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旅速递

八达岭夜长城将于2024年春节期间再次
对外开放，让长城的灯火璀璨点亮中国的传统
节日。此外，八达岭文旅集团还推出了八达岭
南线延长线“一个人的长城”“畅滑通”“长城旅
拍”等沉浸式体验新项目，为游客提供多样化
选择。

今年“五一”假期起，八达岭夜长城实现常
态化对外开放。随着天气转冷，夜长城项目于
秋天暂停开放。2024年春节，八达岭夜长城
将再次开放。届时，八达岭将为市民游客打造
红红火火的“长城年味儿”，市民游客可以欣赏
到“金龙摆尾”的壮美辽阔，感受与白天不一样
的景观，在八达岭上过一个浪漫、热闹、团圆的
春节。

最新推出的八达岭南线延长线项目是一
项高端定制化长城游览项目，以定制化服务为
特色，以“一个人的长城”为创意，是在现有北
十二楼至南七楼常态化开放基础上，将八达岭
南七楼至南十六楼半共计1245米修缮后对外
开放，以满足市民游客多样化游览长城的需
求。该段长城将以定制旅游的形式对外开放，
游客可以在预订后开展户外徒步、探险穿越、长
城研学等专项旅游项目，为广大游客深入了解
长城，探索长城文化提供了便利。此外，八达岭
文旅集团还推出“八达岭旅拍”“畅滑通”项目，
以恢弘壮丽的八达岭长城为背景，为游客提供
多样化服务，拍出唯美古风写真、记录下难忘的
时刻。

（据《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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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小小的凳子，走进了国际秀
场供人参观，甚至被收藏，它就是昌江
黎族自治县水富村手工牛皮凳。此
前，黎族牛皮凳被列入昌江县第五批
县级非遗名录。

“以前只觉得牛皮凳方便家用，没
想过还有人买。”村民林进光是手艺
人，做了半辈子牛皮凳，他已不记得第
一张牛皮凳是什么时候卖出去的，但
他肯定的是，买家一眼看中的，是牛皮
凳的古朴、原生态之美。

近年来，借助营销和电商的力量，
黎族牛皮凳走俏市场。水富村如今一
年可制作1000多张牛皮凳，总价值约
20万元。“今后还将努力探索花色和
样式，为客户提供定制化服务，争取满
足更多消费需求。”林进光说。

从最初的养在“深闺”人未知，到
在激烈竞争的商圈站稳脚跟，再到
朝着产业化、品牌化的路子迈进……
牛皮凳书写了属于自己的进化记，
也让人看到了“非遗+产业”的更多
可能。

实际上，纵观海南非遗名录，不只
牛皮凳，还有许多项目、技艺本身就与
大众生活紧密相关，如黎锦、椰雕、海
南粉烹制技艺等，它们源于生活，又融
入烟火，如今在活态传承中有效保护、
在有效保护前提下合理利用，走上产
业化之路，成为当代生活方式的组成
部分。

2009年，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
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急需保护
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但长期以
来，高层次设计人才稀缺、设计创新不
足、传统元素挖掘不够等问题，制约着
黎锦产业的发展。

2021年12月，海南省旅游和文化
广电体育厅正式设立搭建运营黎锦设
计师及设计服务平台项目，选聘海南
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推进平台建设，把
设计环节融入“非遗+”的产业链。

据了解，黎锦设计师及设计服务
平台以“全国黎锦设计师”小程序为
载体，免费向全省黎锦生产企业、传
承人、工坊等提供设计服务，以解决
海南黎锦产业研发设计环节不足的
问题，实现设计与产品生产的有效
对接。

以搭建平台为契机，海师美术学
院汇聚、整合了各界设计领域资源，建
立起黎锦企业、传承人、工坊与黎锦
设计师线上和线下联系和沟通的渠
道。该学院还先后赴北京服装学院、
清华大学等院校洽谈交流，签约了多
位设计师，设计研发了近250款黎锦
服饰、箱包、丝巾等样品，被多家企业
采纳生产。

目前，该平台已入驻省内36家黎
锦企业、合作社与工作室，黎锦设计师
通过服务平台建立与企业沟通的渠
道，加强了对黎锦传统艺术文化的保
护，也带动更多企业增收致富。“这不
仅让非遗文化融入现代生活，同时也
促成文化传承与经济效益的双赢。”设
计师汪丽群说。

你的旅游行程，是“私人订制”的吗？随着旅游
业的强势复苏，定制游也迎来了新机遇。这种介于
跟团游和自助游之间的出行方式，不仅受到年轻人
的喜爱，还催生了“旅行定制师”这种新职业。

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今年以来，海南省定
制游产品预订量同比增长150%，预订海南定制
游产品的客源地主要是上海、北京、重庆、西安、
杭州等地，定制游需求量不断上涨，呈现良好的
发展趋势。

游玩海南东部，路线从北到南，还要有山有
水……日前，在电话里，天津的游客李阿姨向携
程旅游海口人民大道店店长陈邦英提出了旅游
线路的设计要求。他们一行6人打算在海南旅游
一周，陈邦英正在为他们定制一份私人行程。

“定制游正在以更具性价比的特性走进大众
旅游市场。”陈邦英说，明显感觉到今年定制游的
订单多了许多，定制的客人大多是三到五人的小
团队。“告别上车睡觉、下车拍照，定制游综合了
个性化、高自由度和深度体验等特点，还挺受大
家欢迎。”

进入10月海南旅游旺季以来，作为旅行定制
师的陈邦英每天电话不停、微信不断，不少游客
在旅行前提前与她联系，提出相应的需求，比如
必去的景点、租车需求、是否需要导游陪同等。

事实上，定制游并不是什么新鲜产物，多年
来，旅游市场上一直有它的身影。国家旅游局对
外发布的《2016中国旅游上市企业发展报告》显
示，当年，定制旅游产品进入大众视野，我国旅游
开始迈入私人定制时代。因此，2016年也被业界
定义为“定制游元年”。

经过前几年不断地摸索，AI算法、大数据、人
机合作等技术不断推陈出新，定制游变得更加触
手可及。

对于定制游的走热，旅游从业者有着更明显
的感知。“定制游的比率越来越高了，一单一团、
小包团、私家团、专车专导……丰俭由人，各取所
需。”环海国际旅行社的工作人员张燕说，在她接
触到的定制游客群中，从“50后”到“00后”，从公
务员到自由从业者，覆盖面广、年龄跨度大，定制
游越来越大众化。

曾经体验过定制游的游客林鹏飞说，“旅行
定制师比我们更懂当地，在旅途中会帮我们做参
谋、订门票、选酒店，而且各项费用价格都很透
明，就像一位贴身旅行管家。”

高品质、高端化、高价格，这是昔日定制游给
大众留下的印象。但实际上，随着定制游业内的
规模化、系统化，以及智能化工具的普遍使用，定
制游的成本也在下降，许多产品具有高性价比的
特征。

“定制不等于高价，它可以服务高端客群，同
时也可以满足大众化的需求。”携程平台相关负
责人表示，从现有用户等级分布来看，选择定制
游的绝大部分是普通用户。平台通过整合综合
实力较强的旅行社、供应商，最大程度上降低定
制游成本。同时，定制师会根据游客的预算规划
行程，在预算内尽最大努力满足客人的需求。

旅游市场上烟火气逐渐升腾，在海南省旅游
研究院院长陈耀看来，虽然个人需求不一样，但
是我国人口基数大，旅行社可以发挥供应链资源
优势，把旅游产品做成“半成品”“零部件”，再根
据游客需求进行“组装”，从而降低成本，但又保
留了个性化的吸引力，再加上提升服务意识、注
入创意内容，定制游必将迎来广阔的发展前景。

跨
界
、跨
城
、跨
业
融
合

非
遗
不
老

向
新
而
生

匠人手下刻刀游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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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椰壳之上；织女手指快速
翻飞，团团锦绣在彩线的经
纬交错间慢慢生成……在长
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海南
涌现出一批形态各异、多姿
多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它
们凝结和传递了一个民族和
地域的历史记忆、经验智慧。

如今，非遗传承已成为
人们的共识，这在客观上为
非遗产业化提供良好的发
展环境。当下，海南越来越
多的非遗项目借助社会资
本，融合产业思维和市场理
念，走出了传承和发展的新
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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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城市发展过程中的文化沉
淀，一直以来，非遗都不是孤立存在
的，而是与社会的方方面面紧密相
连。在文化不断传承的过程中，非遗
逐渐形成了一种以经济效益为驱动的
再生产形式，不断实现从静态到动态、
从继承到创新的转变，非遗产业化的
发展模式，也成为推动城市持续稳步
发展的重要引擎。

为探索非遗产业化发展模式，近
年来，海南通过跨界、跨域、跨业融合
的方式，发展非遗经济和新业态，为
非遗带来更多的创作素材、表现载
体、传承平台、传播场所、展示途径和
销售渠道，为推动非遗产业化发展而
精准发力。

值得关注的是，今年2月，文化和
旅游部等部门公布2022年“非遗工坊
典型案例”，五指山市黎族传统纺染织
绣技艺非遗工坊“黎族织锦：传承传统
技艺助力乡村振兴”案例入榜。

所谓非遗工坊，简单来说，就是依
托非遗项目，开展非遗保护传承，带动
当地人群就地就近就业的各类经营主
体和生产加工点。得到这张“奖状”，
是对五指山市以非遗工坊为突破点，
有力发展非遗相关产业，强化非遗内
生发展的充分肯定。

近年来，五指山市黎族传统纺染
织绣技艺非遗工坊依托黎锦技艺开展
非遗技能培训、产品设计提升、展示展
销等工作，将传统黎族传统纺染织绣
技艺与现代审美相结合，创作出丰富
多彩的黎族风文创产品，让更多人见
识了黎族传统文化的魅力。

目前，五指山市建立了多家各具
特色的非遗工坊，其中大部分以黎族
织锦技艺为核心。非遗工坊正在由输
血式的外力扶持逐渐转变为造血式的
内生发展，运转效能不断提升，以黎锦
等为代表的非遗相关产业，成为五指
山市经济发展和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
之一。

“这是黎锦走向商业化、产业化的
好机会。”这些年，黎族传统纺染织绣
技艺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刘香兰带着
黎锦产品去过世界许多地方，在她看
来，“非遗传承人要拥抱新设计、新平
台、新市场，为非遗产品开拓出海渠
道，开发更多应用场景。”

海南非遗灿若星辰，它们或是人
们日常生活中离不开的情怀和习惯，
或曾引领了时尚风潮，都曾在繁茂的
产业环境之中生长，在激烈的竞争格
局中搏击。从传统中来，到市场中
去，是它们曾经不言自明的发展路
径，也是今天令它们更上一层楼的必
由之途。

“波隆（黎语‘你好’）……”走进保
亭黎族苗族自治县槟榔谷黎苗文化旅
游区，听着阿婆一声声问候，仿佛穿梭
在原生态的黎寨里。在这里，黎族纺
染织绣技艺、黎族树皮布制作技艺等
海南十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得到展示，非遗文化正在变成可观赏、
可体验、可购买的新型旅游产品。

再来到景区《槟榔·古韵》演出现
场，只见顶棚的船形屋、舞台两侧的图
腾柱展现着古朴浓郁的黎乡气息，黎
族青年男女相继登台，以形象的肢体
语言演绎了《钻木取火》《种山栏》《打
柴舞》等舞蹈。演出散场后，许多游客
意犹未尽，久久不愿离场。

“该节目已经成为景区的品牌项
目，多年来久演不衰。”槟榔谷景区相
关负责人表示，景区坚持在挖掘非遗
资源、丰富旅游产品上发力，为游客带
来更多样、新奇的游玩体验。

非遗与旅游的融合让“见人见物
见生活”的非遗传承保护更具活力，同
时也赋予旅游业更为蓬勃的生命力，
从而让来海南的游客能够更深层次、
多维度地感知多彩的本土特色文化。

同样位于三亚的南山景区建设了
面积2万多平方米的国际非遗展示中
心，近年来举办了“南山非遗节”“南
山非遗嘉年华”等活动，吸引了游客
200多万人次。南山景区还专门打造
了《海南非遗地图》，展现海南100多
个非遗项目、传承人，以及相应的非遗
旅游线路，带动游客在浓厚的文化氛
围里，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非遗探秘
之旅”。

2022年，槟榔谷、南山景区这两
个5A级旅游景区，先后入选中国非遗
保护协会“非遗旅游景区”，以景区的
客流为非遗引流，更多的人在寻求“诗
和远方”的路上，遇见海南非遗，爱上
海南非遗。

而在城市街区，非遗同样成为展
示海南文化的重要载体。每逢节假
日，骑楼老街迎接着来自全国各地的
游客，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琼剧和海南公仔戏，是每年春节骑楼
老街的“必点节目”。

在旅游商品开发中，曾有的创业
者依靠文昌鸡养殖和烹饪技艺这一省
级非遗项目，研发生产出精美礼盒装
的文昌盐焗鸡，一举斩获中国特色旅
游商品大赛金奖。

还有在抖音等网络平台，许多来
自海南的非遗传承人发布黎锦、琼剧、
公仔戏、椰雕、土糖制作技艺等方面的
视频，积极与来自全国各地的粉丝互
动交流，借助新平台推动海南非遗及
相关产品走近大众、走向市场。

种种案例充分证明了海南非遗的
产业化有广阔市场需求。

有业内人士表示，如果只是传承，
并不能很好地挖掘非遗的经济价值。
如果有了人才和资金的加持，创新非遗
项目运营方式，并将其与旅游业、现代
制造业、消费品工业、商贸会展等产业
融合，那么非遗就能产生巨大的增量，
从而助力海南文化产业的发展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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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黎族
打柴舞。 本报记者 王程龙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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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展示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
（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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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在临高扶提西村海边游玩。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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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中国特色旅游商品大赛金
奖的文昌鸡创意毛绒玩具。（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