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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6月19日从湖北省政府新
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获悉，湖北即
将迎来夏季旅游旺季，该省推动文旅
消费提质扩容，推出2025“知音湖北
缤纷夏日”系列文旅产品，包括避暑
游、漂流游、冰雪游、文博游等在内的
夏季文旅产品焕新登场。

湖北省文旅厅副厅长吴烨介绍，
今年该省提档升级神农架、恩施利
川、十堰武当山、咸宁九宫山、宜昌百
里荒、黄冈大别山等十大避暑目的
地。焕新推出森林徒步、游船观景、
疗愈养生等特色避暑产品，让游客邂
逅湖北清凉一夏的舒爽。

湖北拥有宜昌朝天吼、黄冈进士
河、英山桃花冲、恩施唐崖河、随州西
游记漂流、荆门鸳鸯溪等 30 余个漂
流景区。该省推出“动感天地、激情
四射”漂流游，让游客感受水流的力
量与夏日激情。

作为南国冰雪旅游的核心目的
地，湖北不仅“承包”南方人的冬季滑
雪乐趣，夏季更让国内外游客能享受

“冰火两重天”的滑雪嬉雪之乐。该
省6座室内滑雪场将开启“冰雪+避
暑”的双季运营模式。不仅有亲子项

目供游客玩雪嬉闹，还将举办夏令营
滑雪培训班，向游客提供反季节滑雪
特色服务。

同时，武汉、襄阳、宜昌、十堰、
黄石等地的 7 家国家级旅游休闲街
区、11 家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
费集聚区已精心准备，为广大游客
提供丰富的夜游产品。既有夜上
黄鹤楼，夜游宣恩仙山贡水、黄石
桃花园、黄梅问梅村的沉浸式体验
游，还可以在襄阳古城、荆州古城、
江汉路步行街、昙华林、黎黄陂路
等休闲街区，享受夏夜清凉，更可
以体验《三峡盛典》《武当一梦》《船
说槐荫》等精彩演艺。

湖北省博物馆及武汉、黄石、十
堰、鄂州、孝感、恩施、天门等地共13
家博物馆在暑期将特别推出15项新
展。湖北省博物馆从7月1日起，将
每天延时开放1小时，同步增加编钟
演出场次。

吴烨介绍，湖北还同步推出系列
惠民惠企政策，该省财政安排专项资
金，用于奖补“引客入鄂”市场主体；
全省各地140多家景区针对中、高考
毕业生推出景区免票和优惠政策。

哈尔滨冰雪大世界2025年夏季产品
发布会于18日在该园区的冰雪秀场启幕，
推出五大核心产品、十大亮点项目，打造

“啤酒+冰雪+演出+科技+活动”融合业
态，优化文旅消费新场景，满足中外游客
新期待。

作为世界最大的冰雪主题乐园，哈
尔滨冰雪大世界在冬季成为各国游客竞
相打卡的旅游目的地。暑来寒往，进入
盛夏的冰雪大世界同样不负游客期待，
打造了哈尔滨国际啤酒节、梦幻冰雪馆、
太阳岛冰雪艺术馆、大型奇幻秀《王的战
车》《遇见·哈尔滨》大型江上沉浸式演
出、世纪老爷车展、《冰龙寻珠》·全感VR
等产品和项目。

当日，哈尔滨最高气温28℃，一辆冰
雪景观车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园区亮
相，用冰雪复刻了哈尔滨网红大雪人、
2025年亚冬会主火炬、吉祥物滨滨妮妮、
雪花摩天轮等主题形象。如今，哈尔滨
的冰雪不再只是“冬日限定”，而是四季
和游客相约。

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市场营销部副部

长孙泽旻说：“今夏，哈尔滨不仅有世界最
大的室内冰雪主题乐园‘梦幻冰雪馆’，还
全新设计建设了太阳岛冰雪艺术馆，馆内
汇集各届雪博会的经典雪雕，设置冰面体
验和戏雪区域等互动项目。一冰一雪、一
西一东，推动哈尔滨的‘冰雪流量’向‘四
季留量’转化。”

发布会上，《王的战车》表演秀、《遇
见·哈尔滨》表演秀、车模秀、街舞、舞龙、
歌舞等演出轮番登场，充分展现了哈尔
滨的时尚、浪漫与热情。“世纪老爷车展
将于 6 月 28 日试营业，展出包括古董车
吉斯 110 敞篷轿车在内的上百辆珍贵经
典汽车，带中外游客亲历汽车工业传
奇。”哈尔滨世纪汽车历史博物馆馆长刘
欢欢介绍。

此外，《遇见·哈尔滨》大型江上沉浸
式演出全方位升级。该演出由第九届亚
冬会开闭幕式分会场导演团队执导，将松
花江面、岸边陆地、高空变成了表演区，为
观众奉上一场集歌舞、情景剧、空中杂技、
水上运动等多种表演形态于一体的视觉
盛宴。

日前，由浙江省文化广电和旅游厅
主办，浙江广播电视集团承办的“跟着
纪录片游浙江——‘诗画浙江’文旅纪
录片创作大会”在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
举办。活动会聚纪录片学界业界代表、
文旅专家及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等单位
负责人，共同探讨如何以纪录片为媒为
文旅融合赋能。

打造城市名片

近年来，全国各地文旅纪录
片不断涌现。这些作品通过镜
头语言深度挖掘文旅资源内涵，
展现自然风光、历史文化和民俗
风情。例如，《千年陕菜》《我们
的丰收》展示陕西的悠久历史和
美食文化，《守护中华水塔》《青
海·我们的国家公园》展现青海
自然美景，《北京中轴线》《我在
故宫修文物》等作品生动诠释首
都文化底蕴与现代风貌。诸如

《云冈石窟》《马王堆·岁月不朽》
《大黄山》《景德镇》等作品，都以
独特的视角和细腻的表达，打造
了一张张鲜活、立体的城市名
片。浙江依托良渚玉琮承载的
史前文明、大运河流淌的千年文
脉等文化资源，打造了《孤山路
31 号》《中国村落》《西泠印社》

《飞来峰》等一系列作品，立体化
呈现了地域文明的传承脉络。

创作大会现场，嘉宾围绕精
品创作、国际传播、科技赋能、IP
运营等核心议题展开探讨。在
以“激活文化基因，赋能千行百
业——文旅纪录片如何推动文
旅融合发展”为主题的行业对话
上，多位纪录片从业者分享了文
旅纪录片在推动文化和旅游融
合发展方面的成功案例与宝贵
经验。

在现场研讨活动中，与会嘉
宾就如何更好地利用文旅纪录
片促进文化交流与旅游产业的
融合发展提出见解。大家一致
认为，高质量的文旅纪录片不仅
能够展现一个地方的自然风光
和人文特色，还能成为提升城市
形象、增强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手
段，“通过这种方式，文旅纪录片
成功地将城市的独特魅力转化
为吸引游客的强大动力，为城市
旅游业的繁荣发展注入新活力”。

赋能文旅产业全链条发展

文旅纪录片凭借其“小投入、长生
命周期、高文化附加值”的独特属性，在
视听内容生态中占据重要的位置。当
镜头捕捉天台山的云海翻腾、西湖的月
影婆娑、乌镇的桥韵悠长时，所激发的
不仅是审美享受，更能直接转化为“跟
着镜头去旅行”的消费驱动力。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发展研究中心
党委书记、主任祝燕南认为，对于文旅

纪录片创作者来说，要想实现从内容到
产业的顺畅转化，需要构建系统化的全
链条开发思维。创作伊始，就应立足地
区独特优势，并规划好大小屏联动的传
播路径。同时，必须注重面向市场的

“语态转换”，善用“外视角”搭建沟通桥
梁，平衡受众期待与主流表达；在衍生
端，开发“影像赋能实体”模式，让纪实
价值转化为产业附加值。

据浙江广播电视集团党委
副书记、总编辑赵磊介绍，浙江
广播电视集团创新纪录片传播
转化，推动纪录片《飞来峰》进景
区、高校和高铁，并与浙江大学
合作推出一系列活动，让“纪录
片+文旅融合”结出丰硕成果。

如何避免将文旅纪录片的
价 值 窄 化 为 单 一 的“ 门 票 经
济”？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广播
电视规划院副院长滕勇看来，要
深掘纪录片与文旅的互动关系，
双方不应止步于“引流工具”，要
走向更具建设性的互动路径。
文旅纪录片在拉动地方经济、提
升城市形象、传承文化等方面能
够释放长效能量，实现“深浅两
读”，既满足专业深度需求，又吸
引大众广泛参与，从而最大化其
产业驱动力。

打开外国人了解大美中国
的窗口

将视野放至全球，中国文旅
纪录片正在实现从“借船出海”
到“造船出海”再到“文明共融”
的升级。大美城市风光、多彩民
族文化、悠久历史遗迹，通过高
清镜头和生动故事，跨越语言和
文化的界限，向世界展现真实、
立体、全面的中国形象。

《河西走廊》邀请曾获得艾
美奖的英国摄影师布莱恩·麦克
达马特任摄影指导，以“他者视
角”重新诠释中国西北的壮美；

《里斯本丸沉没》以真实叙事搭
建中外人文交流桥梁，让世界听
见历史的呼唤。《盛世修典》海外
版《宝藏》在翻译、配音中精准转
译东方美学，在保持文化本真的
同时契合海外受众的认知习
惯。《我从非洲来》《我到非洲去》
系列作品通过个体命运故事，展

现了文化交融与民间交往的故事，将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转化为可触可
感的生命经验，凸显了创作者作为“文
化转译者”而非简单“输出者”的角色。

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副
院长、教授杨乘虎表示，文旅纪录片在
促进国际文化交流方面具有重要潜力，
需要进一步拓展创作思路，通过高质量
的拍摄制作和深度中外合作，建立持
久、积极、富有情感温度的文化连接，将
中国故事呈现给世界观众，增强中华文
化的国际传播力和影响力。

为期一周的中国－斯里兰卡－马
尔代夫旅游论坛16日在斯里兰卡首都
科伦坡开幕，来自三国政府、旅游和航
空业等从业者以及特邀专家学者等百
余人出席。

斯里兰卡总理阿马拉苏里亚在开
幕式致辞中说，斯里兰卡衷心感谢中国
长期以来在基建、人文、教育、文化及共
建“一带一路”合作等方面的宝贵支
持。愿论坛能深化地区互信，化愿景为
对话、化对话为行动，进一步促进三国
民心相通。

中国驻斯里兰卡大使戚振宏表示，
中斯马三国旅游合作不是简单的叠加，
而是优势互补的升华。对马尔代夫和

斯里兰卡而言，旅游业是重要经济支柱
和重要外汇收入来源；对中国而言，深
化合作意味着为游客提供更丰富的选
择，进一步密切“一带一路”框架下的旅
游纽带。

论坛开幕式上发布了《丝绸之路
旅游城市联盟关于促进中国－斯里
兰卡－马尔代夫旅游交流与合作的
共同行动》。论坛还将举行专题研
讨、展示推介、企业洽商、技术考察等
系列活动。

论坛由三国旅游部门、中国驻斯里
兰卡大使馆和中国驻马尔代夫大使馆
共同主办；中外文化交流中心和斯里兰
卡旅游促进局承办。

在重庆故宫文物南迁纪念馆的一
栋建筑上，写着两个已经有些模糊的
红色大字——“不拆”。这座“不能拆”
的建筑，承载着一段不能忘记的历
史。这两个字，也诉说着重庆和故宫
多次“相遇”的故事。

1931 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故宫
博物院理事会决定将故宫文物的精
品南迁，以避日寇劫掠。1933 年 2 月
初，13427 箱 59 万件文物分批从故宫
运出。这些文物历经坎坷，历时十几
年，行程数万里，播迁十余省份，在颠
沛流离中完成了一场大规模的文物
迁徙。

有很长一段时间，故宫文物和
重庆的“相遇”都是一件“不为人知”
的事。

“那时，故宫文物南迁是绝对的
秘密，鲜有文献记叙。”重庆中国三峡
博物馆原研究馆员胡昌健说，一次偶
然的机会，他在一本书中读到故宫文
物曾流离重庆的线索。之后，他和其
他文博工作者曾寻访故宫南迁文物

在渝存放遗址，包括如今的重庆故宫
文物南迁纪念馆所在地——安达森
洋行旧址。

1997 年，他和当时的南岸区文管
所所长戴月英一同来到安达森洋行旧
址。一到这里，他就惊喜地喊了出来：

“‘沿山坡建造的四栋仓库’，这不正是
书里描述的场景！”

惊喜之余，胡昌健也感到一阵心
酸：1997年，从江边走上仓库都不是一
件易事；在抗战时期，这群“文人”将文
物运上去的过程该有多艰难。在那个
战乱的年代，他们不仅要面对炮火的
威胁，还要带着文物翻山越岭，这种敬
业精神令人动容。

后来，经故宫、重庆文博专家考
证，以及南迁亲历者所著资料对迁移
路线、运输经过、保管情况的披露，确
定安达森洋行的确守护过国宝。

“身为一个重庆人，尤其是在重庆
从事文博事业的人，搞清楚故宫文物
南迁和重庆的关联，是为了追寻历史、
感受沧桑、不忘屈辱。”胡昌健说。

多年前，安达森洋行旧址所在的
狮子山片区进行拆迁征收，南岸区
文管所担心这几座具有重大历史意
义的老仓库被“误伤”，用色彩醒目
的红油漆在建筑外墙上写下“不拆”
二字。

“这两个字体现了重庆对故宫文
物南迁历史的重视以及对文物保护的
坚定态度。”南岸区文管所所长胡娟
说，“不拆”二字也促成了故宫与重庆
的又一次“相遇”。

胡娟回忆，2016年，时任故宫博物
院院长的单霁翔带队，沿着故宫文物
南迁路线走访考察，计划在西南地区
建立一座故宫文物南迁纪念馆。来到
安达森洋行旧址，单霁翔看到“不拆”
二字后沉默许久，然后深深鞠了一
躬。重庆对故宫文物以及故宫文物南
迁遗址的珍重令他感动。

最终，故宫博物院决定将故宫文
物南迁纪念馆落户在安达森洋行旧
址。这也是我国首个在故宫文物南迁
遗址内设立的主题历史纪念馆。

重庆对安达森洋行旧址现存建筑
及周边环境进行整体保护与利用，将
安达森洋行旧址片区的8栋建筑打造
为重庆故宫文物南迁纪念馆。设计团
队将8栋建筑分为两类，4栋文物保护
建筑完全按照文物修缮原则进行保
护，保持原材料、原工艺，最大限度保
留文物历史信息；4栋传统风貌建筑则
融合了玻璃幕墙、钢结构等现代元
素。纪念馆展出了一批复刻文物、老
照片，生动还原展示相关史实。

借由抗战时期结缘故宫文物的
历史渊源，纪念馆还引入故宫元素，
打造了故宫角楼咖啡、故宫文物南迁
主题邮局等场景。如今，该纪念馆已
成为南岸区热门文旅地标之一。越
来越多的游客走进这里，了解故宫文
物南迁史。

近日，胡昌健再次来到故宫文物
南迁纪念馆，今年75岁的他在一张故
宫博物院旅渝团队的合照前看了许
久。“那是一段多么长、多么艰辛的路
啊！”他说。

哈萨克斯坦“中国旅游年”开幕式近日在哈萨克斯坦国家博物馆举行，哈中两国
嘉宾约300人出席。

中国文化和旅游部部长孙业礼、哈萨克斯坦旅游和体育部部长梅尔扎博瑟诺夫
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作为哈萨克斯坦“中国旅游年”的主要活动，“丝绸与丝路：从中国到哈萨克斯

坦”展览同日在哈萨克斯坦国家博物馆开幕。展览分“丝之源”“丝之路”“丝之用”三
个部分，旨在展示丝路文化的历史底蕴和现代发展，展现中国与丝绸之路沿线国家
的友好交流和文化交融。展览将持续至8月8日。

当天的开幕式上还举行了文艺演出、汉服时装秀、非遗体验等活动。此外，中国
丝绸博物馆与哈萨克斯坦国家博物馆签署了合作备忘录。

6月18日，游客在慈城古县城景区的旅拍体验馆内化妆。
位于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慈城镇的慈城古县城是宁波地区古代县级规制遗存保存

较为完整的古县城，拥有包括古县衙、孔庙等在内的古建筑群。近年来，旅拍等旅游服
务在慈城古县城景区发展起来，为游客提供了旅游新体验。

6月17日，身着宇航服装扮的游客在乌兰哈达火山群6号火山游玩。
夏日，位于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哈尔右翼后旗的乌兰哈达火山群迎来旅游旺季。

独特的火山地貌与草原风光相映成趣，吸引游客前来观光打卡。2024年，察哈尔右翼后
旗接待游客434.8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34.7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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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拍”丰富游客旅游体验

内蒙古乌兰察布：夏日火山引游人

中国－斯里兰卡－马尔代夫
旅游论坛在斯举行

哈萨克斯坦“中国旅游年”开幕

湖北促文旅消费提质扩容

“夏季版”哈尔滨冰雪大世界
推出十大项目引客

不能拆的遗址 不能断的文脉

长白山天池近日上演壮美一幕：偌大的水面上，冰层在大风影响
下相互挤压、碎裂，发出悦耳声音，最终渐渐融化。

这个每年春夏之交被称作天池“开冰”的自然景象，一直吸引
着许多游人和自然爱好者赶来欣赏。与以往不同的是，今年的

“开冰”呈现出“文武双全”的景象，是长白山观测天池“开冰”以来
的首次记录。

山上，是大块的冰层和宽阔的水面交相辉映，形成壮美奇观；山
下，丰富的文旅场景和业态，为游客带来日益多元的游玩体验。

山脚下的吉林省安图县二道白河镇里，恩都里休闲度假商旅社
区刚开街不久。“山礼”文创店里，吉林艺术学院学生设计的明信片、
国画、木雕、彩绘石头画等创意礼物，展现着年轻人对生活的热爱；

“山·画廊”艺术展馆里，中国和俄罗斯油画家笔下的巍巍长白山，气
势磅礴；老铁艺术展览馆里，以铁为墨、以锤代笔，一条条以铁皮拼接
制作而成的鱼，展现着老艺术家的精湛技艺；集纳全国各地美食的创
意餐厅和商铺，其中20%为吉林省首店……

今年秋天，沈白高铁即将开通，北京至长白山的通行时间将缩短
至4小时左右，游客将有更多时间在长白山体验“慢生活”，让“快旅慢
游”照进现实。

步入500米长的市集，60余家美食摊位与长白山特色文创摊位
分布在两侧。在这里，既能看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现场
展示传统技艺，也能感受到大学生创业者带来的青春活力。市集还
会不定期邀请专业演出团队驻场，带来精彩的现场表演与公益活动，
让游客在品尝美食的同时，深度感受浓郁的地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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