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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沈杰群 余冰玥

假如你此刻同时快速穿梭于国内几大

动物园，大概率会遇见这些人。

当你去南京市红山森林动物园寻访著

名的“杜杜”时，可能会在山路上偶遇园长沈

志军——网友感慨“看到沈园长的概率简直

比动物都高”。沈志军笑言，他巡园时都不

一定能看到所有动物。“动物它有权利不见

人，而我必须每天都要面对这些事情。”

你也会看到上海野生动物园 00 后保

育员张淑雯，正在悉心照顾 4 岁的红猩猩

“小葡萄”。“小葡萄”很喜欢这个年轻的人

类“奶妈”，出门玩耍时，它和张淑雯常常像

好朋友一样手牵手散步。

而你见到西宁野生动物园副园长齐新

章时，他也许正和救护人员一起准备驱车

到野外，放归一只被成功救护的野生动物。

如今很多年轻人说，自己长了“动物园

脑袋”，逛动物园成了生活中一件很流行、非

做不可的事，其中一些动物还成了人气极高

的大明星，拥有自己的粉丝群甚至周边。

那些和动物朝夕相处的“人类家长”

们，怎么看“动物园热”？当热潮袭来，动物

园方该如何做好管理、保护、科普、科研工

作？新年伊始，中青报·中青网记者独家专访

了国内多家知名动物园的管理者、工作人员。

动物园治愈年轻人的“自
然缺失症”

一只动物忽然会因为一个奇特的原因

火，这往往超出动物园工作人员的想象。

比如南京市红山森林动物园（以下简
称“红山动物园”）的“杜杜”。

“杜杜”是红山动物园冈瓦纳展区新引

进的物种，大家起初单纯觉得新奇。2023
年 2 月，有网友在社交媒体上说白脸僧面

猴长相“炸裂”，红山动物园就站出来“护犊

子”：“‘炸裂’是个什么形容词？我们‘杜杜’

明明长得很乖巧，且有‘星味儿’。”随后，

“动物园回应白脸僧面猴长相炸裂”的话题

冲上微博热搜，被多家媒体转发。网友纷纷

拍视频调侃，“杜杜”迅速走红网络。

但红山动物园副园长白亚丽认为，红

山动物园的火热不仅是因为动物个体，更

多是因为动物园的理念和温度得到了大家

的认同。红山动物园一直希望建立起野生

动物与野外栖息地的联系，用生态化、立体

化的形式呈现动物与环境、物种与物种之

间的关系，尽量模拟野外环境，为大家展现

出野生动物的野性魅力。

白亚丽感慨，来到动物园的年轻人的

确越来越多了。根据 2023 年的数据，来园

游客中，20-30岁的年轻人占将近六成。

位于青藏高原的西宁野生动物园（以
下简称“西野”），是青海省境内唯一一家大

型野生动物园，承担着全省的野生动物救

护工作。2023 年，西野游客量有史以来第

一次突破 70万人次。

许多年轻人不远千里赶来西野，排着

队观看明星“狲大娘”一家，争着和雪豹“傲

雪公主”拍照，微信上用着兔狲的表情包，

还在微博“超话”关注被放归的荒漠猫“黄

太急”。

为什么年轻人会爱上西野的动物？齐

新章说，比如兔狲，其实动物园一直都在

养，但就没有几个人来看。后来，齐新章有

意识地宣传推广和提前策划，为动物取了

有趣的名字。

齐新章认为，动物的“反差萌”容易受

到年轻人喜欢，比如兔狲体型很小，战斗力

较弱，但是看起来气势非常强大，总露出一

副“我藐视这个世界”的表情。

在红山动物园园长沈志军看来，城市

里的现代动物园，是为珍稀的野生动物在

都市里打造的一个栖居场所。同时，城市的

年轻人也想亲近大自然、亲近小动物，在现

代动物园里，他们能找到共情和共鸣，缓解

学习和生活压力。

“现在的年轻人工作学习压力挑战都

比较大，所以希望能有一个放空的场所，那

么逛动物园自然也就成了治愈年轻人‘自

然缺失症’的一味良药。”沈志军觉得，追逐

自然、自由是每个人的天性。

红山动物园既是动物园，也是一个野

生动物收容救助中心，经常有市民把初学

飞行掉到地上的雏鸟、受伤或迷途的小动

物送到红山动物园来，这都是天性善良的

表现。“关注自然，热爱生命，是人类文明不

断发展的标志。”沈志军说。

“动物福利”永远没有“天
花板”，只有更好

年轻人越发喜爱动物园，汹涌的爱意伴随

着更深入的思考。网络上，大家开始关注动物保

护、动物园管理等内容，并对其产生兴趣。

动物的“人类家长”们日常到底在做些什

么？为了照顾好动物，他们会做出哪些努力？

上海野生动物园从今年 1月 5日到 28
日，在抖音上开了 40 场直播，带大家“云

游”动物园。直播镜头里，东北虎打闹嬉戏，

再一跃而起咬下用绳子挂起来的食物；“卡

皮巴拉”（水豚）情绪稳定地凑在一起嚼着

青草，不为外界干扰；黑猩猩“阿朵”悠闲地

躺在轮胎上，一副岁月静好的模样。

上海野生动物园 00 后保育员张淑雯

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她如今的工作单

位，就是自己小时候最大的梦想工作场所。

张淑雯小时候几乎每个月都要去一次

动物园，动物让她获得了“治愈感”。高考填

报志愿时，张淑雯的爸妈更希望女儿学金

融、教育等专业，而张淑雯坚持报考动物医

学专业，并如愿被录取。

毕业后进入动物园，张淑雯一开始被

分配在袋鼠和羊驼区域工作，后被调去灵

长类区域。她主要负责照顾的动物是一只

名叫“小葡萄”的红猩猩幼崽——是上海野生

动物园内出生的第一只红猩猩。因为“小葡萄”

的妈妈要带刚出生 5个月的弟弟，所以照顾

“小葡萄”的重任就落到了张淑雯的身上。

张淑雯最开始和“小葡萄”接触时，“小

葡萄”有些害怕，不敢靠近。随着接触增多，

“小葡萄”发现张淑雯并没有危险，便逐渐

熟悉起来。

照顾猩猩幼崽不是件简单的事情。“不

管遇到什么东西它都会去接触，比如在花

坛中乱吃东西，在草里挖东西。这种行为习

惯可能是与生俱来的。”为此，张淑雯通常

会用一些“小葡萄”喜欢的东西吸引它的注

意力，同时趁它不在时，提前把那一块区域

存在危险的东西清理掉。

“猩猩幼崽跟小孩差不多，很贪玩，所

以我们会给它一些毛绒玩具或者木头。到

一定年龄后，它的活动量需要增加，我们会

添加一些爬梯等玩具。”在上海野生动物园

的红猩猩广场上，就有专门为猩猩制作的

云梯和蹦床。

张淑雯介绍，她和其他工作人员会在

每个阶段对红猩猩的饮食种类进行调整，

以确保幼崽在成长的各阶段补充所需营

养。“每天会通过观察它们的摄入量、粪便、

精神活动等检查它们是否存在问题，而且

猩猩幼崽对环境的温度也非常敏感，我们

会不时为它们调节温度，每天都会做好相

应记录。面对幼崽，我们需要更多的耐心，

有更强的责任心去照顾它们。”张淑雯说。

“大自然里有很多不确定性、惊喜、挑

战，动物不会被围观，行动也不会受约束，时

间也自由支配，命运自己去掌控。动物园很

难做到这一点，只能在模仿自然方面做得更

好一些。”红山动物园副园长李梅荣说。

李梅荣介绍，红山动物园在“丰容”方

面投入了很多，分为环境丰容、食物丰容、

社群丰容等很多层面。场地和笼舍建设就

属于环境丰容的一部分。红山动物园有个

本土动物保育区，里面生活着獐。动物园为獐

营造了一片沼泽地，种满了芦苇、菖蒲还有荇

菜等植物，獐就常常在水生芦苇中出没。

李梅荣说，獐的神经非常敏感，过去，

獐会在动物园的笼舍里疯狂跑，经常撞伤，

“在营造了沼泽的环境后，獐的行为变得自

然了很多”。红山动物园给金钱豹打造了一

个栽满灌木的小山头，豹子在小山上晒太

阳，还会在落叶里藏食物。

沈志军说，虽然红山动物园的饲养员

在绞尽脑汁每天给动物换着花样做玩具、

做丰容，但也会出现动物偶尔发生刻板行

为（动物的一种行为，一般会发生在被关了
很久之后，比如围着笼子一直走——记者
注）的时候。“每每在后台看到这些留言的

时候，我们都感觉到内疚和羞愧。只有我们

去花更多精力，努力提升动物福利，减少刻

板行为，我们才能对得起公众，对得起这些

动物。”

“动物福利永远是没有最好，只有更

好，没有‘天花板’。”沈志军说。

做好动物保护、救助、科
研和科普至关重要

今年 1月 23日，当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联

系上齐新章时，他正在青海湖北岸附近的一

个山头，放归一只被成功救护的高山兀鹫。

放归前，救护人员给它戴上了卫星定

位装置。“这或许是国内首个救护后佩戴定

位装置放归的高山兀鹫。”齐新章介绍，如

果这只高山兀鹫在野外遇到什么意外情

况，救护人员能及时进行二次救护，同时也

希望通过设备，掌握更多的高山兀鹫野外

生活的习性。

对于西野而言，野生动物救护工作是

常态。该动物园还有另一个名字——青海

野生动物救护繁育中心。近年来，西野前后

救护了约 1800只野生动物，许多被救助的

野生动物经过评估后符合放归条件，回到

了大自然。

“动物被观赏”，并不是动物园的唯一功

能。做好动物保护、救助、科研和科普工作，是

大众往往看不到、却至关重要的部分。

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是亲子游的热

门选择之地。但其实，长隆长期致力于做好

科研工作。长隆成立了长隆动植物研创院，

推进全球珍稀物种保育研究工作。学院下

设长隆鸟类研究中心、长隆灵长类研究中

心等 15个分支研究中心，同时构建了认知

科普、研学科普、保育科普体系，开发了

100多门课程，宣传野生动物保护知识，并

推动科普进校园。

2019年，长隆野生动物世界突破繁育

难题，科莫多龙成功交配。2020年，经过两

个月的妊娠期和长达 8个月的孵化期，9条
科莫多龙被成功孵化。目前，长隆野生动物

世界已繁育有 25只科莫多龙后代，是全国

最大的科莫多龙繁育基地。有人说，“龙年

去长隆一睹真‘龙’了”。

做好动物保护，至少有两点，一是救

护，二是繁育。“这是动物园的本分。”齐新

章说，“要保护野生动物，遇到受伤的、病弱

的个体，就去把它们救活，努力帮助具备条

件的个体重回野外；有一些个体没办法回

归野外，就在动物园里养好它们，甚至通过

人工繁育来扩大种群数量，这也是一种保

护；还有一些极端个体既没办法放归野外，

也没办法人工繁育。在这种情况下，通过饲

养展示，让更多人开始知道、了解这个物

种，关注、关心这个物种，对于它们也是一

种帮助。”

理想的动物园是什么模式的？

在齐新章看来，动物园要完美践行自

己的宗旨，做好保护和教育。

“理想的动物园，可能在野生动物救护

方面做得非常好，有非常完善的医疗救护

条件，能够救护大量野生动物。在繁育上，

能攻克一个又一个的珍稀濒危物种的人工

繁育难题，甚至在人工繁育的种群扩大到

足够规模之后，能去野外进行放归，重建野

外种群。除此之外，它要能够开展很好的保

护教育，引导公众正确看待自然、对待自

然，共同参与到野生动物保护工作中。”

齐新章说，还有更多细节值得重视，比

如生活在动物园的每一个动物的福利都得

到了保障，它们生活得既健康又开心；每一

名工作人员都有非常高的专业素质和水平，

能够照顾好这些野生动物、开展科普教育；

游客来到动物园也有非常高的觉悟，能够自

觉地学习野生动物保护的知识和理念。

在西野入园处，第一块科普牌上写着

珍妮·古道尔的名言：“唯有了解，才会关

心；唯有关心，才会行动；唯有行动，才有希

望。”齐新章始终坚信，只有关注的人足够

多、影响力足够大，物种才能获得更多的保

护资源，对于保护野外种群才会更有帮助。

沈志军说：“现在，公众对动物园关注

度越来越高，动物园也常常成为舆论关

注的焦点。但是，因为被关注而改变始

终是被动的，一个动物园进步的原动力

应当来自动物园从领导到员工整个群体对

动物园核心价值理念的统一认知，需要团

队一起走下去。对于我们来讲，这条路永

远没有尽头。”

对于动物成为明星的现象，沈志军认

为，动物园传递信息时需要“有趣”，这样可

以吸引人来看，但是需要保证科学专业，把

握好尺度，避免把动物宣传得过于“萌宠

化”。动物园应该引导游客理解“什么是正

确的野生动物保护”，并进行改变。

年轻人长了“动物园脑袋”“人类家长”们怎么看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陈 晓
记者 齐 征

早上 6 时，四川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

基地大门外已排起了数十人的队伍，他们

沿着围栏等待入场，此时距离开园还有 1
个半小时。排队靠前的游客告诉中青报·中

青网记者，早上 6点左右在园区门口排队，

基本可以第一波看到“花花”（大熊猫“和
花”的昵称——记者注）。

凭借憨态可掬的形象和珍稀物种的身

份，大熊猫吸引了大批游客前往参观，看熊

猫成为众多游客出行的重要目的。成都的

“花花”、北京的“萌兰”、重庆的“渝可”和

“渝爱”……这些名字更是在 2023 年火爆

出圈。

不分工作日和节假日，“花花”所生活

的幼年大熊猫别墅园区常常是人山人海，

排队等候者从园区内一直排到大门外。

等到 7点 40分，记者发现，看“花花”的

队伍已排出 500 米。在记者左侧伫立着一

块牌子，上面提示：此处排队还需两个小时

以上才能看到“花花”。

排队两小时，看“花花”三分钟

要想见“花花”一面，需要经得起数小

时排队的“超长待机”体力和排到时它刚好

也在“营业”的天赐运气。为了让游客都有

机会见到“花花”，园区采取了限流措施，因

此，不少网友戏称：“排队两小时，看‘花花’

3分钟。”

2022 年 7 月 4 日，李梦无意间在短视

频平台上刷到“和花”“和叶”两姐妹过生日

的视频。“以前觉得熊猫长得都差不多，而

‘花花’辨识度很高，和记忆里的熊猫不一

样。”看完一遍不过瘾，李梦反复观看了近

10 次。两个月后，她来到“花花”园区实地

参观。她记得那一年园区内人还比较少，

“基本 20个人左右，最多的时候也就站 2-3
排，比较安静”。真正火爆起来是在 2023年 2
月，“可能疫情持续 2年多，把大家憋坏了，

疫情结束之后更想亲近大自然和动物”。

后来，李梦成为“花花”微博“超

话”主持人。她基本上每周都要去看“花

花”3次，将拍摄的“花花”视频和照片

发在自己的互联网账号上。“一方面可以

让更多关注的网友了解大熊猫的情况，另

一方面我也成为了熊猫粉和基地之间的桥

梁。”粉丝有什么建议或意见需要传递，

李梦可以线下告知饲养员或工作人员，让

他们去进一步判断。

李梦坦言，成为“花花”粉丝之后，除了

工作和睡觉，她基本上都是在基地或者关

注“花花”。“但我觉得非常充实。”看熊猫让

李梦很放松，她乐此不疲。

线下参观时，李梦经常看到不文明的

现象，比如大喊大叫、乱扔食物投喂，甚至

是带狗参观。“熊猫的听觉、嗅觉都是十分

灵敏的，它们吃的食物也是经过质检后特

供的，狗身上携带的细菌可能会让熊猫感

染犬瘟热这种致命疾病，这在秦岭大熊猫

身上是有先例的。”李梦关注“花花”的微

博“超话”时，只有 5 万粉丝，现在粉丝已

增长至 80 多万。“我就想通过这个平台，

传递一些文明参观的科普，还有关于大熊

猫群体的知识科普，让大家更喜欢大熊

猫。”她说。

“大熊猫带给我治愈和快乐”

今年 32 岁的帅宛君微信名字和头像

都是大熊猫，在她卧室进门左手边摆有一

个展示柜，柜子里摆满了大熊猫的玩偶等

周边产品。每天上班时，她都会背着别有

“花花”徽章的帆布包，哪怕一天换一个，半

个月包包都不会重样。

2021 年，作为一名医务人员，帅宛君

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工作压力。她经常睡

不好觉，到了凌晨三四点钟，精神开始亢

奋，伴随而来的是心慌焦虑头痛，迟迟难以

入睡。去医院检查后，帅宛君发现自己患上

了中度焦虑症和轻度抑郁症。

帅宛君也是通过短视频了解到大熊猫

群体。“我看到‘和花’‘和叶’‘润玥’三小只

坐在一起吃笋，‘花花’每次好不容易剥好

笋就会被抢走，我就觉得特别搞笑。”她开

始经常自己在网上搜索熊猫之间相处的片

段，在它们身上，帅宛君看到了很多“值得

人类学习的品质”。

她拿“花花”举例，“它不会因为自己

被抢食就暴躁生气，跟自己过不去，它不

争不抢，总觉得自己还会有下一个笋可以

吃，很会掌握生活节奏。”帅宛君还被

“花花”的坚强所感动，由于先天右脚掌

外翻，爬树对“花花”来说是件比较困

难的事情，但是它不放弃，每次爬木架

和床时都很卖力。“我也应该学习它永不

服输的精神和锲而不舍的意志，不向生

活中的挫折低头。”

秦优与帅宛君有同样的感受，她最喜

欢的大熊猫是成都大熊猫繁育基地的“福

双”，看到入迷时，她可以连续两个小时站

在那儿。在她看来，“福双”是一只特别低调

的大熊猫，从来不会主动招惹同伴。“有一

次，‘重阳’拿爪子逗‘福双’，‘福双’一直没

搭理它，但最后被惹急了，‘福双’把它从头打

到尾。动物之间和人与人的相处之道很相似，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休假时，帅宛君喜欢到各地动物园看

熊猫。这两年，她去过四川卧龙中华大熊猫

苑神树坪基地、都江堰熊猫谷和熊猫乐园、

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等动物园。“每次看

到熊猫我就会笑，晚上睡觉前，我会刷大熊

猫视频，有时候刷着刷着就睡着了。大熊猫

真的是很美好的动物，我人生最大的梦想

就是看遍全国的大熊猫。”帅宛君说。2023
年，她的失眠也好了。

“大熊猫可以让我在繁忙的生活里感

受到治愈和快乐。”秦优说。看着它们无忧

无虑的样子，她自己也忘掉了城市的喧嚣，

开始尽情享受自然。

李梦做“超话”主持人后收到了很多人

的投稿，他们也被大熊猫的视频“治愈”。有

一名粉丝的投稿让她印象深刻。因为乳腺

癌切除单侧乳房的粉丝患上了抑郁症，又

因为自卑不愿意出门。偶然看到“花花”的

视频后，她被这只坚强的大熊猫感动了。

“‘花花’没有其他熊猫威猛，也不擅长爬

树，即便受伤了也没有自暴自弃，我也可以

重新开始。”

为实现看大熊猫自由，她
定居成都

2021年年初，秦优第一次跟旅行团来

成都旅游，在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由于导

游的反复催促，她“没有看够大熊猫”。研究

生即将毕业时，她开始关注成都的工作机

会，“来了成都我可以实现看大熊猫自由”。

此后，她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去看大熊猫。在

成都大熊猫繁育基地，她一待就是一天，早

上 8点进入，晚上 6点才出园。

说起熊猫，秦优打开的话匣子就关不

住。我国于 2003年启动圈养大熊猫野化培

训和放归自然研究，很多大熊猫都参加过

野化培训；“福双”是“花花”的大哥“功仔”

与北京动物园交换过来的大熊猫“福禄”的

女儿，它的舅舅是网红熊猫“胖大海”；“莽

星星”和“莽辰辰”是大熊猫“莽仔”的双胞

胎儿子；“良月”和“渝宝”“渝贝”是一起长

大的姑侄……

每次看大熊猫时，秦优都会认真学习

介绍牌上的身份信息，回家后查阅资料搞

清楚大熊猫之间的亲缘关系。“知道它们的

身世之后，我会比对它们的遗传特征，这样

看熊猫会更有乐趣。”

秦优觉得每一只熊猫都有自己的特

点，她几乎能够认出自己看过的所有熊猫。

“每只大熊猫黑色肩带的宽窄，耳朵形状，

鼻子上的点以及眼距、眼圈的形状都不

同。”发现这些，靠的是她对大熊猫群体长

久细致的观察。

“上午 8 点到 10 点左右是大熊猫最

活跃的时段；上午 10 点到下午 1 点，大部

分熊猫都在睡觉；下午大概 1点，饲养员会

给它们加餐，下午 4 点之后它们又会睡

觉。”秦优已总结出了大熊猫的活动规律，

一有时间就去看，生怕错过它们的成长。

近一年来，秦优每次来到成都大熊猫

繁育研究基地，都会看到人山人海的游客

围在幼年大熊猫别墅，想要一睹堪称顶流

“女明星”“花花”的芳容。“每天那么多流动

的人群，气味很可能会影响到‘和花’和‘和

叶’，有段时间我看到‘和花’藏在树林里，

根本就不出来。”

“如果游客们出于喜欢大熊猫来到动物

园，我希望大家可以分流，关注更多大熊猫。”

秦优说，每一只大熊猫都很可爱、很治愈。

“大熊猫在地球上已生活了至少 800
万年，比我们人类还要久，如果我们把环境

保护得有利于它们生存，也一定会有利于

我们人类生存。”秦优希望大家能通过大熊

猫看到更多动物群体，保护我们身边的环

境，保护我们赖以生存的家园。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李梦、秦优为化名）

这群年轻人为什么热衷于看大熊猫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夏 瑾

岁末年初之际，以哈尔滨为代表的各

地文旅部门纷纷掀起了争取线上流量和线

下游客的“内卷”热潮，产生了一波又一波

联动效应，为 2024 年的旅游市场带来了

“开门红”。新春将至，随着春节假期临近，

游客的出游热情持续高涨，各地文旅部门

早已摩拳擦掌，开启“宠客”模式，因地制宜

推出别出心裁的新春文旅活动，为新春出

游带来新鲜玩法和多样选择。

“尔滨”带着东北的“冰雪文化”火了，

同在黑龙江省的同江也“蹭”了一回热度。

近日，同江市文旅工作者带着当地的非遗

技艺传承人穿着鱼皮衣，举着鱼骨画，唱着

伊玛堪（赫哲族曲艺说书形式），带着当地

的土特产，在哈尔滨中央大街亮相，向来自

四面八方的游客推广赫哲族的民俗文化。

黑龙江省同江市街津口赫哲族乡党委

副书记、乡长蒋丽丽向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介绍，捕鱼是赫哲族的传统生产方式，而冬

捕更是一项能充分展现赫哲族传统渔猎文

化和冰雪魅力的活动。从祭湖、醒网、破冰，

到下网、打眼、走杆，再到拉网、出鱼，每一

个环节都独具民俗风情。这个冬天，街津口

赫哲族乡为游客准备了丰富多彩的文旅大

餐，游客不仅可以在这里体验泼水成冰、滑

冰滑雪、狗拉爬犁等东北特色冰雪娱乐项

目，还可以深度感受冬季捕鱼、全鱼宴品鉴

等一系列具有赫哲族民俗特色的活动。赫

哲族冬捕文化研学路线让有孩子的家庭游

也能收获满满。

蒋丽丽告诉记者，为了提高旅游服务

质量，当地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规范旅游

伴手礼市场的价格和餐厅用餐价格，以避

免价格不透明及景区溢价现象的发生。

地处北岳恒山脚下的山西省大同市浑

源县，围绕过节的各项文化活动紧锣密鼓

向前推进：工人师傅忙着对县城街道的灯

进行装饰；浑源古城内的古玩街正在进行

运营前的扫尾工作，准备春节期间正式对

外开放；迎春晚会也在抓紧彩排中……

浑源县文化和旅游局局长张东皞向记者

介绍，今年为了迎接各地游客，浑源县在古城

布置了七彩国宝照古城灯组、彝器青铜器灯

组、芪福芪乐凉粉宝宝灯组等，展现古城文化

韵味。此外，浑源县还将举办“厚道浑源中国

年”系列活动，为游客和群众送去丰盛的精神

文化大餐，为春节假日旅游注入活力。

为方便游客出行，活跃假日文旅市场，

浑源县推出了“从 2 月 1 日-29 日，除悬空

寺登临外，全县所有景区景点一律免费”的

政策。

浸润着民俗文化的“年味儿”在安徽省

黄山市屯溪区黎阳镇也日渐浓厚。黄山市屯

溪区黎阳镇镇长叶启龙告诉中青报·中青网

记者，在新春即将到来之际，黎阳镇围绕“中

国年 徽州味 就在徽州过大年”主题，以民

俗文化、特色美食体验为重点，给游客准备

了一场场年味浓浓、趣味十足的文旅盛宴。

除“游鬲山 迎新春”活动、到黎阳 in巷

体验“黎阳禧市”庆祝小年活动外，春节期间，

省级历史文化街区——隆阜老街将开展“东

原故里文化过大年”系列活动，有“红领巾小

导游”为游客讲解隆阜历史文化，有书法爱

好者在桃花岛南头实践广场为群众写春联

送春联。隆阜正街还借清代哲学家、考据学

家戴震诞辰 300周年之际，进行戴震文化集

中展示，帮助游客更好地了解本地历史文

化。此外，在黎阳镇还可以品尝到徽州特色

美食，灰汁裹粽、笋干火腿、毛豆腐、臭鳜鱼等

等，都能让游客感受到浓浓的年味。

叶启龙预测，这个春节小长假，黎阳镇

将迎来又一次游客接待高峰。截至记者发

稿，当地民宿房间已售出六七成，几个大酒

店的年夜饭均已预售罄。为了保障游客安

全，让游客有更好的旅游体验，黎阳镇成立

了春节期间活动保障专班，落实保障机制，

组织全镇党员干部、志愿者对镇域主次干

道等主要区域进行卫生清理，并悬挂红灯

笼，营造喜庆欢乐的节日氛围。

阆中被称为“春节发源地”。2023年 12
月 17 日，阆中古城机场正式通航，游客在

春节小长假可以实现一场“拜春节之源”的

旅行。1 月 18 日，阆中古城过大年暨 2024
落下闳春节文化活动在古城张飞广场开

幕，活动现场，舞龙、舞狮、踩高跷、演皮影

戏、“春节老人”送福等民俗项目接连上演，

迎接即将到来的龙年。阆中古城景区管理

局旅游科副科长张秋静告诉记者，这项活

动将持续到 2月 25日（正月十六）。

张秋静介绍，为了提升服务水平，阆中

古城还开展了“对标对表提升、微笑点亮古

城、古风古韵穿越”三大行动，以游客需求、

市场需要为导向，切实为游客和涉旅商家

提供服务，延长旅游产业链条。

在构建“友好型”的旅游目的地方面，

哈尔滨树立了一个标杆，在“尔滨”的带动

下，各地文旅部门越来越“听劝”，并因此引

来了一波波流量关注。然而，是否“宠客”与

“听劝”就能将线上流量变为线下客流？更

重要的是，是否能提升游客的体验，让“头

回客”变成“回头客”？

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文化和旅

游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厉新建看来，要想提

升游客的体验，还要深刻理解场景化和沉浸

式的内涵，并在文旅产品创新、服务优化的

过程中深入践行。所谓场景化，其核心在于

换位思考，通过时间场景、空间场景、融合场

景等视角，解决好游客“此人此时此地此情

此景此愿”的问题，营造好触发其消费欲望

的氛围，因此一定程度上，场景化就是要营

造一个气氛化的空间。沉浸式的核心在于引

人入胜，通过科技应用赋能、内容创新赋能、

环境美学赋能，吸引游客不由自主地进入到

体验空间之中，潜移默化地获得深度体验。

厉新建认为，旅游是一种综合性的消

费，要想让旅游者满意，不能只靠旅游景区

等基础旅游供给，更要靠跟游客在旅游目

的地停留期间所有相关供给之间的协同，

要拼的是旅游目的地涉旅的整体配套和产

业生态。这也是全域旅游最基本的市场逻

辑和内在的发展理念。

各地文旅“宠客”开启，期待春节旅游“开门红”

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的大熊猫“和花”和

大熊猫饲养员谭爷爷。 受访者供图

2023年 7月 23日，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海晏县，荒漠猫“黄太急”佩戴卫

星定位项圈后放归野外。 受访者供图

上海野生动物园00后保育员张淑雯正照顾4岁的红猩猩“小葡萄”。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