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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夏 瑾

小暑是二十四节气的第十一个节气，

也是夏季的第五个节气，一般在每年公历

7 月 6 日至 7 月 8 日交节。《月令七十二候

集解》 记曰：“暑，热也。就热之中分为

大小，月初为小，月中为大，今则热气犹

小也。”北京联合大学北京学研究所研究

员、《中国人的时间智慧——一本书读懂

二十四节气》 一书作者张勃向中青报·中

青网记者解释说，从字面上讲，小暑是热

气尚未达到极致的节气，但事实上，小暑

和大暑一样，都是一年中最炎热的时候，

因此民间常常“二暑”并重，有“小暑接

大暑，热得无处躲”“小暑大暑，上蒸下

煮”的说法。

小暑节气意味着天气进入了“上蒸”

时期，人们仿佛被扣在闷热的大蒸笼中，

但是在江南地区也有例外。杭州师范大学

文化传播与文化创意学院副教授、《二十

四 节 气 在 江 南》 一 书 作 者 袁 瑾 向 记 者 介

绍 ， 长 江 中 下 游 地 区 通 常 在 小 暑 前 后 出

梅，然后进入盛夏少雨季节，但也可能出

现“倒黄梅”的天气。待梅雨季过去，便

进入了伏日。

小暑入伏，不可轻慢

古人通常把每年最热的一段时间称为

“三伏”。“三伏”的计算方法是：自夏至

日起的第 3 个庚日进入初伏，第 4 个庚日

进入中伏，立秋日起的第 1 个庚日进入末

伏。一般来说，一伏为 10 天，“三伏”共

30 天，但在有些年份，夏至与立秋之间

可能出现 5 个庚日，这时中伏就变成了 20
天，所以有时“三伏”可能会有 40 天。

张勃告诉记者，小暑是进入伏天的开

始。“伏”是伏藏之意，《汉书·郊祀志》

中有注云：“伏者，谓阴气将起，迫于残

阳而未得升。故为藏伏，因名伏日。”意

思是，“伏”意味着炽热中暗暗隐藏了阴

气，是一种比较危险的气候。所以人们应

当少外出以避暑气。数伏的习俗对于人们

而言是顺时调整生活方式和生活内容的重

要提示。

张勃说，古人十分重视伏日，自古以

来人们就有伏日吃肉的习俗。汉魏时期，

伏日有酒食之会，《汉书·东方朔传》 记

载了汉武帝伏日赐肉的故事。如今在江苏

徐州一带还有吃“伏羊”的习俗，当地有

“彭城伏羊一碗汤，不用神医开药方”的

说法。

古人还有在三伏日洗象的习俗。明人

刘 侗 、 于 奕 正 编 撰 的 《帝 京 景 物 略》 记

载：“锦衣卫官以旗鼓迎象出顺承门，浴

响闸。象次第入于河也，则苍山之颓也，

额耳昂回⋯⋯矫矫有蛟龙之势。象奴挽索

据脊，时时出没其髻。观者两岸各万众，

面首如鳞次贝编焉。然浴之不能须臾，象

奴辄调御令起，云浴久则相雌雄，相雌雄

则狂。”

生 活 在 雨 林 中 的 大 象 ， 在 雨 中 “ 淋

浴”本是家常便饭，但在北京的盛夏，洗

个澡也变成了一种威仪、一道风景。

小暑在江南

小暑前后，江南的栀子花、白兰花与

茉莉花便进入了盛花期。这三种花被称为

“夏日三白”，是属于小暑的花。袁瑾告诉

记者，旧时，卖花的阿婆将它们一并摆在

篮子里，搭上一块毛巾，走街串巷一路叫

卖。明人陈继儒在 《小窗幽记》 卷九 《集

绮》 中比较了各种自然的声音，比如落叶

声、山禽声、芭蕉雨声等，最后得出“然

销魂之听，当以卖花声为第一”的结论。

苏州的卖花姑娘喜欢编一个一寸长的

麦草小灯笼，将茉莉花摆在里面，或是制

成小花篮，供女孩子们摆在蚊帐中，枕席

生香、氤氲伴梦。

如今，卖花的阿婆少了，“笑渐不闻

声渐悄”。幸好“三白”都能盆栽，城镇

街道的花坛与公园中栽种也多。于是，这

香气也成了小暑的期待。

在南方，人们还有小暑“尝新”的习

俗。小暑时节，南方早稻陆续成熟，农人

将新割的稻谷碾米后，做好饭供奉祖先和

五谷神灵，家人邻里也一同尝新米、饮新

酒，称为“尝新”。

小暑还是晾衣、晒物的好时节。袁瑾

介绍，小暑近农历六月初六。传说六月六

是 龙 王 晒 鳞 的 日 子 ， 民 间 也 有 在 此 日 晒

书、晒经卷、晒衣的习俗，称为“晒伏”

或“晒霉”。人们趁着伏天的阳光，将家

中字画、藏书拿到庭院中晒，祛除霉味，

驱除书虫。各地寺院亦有晒经的习俗。传

说当年唐僧西天取经回来，不慎将经书掉

入江中浸湿，便是在此日晒干的。于是寺

院便以农历六月六为“晒经日”。

晒书习俗东晋便有，不过当时此习俗

在农历七月七。《世说新语·排调》 记载

了“郝隆晒腹”的故事。东晋人郝隆于晒

伏日袒露着肚皮在烈日下暴晒。别人来问

缘故，答曰“晒书”。郝隆胸中有墨，满

腹经纶，晒腹即是晒书。

寻常人家则忙着晒起了衣裳，俗谚有

“六月六，家家晒红绿”，又有“六月六，

家家晒龙袍”。明明是晒衣服，怎么变成

晒龙袍了呢？这里有个有趣的传说：当年

乾隆皇帝南巡到了扬州，游至城南古运河

南岸恰逢大雨，弄湿了龙袍，只能在当地

一 座 庙 宇 中 待 雨 停 后 ， 晒 干 龙 袍 继 续 前

行。这一日恰是六月六，于是江南民间便

留下了“六月六，晒龙袍”之说。百姓们

自然没有龙袍，于是家家户户翻箱倒柜把

积存的冬衣拿出来在烈日下暴晒，驱除潮

湿和霉味。这在江南家庭主妇的生活中是

件大事，正如女作家张爱玲在 《更衣记》

开头所写：“六月里晒衣裳，这是一件辉

煌热闹的事情罢。”

古代文人五花八门的消夏方式

无论是古人还是今人，夏日消暑都是

一个大课题。古人的消夏方式可谓五花八

门 。 中 国 天 气 · 二 十 四 节 气 研 究 院 副 院

长、“中国气象先生”宋英杰戏称，古人

面对酷暑也只有两个办法，一个是避，一

个 是 熬 。 金 朝 诗 人 庞 铸 云 ：“ 小 暑 不 足

畏，深居如退藏。鸟语竹阴密，雨声荷叶

香。”山间、林中、水边、寺庙，都是古

人退藏避暑之处。

至于“熬暑”，古代文人的方式也是

别出心裁。唐伯虎的 《事茗图》 描绘了文

人学士悠游山水之间，相邀品茶消夏的情

景：茅屋里一人正倚案读书，书案一头摆

着茶具，靠墙处书画满架。边舍内，童子

正在烹茶。而小溪上横卧板桥，一人策杖

来访，身后一书童抱琴相随。长夏之日，

自有茶香之气，亦有鸣琴之声。“心静自

然凉”，以“鸣琴”的方式来消夏，不得

不说很有意境。

对于古代文人雅士来说，消夏方式也

少不了闲情逸致，小暑是吃藕的好时节，古

人在此时节会做蜜汁藕当凉菜来吃，用以

消夏。清代乔远炳就在《夏日》诗中云：“雪

藕冰桃情自适，无烦珍重碧筒尝。”

三国时代，魏国郑公悫曾在山东济南

附近消暑，他坐在荷花池边摘下一片荷叶

卷成杯状，品尝着带有荷叶清香的酒，别

有一番情调，因此有了“酒味杂莲气，香

冷胜于水”的说法。

古人还常利用水来降温，《四时调摄

笺·夏卷》 记载：“霍仙别墅，一室之中

开 七 井 ， 皆 以 镂 雕 之 盘 覆 之 。 夏 月 坐 其

上，七井生凉，不知暑气。”

以“醉卧”的方式避一时之暑也是古

人的“妙招”。陆游在 《逃暑小饮熟睡至

暮》 中写道：“虚堂顿解汗挥雨，高枕俄

成 鼻 殷 雷 。” 苏 轼 有 言 ：“ 有 道 难 行 不 如

醉，有口难言不如睡。”辛弃疾也说：“而

今何事最相宜？宜醉、宜游、宜睡。”盛

夏之炎热让嗜酒之人找到了另一个酣饮沉

醉的理由。

古人也有“冰箱”

不过消夏的“终极大招”还是用冰。北

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国家社科基金

重大项目“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研究”

首席专家萧放介绍，中国古人一直有冬天

藏冰，夏天取用的习俗。湖北随县曾侯乙楚

墓 1978 年出土了两件冰鉴，冰鉴上还放着

一柄长勺。这说明早在春秋时期，古人就有

了以冰块为降温材料的原始“冰箱”。

《周礼》 也有记载，当时周王室为确

保夏天有冰块使用，还专门成立了相应的

管 理 机 构 “ 冰 政 ”， 负 责 人 被 称 为 “ 凌

人”。“冰政”有 80 多名“员工”，一般从

每年 12 月起，工人便开始采取天然冰块

储存，到了夏天再拿出来使用。

古 代 ， 夏 天 的 冰 可 是 极 为 稀 罕 的 宝

贝，甚至还有人用冰行贿，宋英杰在 《二

十 四 节 气 志》 中 介 绍 ， 据 《开 元 天 宝 遗

事》 记载，杨国忠子弟以奸媚结识朝士。

每至伏日，取冰命工雕为凤兽之状或饰以

金环彩带置之雕盘中送与王公大臣，惟张

九龄不受其贿。

盛夏赐冰，是帝王给予臣子的一种待

遇。清代富察敦崇所著 《燕京岁时记》 中

记述了明清时期的赐冰情形：“京师自暑

伏日起至立秋之日止，各衙门例有赐冰。

届时，由工部颁给冰票，自行领取，多寡

不同，各有等差⋯⋯”

萧放告诉记者，北京师范大学附近有

一条胡同，东起德胜门外大街，西至新街口

外大街，这条胡同在清朝时叫“冰窖口”，因

为这里是清代内宫监的冰窖所在地，还建

有“冰厂”。在寒风凛冽的冬季，冰厂工人到

积水潭或太平湖取冰，切割成方块，用稻草

盖好，到炎炎夏季开窖，向市场供应。直至

20 世 纪 60 年 代 ，这 里 的 冰 厂 还 在 使 用 ，

1965 年 这 条 胡 同 得 名“ 冰 窖 口 胡 同 ”。现

在，有着数百年历史的冰厂已经不复存在，

但“冰窖口胡同”的名字却保留了下来，记

录着这段历史。

宋英杰认为，现代人的消夏方式与古

时已大有不同。现代人的消夏方式，常常

是怒吹空调，暴食冷饮，要比古人简单和

“暴力”得多，许多古时悠然的消夏方式

已很难与快节奏的现代生活形成交集。

在张勃看来，小暑时节的习俗活动反

映了中国人顺天应时的文化精神。唐代诗

人 白 居 易 有 《销 暑》 诗 云 ：“ 何 以 销 烦

暑，端居一院中。眼前无长物，窗下有清

风。热散由心静，凉生为室空。此时身自

得，难更与人同。”提醒了人们在酷暑季

节保持心的宁静，对于现代人也颇具启发

意义。

小暑：古人顺天应时的文化精神写照

□ 陈 斌

近日，文化和旅游部、教育部、科技

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等 10 个部门正式印

发《关于推动传统工艺高质量传承发展的

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提出“健全非物

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体系，推动传统工艺

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好服务经

济社会发展和人民高品质生活。”为传统工

艺的传承、创新、发展指明了方向。

经过多年的努力，中国传统工艺的保

护取得了重大成就，已形成完善的全国性

保护体系，并积极探索传统工艺与现代生

活的连接点。但由于传统工艺种类、数量

众多，传承情况差别巨大等原因，各地和

相关单位及人员在传统工艺的传承保护、

利用，尤其是创新上易出现各种问题。

有些地方忽视了传统工艺的复杂性，

将生产性与非生产性的传统工艺项目、传

承困难与传承情况好的项目同等对待。结

果 ，一 些 地 区 出 现 了 把 传 承 都 很 困 难、现

有 市 场 空 间 很 小 的 传 统 工 艺 产 品 当 作 本

地 区 的 新 经 济 增 长 点 产 业 进 行 发 展 的 现

象。为此，《通知》在“加强传统工艺项目保

护 ”中首先强调“推动项目分类施策 ”，提

出 开 展 传 统 工 艺 类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代 表

性 项 目 保 护 传 承 情 况 评 估 ， 加 强 项 目 保

护 单 位 动 态 管 理 ， 督 促 制 定 针 对 性 项 目

保护传承规划等。

还有的地方假借创新的名义制造“不

真”的传统工艺产品。长时间以来，用现

代技术制造仿传统工艺的产品却自称是传

统工艺创新产品的现象比较普遍，例如机

器雕刻的产品宣称是传统工艺手工雕刻的

产品；机器纺织的产品宣称是传统工艺手

工纺织的产品；化工合成漆制作的产品宣

称是传统天然大漆制作的产品；仿真的合

成材料宣称是珠宝玉石材质等移花接木、

偷工减料的做法已是常见。这样的做法表

面上使这些传统工艺产品可以低价销售，

实际上把人们对于真正传统工艺产品的认

识引向了误区，同时，对真正的传统工艺

产品市场造成了极大的破坏。

此外，还存在两种设计问题。一种是

普遍设计水平低：缺乏现代设计，更缺乏

既符合传承要求，又符合现代生活需求的

设计。另一种是设计者缺乏对传统工艺、

传统文化的常识，例如乱用传统工艺产品

的纹饰，在产品的纹饰上出现了“关公战

秦琼”，张冠李戴、喜丧颠倒等现象，让

人哭笑不得。

目前来看，造成传统工艺的传承困难

主要有三个原因。首先是应用场景消失，

比如随着更适合现代生产生活环境的现代

服装的普及，很多地区民族传统工艺制作

的刺绣、编织服装产品的应用和穿着场景

逐渐减少。再如随着现代人低糖、低盐、

低脂饮食方式的普及，一些传统工艺制作

的高糖、高盐、高脂的“重口味”食品逐

渐失去了竞争力。应用场景消失，相应的

传统工艺产品便只能博得少数人，甚至只

有研究人员的关注。

其次是缺乏创新。一种是把创新理解

成工艺的创新，如此，传统工艺就成了现

代工艺。另一种是把创新简单理解为换个

造型，于是瓶改罐、罐改瓶、瓷瓶画改成

瓷板画的现象频现。这两种“创新”都不

是真正意义上的创新。

最后是缺乏营销。传统的门店销售、

展会销售、现代的直播销售等是当下传统

工艺产品的主要销售方式。这些推销式销

售使传统工艺产品沦为普通商品，导致了

从 顾 客 需 求 角 度 出 发 的 、 有 针 对 性 开 发

的、全面营销的传统工艺产品的缺乏。

那些传承情况较好的传统工艺产品均

是市场空间大，且符合现代生活需求的产

品。因此，对于肩负着传承重任，又存在

传承中遇到困难的传统工艺产品而言，有

三种发展路径可以尝试。

路 径 一 ， 属 于 “ 非 遗 ” 传 承 保 护 项

目，然而却在各种现代场景中均极难应用

的传统工艺产品，要在有关部门“真金白

银”的支持下实现传承与保护。即使是当

下流行的生产性的、传承情况较好的传统

工艺产品，也应严格按照传统技艺，使用

传统材料进行制作，从而实现传承。短期

内 有 市 场 不 代 表 永 远 有 市 场 ， 尤 其 对 于

“非遗”传统工艺，传承保护永远是第一

位的。

路径二是创新开发应用于现代生活的

传统工艺新产品。传统工艺的核心是天然

材料和手工技艺。在利用传统工艺创新开

发产品时，要以服务现代生活为导向，以

手工为核心的制作方法，以天然材料为原

料 ， 制 造 适 用 于 现 代 生 活 的 传 统 工 艺 产

品。例如采用天然材料和传统手工技艺制

造的木制家具，造型时尚，符合当代人生

活需要，深受欢迎。

路径三是开发具有传统工艺元素和传

统工艺主题的产品。此类产品本身并不属

于传统工艺产品，而是利用传统工艺的要

素开发的，通过展现传统工艺之美助力传

统工艺产品价值的提升，具有传统工艺意

境的产品，也可以称之为“传统工艺文化

创意产品”。对于设计者而言，此类产品

拥有更大的发挥空间。

传统工艺的传承、保护和利用需要传

承人、传习人、相关企业和有关部门等社

会各方的共同努力。需要各方全面了解、

理 解 传 统 工 艺 ， 落 实 针 对 性 的 政 策 和 对

策，放下对市场的误解和偏见，为现代生

活服务，让传统成为时尚，如此才能令传

统工艺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让传统工艺产品服务现代生活

□ 辛酉生

全国博物馆多的城市，南京得算一个。
南京的博物馆有个特点，就是名字很容易
让人“犯晕”。南京博物院、南京市博物总
馆、南京市博物馆，这几个怎么分？南京博
物院是中央地方共建的国家一级博物馆，
展示江苏历史文化而又不局限于江苏一省
的历史文化。南京市博物总馆是南京市属
博物馆，也是国家一级博物馆，包括南京市
博物馆、南京市民俗博物馆、江宁织造博物
馆、六朝博物馆等八家文博机构。各馆隶属
不同，展览也各有侧重。

在这些博物馆中，历史最长的是南京
博物院。1933 年，民国政府拟在南京设立

“国立中央博物院”，同年 4 月成立筹备处。
新中国成立后，1950 年更名为“南京博物
院”。现在的南京博物院馆舍于 2009 年启
动改建，2013 年竣工，形成历史馆、艺术
馆、特展馆、民国馆、数字馆、“非遗”馆等

“一院六馆”格局。
去过南京博物院的观众，都会感慨于

馆舍的宏大。要想比较全面地参观一下南
京博物院，真要有好体力，做好“开馆即来，
闭馆才走”的准备。当然这里也不会让观众
失望，南京博物院馆藏文物 43 万件（套），
各类主题展览，令人应接不暇。

走进历史馆，自“远古印象”起到“盛世
江南 明清辉煌”，展现了江苏从史前文明
到清代的历史演进。江苏是吴越交锋故地，
汉王刘邦从沛县走来，孙权在南京称帝，永
嘉南迁使这里的文化高速发展，隋唐的扬
州是诗人歌颂的对象，这里还有南唐后主
的挽歌，更有朱皇帝的雄视天下，明清的苏
州孕育了精致的士人文化，又催生了中国
最初的资本主义萌芽。看着整面墙的陶瓷
陈列，让人震撼，又让人叹服于江苏文化的
鸿富。

而走进特展馆，会发现这里有不同于
其他博物馆的特色，特展馆展出的钟表、
佛像多是清宫旧物，比如《陈设清宫——
南京博物院藏清代宫廷文物展》仿佛应当
出现在故宫，为什么会在南京博物院？这就
要从南京博物院的历史讲起。1933年，民国
政府就动议将原藏于奉天、热河行宫的清
宫廷文物南迁，作为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基
本藏品。1937 年，中央博物院筹备处西迁，
院藏文物辗转万里，1940年运达四川李庄，
1946 年、1947 年又陆续运回南京。此后，这
批清宫旧藏成为南京博物院馆藏，而南京
博物院也成了故宫之外，收藏清宫文物的
重要机构。

南京博物院这么多文物，要说一定不
可错过的，自然是这里的“国宝级”文物。南
朝《竹林七贤与荣启期》模印砖画是通过电
视节目“破圈”的文物，它出土于南京善桥
附近的南朝大墓，描绘的是魏晋间文人“竹
林七贤”和春秋时隐士荣启期悠闲于山林
之间的场景，这也是墓主人的一种精神寄
托。这件砖画用近 300 块墓砖拼成，为完成
这幅两米多长、近一米高的拼图，古人烧造
了几百块不同图案的砖块，并为它们编号，
不得不说这是一项大工程。

提到汉代灯具，人们首先想到的是河
北博物院的镇馆之宝“长信宫灯”，在南京
博物院也有一件和它同样著名的“错银铜
牛灯”。这件文物 1980 年出土于江苏扬州。
牛灯在铜制灯体上错錾银质流云纹、三角
纹、螺旋纹以及各种神禽异兽等纹饰，线条
流畅，飘逸潇洒。灯具制作还考虑到防风、
排烟、散热、清洁等问题，是一件设计美观
又巧妙的国宝。西汉“金兽”、东汉“广陵王
玺”、明代“釉里红岁寒三友纹梅瓶”等藏品
也不容错过。

若是参观累了，可以到民国馆走一走，
这里复刻了民国时期老南京城市景观，邮
局、车站、药铺、商店一应俱全，不仅可游
览，还能购买民国风情的汽水和零食。步出
民国馆，走进“非遗”馆，“非遗”展览大师工
坊里有“非遗”传人坐镇，现场制作，比之许
多似是而非的“非遗”旅游纪念品有价值得
多。在仿古老茶馆里听几段戏曲、曲艺，为
这一天的博物馆之旅画上圆满句号。

在南京博物院
观盛世江南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夏 瑾

6 月 29 日，文化和旅游部官网发布《中

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 2021 年文化

和旅游发展统计公报》（以下简称《公报》）：

2021 年，纳入统计范围的全国各类文化和

旅游单位 32.46 万个，比上年末减少 1.70 万

个 ；从 业 人 员 484.41 万 人 ，比 上 年 末 减 少

11.89 万人。2021 年，全国文化和旅游事业

费 1132.88 亿元，比上年增加 44.62 亿元，增

长 4.1%；全国人均文化和旅游事业费 80.20
元，比上年增加 3.12 元，增长 4.0%。文化和

旅 游 事 业 费 占 财 政 总 支 出 的 比 重 为

0.46%，比上年提高 0.02 个百分点。全国文

化和旅游系统锚定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宏伟目标，推动文化和旅游工作迈上新台

阶、“十四五”发展迈出新步伐。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梳理《公报》中旅

游业相关数据和政策发现，2021年，文旅部

推出多项举措，为旅游企业纾困。文化和旅

游部动态调整文化和旅游场所开放政策，及

时更新相关疫情防控指南。延长暂退旅游服

务质量保证金、减税降费、稳岗就业等纾困

政策实施期限，推动保险替代旅游服务质量

保证金试点改革。

文 化 和 旅 游 部 深 入 落 实“ 放 管 服 ”改

革。组织开展“不合理低价游”综合治理三

年行动。公布首批等级旅游民宿和国家级

文明旅游示范单位。强化旅游不文明行为

管理。稳步推进导游队伍建设和管理三年

行动计划。

2021年年末，全国共有旅行社 42432家。

全年全国旅行社营业收入1857.16亿元，营业

利润 55.34亿元。全国旅游监管服务平台的

星级饭店管理系统中共有 8771 家星级饭

店，全年星级饭店营业收入 1379.43亿元，

平均房价334.95元/间夜，平均出租率41.8%。

在公共服务方面，全国示范性旅游厕所

建设和旅游厕所数字化建设取得新进展。

在综合执法方面，文化和旅游部正式印

发《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事项指导目录》。牵

头推进打击治理跨境赌博旅游管控工作。实

施未经许可经营旅行社业务专项整治行动。

在资源开发和利用方面，文化和旅游

部牵头制定《“十四五 ”旅游业发展规划》

《国民旅游休闲纲要（2022-2030 年）》等政

策性文件。推出“建党百年红色旅游百条精

品线路”，举办“百名红色讲解员讲百年党

史”、全国红色旅游创意产品和红色旅游演

艺创新成果展示等活动，红色旅游资源开

发深度、产业辐射宽度有效延展。

《公报》显示，2021 年年末，全国共有 A
级景区 14196 个，从业人员 157 万人，全年

接 待 总 人 数 35.4 亿 人 次 ，实 现 旅 游 收 入

2228.1 亿元。国内旅游总人次 32.46 亿，同

比 增 长 12.8% 。国 内 旅 游 收 入（旅 游 总 消

费）2.92 万亿元，同比增长 31.0%。

在文化产业发展方面，文化和旅游部

印发《“十四五”文化产业发展规划》《关于

推动国家级文化产业园区高质量发展的意

见》。联合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发布第

二批 55 个国家文化和旅游消费试点城市，

公布第一批 120 个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

消费集聚区。

在科技创新方面，文化和旅游部印发

实施《“十四五”文化和旅游科技创新规划》

《“十四五”文化和旅游部高校共建工作方

案》。委托立项国家文化和旅游科技创新工

程项目 100 项。认定第三批文化和旅游部

重点实验室 18 家。制定国家旅游科技示范

园区管理办法，评定首批示范园区试点 7
个。组织相关单位首次提交并获批立项旅

游国际标准 3 项。

《公报》显示，截至 2021 年年末，在全球

设有 20 家驻外旅游办事处。此外，在香港设

有亚洲旅游交流中心，在台湾设有海峡两岸

旅游交流协会台北办事处、高雄办事分处。

2021年文化和旅游发展统计公报出炉

我国文旅工作迈上新台阶

2019 年 7 月，云南省文山州普者黑景区，游客在湖中游船。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陈 鼎/摄

2011-2021 年国内旅游发展情况。截图来源：

文化和旅游部 2021 年文化和旅游发展统计公报。

6 月，南京博物院，游客参观汉代错银铜牛灯。

视觉中国供图

博 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