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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夏时节，长白山的原始森林生机
勃勃。密林深处，一巢中华秋沙鸭雏鸟
从树上依次跳下，跟着鸭妈妈在溪水中
嬉戏、觅食。据统计，2023 年在吉林省
繁衍停歇的中华秋沙鸭已达600多只。

“保护第一、生态优先”。1960年 4
月，长白山自然保护区正式成立。这里
是东北的天然生态屏障，拥有 2500 多
种野生植物、1500 多种野生动物，中华
秋沙鸭、紫貂、东北红豆杉等重要野生
动植物种群数量在此稳步增长。

保护生态和发展生态旅游相得益
彰。长白山将保护与开发相结合，坚定
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

为强化保护，长白山坚持实施松花
江水源地保护、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
修复等工程，开展“反盗猎反盗伐”“红

松种源保护”等专项行动。在三代人累
计 4000 多万公里的巡护下，保护区如
今已连续63年无重大森林火灾。

今年 3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
新一批世界地质公园名录，其中包括
长白山等中国的 6个地质公园。至此，
长白山已获得“世界生物圈保护区”“世
界最佳自然保护地”“世界地质公园”三
张国际名片，海内外知名度不断提升。

围绕长白山这一资源宝库，吉林也
在做好“土特产”文章，把生态资本转化
为发展资本。

在通化、白山、延边等东部山区打
造特色产业带，推进“长白山人参”“长
白山黑木耳”等特色产业集群建设。
吉林立标打样，带动全省特色产业标准
化、园区化、规模化。

位于长白山西北麓的万良长白山
人参市场，每年可完成全国80%的人参
交易，年交易额接近 200亿元。立足特
色产业，当地还推出逛人参博物馆、品人
参宴的“人参文化游”，带动三产融合。

让旅游业成为民生产业、幸福产
业。在长白山林海深处，有一座世代相
传300多年的锦江木屋村。随着旅游业
的发展，这里成了远近闻名的旅游景
点。从过去的伐木、挖参、渔猎，到如今开
民宿、做餐饮、卖山货。谈及乡村之变，62
岁的村民于艳霞难掩激动：“旅游让村子
活了过来，大家的生活也更有奔头。”

讲好长白山故事，续写绿色传奇。
吉林锚定旅游强省、冰雪强省建设目标，
全力打造万亿级大旅游集群，在旅游业
高质量发展的新征程中，步履坚定。

在浙江省宁波市宁海县，“露营
过端午”成为一些当地年轻人度假的
新选择。端午节当天，一些游客自驾
来到郊区村镇，白天和家人一起在户
外包粽子、体验制作漆扇，傍晚在露
营基地附近玩飞盘、品茶饮。

宁海一家露营基地负责人周耀辉
告诉记者，假期他和同事开发了“民
俗+生态游”的露营服务，把端午民

俗与农事、艺术、运动元素相结合，全
力让游客过一个相对小众但特别的

“五月初五”。
不少游客越来越偏爱选择灵活

化、个性化的出游方式，在慢节奏旅
行、深入体验、放松休闲中享受生活。

文旅部微信公众号“文旅之声”
10日晚发布信息称，假期中，云南、青
海、甘肃、内蒙古、贵州等地成为年轻

人自驾游、避暑游的热门选择。“影
视+文旅”双向赋能，电视剧《我的
阿勒泰》的热播带动以新疆阿勒泰地
区、伊犁州尼勒克县等为代表的自驾
游目的地持续火热。

长沙新消费研究院产业研究负
责人黄偲表示，灵活化、个性化的假
期出游特点，对商家和相关部门的
假日旅游产品供给能力提出新要

求。建议针对不同年龄段、不同需
求的消费者，设计更多“小而美”的
文旅精品。

“‘小而美’的精品不意味着要去
追求奢侈和昂贵，而是要进一步提升
服务消费的内容品质与创新能力，做
到服务精细化、个性化、特色化。相信
更多消费者可以在未来获得高质量、
定制化的端午旅行体验。”黄偲说。

盘点端午消费：年轻人解锁了传统民俗许多“新玩法”
艾草花束火爆“出圈”，龙舟竞渡激发文旅消费，“露营过端午”成为年轻人度假新选择……在刚刚过去的端午假期，显时尚

潮流、重文化底蕴、求鲜明个性成为端午消费的重要特征。

据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2024年端午假期，全国国内旅游出游合计1.1亿人次，同比增长6.3%；国内游客出游总花费

403.5亿元，同比增长8.1%。

专家建议，进一步找准文旅产业融合的契合点，运用现代美学为传统民俗产品注入新活力，瞄准年轻消费群体打造更多

“小而美”的文旅精品，让传统节日焕发新生机。

传统艾草加上菖蒲、香樟叶，搭配
上铃铛、寓意福禄的干葫芦与精心设
计的端午安康卡，一束时尚而别具特
色的艾草花束，在这个端午节成为最
火的产品之一，多次登上社交媒体平
台热搜。

在重庆市解放碑商圈记者看到，
艾草花束被挂在了不少商铺最显眼的
位置，吸引了众多年轻人前来选购。
来自四川的消费者张冰宁说，挂艾草
一直是端午节的习俗，但现在的艾草
花束既保留了传统寓意，又结合了潮
流元素，让她和身边的朋友有耳目一
新之感。

一些商铺经营者告诉记者，艾草花
束“火”得非常快，最早是在抖音、小红
书等平台上有不少网友因新奇而分享
照片，随后线下前来购买的人越来越
多，有时甚至要在店门口排起长队。他
们也经常认真去看网友们的留言，每天

分析大家喜欢的“爆款”有什么特点，紧
跟大众最新审美口味。

在湖南，作为省级非遗项目“汨罗
香囊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戴芸伊
和团队成员在端午节推出的创意产品

“楚辞香囊”迎来了一波销售热潮，源源
不断地接到来自全国各地的订单。

“我们将相关诗句、植物纹样绣制
在香囊上，并使用《楚辞》中提及的、具
有芬芳香气且寓意美好的植物作为香
料，以此来传递屈原文化和《楚辞》之
美。”戴芸伊说。

“过去一些商家会觉得，‘网红产品
’一定要特别标新立异，传统民俗节日
的产品大家已司空见惯，似乎没有‘出
圈’的潜质。但这次艾草花束的火爆启
示我们，要在善用数字线上平台的基础
上，运用现代美学为传统产品注入新活
力，让‘老树’开出‘新花’。”工信部信息
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盘和林说。

今年端午假期首日恰逢“文化和
自然遗产日”，各类文博场所成为不
少年轻人“打卡”的首选。在重庆湖
广会馆禹王宫大戏台上，重庆市话剧
院的演员们身着华服，诵读着著名剧
作家郭沫若创作的历史题材话剧

《屈原》，台下传来阵阵掌声。
湖广会馆相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这个假期他们在演出形式上

进行了创新，准备了融合诗歌诵读
与戏剧于一体的文化赏演、《醉巴
渝》非遗文化演出、端午粽子拟人
化 NPC 表演等活动，取得了良好
效果。

假期中，群众赛龙舟、吃粽子、唱
山歌、赏古曲，传统文化内涵与节日
消费深度融合。

广东、湖南、浙江、贵州、云南等

地举办龙舟竞渡。携程数据显示，
举办 2024 年中国汨罗江龙舟超级联
赛的湖南岳阳端午节旅游订单同比
上涨 52%；中国·桃花潭第十一届龙
舟赛带动安徽宣城假期旅游订单增
长32%。

业内人士分析认为，加强文博、
旅游等部门之间的沟通与协作，让传
统文化的浓厚底蕴与旅游发展进一

步深度融合，将有利于促进消费回升
和潜力释放。

盘和林表示，文化是旅游的灵魂
所在，找准文旅产业融合的契合点非
常关键。要进一步做好专业文化工
作队伍建设，活化相关资源的使用效
益，把端午等传统民俗节日的旅游市
场进一步做大做强，为经济高质量发
展注入新活力。

创意迭出，传统民俗产品火爆“出圈” 文化赋能，促节日消费潜力释放

个性出游，设计更多“小而美”精品

新华社记者：顾小立、李晓婷、张格
新华社北京6月11日电

念好“山字经”奏响“四季歌”
——长白山区域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实践

它是东北亚的生态屏障，松花江、图们江、鸭绿江从这里发源，滋养着东北大地，奔腾入海；它是地域文化的璀璨明珠，多

民族在这里交融汇聚；它是透视中国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一扇窗，在这里，保护与发展并行，区域协同，孕育出民生产业、幸福

产业……

巍巍长白山，雄立天地间。

半池湖水半池冰。5月末，长白山
天池迎来了“开冰季”。从山脚到山
顶，海内外游客们经历着从短袖到羽
绒服的奇妙旅程，体验“一山有四季，
十里不同天”的神奇景象。

年初，冰雪热席卷东北大地，身为
东北冰雪旅游带的“最高极”，长白山
景区不仅在旺季日均吸引游客超万人
次，也在发挥辐射带动作用，为延边、
白山等周边区域的旅游业注入活力。

“ 延 大 网 红 墙 ”“ 逛 吃 水 上 市
场”……距离长白山高铁车程 1 小时
40分钟的延吉，在区域旅游带动下，近
年来已成为新晋网红城市。

数据显示，“五一”假期，长白山景
区和延边累计接待游客分别同比增长
119.32%和 144.85%。松花江生态旅游
风景区、和龙金达莱村等长白山区域
多处景区游客数据也屡创新高。

发展现代旅游业体系，“科学统
筹，协同发展”是基础。

“我们与白山、延边、吉林长白山
森工建立沟通合作机制，大长白山区
域协同发展格局初步形成。”长白山
管委会主任高飞说，跨区域多部门联
合执法后，旅游市场秩序也得到显著
规范。

多年来，从长白山“一枝独秀”，到
大长白山和长吉旅游经济“双核引
领”；从西部冰产业、通化梅河崛起形
成“四轮驱动”，到目前全省开展“千亿
市”“百亿县”建设，吉林以长白山为布
局起点，逐步形成一个多点支撑、多元
发展的旅游业空间布局。

去年 3 月，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发
展改革委联合印发《东北地区旅游业
发展规划》，提出构建“三纵三横”旅游
通道，其中东纵旅游通道打造以长白
山、边境风光等为核心吸引的特色旅
游产业走廊。

边境丹东、醉美长白、网红延吉……
放眼通道内各城市，以点成线、串珠成

链，在优势互补间蔚然成势。
“以大旅游一体化思路，协同发

展、错位发展、借力发展。”吉林省文化
和旅游厅厅长孙光芝说，东北各省通
过游客互换，共同开发旅游线路，打造
区域品牌和旅游目的地。

立足东北，放眼全国。近期，电
视剧《我的阿勒泰》火出圈，北疆风光
治愈众多网友。早在 2021 年，吉林
就与新疆共同创建中国（长白山脉—
阿尔泰山脉）冰雪经济高质量发展试
验区，在旅游、运动、商贸等方面深入
合作，一东一西，推动区域冰雪产业集
聚发展。

交通也在为旅游业发展“保驾护
航”。近日，沈白高铁辽宁段隧道全部
贯通，全线余下未贯通的 11 座隧道开
挖进度在85％以上。随着明年沈白高
铁开通运营，北京到长白山仅需不到4
个小时，大长白山区域将成为京津冀
的都市“后花园”。

进入 6 月，细雨蒙蒙，云海连绵，
长白山主峰在远处若隐若现。记者
来到长白山北景区游客集散中心，游
客 们 在 此 按 购 票 时 段 排 队 等 待 上
车。宽敞的大厅内，休息区、医务室、
咖啡店一应俱全。

设施不足、交通拥堵等问题，曾是
摆在长白山面前的发展瓶颈。“动真
碰硬，下决心去解决。”长白山旅游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昆说。2022 年 2
月，长白山北景区山门功能下移至二
道白河镇，并采取分时预约、网络售
票，为游客提供便捷服务。

近年来，大长白山区域以“出新、
求质、共融”，因地制宜升级旅游业：

——全季全景推出“新”长白。随
着需求升级和设施完善，长白山冬季
封山已成为历史。当地立足绿水青

山和冰天雪地资源禀赋，逐渐由单
季向全季，从天池游向全景游转变，
孵化“长白天下雪”“心往长白山，松
花江上游”等 IP，同时优化产品供
给，打造云顶市集、雪绒花等沉浸式
业态产品。

——品质服务打造好环境。5 月
25 日，为打通服务游客“最后一公
里”，350 台网约车在长白山投入运
营，填补区域空白。“大长白山区域交
通运输体系和旅游产业布局进一步
优化。”吉林省运输管理局副局长
李乃龙说。

山门下移、机场改建、推出“长白山
一机游”智慧平台……长白山不断
优化旅游市场环境，2023 年，餐饮
经营主体已新增 300 余家，住宿床
位 新 增 1300 余 张 ，暑 期 高 铁 列 次

增 至 15 对，高铁站运送旅客达 180
万人次，长白山机场吞吐量达 57 万
人次。

——文旅融合形成新业态。文旅
深度融合下，游客从观光游、度假游
逐渐向文化体验游转变。在推出滑
雪、温泉等冰雪文化度假产品的同
时，长白山还挖掘长白山神庙遗址、
老黑河遗址等历史文化旅游资源，并
依托生态文化开发山地运动、研学旅
游等新业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以
体促旅。

吉林将推出大型沉浸式演出《粉
雪传奇》，以守护长白山的“守山人”
为故事题材，展现吉林文化魅力。“我
们还在布局‘山水长白’文化旅游新
业态，联合研学机构，研发长白山自
然教育产品。”高飞说。

一座山串起区域“协同链”

一座山唱响旅游“四季歌”

一座山讲述发展“新传奇”

这是2023年2月8日拍摄的冬日蓝天白云下的长白山（无人机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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