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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各地近期陆续推
出冬春旅游产品，除了冰雪游
等冬春“传统主打”项目外，还
新增以红色文化、红色记忆为
主的“红色”主题旅游线路。

张掖市文化广电和旅游
局副局长曹高鹏说，张掖市立
足本地红色资源，开发了三天
两晚“纯红色”旅游线路产品
和“红色＋”四天三晚“复合
型”红色旅游线路产品。当地
将西路军、艾黎、军马场等元
素融入旅游线路，同时开展

“红色教育研学游”，让革命遗
址成为游客旅行路上、精神空
间中新的“打卡地”。

据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
纪念馆工作人员王丽霞介绍，
为了进一步丰富游客体验，在
讲解的基础上，纪念馆还将推
出穿红军服、走红军路、吃红

军饭等一系列体验项目，让游
客身临其境地体会红军的艰
难征途和不屈的革命精神。

“红色旅游不受天气影响和限
制，选择冬春季游客更少，深
度体验更好。”

甘肃省红色旅游资源十
分丰富，全省分布720余处红
色遗址遗迹。包括张掖、武威
等在内，今年甘肃省推出的十
大冬春游主题线路产品中，红
色圣地励志之旅也成为其中
一大亮点。

此外，甘肃冬春旅游依旧
推出大幅折扣减少游客出行成
本，包括景区免票或半价门票、
酒店“优惠住”、红色线路特价
游等。张掖等地还新增“候鸟
观赏”“冰川滑雪”等生态游、户
外游、研学游活动，丰富了游客
的游览选择。 （新华社电）

甘肃冬春旅游推“红色”元素
景区免票或半价门票

据新华社南宁 11月 26
日电“桂林山水甲天下，玉
碧罗青意可参。”南宋王正功
这句诗，折射了文人墨客寻
访桂林、寄情山水的传统意
象。如今，在当地政府推动
下，这座古城正以文化与山
水共美的气象，吸引更多海
内外游客。

“桂林是国际旅游名城、
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生态山水
名城，文化、旅游、生态融合发
展既是大趋势，也是桂林的大
优势。”桂林市市长秦春成日
前在2019年广西文化旅游发
展大会上说，桂林将以此次大
会为契机，持续推进文化、旅
游和生态融合发展，建设国际
旅游胜地、国家健康旅游示范
基地和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

创新示范区。
在近日举行的2019广西

（桂林）文化旅游重大项目招
商推介会暨签约仪式上，各方
共签约17个文化旅游项目，
总金额达759.3亿元。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化和
旅游厅的数据显示，2018年，
桂林接待游客人数超过1亿
人次，全市旅游总消费超过
1300亿元。今年，桂林预计
接待游客数量逾1.3亿人次，
实现旅游总消费1700亿元以
上。

桂林在全国率先施行51
国公民72小时过境免签及东
盟10国旅游团6天入境免签
政策。据规划，2025年桂林
将建成世界一流旅游目的地
和国际文化交流中心。

今年预计接待游客数量逾1.3亿人次

桂林打造国际旅游胜地

山东省日照市万平口海
滨风景区是当地旅游的一张

“名片”，该景区凭借优美的

海滩、良好的水质吸引了不
少游客。

新华社发

碧海蓝天万平口

一次性毛巾、洗漱套装、
可折叠烧水壶、收纳袋等商
品，在各大电商平台上的搜索
量、成交量都很可观。这些和
人们的旅行密切相关的商品，
正从过去的“小众品类”变成

“爆款”。从这些“走红”的商
品背后，我们既可见旅游日益

“飞入寻常百姓家”，亦可见绿
色生活方式的深入人心。

文创元素锦上添花

与文创联姻，成为许多旅
行用品“升级”之道；而与旅行
用品融合，则成为文创更加

“实用化”的门径。在故宫博
物院文创旗舰店搜索“旅行”
关键词，共有4款旅行茶具、1
款颈枕、1款收纳包套装、1款
护照夹和两款行李牌，都有鲜
明的故宫文化元素。敦煌文
创旗舰店、苏州博物馆旗舰店
等也都推出了蕴含各自文化
元素的旅行用品。

此外，为了宣传推广，一
些企业也会将各自的品牌形
象或 IP 形象与旅行用品结
合。电子游戏公司任天堂曾
推出过“超级马里奥”主题的

旅行用品，涵盖折叠手提袋、
存储袋组合、行李箱、拖鞋、颈
枕、行李牌、眼罩等多款旅行
中所需物品，受到“粉丝”欢
迎。

绿色出游拥趸者众

“带上自备的旅行包出游
已经成了我的习惯，里面有洗
漱用品、常用药品、拖鞋等，既
方便又环保。”旅游爱好者魏
青洲告诉记者，他发现近几年
外出旅游带上“便携装”的游
客越来越多，“带上这些东西
既不会增加太多行李负担，又
能身体力行为环保做一份贡
献。”

越来越多的人推崇和践
行绿色生活方式，也推动着相
关企业做出改变。浙江一家
专注生产一次性用品的公司
负责人表示，将会转变产品方
向，更多地生产游客出行时自
带的便携式日用品，引导消费
者使用可循环利用、可降解的
产品，减少资源浪费，例如以
甘蔗纤维为原料生产的纸杯、
以玉米淀粉为原材料生产的
垃圾袋等。

小物件里看产业兴旺

据统计，2018年，我国出
境旅游市场规模增长到1.49
亿人次，我国出境游客境外消
费超过1300亿美元。

旅游用品的销售火爆，同
样离不开旅游业的兴旺发展。
为了不断提高自己店铺的销
量，增强顾客黏度，店主小珈非
常关注旅游业的新动向，时常
研究人们的旅游新热点。“这几
年自驾游、徒步旅行、露营很受
欢迎，所以，睡袋、帐篷、一次性
雨衣雨鞋等的销量都很不错。”
小珈说，“念好‘生意经’离不开
旅游业的大环境。”

文化和旅游部公布的数
据显示，2018年我国实现旅
游总收入5.97万亿元，全年全
国旅游业对GDP的综合贡献
为9.94万亿元，占GDP总量
的 11.04% 。 刚 刚 闭 幕 的
2019中国国际旅游交易会，
吸引了来自75个国家和地区
的专业展商参展，累计参观者
达8万人次。这正是兴旺发
展的中国旅游业的魅力。

（人民网）

与文创联姻成为“升级”之道

旅行用品从“小众”变“爆款”

在一栋百年历史的藏式
民居里，一位梳着整齐发辫的
年轻母亲背着婴儿，蹲坐在火
炉边取暖。裹着黑色头巾的
男主人盘坐在毛毯上，右手托
起一个茶杯。如果不是“请勿
触摸”的告示牌，你会以为来
到了一个与世隔绝的藏族家
庭，因为没有一处角落能看到
现代文明的痕迹。

这是青藏高原东部古
城、四川省甘孜州理塘县一

个由老屋改造而来的蜡像博
物馆——“康巴人博物馆”。
馆内的蜡像和古老物件还原
了康巴地区的各种生活场
景，例如挤牦牛奶、婚礼、写书
法、商人做交易等。

由于基础设施改善和当
地政府推动，文旅产业正在理
塘县快速崛起。在古老街区
基础上建立的勒通古镇景区
今年正式对外开放，其中包含
康巴人博物馆等 6 个博物

馆。以成都、雅安、乐山等四
川城市命名的小餐馆随处可
见，而一些大型连锁餐饮企业
正和当地讨论入驻计划。

目前藏区旅游业往往止
步于自然景观的开发，自然和
文化的融合是未来的大方
向。”西南民族大学西南民族
研究院副教授郑洲说，市场期
待有更多参与性和体验性强
的新产品。

（据新华社电）

基础设施改善和当地政府推动

文旅产业在青藏高原古城兴起

四川甘孜县牧民在
民宿景区湖面上清理垃
圾。

作为连接西藏和祖
国内地的大通道之一，川
藏公路不仅是运输动脉，
也是领略美景的“黄金旅
游线”，更成为沿线发展
经济的重要走廊。如今，
在川藏公路上活跃着这
么一群人：或养护公路、
或发展旅游、或放牧……
他们是在雪山和蓝天白
云簇拥下的一个个身影，
构成了川藏线上一道独
特风景。 新华社发

川藏线上的身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