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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拱爷爷”用镜头带着网友学习和欣赏山西古建筑营造技艺；晋祠讲解员化身

宋代彩塑侍女带游客穿越历史——

走，去看“宝藏建筑”的古韵今风
山西共有古建筑两万多处，一座座

古建筑是山西旅游的一张张金名片，近

年来，当地通过修复修缮、非遗保护、环

境整治、旅游开发，越来越多沉睡的文物

古建“苏醒”过来，在保护要求与使用需

求上实现统一。

吉林汽车文旅“花式宠娃”
“小砂糖橘”“小葡萄干”“小火锅”“小普洱”……随着长春冰

雪节的火热出圈儿，全国各地“小特产”们相继打卡汽车之城长
春，开启中国一汽游学之旅。

一汽工业文旅精心设计游学路线，开放一汽红旗文化展馆、
一号门广场等资源，工作人员搬来炫酷机甲、端上冻梨摆盘、装扮
人形玩偶、赠送车模和纪念章等，量身打造独家“宠爱”，带领孩子
们在满满的仪式感中走近红旗国车文化，感受民族品牌魅力。

本报记者 彭冰 柳姗姗 本报通讯员 马蕾 图/文本报记者 刘建林 李彦斌

一座依山而建的乡村古堡，站在城墙上

抬头仰望，只见河山楼雄伟险峻，对面堡墙上

蜂窝状的藏兵洞层叠有序，高墙内古民居层

层叠叠、错落有致……这便是有着“中国北方

第一文化巨族之宅”之称的皇城相府。春节

临近，大型实景夜游体验项目《再回相府》正

在这里火热上演。

在山西，古建筑在文物遗存类别中有着

举足轻重的地位。截至 2023年初，全省共有

古建筑 28027处，其中 420处属于全国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这些古建筑如繁星散落在山西

各地，蕴含着浓厚的乡风民俗和独特的地域

文化。

一座座古建筑是山西旅游的一张张金名

片。近年来，山西加大对传统村落的保护和

利用，通过修复修缮、非遗保护、环境整治、旅

游开发，越来越多沉睡的文物古建“苏醒”过

来，成为游客体验晋风晋韵的重要途径。

实景演绎让古建筑焕发新活力

以皇城相府景区院落、楼台、城墙为表演

舞台，极度写实的戏剧场景，辅以声光电等特

效技术，《再回相府》演出给置身高墙大院的

游客带来穿越历史的恍惚感。常年入选全国

5A 级景区 100 强的皇城相府景区，也是山西

省文物建筑活化利用的优秀案例。

其实，早在《再回相府》之前，大型室内情

境体验剧《又见平遥》就以创新的行走式观演

模式，带有穿越感的情境体验，讲述了一个关

于晋商血脉传承、生生不息的故事。演出在

平遥古城景区持续火爆。

据平遥县印象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负

责人介绍，自 2013年春节首演以来，《又见平

遥》每年营收以 20%的幅度增长。截至目前，

已经演出 7300余场，接待观众近 520万人次，

累计收入 8.7亿元。

2023年 10月，平遥古城打造的缤“汾”老

字号艺术街，汇聚了省内近 50家山西老字号

品牌，以国潮风进行全面装裱后，实现了街区

就是景区、商铺就是景点、商户就是演员的效

果。游客通过实景演示、人物互动，体验诗酒

文化场景。

在山西晋祠博物馆，千年柏树下，宋代圣

母殿前，讲解员们化身宋代彩塑侍女，头戴红

丝扇形包髻，身着蓝襦长裙，手持绢巾，翩翩

起舞，吸引众多游客驻足观赏。

山西工程科技职业大学旅游规划与设计

专业副教授崔瑾认为，山西古建筑以砖木结

构为主，修缮与日常养护成本比较高，即使筹

措经费将其修好了，但“老态化”“空心化”的

趋势仍难根本改变。但是近年来，山西通过

不断创新文化旅游业态、产品、模式，对一批

文物建筑进行活态开发，有效解决了保护要

求与使用需求之间的矛盾。

老手艺人讲“老”故事

2023 年 4 月，73 岁的王永先开始实地讲

解山西古建筑的营造技艺，用镜头带着网友

们“零基础学习古建筑”。目前，王永先的讲

解视频已经上线 24 集，播放量超过 311 万，

“粉丝”年龄大多在 30岁以下，网友亲切地称

他“斗拱爷爷”。

王永先老先生从事古建筑修缮 50多年，

退休前曾担任山西省古建筑保护研究所研究

室主任。他没想到，现在有这么多年轻人关

注古建筑修缮这个冷门专业。像“斗拱爷爷”

一样，众多面对镜头讲述山西文物古建的文

旅达人，成为推动山西古建游的重要力量。

培养百位文旅星推官、展播百名非遗传

承人、评选百件文创好物……山西已经持续

两年推动“七个一百”文旅计划，吸引了各市

县的导游、非遗传承人、景区工作者等旅游从

业者纷纷开直播、拍视频，化身山西文旅“代

言人”。

与此同时，整合文物古建、老街老巷、非

遗老字号等人文历史资源，深度挖掘文化内

涵，持续打造府城文旅商融合的城市会客厅，

也成为山西各地打造文旅新引擎，推动消费

升级的普遍做法。

新技术让游客站在古迹前见物
见人见精神

近日，山西太原北齐壁画博物馆开馆。

置身博物馆，脚下便是墓地遗址，透过玻璃，

墓道、过洞、甬道清晰可见，原版壁画依稀可

辨，站在封土堆旁，借助 4KVR眼镜，便可“一

眼千年”。

据介绍，这座专题博物馆集纳了山西

各地出土的北齐壁画精品，不仅能从壁画

中感受北齐时期贵族宴飨行乐、车马仪仗

和 牛 车 出 行 等 宏 大 场 面 ，还 能 结 合 数 字

VR、动画长卷、人机互动等多种方式聆听

历史回响。

“文物古迹的活化利用应该做到厚重而

有形，让游客站在先辈留下的遗产前，见物见

人见精神。”山西省文旅（产业）规划研究院副

院长张云霞认为，在更注重文化体验的当下，

文物建筑类旅游目的地应该更多地通过现代

化技术唤醒沉睡的文化记忆，满足旅游消费

者的精神文化需求。

“从南到北，山西处处有古城、古镇，千篇

一律的旅行体验不会有太多吸引力。”崔瑾认

为，未来山西应进一步发挥古建筑资源优势，

面向家庭型、学习型、休闲型的度假需求，增

强文化体验和互动项目，让文化与旅游深度

融合，促使门票经济向体验经济转变。 “欢欢喜喜过大年”春节旅游活动精彩纷呈
本报讯（记者陶稳）2024年春节临近，近日，文化和旅游部介

绍了春节期间的文旅活动安排，今年的“欢欢喜喜过大年”春节主

题文化和旅游活动涵盖旅游休闲消费、冰雪研学旅游等多个领域。

春节是旅游休闲的高峰，为营造欢乐祥和的节日氛围，让

旅游休闲成为一种新民俗，文旅部对春节期间的旅游产品和目

的地、旅游线路、相关活动和配套措施等进行了推介。其中，旅

游目的地包括旅游休闲街区、乡村旅游点、红色旅游经典景区、

智慧旅游场景、国家工业旅游示范基地等。旅游线路包括冰雪

旅游、体育旅游、乡村旅游、红色旅游精品线路等。相关部门还

将联动各地组织开展“欢乐冰雪旅游季活动”，推出冰雪旅游产

品和惠民措施，结合体育、康养、温泉、民俗等举办丰富多彩的

冰雪旅游迎新春活动，营造“火热冰天雪地”氛围。

为充分发挥文化和旅游资源优势，丰富广大青少年寒假春

节精神文化生活，文旅部科技教育司指导各地文旅部门积极开

展研学旅游特色主题活动，包括由吉林、黑龙江、浙江、安徽等

11个省共同参与的“多彩研学游华夏”研学旅游主题活动，由长

江干流沿线省、区、市共同参与的“守护美丽长江主题研学旅游

活动”，以及在黑龙江、吉林等地举办的“走进林海雪原”冰雪主

题研学旅游活动等。

根据文旅部关于 2024年春节主题文化和旅游活动的部署，

各地也在谋划推出春节期间的一系列旅游活动，例如，江苏南京

联合 OTA 平台以“赏梅、观灯、寻味、看戏、泡汤”为内容，推出

“冬季来南京过大年”系列产品和优惠活动，湖南长沙将举办“龙

腾潇湘·灯耀星城”2024年长沙首届新春灯会，融合长沙城市特

色，为公众带来沉浸式灯会新体验，感受光影带来的无限乐趣。

淡季不淡，九寨沟美景引游人
1月25日，游客在四川省九寨沟景区珍珠滩瀑布前与“悟空”“八戒”合影。珍珠滩瀑

布是1986版《西游记》的取景地之一，也是九寨沟的一个标志性景点。虽然冬季是九寨
沟的旅游淡季，但随着寒假到来和门票买一送一政策的刺激，每天前来九寨沟看水的游
客仍然络绎不绝。 本报记者 毕振山 摄

旅游·综合 2024年 1月 28日 星期日 3责任编辑：陶稳 李逸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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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车仪式刚结束，陕西省渭南市合阳县的货车司机王锋便迫

不及待将电话打给妻子孙艳红：“我差不多中午 12点就到家了，熬

一锅我最爱吃的小米粥，再炒几个热菜，把地里挖的红薯蒸上。”

随后，记者搭乘王锋的车行驶 200多公里，跟随他见证了这

趟温暖而踏实的返乡之旅。

路上，王锋聊起他回家前的最后一趟长途运输：“1月 17日上

午，从陕西咸阳三原县拉煤炭到湖北襄阳，卸完车后，配一车零单

活运到广西玉林，在玉林的调味厂里等了两天后，再拉着一车调

味料于 1月 24日下午到达西安，全程 4000多公里。”这趟运输王锋

用了 8天时间，其间一直吃住在 2平方米左右的驾驶室。从玉林

出发前，他在货车司机的微信群里看到返乡活动，计算着时间刚

好能赶上，于是便报名参加。“就期盼着过年回家好好休息一下。”

当王锋将 17.5 米长的大货车稳稳停在自家村外的广场时，

刚一打开驾驶室门，骑着电动车的妻子就出现在王锋面前：“我

专门过来接你，女儿也在家里等你呢。”

“你们是等我回家过年带的好吃的吧。”王锋一边开玩笑，一边

从驾驶室将在湖北买的襄阳牛杂面等特产、年货递给妻子。

“欢迎爸爸回家过年，我爸爸是最辛苦的人。”打开门，寒假从

大学回家过年的女儿上前迎接，让王锋的疲惫一扫而光。桌上摆

着好几盘菜：腊肠炒豆角、豆腐拌葱丝、西红柿炒土豆丝、肉辣子，

都是王锋爱吃的。女儿从锅里端出热气腾腾的小米粥、蒸好的红

薯和甑糕。“饭早都做好了，我们就等你回来吃团圆饭。”妻子忙前

忙后地说。而此刻王锋早已狼吞虎咽起来，“家里的饭格外香！”

吃完饭，他悄悄从书包里将西安市总赠送的龙年毛绒玩偶

取出来，送到女儿房间，再将 500元的加油卡拿给妻子看：“工会

送了我们货车司机加油卡，今年返乡等于不花钱，这个活动让人

心里很温暖，以后要喊更多卡友加入工会。”王锋说。

“西安经济社会的发展成就，离不开广大货车司机的支持和

参与，本次帮助百名货车司机返乡过年，也充分体现了古都西安

的温情和温度。春节前，西安市总将集中人力物力，以免费高

铁、爱心货车返乡等方式，通过送免费车票、送加油卡、送关怀礼

包、送新春祝福等，做好广大一线劳动者最信赖的‘娘家人’。”西

安市总工会副主席薛关文说。

百名货车司机的温暖回家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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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跟进温暖职工

然而，事情并未就此了结。2023 年 12 月 28 日，覃先生的父

亲再次因手术需要垫付 2 万元。覃先生联系公司无果，又一次

找到工会寻求帮助。

园区工会再次介入，调解成功。截至目前，公司为覃先生父

亲累计垫付 10万元，承诺后续根据治疗情况和保险理赔情况进

一步妥善处理。

1 月 23 日下午，记者再次致电覃先生。“我父亲已经出院回

家休养了，上周刚刚提交伤残鉴定，会根据鉴定报告获得理赔。”

覃先生告诉记者，“就在前一天，园区工会的蓝副主席还给我打

了电话，问我情况，有工会在，我现在很安心！”

据悉，河池市总工会推行问题在一线发现、矛盾在一线解决、

和谐在一线构建的“三个一线”工作法，在市工业园区设立劳动争

议多元化解工作室，在园区重点企业设立劳动争议多元化解工作

站，发生劳动争议可直接前往工作室申请维权服务，河池市总要

求下级工会及时响应，尽力确保在 24小时内解决职工诉求。

“12351 工会服务职工热线的开通运行，让我们跟职工的连

接更紧密，服务更高效了！”工会干部们说。

700多公里外的电话，打对了！

新华社北京 1月 27 日电 （樊曦 白鑫

雨）春运拉开帷幕，文明一路同行。27 日，

2024 年春运第二天，由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

公室和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主办的全

国铁路“温馨春运、文明相伴”主题宣传活动

启动仪式在北京丰台站举行。

春运期间，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联

合公安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民航局、国铁集

团等单位组织开展 2024“温馨春运、文明相

伴”主题宣传活动。铁路作为大众化交通工

具和重大民生工程，是联系广大人民群众的

公共平台，是传播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

窗口和广阔阵地。国铁集团持续加强铁路站

车文明环境建设，引导旅客文明出行，积极助

力全社会文明程度提升。今年春运，全国铁

路预计发送旅客 4.8 亿人次。铁路部门将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采取有力有效

措施，确保铁路运输安全畅通、旅客服务优质

高效，着力构建文明有礼、和谐有序的站车环

境，努力实现“平安春运、有序春运、温馨春

运，让旅客体验更美好”的春运目标。

启动仪式上，中国文明网、《人民铁道》报

业有限公司共同发布了《铁路旅客文明出行

倡议》，从遵守站车秩序、维护公共安全、保持

环境卫生、爱护设备设施、讲究以礼待人等五

个方面，倡导旅客树立文明观念、争当文明使

者、展示文明形象。

活动现场，来自北京、太原、昆明铁路局

集团公司的铁路职工表演了文艺节目，向参

与“温馨春运、文明出行”签名打卡活动的旅

客赠送了“铁路悦读好书榜”推荐的重点图书

和春联“福”字，黑龙江省文明办负责人、各地

志愿者和旅客以视频形式畅谈工作打算和体

会感受。在北京丰台站候车的许多旅客驻足

观看启动仪式，并表示要在旅途中讲文明、树

新风，做文明公民。

全国铁路“温馨春运、文明相伴”主题宣传活动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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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民 族 复 兴 凝 聚 更 为 主 动 的 精 神 力

量——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核心价值观必须

同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历史文化相契合，同

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人民正在进行的奋斗

相结合，同这个民族、这个国家需要解决的时

代问题相适应。

中国梦意味着“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

价值体认和价值追求”。实现中国梦必须弘

扬中国精神，而“中国精神必须在坚持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前提下，积极深入中华民

族历久弥新的精神世界，把长期以来我们民

族形成的积极向上向善的思想文化充分继承

和弘扬起来”。

有价值才能凝聚力量，有力量才能追寻

梦想。

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又立足于改革开放和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功实践，包含民族精

神与时代精神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正是

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成为实现民族复兴中

国梦的精神支撑。

为 民 族 复 兴 提 供 共 同 的 思 想 道 德 基

础——

2013 年 11 月 26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山

东曲阜的孔府和孔子研究院参观考察时指

出：“只要中华民族一代接着一代追求美好

崇高的道德境界，我们的民族就永远充满

希望。”

核心价值观，是一种德，既是个人之德，

也是一种大德，即国家之德、社会之德。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前景之所以越来越

清晰可感，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中国共产党

和中国人民对立人之德、强党之德、兴国之德

的坚定追求与积极践行。

今天，中华民族要继续前进，就必须根据

时代条件，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

传统美德，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引导人们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追求高尚

的道德理想，不断夯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思想道德基础。

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非无本之木，而

是有根有源。

2014 年 2 月 24 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十

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深

刻指出：“要认真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

想精华和道德精髓，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

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

精神，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

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

同的时代价值，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

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离不

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滋养。

2014 年 3 月 29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柏林

同德国汉学家、孔子学院教师代表和学习汉

语的学生代表座谈时强调：“中华优秀文化传

统已经成为中国文化的基因，根植在中国人

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行为方式。

我们正在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其中一

些重要内容就是源于中华文化。”

“富强、民主”连通“民惟邦本，本固邦宁”

“民为贵”的质朴理想；

“公正、法治”汲取“奉法者强则国强，奉

法者弱则国弱”的崇法思想；

“诚信、友善”吸收“人而无信，不知其可

也”“仁者爱人”的价值追求；

……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每个关键词，无

不体现着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思想精华和道

德精髓的汲取与运用。从传统中发现精神基

因，从文化中汲取志气底蕴，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展现出深厚的文化自信，焕发出强大生

命力和影响力。

中华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形成的以爱

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在改革开放

新的历史时期形成的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

代精神，也深深熔铸在民族意识、民族品格、

民族气质之中。

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到“国家好，民

族好，大家才会好”，从“革故鼎新”到“改革创

新”，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价值观念，成

为支撑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的精神

力量。

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

命力，把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培

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统一起来，引

导人民树立和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

家观、文化观，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

“要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

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2021 年 9
月，在陕西绥德县非物质文化遗产陈列馆，习

近平总书记强调找到传统文化和现代生活的

连接点。

廉政文化、修身智慧、民本思想被引入党

风廉政建设工作中；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教

家风，成为正党风、转民风的重要抓手；诚意

正心、心存敬畏、行有所止，变为党员干部修

身的自觉……

古今相通的思想理念，因其“一脉同源”

彰显出连续性和稳定性，又随着时间推移和

时代变迁不断赓续发展。

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

代价值，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在坚定文化自信中强化价值观

自信，铸就民族之魂，走好复兴之路。

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
发展各方面

教育引导、制度保障、实践养成……在习

近平总书记引领下，全党全国全社会行动起

来，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的参天大树根深叶茂、生机勃发。

2023年 12月底，“核心价值观百场讲坛”

第 139场活动在福建泉州举办。来自中央党

校（国家行政学院）的教授以党的十八大以来

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成就为引，宣讲严守纪

法规矩。

深化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

育，着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纳入国民教育体系，

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和大学生

思想政治工作；推动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制

度化，引导人民知史爱党、知史爱国……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

引导是基础。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铸魂育人，使全体人民坚定“四个自信”，不

断增强坚守共同理想、实现共同梦想的信心

与决心。

2017 年 10 月 1 日施行的民法总则中，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写入开篇第一条，成为核

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的鲜明写照。

从印发《关于进一步把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融入法治建设的指导意见》，到推动把核

心价值观的要求体现到法律法规的立改废释

中，到体现在市民公约、村规民约、学生守则、

团体章程和各行各业的规章规范中，再到推

动完善见义勇为、诚信建设、慈善捐赠等方面

的政策和法律……

法律法规是推广社会主流价值的重要保

证。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道

路上，通过法律和政策向社会传导正确价值

取向，在全社会凝聚起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事业的“精气神”。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总要求里，乡风文

明位列其中；深化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

学雷锋志愿服务活动、节俭养德全民节约行

动……随着一系列活动深入开展，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建设形成人人参与、全民行动的

生动局面。

“关键少数”身体力行、率先垂范，广大群

众见贤思齐、向上向善……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生命力在于实践，只有落细、落小、落

实，才能不断深化，使其融入亿万人民的血

液，化作自觉的行动和信念。

新征程上，着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使之成为全体人民的共同价值追

求，就一定能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不竭

精神动力。

（新华社北京 1月 27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