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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好，陌生人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李 悦

“在青岛一天狂走 17个景点”“特种

兵 6 小时突击上海”“30 小时往返 1300
公里旅游 6个省”……“五一”假期前后，

“特种兵式旅游”席卷社交平台，许多年

轻人比拼着谁能在最短的时间内，打卡

最多景点。因为花费少、速度快，打卡景

点多，被笑称为“特种兵”。

不过这种旅游方式，在“刷保人”看

来，实在有些难以理解。

浮光掠影不如看到意义

与浮光掠影的“特种兵式旅游”不

同，“刷保人”更喜欢探寻国家级文物保

护单位（以下简称“国保”）背后的厚重历史

内涵。其实所谓“刷保”，即是指文博考古爱

好者打卡全国各地古迹这件事。

自 1961 年全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产生至 2022年，国务院已公布了 8批
共 5058 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些

“国保”一般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艺术价

值，接受国家最高级别保护。

生笑经常游历于这 5000 多处“国保”

以及各处非国家级文保单位、遗址。对他来

说，成为“刷保人”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

2007 年前后，生笑就利用休息时间，游览

全国各地保护遗址，“走到哪儿算哪儿，也

没有规划”。那几年，生笑走完了龙门石窟、

麦积山石窟、莫高窟等热门景点后，觉得不

满足、不“解渴”，“当时就很想接着再研究

下八大石窟”。

2019年前后，生笑开始系统地在全国

各地“刷保”。他说，现在的社会虽然物质条

件好了，却比较浮躁。大家都急于办成一些

事情，也比较注重得失。处于这样的环境

下，他更想去关注具体的“细节”。就这样，

“刷保”成了他生活中“细节”的体现，也成

为他的生活支点之一。

与生笑的经历相似的是另一位“刷保

人”桑玉。3年前，她辞掉了媒体行业工作，

正式成为一名自由摄影师，不开工的时候，

她有近半年的时间可以四处旅游。

起初，桑玉也是浮光掠影般在各地游

玩，导游的解说左耳朵进右耳朵出，对名胜

背后的历史文化知识不求甚解。但一段时

间后，桑玉觉得这样的旅游“很没有意思”。

她愈发喜欢看壁画中的古代人是如何生活

的，怎样做饭、怎样打猎、穿什么样的衣服，

等等。

事实上，观看“国保”的美妙感受，不会

凭空而来，只有当相关知识储备足够丰富，

它们才会带来不同的旅行体验。现在，桑玉

每次出行前，会先在网上对“国保”历史知

识进行搜索。比如，去探访天津蓟州区独乐

寺时，桑玉提前总结了该寺庙的几大看点；

走访蓟州区白塔寺时，她与同行人一起分

享了寺庙背后的传说与此前梁思成对该寺

庙的描述。

看到遗迹时的震撼感受，
难以忘怀

在众多“刷保”经历中，桑玉和生笑提

到了一个共同的地点，位于新疆荒漠中的

一座故城——北庭故城。

北庭故城位于新疆吉木萨尔县城北偏

东 12公里处，南枕天山，北望草原，这里是

古代丝绸之路北道的必经之地，也是唐代

北庭大都护府治所所在地。“北风卷地白草

折，胡天八月即飞雪”，这是唐代诗人岑参

在《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中所写，诗中描

述的也正是当年北庭的景致。

3 年前，生笑刚到这里时，“就看到地

面上有几个土疙瘩”。望着一片荒芜的沙

漠，一时间不知自己所要探访的“国保”在

何处。

其实，北庭故城名字听起来文雅，而在

当地人口中，它多被称为“破城子”。现如今，

在风沙侵蚀下，北庭故城仅留有南、北、西三

面城垣轮廓、护城河和壕沟。如果站在高处，

可见故城略呈长方形，有内城和外城。不过

大部分内外城核心建筑早已在自然的风化

侵蚀中消失殆尽，仅留下一些断壁残垣。

在北庭故城西边不远处，这趟新疆“刷

保”之旅最吸引桑玉的则是高昌回鹘佛寺

遗址。柏孜克里克石窟这座寺庙也被称为

西大寺，始建于公元 10 世纪前后，为高昌

回鹘的王室寺院。遗址内现留有极高艺术

价值的壁画、佛像以及回鹘文题记。

105 号配殿的《王者出行图》，人物形

象描绘生动，闻名遐迩，具有极高的历史价

值。桑玉在寺庙遗址内仔细观摩了这幅壁

画。在画中，她看到一对供养人像，弯眉鱼

眼，高鼻小口，脸部丰腴饱满，大耳垂肩，双

手于胸前合十，手持一朵鲜花，带着鲜明的

唐代以来中原人物画的神韵。

时至今日，桑玉与生笑对北庭故城的

很多细节已经记不清晰，但所处荒芜大漠

中，触碰历史文物，他们所看到遗迹时的震

撼感受，难以忘怀。

以“文物研学”为起点

作为普通人，我们究竟如何开始一次

访古之旅呢？

生笑分享了自己的经历。在 2019年前

后，生笑开始报名参加旅行社的古迹研学项

目。他跟随活动中的考古专家、学者或研究

员，深入考古现场，听取老师的现场讲解，了

解隐藏在古迹背后的历史文化知识。“研学

团里的老师会将历史脉络梳理清楚，而且现

场观摩，对文化的了解会更深刻。”生笑说。

可以说，研学项目也是桑玉系统性地

探索古迹遗址的开始。3年前，她参与了石

窟院的研学项目。跟随游学团队，桑玉走访

了河西石窟、新疆石窟、四川安岳石窟以及

山西晋东南云冈等多条线路。

不久前，国家文物局等 3部门印发了

《关于开展中国文物主题游径建设工作的

通知》。文物主题游径是以不可移动文物

为主干，以特定主题为主线，集中展示专

题历史文化的文化遗产旅游线路。这种

“文物＋旅游”的组合也将满足更多以

“刷保”为出游目标的游客的需求，带动

更多人关注我们国家广阔土地上星罗棋布

的不可移动文物，让遗产更好地活起来。

“刷国保”的人正在打卡全中国

中青报·中青网实习生 王 婧

边度假边工作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

了。移动技术嵌入工作和生活，疫情期

间，人们经历长时间的在家办公、远程办

公、移动办公，工作场所的界线变得模

糊，人们生活方式的多样性和可选性也

大大增强。近年来，国际上数字游民正在

兴起和活跃，也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

推行“数字游民签证”。

“地理套利”让数字游牧
成为可能

最初只是因为兴趣，90后杨睿睿和

朋友搭建了一个自由职业者的线上社

群。随着成员逐渐增多，2021 年杨睿睿

开始全职运营这个线上社群，目前已有

近 3000 名会员，其中有不少数字游民。

“25-35岁，单身的居多，女性居多，工作

种类还挺丰富的：自由撰稿人、设计师、

插画师、IT程序员、自媒体人……”这是

杨睿睿对国内数字游民的描述。

数字游民，是指过着数字游牧生活

的人，最初源于 1997 年一本名为《Digi⁃
tal Nomad》（数字游牧）的书。书中论述

了一个观点：“技术可能会让社会回归游

牧的生活方式”。前几年，数字游牧被视

为一种新兴的青年旅行形式，旅行者与

当地人互动、体验生活，感受不同的文

化，增长知识。

数字游民的活跃不仅带动和复苏了

许多地区旅游业的发展，“数字游民”

的概念也正在被重塑。如今，数字游民

是指一类高度移动、摆脱了地理限制的

专业人士，只要一台电脑和无线网络，

他们就能在世界任何地方通过互联网远

程生活和工作。

杨睿睿说她原本向往繁忙的大都市

生活，但先后在北京、上海住了一段时

间后，高昂的生活成本和通勤成本打碎

了她对大城市的滤镜。作为一名依附于

互联网的创业者，杨睿睿办公并不受地

理位置的限制，她在今年 4月初前往大

理，开始践行数字游民生活。通过电脑

和网络，杨睿睿不仅可以实现线上社群

的运营，身在大理，她也可以实现全国

各大城市线下活动的组织和举办。

“我觉得生活方式有了非常非常大的

改变。”杨睿睿说。如今她可以一边沐浴

着大理的阳光，欣赏着洱海的风光，一边

用笔记本电脑办公。“云南旅游资源很丰

富，不仅是大理周边，还有普洱、腾冲我都

特别想去，而且从大理过去也非常方便。”

“我在上海一个月可能要花一万元，在

大理可能最多花 5000元，就是这样的消费

（水平），让我觉得很有安全感。”离开生活

成本高昂的一线城市，但仍然能保留接近

于一线城市的收入，被称为“地理套利”，这

是让数字游牧成为可能的原因之一。

杨睿睿说：“许多数字游民都在云南

大理或是东南亚这些地方。”而她自己也

计划在今年冬天前往东南亚等更加温暖的

地方。

促使人们选择某一地点作为游牧目的

地，除了个人内心对旅行渴望的“推动力”

外，目的地当地的景点、文化、交通等公共

服务和自然景观等也是重要的“拉动力”。

一个名为“游牧清单（Nomad List）”的全球

性网站在其首页推荐了许多适合远程工作

的城市，泰国、印度尼西亚、越南等多个东

南亚国家、地区的城市上榜。这些旅游资源

丰富的地方不仅气候宜人、食物美味、城市

安全，更重要的是，这些地区物价较低、有

完善的基础设施和发达的网络建设，因此

倍受数字游民的喜爱。如今“数字游民友

好”也成了这些地区的旅游宣传点之一。

数字游民并不是无业游民

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数字游民都是

一个较为新兴的概念和生活方式。

人们对数字游民有着这样的刻板印

象：自由职业者、千禧一代、到世界各地

旅行、在遥远的海滩上用笔记本电脑工

作……许多人误以为数字游民等同于自

由职业，或是收入不稳定、朝不保夕，其实

不然。“自由职业是一种工作方式，而数字

游民是一种生活方式。”杨睿睿说，做数字

游民重要的前提是要有稳定的收入来源。

数字游民可以先选择一份不限制地点

的工作，或进行创业项目，让他们过上这

种生活方式。他们也可以先选择数字游民

的生活方式，然后再寻找适合的职业机

会。3年前开始变成数字游民的陈迪昂正

是后者。

成长在深圳、因留学前往美国的 85后
陈迪昂十几年前就开始全球旅行、旅居。对

她来说，最初一边旅行一边工作是可以兼

顾现实与梦想的“中庸之道”。成为数字游

民、来到物价水平相对较低的地方后，对比

以前在国际化大都市高消费、高收入的生

活，她切身体会到了地理套利的优势。

一项研究把数字游民划分成了 5种不

同类型：数字游民自由职业者、数字游民企

业家（创业家）、受薪数字游民、实验性数字

游民和空想式数字游民。前两种是比较传

统的数字游民工作类型，后两种是仍在尝

试探索、或处于规划状态的数字游民类型，

而“受薪数字游民”正是当下快速增长的一

种数字游民形式，是指受雇于一个公司、有

薪水和合同，同时不受地理限制，可以自主

决定居住地和办公地。这几年在新冠疫情

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人体会到远程办公

的高度可能性和灵活性，国际上一些互联

网公司甚至开始主动鼓励员工远程办公。

选择做数字游民不等于选择不奋斗，

而是要找到适合自己的奋斗节奏。受薪、受

雇能保证稳定的收入，因此也正成为数字

游民越来越青睐的劳动方式。“按理想的速

度往前走会比较好。”陈迪昂说。

数字游民催生旅游新业态

虽然数字游民的定义被不断更新，但

旧有的弊端仍然存在。

“我觉得有时候不停地换地方就要花

不少精力和时间决定去哪里，还要对新的

地方做调研。”陈迪昂说，“而且对那个地

方没有那么熟悉也会影响工作效率。”

游历世界、体验各地风情为数字游民

带来新鲜感，但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工

作效率。同时，高度移动也不可避免地带

来了孤独感。

“我选择的旅居地和旅行方式导致了

孤独是一个真实的情况。”陈迪昂说，平

时在社交媒体上看到的房车旅行人大多是

年轻人，但当她真正驾驶房车旅行抵达目

的地时，发现其实老年人居多。

由于语言差异，想要融入当地人中也

并不是那么容易。“在南美洲、中美洲住了

很久，我的西语还是很烂，和当地人做朋友

其实是比较难的。”陈迪昂说，“刚刚开始旅

居的时候，我都不太想去找数字游民，心里

还是想着要尽量融入当地。可是后来我心

态有点变化了，我现在很多朋友都是来自

各个国家的数字游民。”

刚刚开始践行数字游民的杨睿睿也有

着相似的感受。“我比较重视社区的氛围，

比如有没有志同道合的伙伴，有没有可以

经常一起办公的数字游民。”杨睿睿说。热

爱旅行和冒险是数字游民的共性，虽然孤

独无法冲淡他们探索未知事物的好奇心，

但对于独自旅行或旅居的数字游民来说，

它促使他们寻找志同道合的人组成圈子。

当越来越多的地方已经具备了作为数

字游民目的地的“拉动力”，能否满足数字

游民内心需求的“推动力”成为一个地方能

否吸引数字游民的关键点。随着数字游民

生活方式在我国兴起，云南大理、浙江安吉

等一些小众宜居城市，率先通过搭建数字

游民社区、共享办公空间等吸引人们前去

旅居。数字游民的聚集也为当地创造了新

的消费增长，契合数字游民生活方式的旅

游产业逐渐发展起来。

（文中受访者均为化名）

数字游民：一半旅行，一半工作

□ 郑萍萍

“五一”前北京的气温起起落落，这
一次升温后，天气大概不会再冷下去
了。周姐把碎花羽绒服和几件厚衣服叠
了起来，跟 39 床的患者要了个大帆布
袋塞了进去，准备趁休息时去邮局寄回
东北老家。

周姐今年 59 岁。在这个病区里，无
论老的少的，医护人员还是刚来一天的
患者，都喜欢叫她周姐。瘦弱的她干起活
来便好像有使不完的力气，帮着患者翻
身、擦拭、洗澡，陪着患者楼上楼下地检
查。周姐做了10来年的护工，碰到投缘
的患者和家属，她会主动出出主意帮帮
忙，遇到难缠的，就只闷着头干活。她从
不遮着掩着多赚点护工费的心思，“宁可
大大方方地说出来，也不愿偷偷摸摸地
占小便宜”。

春节过后，住院的病人明显多了起
来，正在照护的患者还没有出院，护理公
司已经把后面的工作安排上了。周姐没
有租房，一周7天、一天24小时“漂”在不
同的病房里，她觉得“有没有休假都一

样”，反正无处可去。所以过年过节，只要
“医院不关就不休息”。当然，她也怕请了
假，回头公司嫌她年纪大不再雇她了。公司
的招聘启事上，对应聘护工的年龄要求是
55 岁以下，但实际情况是“年轻点的没有
几个愿意干伺候人的活儿”“累还好，就是
挺脏的”。所以，招聘启事常年挂着，来应聘
的大多是老乡带老乡。

护工的工作挺拴人，周姐24小时待在
病区，白天累了，就在患者床头的小凳子上
坐坐，晚上从护理公司领个折叠床睡在角
落里。如果恰好赶上病房里有床空出来，那
就是她的“好日子”——“终于可以睡个好
觉了”，不过24小时的陪护工作要求她不
能睡得太熟，“有什么事我得比护士更早知
道”。周姐大部分的行李就用五颜六色的塑
料袋、帆布袋挂在病房门后；洗漱用品什么
的，如果遇到好说话的患者就塞在病床下；
病房角落里另有一个她的纸箱子用落地窗
帘半掩着。

像周姐这样带着行李“漂”在大城市病
房的护工不算少，他们大多上了年纪，有男
有女，对生活的基本要求就是“吃得饱、睡
得着、别生病”。他们最离不开的就是手机，
除了家人、老乡的联系方式，里面存得最多

的就是患者家属的联系方式，这也是他们
和这座城市仅有的一些联系，但它们在病
人出院后几乎就再没有亮起。

周姐也曾走出过病区。前两年在病房
看护过的一个老人，希望她能跟着回去做
住家看护，工资比公司给的高。周姐去干了
一段时间，直到把老人送走。相比住家护
工，她还是更愿意“漂”在病区，“不用介入
说不清的家长里短，自在一些”。周姐也曾
回过老家，给在村里开民宿的孩子打打下
手。但前两年民宿生意不好，周姐决定再回
来打工，“不能让孙辈们再当留守儿童，也
能给自己赚些养老钱”。因为熟悉所以选择
继续做护工，而且这份工作可以省下“打工
人最大的开销”——租房。

来城市务工住在哪儿，要花多少钱？这
是周姐她们找工作要考虑的头几件事。据
2021年的相关统计，国内房屋租赁人数已
超2亿人，国家也在加速完善城市住房保
障政策以满足流动人口的居住需求，但相
对于“年轻”“有学历”“高收入”的人群，像
周姐这样的进城务工人员有更多的租房困
境。起初选择在位于五环外的这家医院打
工，多少是因为地理位置偏远，附近房屋的
租金便宜。随着城市化的扩建，从半地下室

到群租房再到集体公寓，居住的条件不断
得到改善，但租金也相应上涨。

这两天，一篇关于这座城市超6000名
环卫工住在公厕的网文，周姐和几个老乡
也看到了，“他们干的也是脏活累活，但总
算是公司给安排了固定的住处”。因为没有
固定的住处，周姐几乎不添置任何新物件，
手边的东西大多是老乡或者患者留下的。

“谁都想有张固定的床睡觉，有个自己的柜
子搁东西”，但周姐从没想过在城市里落
脚，她和姐妹们共同的心愿就是：在这座城
市里赚钱，回老家县城买个楼房养老。

这是大多数进城务工的人口“移民转
型”的路径，国内如此，全球亦如此。20 世
纪70年代，英国地理学家斯凯尔顿（Ron-
ald Skeldon）在研究秘鲁库斯科乡村居民
往返首都利马的生活轨迹时就发现，从农
村迁入城市的过程，往往横跨几代人。最终
总会出现一个关键点，整个家族乃至整个
村庄的人都把生存和投资的目标转向城
市，不再以农业为主。这被称为移民转型，
这个过程持续时间的长短，主要取决于资
源与教育，接受过更高教育且拥有城市资
源的人口，迟早会彻底成为城里人，但并非
一定要落户利马的市中心。

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城市进入老龄
社会，不可避免地会面临劳动力短缺的问
题，尤其是与医护、养老相关的用工缺口更
是显见。目前不少国家都开放了招聘外籍
护工的合法通道，2020 年，新西兰曾将对
专业注册护士才开放的申请永居的范围，
扩展到雅思6.5以及具有一定的工作经验等
条件的护工。社会学家蒂利（Charles Tilly）
将这些抓住机会进城务工并最终能落脚城
市的人视为拥有“高尚志向、坚韧而聪明的
人”，“他们缴纳的税金不但可以弥补节节高
升的国家支出，也能带动乡村更好地发展”。
他们将从城市里观察到、学习到的生活方
式、知识观点一点点传递、带回乡村，比如
生育观念、卫生观念，他们与城市互动、融
合得越多越正向，这样的变化越快。

在乡村的衰落与进步中，城市也因吐
故纳新而变得有活力起来，几百年的世界
城市进化史都在证明这一点。桑德斯
（Doug Sauders）在《落脚城市》里写道：昨
天那些陌生的乡村人口与外来移民，不但
会成为今天的都市商人，更有可能成为明
天的专业人士和政治领袖。

周姐可不认为自己是什么专业人士，
她听“有见识”的患者说过，有些城市为外
来务工人员开放了公租房的申请，在她的
理解里，“能申请公租房的一定都是劳模，
有特殊技能，对这座城市有重大贡献”的
人。她对能有那么多人叫她一声“周姐”就
很满意了，“起码这里有这么多人知道我的
名字，我回老家了他们还念叨我”。

带行李“漂”在城市病房里的人

北庭故城遗址。 生笑供图

驾房车旅行的数字游民。 陈迪昂供图

□ 陈 斌

当下，旅游业已全面复苏，“五一”假期
期间各地人如潮涌，旅游人数普遍赶上或
超过2019年，但人均旅游消费与2019年还
有一定差距，人均旅游商品消费更是不如
人意。

旅游者普遍的反映是有特色的旅游商
品少。旅游结束后，可以在网上复购的特色
商品更少。各地推出的特色旅游商品不是
原料级粗加工的土特产，就是传统工艺做
的传统产品等。即使有些前几年开发的产
品，也因现代网络信息速度和各种产品迭
代更新，早已没有新鲜感了，很多企业出新
的速度远比不上旅游者追新的速度。

曾几何时，传统工艺制作的产品极具
特色，风靡旅游购物市场。随着科技的进
步，社会的发展，物质的丰富，人们的生活
环境、生活方式、生活品质等都发生了巨大
变化，人们的需求也在不断变化，很多传统
工艺制作的传统产品有些成了收藏品，有
些则进了博物馆。过时，是人们对传统工艺
产品的普遍印象。

传统工艺如何融入现代生活成为很多
旅游商品制造企业难以破解的问题。主要
原因有以下几种：

一是误认为用传统工艺做传统产品就
是对传统工艺的传承保护。二是误认为用
传统工艺制作的、现代人们生活中还在用
的、或新生产的传统产品就可以满足人们
的需求。比如纺织材料和技术早已突飞猛
进的今天，现代纺织技术与传统工艺结合
的真丝绣花被相较于传统工艺制作的传统
真丝绣花被，更适合现代人的生活。三是误
认为传统工艺的产品创新是要进行传统工
艺的工艺创新。比如榫卯工艺、刺绣工艺不
会过时，需要创新的是产品。四是在材料选
择方面，误认为无论是否影响传统工艺都
一概不能用新材料。以剪纸为例，红纸剪出
来的是剪纸，其他材质的纸受到排挤。

在不久前举行的中国旅游商品大赛
（传统工艺现代生活主题）上，数百套各省
（区、市）选送的传统工艺现代生活精品中：
利用传统竹编技艺，创意设计的时尚首饰；
利用传统蜡染技艺，创意设计的现代时尚
药兔香囊；用传统剪纸技艺剪出的金箔剪
纸作品创意设计的玻璃渐变扩香瓶；利用传
统玲珑釉技艺，创意设计的时尚茶具小夜
灯；利用传统丝绸技艺，创意设计的时尚男
士丝巾；利用传统绘画技艺，创意设计制作
的时尚灭火器；利用传统榫卯结构，创意设
计制作的博物馆藏品鲁班锁；利用传统纸雕
技艺创意设计的镜子纸雕灯；利用传统珐琅
技艺，创意设计制作的铜包银珐琅杯等。

现场各地企业人员的参观人数超过历
届，很多人表示是第一次发现传统工艺居
然可以做出如此时尚的产品。这也证明了
企业开发人员真正全面理解了传统工艺融
入现代生活的理念，利用传统工艺制作现
代人生活中需要的产品，不仅可行，产品更
易受到青睐并热销。

通过这些参赛作品可以粗略总结出传
统工艺开发旅游商品的几个主要方法：

一是利用传统工艺，改变传统产品的
用途，创新开发适合现代生活的旅游商品；

二是可以将不同的传统工艺制作的产
品结合在一起，创新开发既有传统又充满
新意的旅游商品；

三是在保留传统工艺前提下，改变材
料，让现代人享受到美的、舒适的现代生活
旅游商品；

四是利用传统工艺，用现代表达方式
开发符合现代生活旅游商品。

创意源于市场。应注意的是先找市场，
再结合传统工艺。创意时要考虑的不是传
统工艺能做什么？而是市场需要什么？

经常有人问：怎么才能知道市场需要
什么？什么是生活需要？答案是：关注生活
细节。关注生活中哪些不方便、不舒适、不
安全、不简洁、不卫生、不好吃、不时尚等。
如：市场各种鸡爪产品有很多，但有些人不
吃鸡爪的原因是：看到鸡爪上的指甲感觉
到不卫生。有企业专门安排人把鸡爪上的
指甲去掉，成为经久不衰的爆款产品。

在创意出产品概念后，必须进行符合
现代人使用习惯的设计。器具是否符合人体
工程学，身体感觉是否舒适，空间占用是否适
合等。是创意设计真正赋予产品灵魂。

当地人在本地的购物消费是有限的，
外地旅游者的购物消费是最大变量，购物
消费也是由吃、住、行、游、购、娱旅游六大
要素中的最大变量。将传统文化重要组成
部分的传统工艺融入现代生活之中，通过
旅游者的购买成为既能够传播传统文化、
又能实现扩大旅游消费；既可以传承保护
传统工艺、又可以满足旅游者的购物需求，
还可以实现文旅融合，发展经济、增加就
业，达到一举多得。

传统工艺旅游商品
如何俘获现代人的心

旅游商品系列谈

榫卯结构文创作品

中国旅游商品大赛组委会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