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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城市地标——武康大楼的

红墙“搬”到会场；用数字技术展

现黄河边古都群的文化之美；推

出文旅数字人讲述历史深处的记

忆……在上海举办的 2024 中国国

际旅游交易会，展示了一系列新

技术、新业态、新场景，彰显出我

国文旅市场奔涌的创新活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产

业和旅游产业密不可分，要坚持

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动文化和

旅游融合发展”。党的二十届三

中全会《决定》提出，“健全文化和

旅游深度融合发展体制机制”。

文旅融合，从来不是一道简

单的加法问题。推动文化发展，

是为了更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

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公益属性明

显；加强旅游发展，有助于拉动内

需、扩大就业，具有鲜明的市场导

向，产业属性突出。找到文化与

旅游、个性化需求与多样化供给

之间的契合点，才能实现不同要

素的重组与交融，让诗和远方交

相辉映，书写人文经济学的崭新

篇章。

最 美 的 风 景 从 不 只 是 名 山

大川。在黑龙江哈尔滨，交响乐

团搬进火车站，音乐会在候车厅

奏响；在云南丽江，游客于文化

小院中描摹纳西象形文字……当

下，风俗节庆 、戏剧影视等文化

场景，成为一道道兼具流量与内

涵的文旅风景。从实践看，精准

提炼地域文化符号，充分激活其

时代价值，将自然环境的独特性

和文化景观的丰富性结合，搭建

起 文 化 基 因 和 现 代 审 美 之 间 的

桥梁，有助于打造具有独特的历

史厚度、人文温度的文旅生活新

方式。

当“特种兵式打卡”成为年轻

潮流、当“反向旅行”成为社会热

点、当“县域旅游”热潮迭起……

放眼全国，非团队、小众化成为文

旅发展的新特点。将不同的景点

串点成线、连线成廊，转化为全域

旅游版图中的重要支点，才能打

开文旅高质量发展的新空间。具

体而言，一方面，地域相邻的景

点，受益于交通设施互联互通，具

有形成文旅 IP 的天然优势。另一

方面，高水平的区域协同能避免

同质化竞争，凝聚发展合力，有利

于探索“文旅+科技”“文旅+研

学”“文旅+体育”等融合发展模

式，进而打造山水相依 、人文相

亲、数字相连的区域化旅游品牌。

如今，“沉浸式+”这一文旅融

合的新路径，契合了人们追求深

度文化体验的新需求。数字交互

技术在文旅产业的快速应用，则

改变了产品供给的表现方式，拉

近了游客与文化、历史与现实之

间的距离。除了建设线下沉浸式

空间，各地积极推进线上云展览、

智慧旅游平台等建设，创新推出

用户连接、内容挖掘、创意转化、

数实融合等模式。以敦煌研究院

“数字藏经洞”为例，科技与创意

的双向赋能，将文物故事、历史文

化更加生动地呈现出来，让游客

在 指 尖 触 摸 敦 煌 艺 术 的 独 特 魅

力，感受生生不息的中华文脉。

文旅一词，文居词首，旅随其

后。唯有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

文，才能实现文化对旅游内涵的提

升、旅游对文化资源的激活，不断

推动我国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来源：人民日报

冬至，是二十四节气中第二十二个

节气，接下来进入一年中最冷的阶段。

在中国传统岁时文化里，北方一些地方

流传着画“九九消寒图”的风俗。印制一

幅寒梅图，九朵九瓣白描寒梅，自冬至

起，每日画一笔，点红一瓣花，直至八十

一瓣点尽，白梅化为红花。这一风俗表

达了向往春天的殷殷心意。

古有“消寒图”，今有“冰雪+”。如

今，北方各地因地制宜推出新玩法，让越

来越多人感受到冰雪的乐趣和魅力。“冷

资源”成为“热经济”，冰天雪地画出一幅

幅别样的、赏冰乐雪的“消寒图”。

黑龙江冰雪旅游持续火爆，冰雪经

济不断升温。有为政府、有效市场、有爱

市民形成合力，迅速实现城市形象与冰

雪旅游的“双出圈”，带动住宿、餐饮、零

售、装备制造等相关产业蓬勃发展。这

个冬天，黑龙江省冰雪旅游叠加了 2025

年第九届亚洲冬季运动会，游览内容更

丰富：在景区设施上提档升级，比如，哈

尔滨冰雪大世界面积扩大到 100 万平方

米；在服务管理上精耕细作，比如，丰富

“十”大主题线路、“百”场美食盛宴、“千”

台文旅盛事、“万”种龙江好物全链条产

品供给。持续不断的“宠客”模式，吸引

更多南客北上，提升了冰雪旅游消费的

热度，形成供给和需求同步增长、消费和

投资相互促进的态势。

冰雪经济大有可为、大有作为。不

久前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积

极 发 展 首 发 经 济 、冰 雪 经 济 、银 发 经

济”。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以冰雪

运动高质量发展激发冰雪经济活力的若

干意见》明确提出：到 2027 年，中国冰雪

经济总规模达到 1.2 万亿元；到 2030 年，

冰雪经济总规模达到 1.5 万亿元。在政策

引导和支持下，进一步找准冰雪消费风

向、丰富冰雪消费产品、优化冰雪消费环

境、健全冰雪标准体系，必能带动就业、

促进消费、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让冰天

雪地变成金山银山。

冰雪连着产业与就业，也连着物质

消费与精神需求。把劣势化为优势，把

“消寒”化为“消费”，还需进一步创新思

路。比如推动冰雪旅游从单季开发向

四季运营拓展，推动冰雪运动从竞技竞

赛向大众运动拓展。冰雪市场魅力十

足、冰雪消费热力无限，以新场景、新玩

法激发新商机，别样“消寒图”必能越绘

越壮丽。

（摘编自《黑龙江日报》，原题为《冰

天雪地勾画别样“消寒图”》）

来源：人民日报

以文旅融合擦亮发展品牌
陈世涵

推动“消寒”变“消费”
徐明辉

12 月 26 日 ，游 客

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

园区内拍照游玩。

新年临近，黑龙江

省冬季热门景区迎来

客流高峰，当地冰雪经

济“热辣滚烫”，助推迎

新跨年消费增长。

新华社记者 杨思琪 摄



时间之河奔腾不息，追梦旅程脚

步 匆 匆 。 2024 年 的 帆 影 逐 渐 远 去 ，

2025 年的阳光即将跃出地平线。岁月

翻动着日历，也激荡着人们辞旧迎新

的心情。

大舸中流下，青山两岸移。过去这

一年，中国这艘大船劈波斩浪，一刻也

没有停下前进的航程。在这壮阔历程

中，有“乘风破浪行稳致远”的举旗定

向，有“船到中流浪更急”的审时度势，

有“小心驶得万年船”的深谋远虑，有

“众人划桨开大船”的齐心协力……

2024，依然有波诡云谲、风吹浪打；

2025，世界仍不太平，前路并非坦途。

但我们始终坚信：一个站起来的民族能

够战胜任何艰难险阻，伟大复兴的梦想

必将迎来更加绚烂的前景。

叹寥廓，问苍茫。过去这一年，寰

宇之内留下属于中国人的奋斗足迹，

神 州 大 地 镌 刻 下 多 少 激 动 人 心 的 记

忆。太空中，神舟十八号、十九号航天

员持续刷新“巡天”纪录，嫦娥六号实

现 人 类 历 史 上 首 次 月 球 背 面 采 样 返

回；极地上，中国南极秦岭站开站，填

补了中国在南极罗斯海区域的考察空

白；西部边疆，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绵

延 3000 多 公 里 的 绿 色 长 城 全 面 锁 边

“ 合 龙 ”；东 南 沿 海 ，全 长 24 公 里 ，集

“桥、岛、隧、水下互通”于一体的深中

通道建成开通……

一个个人间奇迹，标注日新月异的

发展历程，见证亿万人民的奋斗伟力，

昭示着更加美好的未来。

发展无止境，改革不停步。这一

年，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召开，新时代

中国合力奏响改革进行曲。改革，是时

代的强音，是人民的心声。我们正视前

行路上的风险挑战，也不讳言发展中不

尽如人意的地方。我们曾经依靠改革

蹚出一条条新路子，今后更要靠进一步

全面深化改革开辟发展新境界。改革

进入深水区，顽瘴痼疾不少，新老问题

交织，唯有“越是艰险越向前”，才能“关

关难过关关过”。

改革向前，民生向暖。过去的一

年，改革纾解了不少民生难题，但群众

日常仍有诸多操心事、烦心事，期待新

一年的改革推进能够更加“贴心”“暖

心”，把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解决好，

让大家笑容更多、心里更暖。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

金。过去的一年里，《黑神话·悟空》火

爆全球，古老的东方神话重焕光彩。在

万众瞩目的巴黎奥运赛场，体育健儿书

写下新的青春传奇。从古至今，在追逐

梦想的道路上，中国人从来不缺“勇敢

的心”。“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映照出

中华文明与时偕行、历久弥新。“China

travel”持续升温，越来越多国际友人着

迷于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中国人更

有足够的底气和信心，传承创新，开辟

未来。

行百里者半九十。新的一年，新的

目标任务在招手。要让梦想照进现实，

必须经过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持续奋

斗。一年之计在于春，新年伊始更要开

好头、起好步，展现出新作为、新气象。

千千万万普通人最伟大，心怀热爱，身

有行动，就能发一份光一份热，去照亮

更多的人、更大的世界。中国式现代化

的新征程上，每一个人都是主角，每一

份付出都弥足珍贵，每一束光芒都熠熠

生辉。

凡是过往，皆为序章。过去的 2024

年收获满满 、精彩纷呈 ，即将到来的

2025 年，是“十四五”规划的收官之年，

“中国号”巨轮又将开始新的进发。新

征程召唤着每一个追梦人、奋斗者，每

一颗滚烫的心、亿万双勤劳的手，汇聚

在一起就是推进民族复兴、强国建设的

磅礴之力。

新的一年，携手同心向前跑，不惰

寸功加油干，我们一定能够创造新的更

大奇迹，让梦想升腾得更高更耀眼。

致2025：梦想升腾，此心滚烫
新华社记者 涂洪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