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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张峥

“五一到北京游玩，提前抢到了四张北京草
莓音乐节的票。逛了闻名世界的名胜古迹，还参
加了心仪的音乐节，我们一家四口玩得非常开
心。”从山东来北京游玩的王女士表示。

追一场音乐会，游一座城；去一座城，看一场
剧；为一座博物馆，赴一座城……如今，“音乐+
旅游”“演出+旅游”“赛事+旅游”等各类创新融
合消费场景正成为年轻人出行的重要理由。

今年五一假期，全国各地消费市场呈现了火
爆态势，音乐会、文化节、博物展出、体育赛事等
多元消费场景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人们在享受
休闲时光的同时，也为假日经济复苏和消费升级
注入了新的动力。数据显示，五一假期期间，音
乐节、旅游演艺等各类演出总票房达9.27亿元，
观演达167.10万人次。专家表示，旅游正在加
速进入城乡居民的日常生活，文化和旅游消费有
效释放，带动假日市场持续升温。

“跟着音乐会去旅行”：演艺搭台、旅
游唱戏

不久前陈奕迅世界巡回演唱会在古都南京
连唱6场。与此同时，紫金文化艺术节小剧场单
元等各类演出纷纷上演，更适逢小长假，于是来
自全国各地的歌迷早早做好攻略，追偶像、刷演
出、逛老门东、吃鸭血粉丝汤……南京之旅一个
都不能少。

北京姑娘小林专门去看了陈奕迅南京那场
音乐会，还买了两场小剧场的话剧票。“其实我觉
得看看演出、展览，也是节假日出游很好的选
择。”她说。

如今，很多“80后”“90后”与小林一样，热衷
于参与各种音乐文化活动。携程数据显示，五一
假期，演唱会、音乐节等相关搜索热度同比增长
23%，常州、合肥、北京、烟台等地音乐节受关注
高，带动当地酒店住宿、交通餐饮等增长。各地

瞅准年轻人“跟着音乐去旅行”的新潮，尝试“演
艺搭台、旅游唱戏”。旅游与公共文化服务深度
融合，不仅吸引游客纷至“打卡”，也为提升城市
人居品质、人文底蕴打开新的突破口。

精彩纷呈的演出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观
众，也带动了演出场所周边的餐饮、酒店预订量
的提升，成为拉动城市文旅发展的新动力。上海
文化演出票务平台“摩天轮”最新数据显示，五
一假期期间，在该平台热卖的音乐剧、话剧、脱口
秀等演出活动多达数十场，观演人群环比增长超
过50%，外地观演人群环比增长超过68%。

“为一场音乐演出奔赴一座城”渐渐成为年
轻人的旅游新风尚。五一小长假第一天，在北京
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北京无限音乐节”为6万名
乐迷带来了一场精彩的视听盛宴；同一天，在浙
江省绍兴市上虞区，一场音乐节火热开启，现场
1.6万余名观众在7组艺人的带动下，跟随着音
乐节拍快乐地摇摆。

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成为假日经济的一大
特征。五一假期，从国家文艺院团到地方演艺团体
都精心筹备，为观众奉上精品节日文化大餐。北京
国家大剧院共安排演出近40场，售票率近80%；苏
州昆剧院实景版《游园惊梦》改编自昆曲《牡丹亭》
选段，假期累计演出超过500场；江西景德镇陶溪
川陶瓷文化创意园中，由陶瓷制成的多种乐器共同
演绎曲艺《开窑》，让古老非遗“活了起来”。

业内学者表示，这些新兴消费场景具有青年
主力、兴趣导向、内容为王、情绪价值、品质服务
等5个鲜明特征，是一种“年轻态”的出游方式，
具备推动地方经济实现良性循环、积极促进地方
消费稳定增长的特点。

“跟着赛事去旅行”：激活多元文化消费

为满足游客的假日文化需求，各地纷纷“解
锁”新花样。非遗游、文博游、民俗游等新型旅游
业态持续创新，推出一系列沉浸式体验项目，满
足游客更高品质的消费需要。新场景新业态持

续发力，丰富的文旅活动让消费更红火。
“跟着赛事去旅行”。五一期间，借助“村

BA”和“村超”力量的文旅盛宴在贵州上演。贵
州省体育局发布了五一期间10条贵州体育旅游
精品线路，让游客在享受文化的同时，能够充分
感受到运动的魅力。

数据显示，五一贵州目的地旅游订单量同比
大幅增长，其中线路游订单量同比增长约30%，包
车游、定制游订单量同比增长均超过5倍。

安徽多地也涌动运动热潮。五一期间安徽
省共举办各类赛事活动258场，参与群众约60
万人。龙舟赛、“村BA”、森林公园自行车骑行
赛等体育活动精彩纷呈。

除了新兴消费场景，传统消费场景也借助假
日融合出新，形式更加多元包容。如广东省
2024年的文化和旅游消费促进活动，围绕美食、
滨海、夜游、演出、亲子、研学、乐园等消费热点，
培育具有广东特色的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满足消
费者多样化、个性化、品质化的消费需求。

与此同时，很多县区、乡村以独特的自然风
光、人文景观和丰富的民俗文化吸引众多游客前
往，特色民族活动异彩纷呈。在湖南绥宁县，每天
有不同的特色民族文化活动上演。游客在那里感
受神秘的苗侗非遗文化、欣赏民族音乐展演、体验
苗家姑娘拦门祈福仪式；贵州黔南各地的非遗展
示遍地开花，都匀“非遗集市”、龙里2024巫山大
峡谷“五一九州非遗美食娱乐狂欢节”、独山下司
五一民俗活动……都带给游客不一般的体验。

“夜晚乘着游船泛舟小南河上，水面袅袅升
起一面水帘，激光电影在夜幕中上演，讲述三河
千年人文变迁。”安徽三河古镇通过科技手段，将
历史文化和地方特色融入整个演绎路线中；杭州
市桐庐县5天共迎来游客102.89万人次，同比
2023年增长64%。

携程数据显示，五一假期县域市场酒店预订
订单同比增长 68%、景区门票订单同比增长
151%。

文化和旅游部表示，甘肃、江苏、陕西等地将

演艺、非遗、文化遗产、美食等元素与旅游融合。
据商务部商务大数据监测，2024年五一假期，全
国重点零售和餐饮企业销售额比去年同期
（2023年4月29日至5月3日）增长6.8%。

“跟着博物馆去旅行”：假日出游新时尚

若要盘点假期里的新晋打卡地，博物馆必有
一席之地。随着各地不断掀起文博热，博物馆纷
纷以各种形式破圈。如今，“为一座博物馆，赴一
座城”，到博物馆追寻历史已经成为年轻人的一
种时尚。

今年五一期间，全国一级博物馆连续3天均
达到接待上限，相约逛博物馆已成为假期出游新
风尚。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走进博物馆，不仅让沉
睡千年的传统文化再次焕发新生，更让“文化自
信”的种子不断生根发芽。

成都武侯祠博物馆开启的沉浸式文化体验
活动，汇集了三国主题情景剧表演、古装NPC互
动巡游、潮玩机甲人表演等精彩活动；在江西景
德镇古窑民俗博览区内，沉浸式情景剧剧本《窑
神童宾祭祀》也如约而至。文博研究馆员、景德
镇古窑文化研究院院长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
性传承人带领嘉宾一起点燃圣火，游客可以现场
添柴加薪。

江苏各大博物馆的活动更是让人目不暇接：
游客在南京市博物馆可制作扎染；在江宁织造博
物馆制作花草灯；在南京市民俗博物馆制作牡丹
花工艺品；在镇江博物馆绘制银器浮雕画；在中
国海盐博物馆制作陶器；在扬州博物馆编织手提
篮；在淮安市博物馆体验古法织布技艺；在宿迁
市博物馆DIY非遗竹编画；在武进博物馆感受木
艺手作的神奇魅力……每一项都带给游客独具
匠心的沉浸式体验。

如果说丰富多彩的活动是博物馆吸引年轻
人的“利器”，那么古人同款美食则让你一秒踏上
穿越之旅。

五一期间，杭州南宋德寿宫遗址博物馆推出

“德寿宫手作”，其中包括创意研发的中式小食以
及面包、咖啡等创新产品。店内“复刻”的雪泡缩
脾饮源自《宋·太平惠民和剂局方》，是宋代有名
的街头消暑饮子。手作店还推出了复原自《宋
宴》的古方汤面美食“红丝馎饦”，以虾肉作泥揉
和入面，煮熟之后面条颜色微微发红，契合“红
丝”二字，一口下去还原千年前的宋人雅致。

如果说以往逛博物馆总被贴上“枯燥”的标
签，那么如今有了科技的助力，数字技术不仅让
古代历史焕发出新生，更让博物馆成了科技爱好
者的“旅游胜地”。如太原北齐壁画博物馆内，著
名的徐显秀墓室北壁的“夫妇宴饮图”被搬上互
动投影墙。在互动屏幕上，一把琵琶跃然出现，
只要拨动琴弦，就可以与画中乐伎共弹一曲。借
助VR眼镜，游客可“穿越”到徐显秀墓遗址中一
睹墓葬全貌，1400余年前北齐贵族的生活尽展
眼前。

又如重庆三峡博物馆的“壮丽三峡”展馆，再
现了“三峡形成”的大型三维数字展项，通过场
景、雕塑、AI语言大模型等相结合的方式，让观
众身临其境地感受到了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携程数据显示，五一假期，国内主要博物馆
门票订单同比增长10%以上。各大博物馆游人
如织，人们在这里了解历史、敬畏文明、感受艺
术，在闲逛中体悟中华文化之美。

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表示，旅游正在加
速进入城乡居民的日常生活，厚植日常生活的消
费让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的市场基础更加坚实，
让旅游投资和市场主体的创新空间更为广阔。

■ 李杰

或许你没有去过沙县，但一定见过沙县
小吃。

提到沙县小吃，大家都不陌生。这个出没
在街头巷尾的小店，堪称中国老百姓的深夜食
堂和早餐集散地。不论早起赶地铁的都市白
领，还是深夜收工的外卖小哥，在沙县小吃里来
上一份不超过20元的饭菜，是很多人的日常。
据说沙县小吃全国门店超过了8.8万家，年营业
额达500亿元。

说到沙县小吃的历史，那真的可以用悠
久来形容。我们背诵中国历史朝代的时候，
习惯以夏商作为起点。没错，沙县小吃的历
史几乎就堪称整部中国史。它起源于夏商
周、晋、宋中原黄河流域中华饮食文化，中原的
饮食文化随着中原人民的多次南迁传播到沙
县，使沙县成为中国传统饮食文化的汇集地，
这也是沙县小吃闻名全国的主要原因之一。

沙县的不少小吃还保留着古老的传统意
识文化的特点，有的小吃的制作方法甚至保
留着原始的特点，堪称古代中国传统饮食文
化的“活化石”。

一般我们记忆中的沙县小吃是经典四
样：蒸饺、馄饨、拌面、炖罐。其实在沙县当
地，热卖的还有豆腐丸、芋饺、烧卖等超过100
种特色小吃。沙县小吃因其上得快、管饱、好
吃、价格实惠而堪称打工人的最爱。

其实你吃到的沙县小吃未必是最正宗
的，因为沙县小吃和沙县的小吃，还真是有些
不一样。想吃到地地道道的古早味，要去到
沙县本地。

沙县位于福建省中部，拥有1600多年建
县历史，自古即为闽西北重要的商品集散
地。北方汉民族的面食文化和南方闽越先民
的米食文化在此汇集，碰撞出中华民族最早
的味道记忆。

正像网友猜测的，沙县小吃之所以能攻占
全球，是因为它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沙县小吃
的背后确有一个超强的“神秘组织”推动其产
业发展，1997年成立沙县小吃业发展协调小
组，2017年建立了沙县小吃产业发展中心。

扁食：它是由馄饨演变而来的，最大特点
是皮薄馅多。据说 1 斤面粉能加工出 400～
500张皮坯，可想而知这皮有多薄。

金包银：因古时南方缺少面粉，沙县人遂
以豆腐为皮包馅，以代替饺子。它以炸好的
油豆腐包裹馅料，因其表皮金黄脆爽，内部白
嫩柔滑而得名。

水晶烧卖：制作沙县烧麦，皮胚是关键。
面粉中加入热水、盐、酵母和成面团，拍粉时
用木薯粉，充分混合。因为加入了木薯粉，擀
成的面皮带点透明。在烧卖皮上放入粉丝和
肉丁，再轻轻一旋，一个个烧卖透明如水晶。

芋饺：在《舌尖上的中国》中出现了沙县
人再熟悉不过的一道美食，这是每到过年过

节沙县人家家户户都会制作的时令小吃——
芋饺。将芋头打成泥、加入木薯粉和面，馅料
一定要有笋干才好吃。汤一定要放醋，再来
一点儿辣椒，一口咬下去，芋饺嫩滑软韧、清
香可口。

豆腐丸：因为用隔夜的老浆水来点豆
腐，所以沙县的豆腐没有石膏豆腐的火焦
味，比其他地方的豆腐来得白嫩鲜美。将豆
腐与蛋、姜汁、木薯粉、胡椒粉等配料搅成糊
状，用汤匙舀起包入肉馅，投于水中文火慢
煮，煨好后捞起备用。接下来烧好配汤，加入
豆腐丸用文火煮10~15分钟，再加麻油、黄酒、
辣酱等佐料，起锅。

拌面：沙县拌面里放的是味道咸甜、风
味十足的花生酱。口感咸香微甜的拌面撒
上葱花，再搭上一勺带着汤汁的扁肉，完美。

炖罐：沙县炖罐的具体制作实属秘方，不
同的人制作的口味也会有所不同。小罐整齐
地放入蒸锅中，再放在蜂窝煤炉上煨炖，热乎
乎的一罐暖胃又暖心。

卤味：沙县小吃里的卤味有卤鸭腿、卤豆
干、卤鸡蛋等，想想都流口水，搭配米饭、粉
面、蒸饺，再来点儿小酒，真的美滋滋。

在你匆匆忙忙解决了一顿午饭后，还要
嫌弃吃沙县很low？人家已经继征服全国之
后进军海外了……2021 年，沙县小吃制作技
艺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名录，项目编号为Ⅷ-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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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享美食美食

越来越多年轻人为热爱越来越多年轻人为热爱说走就走说走就走

小丽小丽//画画

上
海
一
批
文
旅
新
地
标
将
开
门
迎
客

日前，上海市文化和旅
游局负责人表示，今年上海
将有一批重要的文化地标、
旅游项目陆续向市民游客敞
开大门。

据介绍，“耀雪·冰雪世
界”项目作为全球体量最大
的室内滑雪娱乐场，打造一
站式“全球顶级都市冰雪度
假胜地”；世博文化公园项
目中，园内的温室花园、世界
花艺园、双子山项目将带给
游客不一样的都市自然体
验。其中，双子山主峰高度
达48米，是中国首座高度超
过40米的人工仿自然山林，
园内占地2万平方米的温室
花园也将成为上海最大的温
室花园；位于宝山的上海长
滩音乐厅拥有1027座观众
席位，水晶宫般的音乐厅因
其优质的声学设计和独特的
建筑风格，将成为上海最新
的文化地标。

此外，上海还将推出一
系列文旅惠民措施。打造儿
童友好城市阅读新空间：今
年年内计划打造 100 个，
2025年完成全市街镇全覆
盖；以“道路+”“公园+”“生
活圈+”为主要路径，以“深
度游、微旅行、慢生活”为发
展导向，形成“15分钟生活
圈”，并将依托城市街道、商
圈、公园、历史建筑、滨水空
间，通过系统改造、复合利
用、功能叠加，赋予城市空间
多元功能，再评选推出第五
批50个上海市民“家门口的好去处”，使

“好去处”数量越来越多、类型越来越丰
富、距离越来越近，真正与市民日常生
活融为一体。

（杨玉红）

文旅集萃集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