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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黑龙江，，夏季旅游也精彩夏季旅游也精彩

热播影视剧取景地成暑期出游热门 中国马镇“以马为梦”

目的地

□□ 本报记者 裴秋菊

中国马镇位于丰宁县大滩镇北部，

北倚内蒙古草原，西接河北张家口崇

礼，东邻承德避暑山庄。

据史料记载，大滩镇在春秋战国时

期就是燕国的重要牧场之一；元忽必烈

曾在此整训铁骑，挥戈中原，统一全国；

清朝时在此设热河马场，被称为海留图

（意为“水草丰美之地”），“热河十万铁

骑”便在此养马屯兵。因此，大滩镇也

被称为“中国马镇”，现有马8000多匹。

2018年 7月，以马文化为主题、依

托丰宁坝上草原丰富的自然人文资源，

以草原体验、冰雪体验为特色，集主题

乐园、演艺群、美食街、酒店群等吃住行

游购娱为一体的旅游度假区——中国

马镇开始运营，吸引着家庭、情侣、亲子

等各类游客。

作为以马文化为主题的乐园，舞马

世界是中国马镇面积最大的活动区域，

以草原互动娱乐体验和马文化知识科

普为主，通过创意娱乐、时尚商业、互动

演绎、科技体验等多元化方式，呈现草

原自然生态场景，让游客感受人与马的

历史变迁。

“舞马世界设有马帮寨子、名马骑

场、皇家马厩、萌马骑场等景观，拥有茶

马记忆、马背情怀、皇家牧场、英雄传

说、天马行空、极速竞技六大主题游乐

区。”中国马镇副总裁许以海介绍。

没有马帮的马镇是不完整的，马帮

寨子以马帮主题故事为背景，从场景搭

建、文化填充、演艺互动等方面，实景还

原中国西南民族经济文化交流走廊的

“茶马古道”的马帮记忆，游客可以在这

里追忆茶马古道，重温旧时光。

寨子由马帮一条街为轴心延伸开，

街区主要以满族文化和马文化为主题，

融合非遗文化、满族餐饮文化、地方文

化等多元化内容，让游客身临其境地感

受到中国古代历史遗留下来的精粹与

厚重。

作为清朝时的马场，这里的满族风

情必不可少。走出充满历史情怀的马

街，去欣赏一台融合满族人文历史的大

型马背奇幻秀——《满韵骑风》，体验当

时游牧民族的雄风。

据许以海介绍，《满韵骑风》通过融

合萨满文化、图腾文化、马背文化等，利

用“演艺+舞蹈+杂技+马术”等多种艺

术表现手法，将满族地域人情和历史文

化的传承展现给来自世界各地的游

客。许以海表示，中国马镇引进先进的

技术设备，利用声、光、电等科技元素，

创新娱乐演艺，其中，《满韵骑风》

就结合了 AR（增强现实）交

互技术、国际化舞台设计等。

“《满韵骑风》打造了满族文化与坝

上草原景区的专属 IP，给观众不一样

的视听感受，已成为当地较具品牌效应

的文化名片。”许以海说。

随着夜幕的降临，在英雄广场的飞

马之下，萨满出场点亮篝火祈福；仰望

五彩缤纷的烟花在空中盛开，邂逅一场

冰与火的浪漫。自由开阔的草原、万马

奔腾的奇景，为都市人打造了国际化的

“游牧生活”体验。

“为实现坝上草原游全面升级，我

们不断创新旅游产品，增强游客的体验

感和互动性。同时，结合时下潮流，不

断推出特色活动。”许以海介绍，中国马

镇主办了“爱在草原，马上结婚”——首

届“马背上的集体婚礼”，来自全国各地

的 9 对新人在这里骑马举行了婚礼。

活动中，“接新娘”“拜天地”等热闹的古

代传统婚礼仪式让众多游客纷纷驻足。

“我们为新人和游客营造武侠中

的‘江湖世界’，感受千年前的‘茶马记

忆’。”许以海希望通过举办马背上的婚

礼，复原古代传统结婚仪式，唤起大众对

婚礼仪式感和中国传统婚姻文化的重视。

除创新演艺产品外，中国马镇还尝

试打造草原音乐文化。6月底，由湖南

广播电视台主办的“2019芒果音乐节·

中国马镇站”在这里举办，吸引了来自

京津冀地区的游客。许以海表示，芒果

音乐节的落地，既是对丰宁坝上草原整

体旅游环境的肯定，也为中国马镇持续

挖掘草原音乐文化提供了契机。

有趣的体验项目、浓厚的地域风

情、悠久的历史文化、舒适的服务体验，

中国马镇已成为游客体验“游牧生活”

的热门目的地。

本报讯 （记者鲁娜）随着网络

剧《长安十二时辰》热播，前往陕西西

安感受恢弘壮丽的长安城、逛遍“唐

城108坊”火了起来。近日，记者从携

程等在线旅游网站获悉，7月2日至8

日期间，飞往西安的机票搜索量同比

上涨130%。事实上，除了西安，综合

各平台近期的搜索数据及预订数据，

苏州、重庆、巴音布鲁克草原等热门

影视剧的取景地也人气旺盛，成为人

们暑期出游的热门选择。

《长安十二时辰》中盛唐时期的

繁华景象、恢弘壮丽的长安城，让

“网红城市”西安更受关注。“西安原

本就是暑期的热门旅游目的地，《长

安十二时辰》播出后，当地的旅游热

度正快速上涨。”携程机票事业部高

级总监邵季红说。

不止是《长安十二时辰》，《飞驰

人生》《都挺好》等热播电影及电视

剧的取景地，同样吸引了众多粉丝

慕名前去打卡。另外，《千与千寻》

《权力的游戏》第八季等国外影视剧

的上映，则引发了越来越多的剧迷

赴国外探访异域风情。

从出游群体来看，跟着影视剧

去旅行的群体以年轻人居多。今年

暑期，通过携程预订飞往热门影视

剧拍摄地的旅客中，“80后”以 32%

的占比位居第一；“90 后”紧随其

后，占比为 27%；“00后”以 13%的占

比排在第三位。“年轻人作为追剧的

主力人群，极为关注剧中的美景，再

加上明星带来的粉丝效应，跟着影

视剧去旅行日益流行起来。”邵季红

表示。

风向标

本报讯 （记者马霞）日前，由

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梅州市

文化广电旅游局、广州市文化广电

旅游局承办的“活力广东”客都梅

州·花城广州旅游推介会在北京举

行。此次推介会上，梅州、广州两地

旅游部门负责人和相关旅游企业代

表详细介绍了梅州、广州的丰富文

化旅游资源、精品旅游线路。此外，

梅州还进行了客家山歌、杯花舞、木

偶表演等非遗艺术展演。

梅州是客家人的精神家园，有

华侨之乡、文化之乡、足球之乡、

“中国民间艺术（山歌艺术）之乡”

的美誉。据了解，到梅州旅游，必

定到梅州旅游第一镇——梅县雁

洋。这里是叶剑英元帅的家乡，叶

帅故居、灵光寺、雁南飞茶田、雁鸣

湖度假村、五指峰旅游区五大景点

聚集一镇，灵山秀水间，弥漫着浓

郁的客家风情。

目前，梅州至北京每周有3趟往

返航班，交通日趋便利，为相关城市

开展区域旅游合作提供了便利条件。

梅穗联合推介旅游：

让北京游客更多领略客家风情

炎热的夏季，寻一处天

高气爽、水草丰茂、牛羊成

群之地，体验“蓝蓝的天上

白云飘，白云下面马儿跑”

的狂放不羁成为游客出游

的不二选择。在河北承德

丰宁坝上草原中，便隐藏着

这样一处 “以马为梦”的草

原特色旅游小镇——中国

马镇旅游度假区（以下简称

“中国马镇”）。

中国马镇旅游度假区一隅

□□ 赵琳 斐依

俯瞰黑龙江大地，绵延不绝的松

花江奔腾不息，绿意盎然的伊春森林

郁郁葱葱，广博无垠的扎龙湿地焕发

生机……森林、江河、湿地等丰富资源

彰显着黑龙江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和

区位优势。

“提起黑龙江，以前只会想到冰雪

旅游，但随着夏季旅游概念的升温，龙

江避暑游正叫响全国。”黑龙江省哈尔

滨市康辉旅行社负责人说，该旅行社

今夏推出的哈尔滨经典三日游，与其

他旅游资源进行有效整合，形成了极

具卖点的夏季避暑旅游产品。

生态资源丰富的黑龙江，如何发挥

其夏季旅游优势？近日，国内旅游专家

在黑龙江省内进行了旅游资源实地考

察和调研。

打好生态资源牌

“打好生态资源牌，形成‘联动冬

夏、带动春秋、驱动全年’的旅游产业发

展新格局，是黑龙江省推动旅游文化产

业融合发展的一盘大棋。”黑龙江省文

化和旅游厅副厅长何大为表示。

多年来，黑龙江省以资源优势为依

托，开发丰富优质的夏季旅游产品，发

展独具特色的避暑旅游产业。据何大

为介绍，为提升发展黑龙江的夏季旅

游，依托哈尔滨都市风情、全省整体生

态化和俄罗斯边境游等优势资源，黑龙

江省深挖核心吸引物，用产品诠释“避

暑胜地·畅爽龙江”的夏季品牌内涵。

“我们提升了已有的夏季精品线，促进

产品市场化。基于细分客群、优势资源

打造‘中国两极穿越’‘壮游黑龙江’等

各类主题产品。同时，举办夏季旅游产

品大赛、‘避暑胜地·畅爽龙江’夏季旅

游产品推介会等。”何大为说。

2017 年，黑龙江省委书记张庆伟

曾在全省第十二次党代会上提出，以

打造“两座金山银山”为抓手推进生态

文明建设，发展生态旅游，挖掘生态资

源和区位优势，发展冰雪游、森林游、

边境游、湿地游、避暑游等旅游产业，

推动文化、体育、时尚、健康养老与旅

游融合发展，建设全国生态休闲度假

旅游目的地、夏季健康养老基地和全

域旅游示范区。

随着深入践行“两山理论”，黑龙

江省明确了以强化“哈亚雪”旅游核心

板块、打造生态林都旅游板块等“五大

板块”全域旅游空间体系和“旅游+文

化”“旅游+体育”“旅游+康养”等 8个

融合发展方向的旅游思路，着力放大

产业融合集聚集群效应，并启动与世

界旅游组织合作编制《黑龙江省全域

旅游发展规划（2019—2030）》和《黑龙

江省冰雪旅游产业发展规划》。

消夏避暑胜地

盛夏时节，当全国处于普遍高温

中时，黑龙江依然保持着凉爽，夏季平

均气温约20℃，有“天然空调”之称。绿

意盎然的森林、一望无际的湿地芦苇、

波光粼粼的湖泊、波澜壮阔的界江……

凉爽的黑龙江正敞开怀抱迎接着每位

避暑游客。

“茫茫的林海雪原、大小兴安岭，

黑龙江、乌苏里江，以及大面积的湿

地，形成了综合性优势，让黑龙江在全

国避暑旅游市场中占据关键地位。”对

于黑龙江发展避暑旅游，北京联合大

学中国旅游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副主

任张金山如此评价。

近年来，伊春市获评中国最佳避

暑胜地、哈尔滨获评“十大避暑旅游城

市”、齐齐哈尔扎龙自然保护区获评

“中国十大最美湿地”、抚远市获评中

国避暑休闲百佳县、五大连池风景区

获评国家康养旅游示范基地……在黑

龙江省统筹推进旅游业发展的大背景

下，黑龙江“避暑胜地”品牌愈加响亮。

在哈尔滨，每年6月至“十一”黄金

周，“迷人的哈尔滨之夏”旅游文化时

尚活动总能吸引全国各地的游客。已

连续举办7届的“迷人的哈尔滨之夏”，

是哈尔滨市整合夏季资源，融合旅游、

文化、经济、会展、体育等元素，打造的

哈尔滨夏季旅游品牌“综合体”。据

悉，今年的活动以 30余项重点活动为

点，以夏季50条精品线路为线，以其他

百余项旅游、文化、时尚、体育、音乐、

经贸活动为面，奏响哈尔滨夏季城市

交响曲。据相关数据统计，2012 年至

2018 年 ，哈 尔 滨 夏 季 接 待 游 客 从

2093.2万人次增加到 3623.2万人次，

年均增长9.6%。哈尔滨市夏季旅游收

入由 244.3亿元增加至 606.5亿元，年

均增长16.4%。

作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单

位，林都伊春森林覆盖率达到 84.4%，

空气中负氧离子含量平均每立方厘米

2.7万个，夏季平均气温在 22℃，拥有

700多条河流和1400多种野生动植物，

具备避暑旅游的天然优势。“我们将坚

持创新发展，把伊春努力打造成国际

化森林生态旅游目的地。”伊春市文化

广电和旅游局局长王欣红说。

“以伊春市为代表的黑龙江避暑

游，有望在未来几年内实现更大发

展。下一步重点在于产业体系打造，

以及产业发展对当地年轻人的吸引、

对游客的吸引。”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

员战冬梅说。

乡村游让老林区焕发新活力

在鸟语花香的田园放飞心情，在

高山峻岭中聆听牧童短笛；住地道农

家院，吃纯天然蔬菜；这样的“慢节奏”

生活已成为当下流行的休闲娱乐方

式，乡村旅游已然成为夏季消暑纳凉

的好去处。伊春因其气候凉爽、高森

林覆盖率等因素，备受游客的欢迎。

在伊春市上甘岭林业局溪水经营

所，曾接待过习近平总书记的养顺农

家院吸引着一批又一批的游客。

“习总书记来过后，更多的游客来

到我们农家院。”当地“名人”——养顺

农家院的女主人杨秋娥笑着说。2016

年 5月 23日，习近平总书记到黑龙江

省进行考察调研，首站到的就是伊春，

并来到刘养顺家，与街坊四邻围坐在

小院里聊家常，了解停伐后林业工人

的工作生活情况。

“当天习总书记在屋里转了转、

到炕上坐了坐，还走进厨房，掀开锅

盖看到有红烧鱼、炖豆角、贴饼子几

道菜。”杨秋娥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依

旧很激动。

随着当地乡村旅游的发展，从上

甘岭林业局溪水经营所林区退休的

刘养顺在溪水经营所党总支引导下，

开办了养顺农家院。刘养顺说：“总

书记来过，我家就红火起来了，都要

抢坐在这个桌前，点总书记品尝过的

农家菜。”很多游客循着领导人的足

迹来到这里，于是，到上甘岭旅游体

验的游客更多了。如今，刘养顺一家

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农家院生意红红

火火。

“林区的生活一天天变好，我们自

己的日子也宽裕了。”刘养顺幸福地

说。其实，不仅是刘养顺家，他们所在

的“溪水农家乐一条街”已发展到16家，

越来越多的溪水人找到了致富渠道。

伊春市委宣传部部长刘天云表

示，近年来，伊春不断吸纳新理念新思

想，充分挖掘林区乡村旅游发展的特

色优势，创新业态类型，完善体验功

能，优化产业布局，推动更多资本、技

术、人才等要素向休闲农业和乡村旅

游发展集聚，打造更多静心怡情的自

在乡村，吸引更多游客到林都伊春避

暑纳凉，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

（配图均由本报记者 马霞 摄影）

哈尔滨伏尔加庄园一隅

伊春风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