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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只火出圈的“鱼灯”，带动文旅消
费超20亿元；特色古民居引入“非遗+
民宿”运营模式，成为游客争相体验的
文化栖居地；在红色剧场里开展“行走
的思政课”，开放科学重器打造“科技+
艺术”文旅新地标……数据显示，2024
年，安徽全省国内旅游人次、国内旅游
花费均创历史新高。

依托独特的传统文化、红色文化和
创新文化资源，安徽着力打造文旅消费

“新三样”——体验游新业态、科技游新
产品、红色游新场景，让文旅流量加快
转变为经济增量。

2024年 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安
徽考察时强调，要进一步推动文化和旅
游融合发展，发展全域旅游，把文化旅
游业打造成为支柱产业。

如今，安徽正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讲话精神为指引，将文旅消费作为拉动
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通过探索“以文
塑旅、以旅彰文”的新业态、新产品、新
场景，推进文旅深度融合，大力发展全
域旅游，以高质量文旅消费供给创造有
效需求，彰显徽风皖韵的新气象。

“体验+”重构文旅新业态

安徽黟县宏村镇龙江村，一座明清
老宅里，国家级非遗“徽墨制作技艺”的
当地代表性传承人申易鑫手握一柄方
锤，在一团粘糯滋润的墨坯上反复锤
敲，向围坐身旁的亲子家庭演示徽墨制
作技艺。案几上，斑驳的制墨工具，诉

说着徽墨传承的千年时光。
“制墨最后一道工序是描金，就像

给老物件换新衣。”申易鑫说着，将压制
成形的一个个长形墨条交给身边的孩
子，指导他们将金粉填入墨条上的牡丹
纹样里，一块块“凤穿牡丹”的描金墨就
大功告成了。

申易鑫所在的这座老宅是一家主
打非遗体验的主题民宿。“人们来徽州，
最想触摸到鲜活的文化。”黄山市文旅
局局长程燕说，黄山市是徽州文化发源
地，拥有310处国家级传统村落、476处
省级传统村落、4100多处历史建筑，千
余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丰厚的历史文化
资源成为文旅创新的“破题点”。

皓月当空，灯影摇曳，唢呐声划破
夜空。位于安徽歙县徽州古城的徽州
府衙内，沉浸式实景演出《徽州府有喜》
如约而至。以徽州历史和民间故事为
蓝本，依托徽派建筑群，让观众随剧情
移步换景，感受古徽州变迁。古城另一
端，徽州历史博物馆内，以馆藏一级文
物“初登第，得意回”石刻为起点，观众
手持通关文牒，体验古代文人高中进士
后的游街盛景。

“这种方式很有代入感，让游客走
进古建和文物背后的故事，将徽州历史
文化鲜活地呈现出来。”浙江游客赵艳
蓉称赞道。

歙县文物事务中心副主任周虎说，
为了丰富游客的沉浸式体验，当地还挖
掘非遗鱼灯文化，成立鱼灯工坊等非遗
实践基地，开展鱼灯舞、鱼服秀等体验

项目，打造传统文化的出圈 IP。近年
来，当地仅非遗鱼灯一项就吸引游客
300余万人次、带动消费超20亿元。

如今，民宿成非遗传承地、古建变身
文化展演空间、银发经济与新安医学相
遇、博物馆化作时空剧场……在安徽，越
来越多地方通过“体验+”重构文旅新业
态，带动全省文旅产业迸发新活力。

2024年，黟县两家特色民宿入选全
国“最美公共文化空间”，带动当地旅游
住宿消费21亿元。以黟县民宿为代表，
安徽打造皖美民宿集聚区10个，等级民
宿跻身全国第一方阵。2024年，全省吸
引国内旅游人次、国内旅游花费同比分
别增长7.4%、10.8%。

“科技+”打造文旅新产品

佩戴 AR 眼镜“穿越”至水星地下
城，沉浸式观测“一日双升”的奇景，全
息影像动态还原宇宙大爆炸场景……
步入外形如宇宙飞船的安徽首个深空
探测科普艺术馆，仿若开启了一场深空
漫步之旅，科技与艺术的碰撞让游客惊
叹“撞见了超乎想象的科学之美”。

深空探测是安徽省着力打造的科
创高地之一，我国首个深空探测实验室
就落户合肥。“科里科气”这个合肥独特
的城市气质，正成为合肥涵养城市文
化、发展文旅融合的重要依托。

2024年11月，合肥市与深空探测实
验室携手打造深空探测科普艺术馆。

“艺术馆既是展示科研成果的窗口，也

为公众架起深空探测科普的桥梁。”深
空探测实验室工程师石萌表示，作为合
肥“科创科普游”的打卡点，截至今年3
月，艺术馆已接待超万人次。

瞄准“科技+文旅”，合肥依托人造
太阳、量子科技、人工智能等前沿科技
平台及无人驾驶、载人无人飞行等科技
应用新场景等，打造了覆盖多学科、多
领域的科创科普研学旅游基地，开辟了
科幻新天地、科技新能源、科普新生态
等百余条主题线路，将科技企业、科研
机构、文化景点等串珠成链，为游客提
供旅游新体验。

“科技资源正在转化为文旅动能，
也擦亮了科技之城的文旅新名片。”合
肥市文旅局局长吴娅娟说。2024年，合
肥的科创科普游省外游客占比由5%提
升到17.5%，获评“中国研学旅游目的地
标杆城市”。

当科技笔触融入文化长卷，徽风皖
韵焕发出别样光彩：

长江之滨，马鞍山“长江不夜城”景
区的千盏彩灯划破夜幕，裸眼3D技术
在江面“复活”沿江城市的地标，全息投
影勾勒出长江千年文脉的流动剪影，游
客凭栏可触长江文明的脉络；

淮河北岸，阜阳双清湾水街以光影
科技将欧阳修、苏轼等历史名人的诗词
画赋生动呈现，带给观众科技与人文、
现代与传统共织的沉浸式漫步体验；

安徽博物院《永远的盛唐》XR沉浸
体验展以大空间追踪、三维重建技术，
高精度再现长安盛景与丝绸辉煌。

科技正在打破体验边界，催生文旅
新生态。近5年来，安徽共入选国家文
化和旅游科技创新研发项目6个、文化
和旅游数字化创新示范案例2个。

“红色+”丰富文旅新场景

位于大别山腹地的安徽霍山县落
儿岭镇，寂静春风掠过草木葳蕤的崖
壁，峡谷里却突然腾起硝烟，一阵阵激
烈的枪炮声在山谷间回荡。这是大型
实景剧《大别山传奇》的演出现场。年
轻游客白欣语说，置身现场，数十名战
士从山间无畏地冲向敌人时，感觉自己
是在历史中震颤的参与者。

“《大别山传奇》去年共演出了600
多场，吸引游客近90万人次。”演出项
目主办方六万情峡景区相关负责人饶
先耀介绍。

安徽是中国革命的重要策源地、人
民军队的重要发源地，红色文化是徽风
皖韵的重要标识。全省共有31个革命
遗址列入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有6
家单位入选国家红色基因库建设单
位。推动红色文化与旅游深度融合，是
安徽培育文旅支柱产业的又一着力点。

在逼仄的“监狱”里传递密信，在密
室机关里破译摩尔斯电码，在繁华“酒
楼”里寻找接头人……在六安市霍山县
诸佛庵镇，以红色革命历史为背景，由
六安市与安徽省当代影视创作研究院
合作开发创作的密室游戏《红夜》，吸引
了不少年轻游客。

“游戏以安徽第一次民团起义诸佛
庵起义为背景，重点刻画革命英雄刘淠
西从发动起义、创建党组织到被捕牺牲
的历程。”项目开发负责人、诸佛庵镇人
大主席符煜介绍，游客可以以革命者身
份，在刘家大宅、监狱等场景中完成传
递密信、破解密码等任务。

那些曾在历史书里匆匆掠过的名
字，在一个个游戏环节里变得鲜活而真
实起来。“这正是红色文化的生命
力。”符煜说。

技术赋能让历史“破壁”，互动体
验让精神“入心”，年轻化表达让基因

“续脉”。
“红色+”的文旅创新热潮点燃了地

方文旅产业的新引擎，把红色文旅资源
与音乐节、思政课、文体赛事等更多新
场景结合起来，为红色文旅产业注入更
多活力。2024年安徽全省红色旅游市
场累计接待游客人次、旅游花费同比分
别增长7.5%和44.7%。

“传统文化、红色文化、科创文化是
安徽文旅融合的优势资源和抓手。”安
徽省文旅厅厅长周明洁认为，当前安徽
正依托这些优势资源，坚持守正创新、
融合发展、提质增效，积极探索“体验+”
模式重构文旅新业态，推进“科技+”实
践打造文旅新产品，创新“红色+”形式
拓展文旅新场景，文旅“新三样”方兴未
艾，让徽风皖韵焕发时代活力，加速构
建全域旅游发展新格局。

新华社记者 杨玉华 刘美子 朱青
（新华社合肥5月5日电）

以文塑旅、以旅彰文
——文旅“新三样”焕发徽风皖韵新气象

“五一”假期，外国游客来华热情高
涨。全国边检口岸持续优化服务，跨境
之行更便捷顺畅。

5月2日，巴黎飞往北京的AF202
航班降落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近300
名旅客涌入2号航站楼入境大厅。

人群中，一对法国老夫妇手持护照，
眼神有些迷茫。北京边检总站移民管理
警察、“春语”多语种服务组成员崔竹青
主动上前，用法语问候并耐心解释出入
境政策，帮助来华旅游的夫妇顺畅通关。

口岸，是外国游客感知中国的第一
扇窗口。首都机场、大兴机场口岸各执
勤现场，为老幼病残孕等特殊旅客设置
专用通道；“春语”多语种服务组平均每
班次提供咨询超100次；临时入境许可

签发和入境手续办理“一站式”办结。
英国退休教师罗莎莉竖起大拇指：

“特别通道对老年人太友好了！”
4月30日至5月3日，北京口岸入

出境外国人数量达6.9万人次，较2024
年同期增长52.1%。

随着第137届广交会第三期开幕，
广州白云机场口岸迎来繁忙勤务。白
云边检站移民管理警察以专业、温情护
航跨境之旅。

在入境大厅“广交会专用通道”前，
执勤民警与AI智能出入境咨询交互平
台共同为旅客答疑释惑。“我们参加完
广交会第二期，去香港玩了一圈，现在
回来参加第三期。中国的免签政策，让
出入境很方便。”一位波兰客商说。

5月1日至3日，广州边检总站各口
岸出入境客流达15.4万人次，同比增长
23%，单日客流峰值达5.6万人次。

成都天府国际机场边检查验大厅
24小时开放，外国游客“即到即检”，第
一时间感受“中国游”的便利和友好。
在免签政策加持下，来自西班牙的玛利
亚有充足时间打卡著名旅游景点、看大
熊猫，品尝风味美食。

四川边检总站数据显示，今年截至
5月3日，从成都口岸免签入境外国人
达16万人次，办理24/240小时过境免
签手续2.3万余人次，5.1万余人次直接
过境免办边检手续，有力促进中外人员
往来交流合作。

小长假第三天，山东烟台港国际客

运站内，“海蓝鲸”国际客货班轮缓缓靠
岸。“从下船到通关完成，只花了喝一杯
咖啡的时间。”专程从仁川乘船到烟台
考察新项目的韩国旅客申东旼说，随着
免签政策的放宽优化，往来中韩更便
利，方便及时了解市场动态。

自2024年 11月8日中国对韩国试
行入境免签政策以来，韩国旅客入境山
东游持续升温。今年前4月，山东口岸
韩国免签入境旅客超 12 万人次，“五
一”期间，烟台、威海、石岛等山东口岸
均迎来大规模韩国入境旅游团。

繁忙的国门口岸、往来通关的人
群，见证着中国对外开放的坚实步伐。

新华社记者 任沁沁
（新华社北京5月5日电）

“五一”迎跨境客流高峰 入境体验持续升级

这是5月5日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
心拍摄的 2025 中国国际自行车展览会
现场。

5月5日至8日，2025中国国际自行
车展览会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举行，
吸引近1600家国内外企业参展。

新华社记者 方喆 摄

国际自行车
展览会开幕

新华社北京 5 月 5 日电（记者
王立彬）今年一季度，全国海洋水产
品产量同比增长4.5%，我国“蓝色粮
仓”建设持续推进。

自然资源部发布2025年一季度
海洋经济发展数据显示，我国海洋
食物、水资源供给基础进一步夯
实，“蓝色粮仓”建设持续推进。据
初步核算，一季度全国海洋水产品
产量同比增长4.5%，其中海水养殖
产量同比增长5.7%，海水养殖稳产
保供作用持续显现。

我国海洋渔业向深远海有序拓
展，深远海养殖工船“湛江湾1号”在
江苏南通下水，风渔融合深远海网箱
养殖平台“伏羲一号”完成中国船级
社入级检验；自主研发的万吨级南极
磷虾船“福远渔9199”号从福建启航
前往南极开展作业。

据介绍，我国南极秦岭站海水淡
化项目取得积极进展，海水加热、海
水预处理以及产水净化系统等整体
工程完成超80%，进一步保障了极地
科学考察站的生活和科研用水。

我国“蓝色粮仓”建设持续推进

新华社北京 5 月 5 日电 （记者
樊曦） 记者 5 日从中国国家铁路集
团有限公司获悉，5月4日，全国铁
路发送旅客 1978.6 万人次，4 月 29
日“五一”假期运输启动以来至 5
月4日，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12
亿人次，同比增长10.5%，运输安全
平稳有序。

5月5日，铁路返程客流继续攀
升，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110万
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 1896 列。
从铁路12306车票预售情况看，5日
热门出发城市主要有北京、广州、
成都、上海、西安、武汉、杭州、
深圳、郑州、长沙；热门到达城市
主要有北京、上海、广州、成都、
武汉、深圳、西安、杭州、郑州、
长沙；北京往返上海、西安往返成
都、沈阳至北京、北京往返呼和浩

特、南宁至广州、武汉至上海、太
原至北京等热门区间客流较为集中。

各地铁路部门精心组织返程高
峰期旅客运输，精准增加运力投
放，加强购票、候车、乘车、中
转、交通接驳等各环节服务引导，
保障旅客平安有序出行。国铁北京
局集团公司北京南站增设16条出站
闸机通道，提高旅客出站效率；国
铁武汉局集团公司武汉站在进站
口、站台等处所铺设防滑垫，设置
警示标识，引导旅客雨天安全进站
乘车；国铁南昌局集团公司厦门站
在服务台开设人工改签窗口，让错
过列车的旅客在站内即可直接办理
改签业务；国铁乌鲁木齐局集团公
司加开旅客列车74列，为老幼病残
孕重点旅客提供进站引导、行李搬
运、优先检票等服务。

铁路“五一”假期运输
旅客发送量累计超1亿人次

宿松县佐坝乡聚焦农村改厕
全过程管理，立足农户需求、强化
日常监管、探索长效管护，走出了
一条“建管用”并重的改厕新路径。

该乡按照“一户一厕”原则，组
建农村改厕摸排队，精准核查旱厕
数量，制定全乡改厕计划，确保应建
尽建、应改尽改。开展业务指导，明
确改厕要点，统一建设标准，严把工
程质量，发挥“首厕验收制”作用，力
促改厕建一户、成一户、群众满意。

该乡推行“红黑榜”制，对项目
进度滞后的村亮红牌督办、挂黑牌

整改；推选“改厕质检员”，鼓励群
众监督，已累计发现并整改问题
128个。推广“农业大户责任承包
制”，对全乡14个村划片管理，与有
机肥需求大的农户签订粪污免费
清掏协议，乡改厕管护站提供吸粪
车，既满足了群众清掏要求，又促
进了农业产业发展。

该乡还将改厕管护纳入村规
民约，通过积分超市兑换生活物品
等方式激发群众参与积极性，形成

“共建共治共享”新格局。
（通讯员 何洋）

佐坝乡“建管用”并重推进农村改厕
发现并整改问题128个

近年来，宿松县财政局聚焦“三
农”工作，以农业、农民需求为导向，推
动政策性农业保险扩面提质，助力乡
村+产业发展。

加大财政资金投入。该县坚持把
农业农村作为财政支出的优先保障领
域，积极争取中央、省市财政补贴资
金，充分发挥政策性农业保险主导作
用和财政补贴引导作用，鼓励创新农
业保险产品和服务模式，不断扩大农
业保险保障覆盖面，促进农业经济可

持续发展。2024年，累计拨付农业保
险补贴资金6486万元，为全县农户提
供风险保障21.25亿元。

丰富特色农险品种。该县积极推
进特色农业保险增品扩面，拓展养
鸡、葡萄、油茶、茶叶等特色农业保
险品种，财政给予70%～75%的保费
补贴。2024年新增肉牛特色保险品
种，地方特色保险扩大到6个险种，
其中种植业投保达5.9万亩，养殖业
投保660.43万头 （只），当年共计理

赔资金 553 万元，受益农户 273 户
（次），为受灾农户恢复再生产提供了
有力保障。

探索农业保险改革。该县探索推
进“农业保险+一揽子金融产品”试点，
引导金融“活水”精准“浇灌”农业产
业。2024年在全县200个行政村（社
区）开设金融窗口，实现了村级服务窗
口全覆盖。创新实施“农业保险+信
贷”“农业保险+期货”等，实现险贷联
动，支持农户增获信用贷款，解决农业

经营主体融资无抵押、额度低等难
题。截至2024年底，通过“农业保险+
信贷”为85户经营主体提供了2490万
元的资金支持。

提升据实赔付质效。该县建立健
全重大灾害保险应急工作预案和快速
理赔响应体系，推动农业保险由灾后
理赔向灾前预防、灾中施救等全链条
拓展。2024年，全县农业保险累计理
赔资金1.09亿元，受益农户11.7万户。

（通讯员 张向伟 周俊）

用好政策性农业保险守好“粮袋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