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端午粽飘香

2024年6月12日 星期三

编辑：陈 微 视觉设计：隋文锋 检校：高 峰 马松波社会
SHEHUI

08

今日
评

PINGLUN

这个端午假
期，以民俗体验游
为 代 表 的“ 新 中
式 ”旅 游 成 为 热
点。在我省各地，

着汉服、包粽子、插艾草等特色
民俗活动也成为吸引游客的关
键词，打卡博物馆、非遗项目展
示等更是成为热门活动，甚至以
往源自南方的“赛龙舟”也成了新
热搜。

“新中式”旅游火起来，彰显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巨大魅力。

“新中式”旅游的走红是消费者与
传统文化的“双向奔赴”，也是年
轻人文化自信的生动体现。对今
天的年轻人而言，拥抱传统文化
早已不是偶尔为之的仪式感，而
是深度融入“衣食住行游购娱”等
日常生活。

面对“火起来”的“新中式”旅
游，如何能持续“火下去”？笔者
认为，需从以下几个方面注重推
动“新中式”旅游提质增效。

首先，要加速实现优秀传统
文化内涵与现代时尚内涵的有机
结合。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新中
式”旅游“出圈”，主要靠的是“文
化内容”。培育壮大“新中式”旅
游，必须坚持“内容为王”原则，实
现优秀传统文化内涵与现代时尚

内涵的有机结合。需要对各地特
色传统文化资源进行全面而系统
的挖掘、整理、提炼，将传统文化
元素进行现代性转化，使其更加

“亲近”游客，进而演变成一种时
尚潮流，打造更多具有地方文化
特色和标识的文旅融合新产品、
新服务、新业态。

其次，要不断改革创新，打造
“跨界式”旅游新产品。要不断开
发出能够优化旅游体验、有效促
进相关旅游消费、带动相关产业
发展的产品，是“新中式”旅游赢
得更多青睐、实现可持续发展的

“核心要务”。而“跨界式”创新能
够带来多种可能性。比如各地开
展的以“汉服”为主题的“新中式”
旅游产品，可以通过“汉服+演艺”

“汉服+研学”“汉服+节会”等“跨
界式”创新，可以丰富产品体验感
和吸引力，实现了高效引流。同
时，实施“新中式旅游+N”的产品
开发战略，鼓励各地依据当地文
化资源特色，确定文化旅游产品
主题，“跨界式”发展。

最后，要坚决做好“游客至
上，用心服务”。主打听劝，让不
同地域、不同背景、不同经历的年
轻游客前来旅游目的地聚集生
活、和谐共处、安心游玩，这往往
也是“新中式”旅游出圈的秘诀。

让“新中式”旅游
持续火下去
许 刚

本报讯 记者黄岩报道
常态化开展“法援惠民生 关爱
特殊群体”法律援助专项活动，
打造“托举明天的太阳——法
律援助在行动”等法律援助品
牌……记者从省司法厅了解
到，目前我省年均办理未成年
人法律援助案件 1800 件以上、
提供未成年人法律咨询近 2000
人次，依托各级共青团设立法
律援助工作站 59 个，为未成年
人提供全流程优化、全方位覆
盖的法律援助服务。

加强法律援助工作，保障未
成年人合法权益，首先服务渠道
要畅通。在省市县三级法律援
助机构的基础上，我省着力完善
乡镇（街道）法律援助工作站，优
化同级共青团、妇联等单位法律
援助工作站，形成纵向联动互
补、横向合作顺畅的法律援助服
务网络。同时，融合“12348 辽
宁法网”实体、热线、网络平台的
服务功能，实现咨询、申请、受理

等全流程服务。
在案件办理方面，我省将与

未成年人基本生活密切相关的事
项纳入法律援助范围，最大限度
满足未成年人法律援助需求，实
现“应援尽援”。对遭受虐待、遗
弃或者家庭暴力的未成年人，未
成年人受到其监护人侵害及主张
义务教育权利的情形均免予经济
状况审查规定，依法受理。

对符合援助条件的未成年
人，我省全面推行援务公开，实行
首问负责、限时办结、一次性告知
等制度，并简化优化服务流程，开
通法律援助“绿色通道”，对留守
儿童、残疾未成年人提供预约服
务、上门服务。

近期，沈阳市、辽阳市分别与
相关部门联合出台文件，整合资
源，合力提高法律援助服务质效；
各市单独或联合相关部门以进校
园、进社区等形式开展现场咨询、
普法讲座、知识问答、案件宣讲等
法律援助宣传活动60余场次。

我省开通“绿色通道”
为未成年人提供法律援助

本报讯 记者许蔚冰报道
维护道路、恢复照明灯、清淘雨
水井……日前，本溪市开展环
境卫生大清扫和整治行动，提
升全市市容环境品质。

此次卫生大清扫行动由本
溪市住建局联合环卫、绿化、排
水、设施、市容、综合执法等部
门统一开展，同时会同各城区、
市交通局、市公安局交管局，对
20余条道路及两侧环境卫生进
行整治，并常态化出动保洁员
和洒水车、洗扫车、小型养护车
等作业车辆，对全市道路及环
卫设施进行清理保洁作业。

大清扫行动结合市民反映
的热点问题，对滨河南路、大河
市场、华溪路、水塔路、峪明路
等重点地区和路段的车行道、
人行道路面破损、坑槽、井盖、

条石破损及松动等进行维护，
保障道路通行安全。目前共完
成道路维护面积 6175 平方米，
砌筑边石 115 米，维修检查井、
雨水井 48 座，清淘雨水井 440
座，暗渠清淤 87.38 立方米；共
维修、恢复照明灯 91 盏、照明
线路 263 延长米，完成电缆落
地、穿束3300米，挖掘制作杆基
础15基。

为 了 提 升 全 市 的 环 境 品
质，本溪市还在高速口、主次干
路、交通岗摆放各类花卉十余
万盆，对市动植物园、青云山、
各公园广场核心区域栽植黄杨
1.4 万株、各类草花和宿根花卉
共计 10.7 万盆，同时加强了城
市绿地、游园、广场管护工作，
清理街边绿地、游园、广场等地
的城市垃圾杂物8吨。

本溪开展卫生大清扫
提升市容环境品质

本报讯 为深入推进全国
电动自行车安全隐患全链条整
治行动，连日来，丹东市电动自
行车安全隐患全链条整治工作
专项办部署各地集中组织开展
电动自行车夜查行动，联合消
防、市场监管、住建等部门严查
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非法
改装等突出问题，推进全链条整
治行动深入开展。近一周时间，
全市清理违规电动自行车 1000
余辆。

丹东市消防救援支队结合
检查中发现的乱停车、飞线充电
等多种问题隐患，当场提出加建
防火墙、增设灭火器、提高日常
巡查力度等可行性工作意见。

此外，丹东市电动自行车安
全隐患全链条整治工作专项办

利用消防宣传车开设“流动课
堂”49场次，通过小区“业主群”
等途径发送消防温馨提示 5000
条次，广泛调动群众共同参与电
动自行车安全隐患的排查治理。

据悉，目前丹东市共组成23
个夜查小组，累计派出各级各部
门检查人员 583 人，对 386 个住
宅小区、136 个自建房以及 148
家夜间经营场所进行了检查，现
场纠正搬离违规停放充电的电
动自行车1000余辆，依法对存在
严重违法行为的 1 家单位、2 家
物业服务企业进行了立案处罚，
对十余名个人进行了依法处理，
并将对检查发现的2条存在非法
改装线索的电动自行车销售和
维修门店溯源查处。

赵福来 本报记者 王卢莎

丹东多部门联合夜查
清理违规电动自行车

本报讯 近 日 ，2024
辽宁鞍山国风盛典在鞍山
市博物馆举行，一场跨越千
年的文化传承就此拉开序
幕。这次国风盛典带火鞍
山新中式旅游市场，让众多
游客通过国风方阵巡游、非

遗文化体验和织锦长歌汉服走秀等
活动爱上新中式旅游。

初夏时节，沉浸式国风市集在鞍
山市博物馆外围热闹开街，70多家商
家开设摊位，非遗文创、手作饰品、各

类美食等琳琅满目。大家身着各朝代
服饰，或是装扮成卖簪花的古代少女、
卖手工饰品的货郎，或摇身一变成为
卖非遗文创的翩翩公子，以及卖各类
点心的老人……放眼望去，少女们身
着襦裙、云鬓高绾，男孩们身穿长袍、
束发戴冠，徜徉其中，仿佛穿越时空，
回到了古韵悠长的年代。活动吸引了
很多市民和游客前来打卡、拍照，身着
汉服的年轻人往来穿梭，成为国风市
集的一道道风景，令人沉醉其中，流连
忘返。

汉之古朴、唐之飘逸、宋之淡
雅 …… 各 朝 代 服 饰 方 阵 次 第 展
开。作为此次国风盛典的亮点之
一，方阵巡游备受期待。500 余名
省内外汉服爱好者齐聚钢都，身着
秦汉、魏晋、唐、宋、明等古风服饰，
以巡游的方式弘扬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展示历代服饰之美。

作为此次活动的“重头戏”，2024
辽宁鞍山国风盛典第一篇“千年华
裳”汉服走秀在博物馆门前广场举
办。“千年华裳”以中国历史文化为脉

络，展示服饰、风物、礼仪等内容为主
线，悠悠历史，繁华盛景，多元文化在
此生动呈现。

此次国风盛典是以华夏五千年
服饰历史的朝代为轴，依托鞍山市博
物馆深厚的文化内涵，筹办的一场以
汉服为主要展现形式的活动。深入
挖掘展示中国传统服饰文化，弘扬国
风之美，增强城市文化自豪感和自信
心，助力鞍山市文旅产业和夜经济高
质量发展。

赵梓含 本报记者 崔 治

年轻人身着汉服徜徉国风市集

端午假期，浪漫大连迎
来了熙熙攘攘的游客潮。
在这山海相依的画卷中，不
仅自然美景令人陶醉，更有
传统与新潮交织的民俗文
化表演和体验。大连发现
王国主题公园的汉服鼓乐

表演，仿佛让人穿越时空，回到古老
的朝代；老虎滩海洋公园的民俗市
集，琳琅满目的手工艺品和地道小
吃，让人流连忘返；三寰牧场的端午
民俗活动，为游客带来别开生面的体
验……

据统计，端午假期大连市共接待
游 客 271.79 万 人 次 ，同 比 增 长
23.97%，较 2019年增长 105.53%。综
合收入30.57亿元，同比增长54.63%，
较2019年增长85.39%。大连以最美
的姿态，正式拉开夏季旅游旺季的序
幕。

新中式活动高潮迭起

6 月 8 日一大早，大连发现王国
主题公园热闹非凡，欧洲演艺团队
的演员们身穿汉服、手持鼓槌，在铿
锵有力的鼓点声中，中国舞的表演
者们翩翩起舞，将现场气氛推向高
潮；色彩斑斓的龙舟在波光粼粼的
湖面上整装待发，一个个参赛家庭

成员挥汗如雨，共同体验着划龙舟
的乐趣。夜幕降临，一场视觉盛宴
随之展开。只见“飞天凤凰”在夜空
中翱翔，烟火绚丽、如梦如幻，身着
京剧服饰的簪花少年与欧洲演艺团
队共舞，国粹与西洋风情的碰撞让
人目不暇接。

大连三寰牧场沉浸在一片欢乐
与古韵交织的氛围中，名为“古韵端
阳，夏野雅集”的端午民俗活动吸引
众多游客体验。游客们亲手挑选香
料，制作专属于自己的小香囊，仿佛
能感受到古代文人雅士的悠然气
息；中国非遗传统技艺——漆扇的
制作，更是让游客们感受到了中华
传统文化的魅力。扇面在染缸中流
转，每一笔、每一划都充满了匠人的
智慧。

零距离体验“手作”之美

端午假期，踏入大连城市音乐
馆，浓厚的端午氛围扑面而来，飘香
的粽子、龙舟的模型，每一处都充满
了节日的喜悦。孩子们手执毛笔、
蘸满墨汁，在宣纸上书写楚辞中的
经典段落，每一个字都展现出对传
统文化的热爱与尊重。一旁，悠扬
的楚辞吟诵声此起彼伏，仿佛穿越
时空，与屈原对话。音乐馆特别推

出端午原创印章——青昭龙。印章
设计独特，似青龙盘绕，龙鳞栩栩如
生，仿佛要腾空而起。游客们纷纷
驻足、争相盖章，将这份独特的端午
记忆带回家。

大连时光印记活字印刷体验馆
主理人佩璇带领团队精心策划“岁时
记——非遗里的中国节”活动。这
三天里，馆内欢声笑语，气氛热烈。
活字印刷、雕版印刷、螺钿制作，这
些传统工艺与现代民俗体验相结
合，让每一位参与者都乐在其中。
此外，通过活字印刷定制祝福、科技
赋能的智慧旅游魔方和特色雪糕等
文创产品，深受大家喜爱。

欢快喜庆的复州鼓乐、新金民歌，
技艺精湛的贝雕、皮雕，美味可口的驴
肉包、糖鼓火勺，端午节假期正值我
国第8个“文化和自然遗产日”，6月8
日，在大连劳动公园举行的非遗宣传
展示主会场活动现场，精彩的非遗表
演和精湛的非遗作品汇聚云集，驴肉
包、糖鼓火勺、益昌凝糕点、花馍等美
食品尝更是极具吸引力。

传统文化与科技碰撞新火花

6 月 8 日至 10 日，三只巨型机
械巨兽——熊北北、动能虎、擎天
牛，在大连熊洞街震撼登场，为市

民和游客带来一场别开生面的国
风盛宴。

熊洞街，这片以巨型机械仿生
动物为主题的街区，巧妙地将传统
文化与高科技结合，让古老习俗焕
发出新的活力。游客们纷纷在福
牌上写下心愿，然后亲手挂在高达
6 米 、重 达 25 吨 的“ 巨 熊 北 北 ”背
上，让这只力量无穷的巨兽承载着
大家的愿望，昂首前行。

熊洞街用这场别出心裁的“巨
兽＋”模式，展现了中华传统文化
的魅力，也为辽宁文旅产业注入新
的活力。

“国风活动赋予传统节日新的
活力，一方面是群众文化自信的提
升和文化消费需求的增加，另一方
面是旅游企业避免同质化竞争，通
过文化元素可以丰富旅游产品、探
索旅游产品的差异化。”东北财经大
学旅游与酒店管理学院院长韵江教
授表示。

他建议，就大连而言，可以将海
洋元素和国潮风格结合，举办现代与
传统结合的“国潮时装秀”，围绕大连
海鲜美食打造“国潮美食节”，还有结
合大连老街、历史建筑、旅顺遗址设
计国潮考察线路，开发符合本地特色
的国潮文创产品等，不断提升城市的
文化影响力和竞争力。

端午假期大连各景区文化氛围浓郁

龙舟竞渡 畅游山海 品味国潮盛宴
本报记者 王荣琦

本报讯 记者严佩鑫
许刚报道 接待游客70.57
万人次，同比增长 43.5%；
旅游收入4.46亿元，同比增
长 61.1%……浓情端午，粽
叶飘香，经历了火热的“五
一”假期后，辽阳端午假期

文化旅游市场持续向好。
平胡楼广场开放，成为古城文

化新地标。新落成的青年湖公园碧
波荡漾，映照着亭台水榭，湖面游船
穿梭，慢行步道游人悠然散步，感受
假日休闲时光。夜幕降临，平胡楼
广场光影秀震撼上演，游船画舫游
客身在画中游，国风集市美食吸引
众多游人流连忘返，假日 3 天共接
待 30 余万人次，成为辽阳文化新地
标、旅游新场景。

身着汉服登龙鼎天阶为家人祈
福，背诵《离骚》换得优惠门票一举
两得，欣赏非遗传承人手工制作，乐
在其中……6 月 10 日，恰逢甲辰龙
年端午节，60 年一遇的“双龙共舞”
端午节让以“祥龙和宝鼎”雕塑闻名
的龙鼎山景区格外热闹，而洋溢着
中华传统文化气息的“新中式游”更
让这里的端午增添了时尚新意。

“‘龙年端午登龙鼎，福禄寿喜
全都有。’当地有这样的传统。今天
是端午节，特意带着女儿来到龙鼎
山景区登山祈福，之前得知景区还
搞穿汉服、诵离骚门票优惠活动，就
带着孩子换上汉服一起来了。”身着
汉服的辽阳市民刘丽带着上初中的
女儿一起踏上寓意步步登高的龙鼎
天阶，祈福孩子明年中考能够取得
好成绩。刘丽表示，平日里很喜欢
传统文化，也时常带孩子参加当地
非遗传承项目——“美人记工作室”
组织的汉服展示等活动。她认为，
孩子参加这样的活动很有意义，也
很开心。

文体旅融合，假日经济持续升
温。端午假期恰逢“文化和自然遗
产日”，辽阳借助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深厚的文化底蕴，通过挖掘传统节
日文化，辽阳鼓乐、杨氏古典戏法、
全形拓等 40 多个非遗项目展示走
进景区，为游客带来韵味十足、趣味
浓郁的假日生活体验；辽阳博物馆
开展了大学生讲解志愿服务和“我
是小小文物修复师”主题社教活动，

“王尔烈周末书场”在端午假期开
讲，累计接待观众突破万次。

假日“遛娃”
家长看重文化体验

本报讯 记者王卢莎
报道 结合今年的“文化和
自然遗产日”，6 月 10 日至
11日，丹东市2024年“文化
和自然遗产日”暨虎山长城
系列公益惠民文化宣传活
动在虎山长城景区举行。

非遗展示展演、“长城之歌”专场演
出、少儿京剧专场演出及红色印记专
题展览4个板块的展示，为各地游客
奉上了一场极具地域特色、民族特色
和内涵丰富的节日盛宴。

非遗进景区展示展演活动推动
遗产保护和文旅深度融合，传承弘
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非物质
文化遗产融入当代、融入生活。“非
遗·食神长廊”和“非遗·匠心技”等精
彩展演，以丹东市级以上非遗代表性
项目为主，省内各地调集的非遗项目
为辅，包括各类非遗项目共54个，系
统展示我省及丹东市非遗保护传承
成果。

在现场，来自省内的上口子高
跷、抚顺地秧歌和张氏皇苑龙舞龙
技艺等展演队伍，与丹东市国家级
非遗项目联袂展演，充分展现各具
特色的精彩音乐舞蹈技艺和传统艺

术魅力。海城牛庄馅饼、路家传统
酱卤、凤城满族传统小吃、丹东朝鲜
族传统小吃等 18 个“舌尖上的非
遗”纷纷亮相，让广大游客充分感受
到“看得见、尝得到、能体验、可带
走”的传统非遗美食的特殊魅力。
烙画艺术、蒙古勒津刺绣、本溪桥头
石雕等 27 个非遗项目传承人齐聚
一堂，展示技艺绝活，讲述非遗故
事，让广大游客近距离接触与感受
传统美术、传统手工艺的艺术魅力
与文化内涵。

京剧艺术作为国粹，被列入世
界文化遗产项目名录。活动现场，
振兴区少儿戏曲培训机构在舞台上
表演了传统经典剧目《穆桂英挂帅》

《贵妃醉酒》《岳母刺字》及现代剧目
《智斗》《迎来春色换人间》和新编剧
目《友情丹东欢迎你》《走向复兴》等
优秀剧目，让游客大饱眼福。

“凝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磅礴力量——长城之歌”专场演唱
会、“守望丰碑、薪火相传”——辽宁

“六地”红色印记主题展和“打不烂、
炸不断的钢铁运输线”专题展览，让
广大游客沉浸式感悟中华民族的精
神风貌和红色丹东的浓郁氛围。

长城脚下
非遗展演精彩纷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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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0日，龙舟比赛运动员在朝阳市大凌河风景区人工湖激烈角逐。端午赛龙舟的壮观场面，让人们感受到传统文化的魅力。 本报特约记者 仇一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