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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卢 岳 □ 王紫茜

随着中华文化的复兴和年轻一代
对传统文化的热衷，一场以“寻龙”为
主题的旅游热潮正在悄然兴起。在这
场热潮中，年轻人成为主要力量，他们
不仅在国内各地追寻龙的踪迹，还将
脚步延伸至海外，让“寻龙”之旅成为
展现中华文化魅力的重要窗口。

多重因素加持
年轻人渐成“寻龙”游主力军

龙，这一深植于中华民族血脉中
的图腾，自古以来便承载着民族的信
仰与期望。数千载岁月流转，龙的形
象已然融入中国社会的每一寸肌理，
成为中华儿女情感与文化的独特象
征。今年，恰逢甲辰龙年，再加之年轻
人对传统文化的逐步回归，使“寻龙”
游在年轻群体中流行开来。他们渴望
通过亲身体验，了解龙文化的历史渊
源与深层内涵。

记者看到，在旅游平台上，以“寻
龙”为主题的游玩攻略屡见不鲜。年
轻玩家大多会按照规划的行程，前往
各地探寻龙的传说和遗迹，如故宫太
和殿的龙柱、丽江的黑龙潭等。这些
景点不仅是他们追寻龙文化的重要场
所，而且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底蕴。

马蜂窝数据显示，1 月 1 日至今，
站内“龙”相关目的地和景区的搜索浏
览量已超 60万，有一万多名旅行者分
享了自己在国内外的“寻龙”见闻。其
中，90后和 00后成为“寻龙之旅”的主
力军，占比达 59.2%。

“伴随中华文化的复兴，年轻人对
传统文化的兴趣与好奇心逐渐增强，
他们希望通过‘寻龙’游了解和体验中
华文化；其次，年轻一代的旅游需求和
消费观念发生了改变，他们更加注重
文化体验和个性表达，而‘寻龙’游的
主题恰好契合他们的需求；最后，社交
媒体的普及使年轻人能够更便捷地获
取‘寻龙’游信息，从而被吸引参与其

中。”某全球商品战略高级顾问总监潘
俊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指出，多重
因素共同推动年轻群体逐渐成为“寻
龙”游的主要力量。

年轻人遍访国内外龙迹
开启全球性“寻龙”热潮

随着年轻人对“寻龙”旅游的热情
不断高涨，他们的足迹也已经遍布国
内外众多与龙文化有关的景点。在国
内，从北到南、从东到西，无论是历史
悠久的古都还是风景秀丽的名山大
川，都可以找到龙的影子。年轻人穿
梭于不同地域的景点之间，感受着龙
文化的独特魅力。

据悉，以“龙”为名的名山大川是
寻龙打卡的首选，玉龙雪山、龙脊梯
田、龙虎山在“龙主题”自然类景区中
位列前三。同样跻身前十的安顺龙宫
巨型“龙字田”，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植
物造字景观，热度较去年同期上涨
244%。

比起名中带“龙”的自然景观，盘
踞于各种古建筑中姿态各异的“龙”则
更为具象、直观。“含龙量”最高的北

京故宫在“龙主题”人文类景区中拔得
头筹，而山西则是除了北京之外，在古
建筑中寻龙的首选目的地，大同九龙
壁、太原晋祠双双榜上有名。

此外，博物馆也是年轻人了解中国
“龙文化”渊源的最佳场所。相关报告
指出，荣登“年轻人最喜爱的‘龙主题’
博物馆藏品榜首的“C形碧玉龙”，不仅
是知名度最高的龙形国宝，也是每位游
客造访国家博物馆的必看文物。

值得一提的是，年轻人还将“寻龙”
的范围扩大至了全球。他们跨越国界，
前往那些与龙文化有着千丝万缕联系
的地方。比如，在印尼的科莫多岛，年
轻人能够近距离观察“活着的龙”，感受
龙文化的神奇与魅力。这场全球性的

“寻龙”热潮，不仅让年轻人更加深入地
了解龙文化的多样性和包容性，也促进
了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互鉴。

文化赋能
释放旅游消费新活力

当前，旅游业开始不断探索和创
新，以更好地满足年轻人“寻龙”的需
求。一方面，相关企业推出更多与龙文

化有关的旅游产品。这些
产品不仅涵盖了传统的观
光游览，还增加了新颖的
互动玩法，如在潍坊风筝
节观赏巨型龙头蜈蚣风
筝，在佛山赛龙舟中体验

“速度与激情”等，年轻人
可以在旅游过程中更加了
解龙文化的精髓。另一方
面，旅游目的地也积极挖
掘和展示龙文化元素，通
过举办与龙文化相关的节
庆活动、打造龙文化主题
景区，吸引更多年轻人前
来体验。

马蜂窝旅游研究院
副院长王晓雪认为，“中国
悠久的历史，灿若繁星的
非遗、民俗等传统文化，能

够为玩法创新提供无尽的创作源泉。
新一代年轻旅行者文化自信的提升，正
推动文化与旅游碰撞出新火花，成为目
的地和景区发展的全新增长点。”

由此不难看出，文化元素在年轻
人的旅游消费决策中扮演着越来越重
要的角色。北京社科院研究员王鹏告
诉记者，“企业及旅游目的地通过创新
玩法、展示文化元素，吸引年轻人的关
注，激发他们的旅游消费意愿。同时，
融入龙文化元素的旅游产品和服务往
往更具特色、更富内涵，能够提升游客
的满意度，增强重游意愿。”

王鹏表示，随着中华文化的复兴
和旅游业的发展，“寻龙”游有望成为
一种新的旅游趋势，不仅可以吸引更
多的国内游客，还有可能走向国际市
场，成为展现中华文化魅力的重要名
片。未来，相关企业及旅游目的地可
以开发龙文化主题游戏、体验项目，也
可以与教育、影视、动漫等领域进行跨
界合作，进一步拓展“寻龙”游的影响
力和受众范围。同时，还可以通过建
立反馈机制，及时了解游客的需求和
意见，不断优化服务。

本报记者 卢 岳 □ 王紫茜

最美人间四月天，此时的乡村大地焕发出勃勃生机。在消费升级
的大趋势下，乡村旅游成为越来越多消费者休闲度假的选择。金黄的
油菜花海、粉嫩的桃花簇拥，游客骑行、徒步，尽享田园风光。

记者了解到，各地乡村游市场持续升温，民宿不断推陈出新，以差
异化体验满足游客的多元化需求。同时，线上线下活动齐发力，为乡
村旅游打开新局面。然而，乡村旅游的发展仍面临诸多挑战，多措并
举促进农文旅融合发展成为当务之急。

乡村旅游人气旺 差异化体验受关注

四月的乡村，万物复苏，春意盎然。金黄的油菜花、粉嫩的桃
花……各种花卉竞相绽放，构成了一幅美丽的田园画卷。游客或骑
行、或徒步，穿梭在花海之中，尽情享受春天的美好。

记者了解到，随着国内市场消费升级，乡村游正成为越来越多消
费者的热门出行选择。据悉，清明节假期，国内乡村游订单同比增长
239%。在乡村游市场持续升温的背景下，各地民宿等乡村旅游接待
设施纷纷推出特色活动，满足消费者既能欣赏自然风光，又能深入了
解本土文化、感受乡土气息的多元化需求。

“前不久，我去了一家被翠竹环绕的民宿。这里不仅有竹海景观，
还有不同的竹文化活动供游客体验，让我深刻感受到了乡村文化的独
特魅力。”消费者李女士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道。

武汉大学国家文化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副教授彭雷霆在接受媒体
采访时表示，当前，我国已进入大众旅游时代，具有慢生活特质的乡村
文旅成为旅游者的“新宠”。从早期单一的农家乐、农业观光游到如今
的乡村旅拍、康养度假、乡村民宿、乡村营地等深度体验游，乡村文旅
呈现出丰富生动的新业态。

他进一步强调，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的农耕生产和乡村生活造就了
有别于西方的东方美学，形成了独特的乡愁情怀。同时，传统的农耕
文化与以城市为代表的工业文化具有反向互补的特征，能够为消费者
提供差异化的文化体验。

线上线下融合发力 开拓乡村文旅消费新场景

近年来，乡村游需求日趋旺盛，也加快各地开拓乡村文旅消费新
场景的步伐。记者注意到，不同地区利用自身特色资源，将乡村生态
优势转化为经济发展优势，推动乡村休闲产业提质增效。

湖南省江永县政府以首届桃花节为契机，巧妙结合本土自然风貌
与深厚文化底蕴，打造传统文化与艺术、潮流并存的“桃花+文艺”模
式，开展摄影展、春日徒步、青年交谊会等多种跨界形式活动，联合非
遗国潮组成“桃花+”系列活动，助推乡村文旅接轨时代热潮。此外，甘
肃省兰州市榆中县农业农村局深入挖掘辖区农业资源文化内涵，整合
榆中农耕文化、现代农业、美丽乡村、景区农庄等多个旅游景点，推出
乡村休闲暨农耕体验游精品线路，为游客提供可以探寻美丽乡村、传
承农耕文化、体验田园乐趣的好去处。

除了线下活动，云旅游等线上活动也为乡村旅游打开了新的市场
渠道。消费者通过直播，可以随时随地游览乡村风光，感受乡村的宁
静与美好。彭雷霆认为，以互联网为主的数字化平台成为生产、整合
和分配旅游资源的主要载体，重塑了乡村文旅的产业实践。比如，广
东省自力村、贵州省台盘村分别借助热门影视剧和“村BA”成为网红
乡村，带来乡村文旅营销新增量。

业内人士指出，线上线下有机结合的乡村文旅新模式，不仅拓宽
了乡村旅游市场，更将自然资源转化为产业优势，为乡村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多措并举 促进农村文旅融合发展

尽管乡村旅游拥有较好的发展空间，但仍存在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环球旅游
专家杜山川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础设施不完善、服务质量有待提升、产品
多样性不足以及宣传推广力度不够等将成为制约乡村旅游进一步发展的瓶颈。”

面对这些挑战，有关部门和旅游企业亟需建立乡村旅游业发展的长效机制，推
进农文旅深度融合发展。浙大城市学院文化创意研究所秘书长林先平认为，聘请专
业机构进行顶层设计规划是首要任务，这不仅有助于明确发展方向，还能为后续的
特色引流和网红打卡点建设奠定基础。

特色化乡村旅游产品的开发同样不容忽视。林先平建议，按照顶层设计规划，
结合当地特色资源，打造具有吸引力的旅游产品，以满足不同游客的需求。同时，促
进农文旅产业融合，加强体验性场景内容的建设，将文化内涵融入乡村和农业项目
中，也是提升乡村旅游品质的重要途经。

此外，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旅游中心总规划师宁志中在接受媒体
采访时也谈到，持续推进乡村文旅深度融合发展，要贯彻“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理念和“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的文化保护传承理念，着力推动资源融合、内
容融合、场景融合。通过遵循乡村文化、历史与地理的时空关联性规律，深入理解乡
村生产、生活、生态等文旅资源的内在关系，加强乡村文旅资源利用；创新推动乡村
自然和文化资源的旅游产品一体化转化路径，实现乡村文化和生态的整体性保护和
价值转化。

本报讯（记者 丁新伟） 4月12日，
由消费日报社、中国消费经济高层论坛
组委会主办，消费日报舆情中心、新浪黑
猫投诉、企查查、值得买科技共同支持的
第十八届中国消费经济高层论坛在北京
举行，慈铭体检受邀参加，并凭借以消费
者为中心的优质健康服务，荣获“消费市
场行业影响力品牌”。

本届论坛以“聚焦数字经济时代消
费者权益保护新形势”为主题，汇聚相关
部门领导、行业专家、优秀企业代表等，
深入探讨数智时代背景下，在完善消费

者权益保护的同时，推动行业实现高质
量发展。每年一届的“中国消费经济高
层论坛”已成为“消费市场影响力品牌名
片”。

慈铭体检作为中国民营健康体检行
业的开拓者之一，始终坚持“生命之托，
质量为本”的服务理念。在“三年打造新
慈铭”的战略目标和“守护中国人的生命
健康”使命下，慈铭体检持续以“创新+科
技”为核心驱动，依托学科建设和大数据
人工智能技术，全业务、全流程实现数字
化运营，为消费者提供高品质的医疗健

康服务，受到社会各界的充分肯定和高
度认可，赢得越来越多消费者的信赖与
厚爱。

自 2007 年起，慈铭体检连续通过
ISO9001国际质量体系认证；2019年起，
连续通过医学检验金标准 ISO15189 实
验室认可，并入选京津冀鲁区域医疗机
构临床检验结果互认医疗机构，检验结
果可被公立医院视为疾病诊疗的直接依
据，助力高效诊疗。

此外，慈铭体检曾斩获北京“3·15”
晚会诚信承诺企业、2023北京服务业企

业百强、消费市场行业影响力品牌等多
项行业荣誉。

此次，慈铭体检再获“消费市场行业
影响力品牌”殊荣，不仅彰显了权威媒体
和相关行业对慈铭体检的认可，更为慈
铭体检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动力。未
来，慈铭体检将持续推动数字化系统更
新迭代，不断升级检后健康管理服务，以
期为公众健康带来更多的福祉。同时，
慈铭体检还将继续重视企业信用、珍惜
企业品牌，为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营造
良好安全的消费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本报讯 （记
者 丁新伟 □ 陈
奎 朱绪福） 4月 3
日中午，后坪乡全
体干部职工前往江
口烈士陵园开展

“缅怀革命先烈·弘
扬革命传统”清明
祭扫活动。

活动中，陵园
里弥漫着肃穆而庄
重的气氛，参与祭
扫活动的全体人员
肃立奏唱国歌,随后
全体成员默哀，以
告慰先烈之灵，每
个人的内心都充满
了对烈士的敬仰和
缅怀之情。

后坪乡党委副
书记谭强表示：“干
部职工在今后的工
作中，将传承红色基
因、赓续红色血脉，
以扎实的工作成绩
致敬革命先烈，用更
加昂扬的斗志推动

武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活动最
后，向革命烈士敬献花篮，瞻仰革命烈
士纪念碑，每一环节都表达了对革命
烈士的崇高敬意。

本报讯（记者 丁新伟 □ 贾晨阳
杨志民）在“第29个世界读书日”来临

之际，4月19日上午，“双争有我·书香河
北”——2024年“书香涞水·全民阅读季”
系列活动暨新华书香节启动仪式在涞水
县文化广场举行。

此次活动由涞水县委宣传部、县文
明办、县文联、县总工会、县文旅局、县教
体局、县融媒体中心主办，县图书馆、保
定市新华书店有限责任公司涞水分公
司、保定腾格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承办。

仪式在嘹亮国歌声中拉开序幕，之
后宣读了全民阅读倡议书，为8名优秀全
民阅读推广人、8个书香家庭进行了颁奖
表彰，县新华书店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
心图书室、大赤土中心小学捐赠图书；保
定腾格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为涞水镇、东
文山镇农家书屋捐赠图书，充实新时代
文明实践中心、农家书屋和校园藏书，方
便更多阅读爱好者读书。

“风雨砥砺，岁月如歌，百年饮冰、难
凉报国之热血……”在启动仪式现场，涞
水小学的《如愿》诗朗诵为启动活动助
力，义安镇农家书屋代表团朗诵的《田野
里的春天》、涞水县阅读会朗诵的《这才
是我的家乡、这才是我们的中国》等多个
诵读节目轮番上演，将活动气氛引向高
潮，现场观众掌声不断。

近年来，涞水县把文化建设作为
一项基础工程和民生工程来打造，强
化文化阵地建设，推进实体书店开展
公共服务，积极组织开展“双争”系列
阅读活动、“我们的节日”特色主题阅
读活动、“农家书屋”乡村阅读季活动
等；县图书馆开展流动服务进乡村，方
便群众阅读，开展亲子阅读，引导孩子
从小养成读书习惯；县新华书店举办
新华书香节图书惠销，通过“DIY手工
制作”“百米画卷涂鸦”“寻书大战”

“拼团有礼”等线下活动和线上直播，
为广大阅读者提供阅读书目。同时建
立涞水县图书馆花溪分馆、投入使用
首个涞水县智能微型图书馆，全县
284 个村村村都有农家书屋，实现了
农家书屋全覆盖。各单位分别开展了
书香机关、书香校园、书香企业、书香
社区、书香家庭和书香军营建设。

如今，涞水县构建学习型社会的
氛围已经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
书的文化理念已蔚然成风。

来自浙江省嘉兴市嘉善县惠民街道
曙光村的吴彩红是村里孝老爱亲的模
范，她孝顺长辈，多年来一直默默照顾残
疾父母和公婆的生活起居。作为曙光村
残疾人专职委员，她尽职尽责，以火热的
心、细致周到的服务，帮助残疾人解决困
难、提高生活质量。2022年5月，吴彩红
获得了嘉善县最美残疾人工作者的称
号，2023年更获评“浙江好人”“嘉兴好
人”。

吴彩红的一天从照顾老人们的起居
开始。她家里的四位老人都有残疾困
扰，母亲罹患精神疾病，父亲大腿有伤行
动不便，公公是位聋哑人，婆婆的一只眼
睛不能视物。“现在还多了一个注意事
项，要管着我妈不让她出门。”这几年，随
着疾病和衰老，吴彩红的母亲开始健忘，
从最初只是忘掉一些小事，到症状加深
常常忘记回家的路。“我不让她出门，害
怕她走丢，更害怕她摔跤。”吴彩红表示。
吴彩红开始严格控制母亲的出行，她担
心有一天，母亲因混淆了现实和记忆，摔
倒在某个看不见的角落。“每天我都会劝
她，要乖乖待在家里。”在与吴彩红说话
间，她总会时不时搭两句母亲抛来的问
题，尽管她知道母亲总是前言不搭后语，
但她就这么耐心地和母亲聊着。

2019年，吴彩红开始担任曙光村残
疾人专职委员，成了村里的 107位残疾

人的“监护人”。“因为有照顾残疾人的经
验，所以也想着帮帮更多残疾人。”她表
示，一开始自己每个月都会对村里的残
疾人家庭进行走访，问问他们有什么需
求，也因越来越多的接触，她成了107个
家庭的“一员”。

2023年 4月，爱心公交卡因为系统
升级，需要重新办理，吴彩红因此为这件
事奔忙。“我怕他们不知道这个信息，就
一个一个打电话统计，汇总了村里36位
想办理爱心公交卡的残疾人信息，帮他
们统一办理。”新的公交卡办下来后，吴
彩红又挨家挨户地送到残疾人家里。现
在吴彩红走在曙光村，经常有人和她热
情地打招呼。小小的她却成了一个照顾
107位残疾人的“大家长”。

2022年 5月，吴彩红获得了嘉善县
最美残疾人工作者的称号，而她的两个
女儿也都默契地选择了医护专业。“我当
初劝二女儿别选这个专业，因为太辛苦，
但是她执意要选。或许两个孩子也想为
我多分担一些吧。”说到两个孩子，吴彩
红温柔地笑着，“她们从小就很会照顾四
个长辈，还总说‘妈妈你对爷爷奶奶外公
外婆真好’。”

在她的言传身教下，两个女儿继承
了她的善良和热心，她们不约而同的走
上了和她相似的道路，并且选择用自己
的专业去帮助更多的人。

“龙年寻龙”旅游热兴起
年轻人参与成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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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铭体检再度荣膺“消费市场行业影响力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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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涞水县：全民阅读蔚然成风

浙江嘉善“最美残疾人工作者”吴彩红

亲情式服务暖人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