高原史

前人类的迁徙和演化提供了重要时间

标尺，填补了青藏高原史前人类文化研

究的空白。

细石叶技术遗址作为青藏高原发

现的最丰富史前人类文化遗产之一，一

直备受考古学界关注。这些遗址表明

了青藏高原早期人类在高原的大规模

迁徙和定居活动。尽管经过多年系统

发掘，具有可靠年代数据的细石叶技术

遗址在青藏高原仍较为稀缺，在高原腹

地更是鲜有发现。

据介绍，细石叶技术是

以细石叶为终极目标的生

产技术，而非用来加工、修

理工具的技术，该技术于旧

石器时代晚期在东亚、北亚

及北美地区广泛存在。细石

叶技术具有剥片计划性，剥

片前的预制程序复杂，剥片

过程有定向、标准化的特

点，存在对细石核的一系列

预制，以达到规整其形制的

目标，从而利于连续、成功剥片，其最终

目的是生产两边刃平行、厚薄较均一、

形制规范、便于携带的细石叶。经过长

期研究，学术界逐渐认识到，自更新世

末期开始，细石叶技术在我国东北、华

北和西北地区广泛流行，直至全新世早

期或中期以后逐渐消退，是人类适应末

次冰期以来寒冷气候的有效技术行为。

研究团队通过技术———类型学、光

释光测年和碳 14 测年等多种科学方

法，对遗址中的细石叶技术遗存进行了

深入分析。结果显示，尼阿底遗址第 3

地点的细石叶生产主要运用楔形石核

和半锥形石核两种技术，其特征与旧石

器时代晚期中国华北地区的细石叶技

术特征高度相似。

此外，研究团队还结合分子生物学

成果，对高原细石叶技术的发展进行了

深入分析。他们发现，细石叶技术人群

迁移进入高原可能与人类长期在高原

生活有密切联系。 渊尕玛多吉 傅强冤

青岛传统文化进社区

日前，记者走进位于山东省青岛市

城阳区东果园社区党群服务中心 3 楼

的教室，教师牛雪梅在台上热情洋溢地

带着居民做课前操，台下，近 60 名平

均年龄 70 岁的老人在认真跟学。课前

操结束后，牛雪梅走上讲台，翻开书本，

开始领读并讲解《了凡四训》。

这是东果园社区常态化开展的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课。每个工作日的上

午 8 点 30 分，社区居民都会准时聚集

在这里，开展唱歌、跳舞、读书、写字等

文化活动。

“俺可喜欢上这个课了。”76 岁的

袁爱玲拉着记者的手笑得爽朗，“上课

让俺的性格都变了，不会动不动就‘冒

火’了。”

“一堂课”是城阳区以家庭家教家

风建设为重点开设的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课，课程内容包括儒家修身文化、婚

姻家庭、子女教育、中医养生等。目前，

全区已有 150 个社区规范化开展“一堂

课”，受益群众 9 万余人次。

青岛市城阳区委宣传部分管日常

工作的副部长宁春玲介绍，自去年开

始，城阳区实施文化“两创”进社区活

动，以“一堂课”“一节操”“一餐饭”为载

体，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潜移默化浸润

人心。

“来来来，大家站好队形，我们开始

啦！”话音刚落，50余名居民跟随音乐动

了起来。这一幕发生在城阳区棘洪滩街

道棘洪滩社区党群服务中心门口，社区

居民每天吃完早饭都会来做“一节操”。

“‘一节操’是请中医参照经络走向

专门编排的 15 分钟拍打养生操，可以

疏通经络。”青岛市城阳区棘洪滩街道

党工委宣统委员任松告诉记者。截至

目前，城阳区已有 290 多个社区常态

化开展“一节操”活动，占社区总数的

90%以上。

“这是我做的红烧肉，你们快尝

尝！”7 月 15 日下午，城阳区河套街道

赵家岭社区服务中心内饭香四溢。在

赵家岭社区举办的“百家宴”活动上，

160 余名居民带着做好的美食，十余人

围坐一桌，一边拉着家常，一边互相品

尝各自的拿手好菜。

“百家宴”是城阳区推行的“一餐

饭”中的特色项目，社区还会定期举办

邻里宴、中秋宴、重阳宴等活动。“目前，

城阳区全区 60 岁及以上常住老年人

口已达 15 万人。”城阳区城阳街道党工

委宣统委员王恒春说，为了解决老年人

吃饭难问题，区里建起了助老餐厅，为

社区老年人提供“爱心助老饭”。在暂

不具备条件的社区成立志愿服务队，开

展“暖心配餐”等居家养老服务，基本实

现独居、空巢、高龄、失能、残疾等老人

的就餐需求全覆盖。

渊刘艳杰 徐婷冤

银川小镇非遗旅游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