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建设智慧文旅，打造沉浸式体验场景；推出
景区联票，促进全域旅游发展；挖掘特色资源，
加强服务整合……近年来，随着文化和旅游深
度融合、市场持续发展，我国文旅消费需求升级
趋势明显。记者近日来到江苏南京、江西赣州、
山东枣庄等地，感受文旅消费新形式带来的新
体验、激发的新活力。

江苏南京——
应用数字技术
创新消费体验

清晨，尚未开门迎客的南京牛首山景区门
口，已经聚集了不少游客。“这条路线包含春、
夏、秋、冬 4 个主题。”“咱们爬山的话走这条路
比较快。”还没进入景区，游客们已经开始提前
规划路线。

原来，只要扫描二维码进入智慧文旅平台
“数智牛首”，景区的胜景就会直观呈现。进入平
台的畅游板块，屏幕上赫然浮现出一幅水墨风
格的景区地图。点击具体景点，系统便显示出景
点图片、讲解介绍、与当前位置的距离和路线
等。

根据导航提示，来自无锡的游客张潇宇穿
梭在景区的斑驳树影间，惬意地朝着金陵小城
景点进发。

“元宇宙空间里也有这场景，太奇妙了！”点
开“数智牛首”潮玩板块，张潇宇自己创建的角

色已来到一片瀑布与竹海环抱的地方。据介绍，
“数智牛首”平台不仅能还原实景，游客完成线
上任务后还可以在线下领取纪念品，实现线上
线下的融合交互。

牛首山的探索不是个例。目前，智慧文旅建
设已延展到南京多个景点街巷之中。“数字长江”
元宇宙博物馆，南京城墙云景区数字化展示与互
动平台——“云享城墙”，钟山风景区综合服务管
理平台……各类智慧旅游应用场景逐渐拓展，大
幅提升了游客体验，促进了文旅产业升级。

近年来，借助大数据、5G、人工智能等技
术，南京积极推动文化遗产数字化应用，建设长
江国家文化公园数字云平台（江苏南京示范平
台）、南京文都数字云平台等，虚拟景区、旅游直
播、沉浸式场馆、超高清全景视频等数字文旅产
品涌现，网络文学、影视音乐等特色产业与文旅
产业加速融合发展。

“我们将不断推进智慧文旅建设，提升供给
质量，以新场景、新业态创新消费体验。”南京市
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黄琴说。

江西赣州——
推行联票模式
促进全域旅游

“我们一共去了5个景点，如果每个景点挨
个买票，两个人的总票价应该是 922 元。”进入
大学后的第一个暑期，中国人民大学学生王俊

杰和朋友来到赣州。让他们点赞的，除了美丽风
景，还有一张小卡片——赣州学子卡。“有了这
个出行‘神器’，我们总共花 200 元就能打卡许
多景点，省钱、方便，体验感很好！”王俊杰告诉
记者。

今年暑期，赣州面向在校大中小学生推出
100 元畅玩 21 家景区项目的赣州学子卡。除此
之外，200元的赣州旅游年卡也极大激发了游客
的消费热情。据统计，今年暑期，赣州共售出旅
游年卡、学子卡 5 万余张，吸引游客近 35 万人
次，间接带动文旅消费近1.75亿元。

“推行景区联票，既丰富了旅游营销的模
式，又带来了场景业态的叠加。”赣州市文化广
电新闻出版旅游局副局长雷军介绍，通过景区
联动、线路互推、信息共享，赣州的特色旅游产
品更广为人知，以热门景区带动冷门景区，促进
了全域旅游的发展。

据介绍，针对暑期旅游市场，赣州旅游年卡
新增权益体验景区项目10余个，包括应季的戏
水、漂流等热门景区项目。目前，赣州旅游年卡
已与 98 个景区项目、14 家影院达成合作，持卡
用户可享受免费游玩或观影。

拥有大型恐龙主题乐园的会仙谷欢乐小
镇，自成为旅游年卡签约景区以来，客流量较之
前翻了一番。景区综合部部长周新军介绍：“我
们在暑期增设了高空漂流、坦克营地、共享水枪
等项目，吸引很多家庭前来。为提升接待服务能
力，景区招聘了 20 名新员工，新开放的生态餐
厅可同时容纳500人就餐。”

目前，赣州旅游年卡、赣州学子卡已拥有微
信社群 200 余个、群用户 10 万余人。暑期以来，
赣州旅游年卡运营中心加强与景区、酒店、旅行
社等联动，策划开展了“让世界了解江西菜”、七
夕观影等10余项线上线下主题活动，下一步还
将开展“畅玩黄金周，共享周年庆”系列主题直
播活动、“橙心橙意”脐橙节主题活动等，进一步
加强资源整合，为游客提供更多福利。

山东枣庄——
加强服务整合
激发消费潜力

夜幕降临，位于枣庄的台儿庄古城华灯璀
璨，一派繁华景象。复兴楼前，一盆炭火已经烧
得通红，两名表演人员上前，一人舀起铁水抛向
空中，另一人手举木板猛地拍击，火树银花瞬间
绽放，引得现场观众连连赞叹。来自南京的游客
赵女士带着家人看完这场“火龙钢花”演出，难
掩激动：“太壮观了，来得太值了！”

为促进文旅消费，在台儿庄古城，数十项演
艺项目轮番上演，光影秀、曲艺汇、运河老街等
多个沉浸式演艺节目让现场游客的互动热情高
涨。台儿庄古城市场营销中心副总经理田猛介
绍：“我们不断拓展体验空间和场景，吸引游客
参观体验，兼顾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生态效
益，努力实现文化遗产活态传承。”据介绍，今年
暑期，台儿庄接待游客超过125万人次。

在台儿庄古城逛完，赵女士告诉记者：“我
们还准备去渔灯巷文旅街区体验夜游集市。”原
来，渔灯巷与台儿庄古城只有一墙之隔，在不同
文旅消费场景的结合中，纷至沓来的游客品美
食、看演艺、游古街，畅快尽兴。渔灯巷景区运营
总经理刘朝秀说，渔灯巷已成为枣庄的热门打
卡地，暑期接待外地游客30余万人次。

近年来，枣庄市以大运河文化体验廊道建设
为中心，深入挖掘文化特色和民俗资源，加强服
务整合，丰富文旅体验，提振文旅消费。如今，当
地的乡村文化资源正成为新的热门研学项目。

来到市中区孟庄镇，千亩茶园绿意盎然，铺
展在鲁南的丘陵之间。采茶、制茶、泡茶、品茶
……今年暑期，孩子们的身影让这座茶香小镇
活泼起来。

“记住，要只摘嫩叶，那样采出的茶才香！”
孟庄镇大郭庄村党总支书记助理殷宪源穿梭在
茶树间，指导前来参加研学游的孩子们挑选鲜
叶。大郭庄村积极开发生态休闲游资源，仅今年
暑期就开展18场相关活动，带动了附近村民就
业，进一步助力乡村振兴。

今年以来，枣庄投入200万元对民俗文化浓
郁、拉动消费明显的乡村旅游节会活动给予支
持。初步估算，全市暑期游客达到500万人次左
右，旅游收入近40亿元。下一步，当地将继续从
提升景区品质、丰富文旅活动等方面发力，持续
优化文旅体验，提振文旅消费。

（原载于2023年9月13日《人民日报 》第1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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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风景秀美、乡村气息浓厚的北碚复
兴，经常看见一名教师带着一群学生，背着
画夹、手持画笔行走于老街巷道、田间村
落、乡村集市……他就是复兴小学教师欧
兴德。

35年来，欧兴德扎根乡村，致力于小
学美术教育，挖掘传承北碚复兴镇农村线
描画，独创儿童线描平行线造型语言，不仅
让学生们爱上了美术课，也把线描画推向
了世界。

起步：在荒芜中笃定前行

1988年，从江北县师范学校美术专业
毕业的欧兴德，被分配到一所教学条件艰
苦、设施设备落后的农村小学——江北县
两口小学任教。

当时，学生大都以考入重点中学为学
习目标，美术课常常被边缘化，被喻为“豆
芽”学科。在这样的环境下，欧兴德农村小
学美术教学工作蹒跚起步。在教学中，他发
现学生的绘画作品始终是乱的、花的，画得
不好，学生们对美术课兴致不高。

学生不想学，不参与美术活动，课堂变
成教师的独角戏，是欧兴德面临的现实问
题。对此，他耐心地从简笔画教起，培养学
生的兴趣，启发他们的灵感。

然而在当时，购买绘画工具对于不少
农村家庭来说，却是一个不小的负担。这让
欧兴德不得不思考，如何才能寻找到一条
真正适合农村儿童的美术教育路径，既不
给学生家庭增加经济负担，又让学生掌握
绘画技能技巧，提升美术素养。

其后近十年的时间里，欧兴德不断寻
求教学上的创新，不断走访美术学院专家
与当地民间艺人，查阅复兴镇志和江北县

志等资料。终于，一项起源于清朝末年、有
百余年历史的传统美术项目——北碚复兴
镇农村线描画引起了他的关注。

破茧：将线描画引入课堂

北碚复兴镇农村线描画主要是硬笔
线描，表现为单色式，以黑白为主，以点和
线为绘画语言，内容以农村山水和农民生
产、生活现状为背景，作品平淡朴实、洋溢
着强烈的乡土气息。

1998年，找到方向的欧兴德把线描画
引入课堂教学，打破了原有的传统教学理念
和形式，使美术教学不再那么生涩、高远。

“最初学生画出来的始终是零乱的、不
协调的，我心生疑惑，焦虑、迷茫。”欧兴德
说，线描画教学不是一蹴而就，一开始，学
生们把握不好线条的重叠与交叉画法，导
致作品花、乱，毫无章法。

于是，欧兴德开始探寻学生线描画
“乱”的根源，发现是线条单一和运用了交
叉线。经过不断摸索，欧兴德找到了那把苦
苦探寻的破解农村儿童学习美术的“金钥
匙”——以平行线条为表现语言的线描画
教学法，并在以后的教学中不断完善充实，
逐步形成了一套让学生喜欢学，教师容易
教，适合于农村儿童的美术教学体系。

如今，在复兴小学，每天下午都有线描
画的社团活动供学生参与，同时学校还成
立了多个创作班和基础班，长期有1000余
名孩子在系统学习线描画。

化蝶：将线描画推向世界

经过多年的努力，欧兴德潜心研究出

的农村儿童线描画，终于迎来了化蝶而出
的欣喜时刻。2011年，以平行线为造型语
言的北碚复兴镇农村线描画被列为重庆市
非物质文化遗产。

不仅如此，北碚复兴镇农村线描画因
享有“天真寓平淡、素笔写乡情”的美誉，已
辐射到香港、上海、浙江、广东、云南等地百
余所中小学，超10万名学生受到复兴线描
画艺术的熏陶。

而欧兴德辅导的学生获国际国内各
项大奖的有500 余人次，13 件入选“北京
奥运会”国际儿童画展，28件作品亮相“中
国上海世博会”，86件作品应邀到香港展
览。

此外，学生们的作品还走出了国门，到
国外展览，并受到好评。其中有6件作品参
加亚洲少儿绘画展，12件赴比利时、法国、
德国、意大利、瑞士等欧洲国家进行文化交
流。

35年来，欧兴德默默坚守在乡村教育
这片大地上，奉献了他的青春与才华。

“我一直相信，只要给农村的孩子削上
一支画笔，他们终将会绘出属于自己的精
彩人生。”欧兴德说，当前，全国正在推进乡
村振兴，他将用手中的画笔，带领孩子们描
绘生态宜居、乡风文明、生活富裕的美丽乡
村，让孩子们在乡村美育的追梦路上不断
前行。

把线描画引入课堂 推向世界
——记北碚区复兴小学美术教师欧兴德

本报记者 霍吕 文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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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5日，在复兴小学美术教室，欧兴德辅导学生线描画技艺。

本报讯（记者 田济申 文/图）9 月 18
日，区科协联合西南大学科学教育研究中
心、未来科学教师联盟开展的“科学家精神
进校园”系列宣讲首站活动在华光小学举
行。

据介绍，本次“科学家精神进校园”系列
宣讲活动，将走进我区 10 所学校，通过讲科
学家的故事、讲科学家精神、开展科学实验
等形式，让学生感受科学家的科学素养，了
解科学家精神内涵，增进对科学家和科学精
神的热爱，激发大家学习科学知识、探究科
学奥秘的浓厚兴趣。

当天，侯光炯院士精神宣讲团队成员用
一个个鲜活的故事，为华光小学的学生们讲
述了“大地之子”侯光炯的生平事迹，帮助学
生们了解科学家精神（如图）。

值得一提的是，宣讲团队还设计了趣味
小实验，让同学们化身“小小科学家”，通过
比较不同的土壤，体验侯光炯教授的研究工
作，激发他们对科学的兴趣。

本报讯（记者 田济申）9
月 20 日是第 35 个“全国爱牙
日”，市九院口腔科医师石峰提
醒市民：口腔疾病可防、可控、
可治，关键需做到加强维护、定
期检查。

口腔疾病是患病率最高
的慢性病之一，并且与全身健
康紧密相连，比如口腔中的感
染和炎症因子会加剧心脑血管
病、糖尿病、老年痴呆等慢性病
的发生，龋病、牙周病等口腔常
见病不仅影响咀嚼、语言等功
能，还会造成心理障碍。其对老
年群体的影响更为严重，会明
显降低老年人的生活质量。

石峰介绍，口腔健康的标
准包括“牙齿清洁、无龋洞、无
痛疼感、牙龈颜色正常、无出
血现象”等多重评判因素。

“要想保持口腔健康，每
天早晚要各刷一次牙。刷牙时
要用与口腔温度相仿的温水，
牙刷尽量每个月更换一次。推
荐使用含氟牙膏，刷牙时间一
般控制在三分钟左右。”石峰
说，“同时还要养成良好的饮
食习惯，保持清淡、营养均衡
的饮食，少吃甜腻的食物，使
用牙线清洁牙缝，定期洁牙，
每半年要进行一次口腔健康
检查。”

市九院医生提醒市民：
口腔疾病可防、可控、可治

▲范开华遗失残疾证，证件号码：51021519501125631844，声明
作废。

▲罗树华遗失残疾证，证件号码：51022419660213777671，声明
作废。

▲吴正容遗失残疾证，证件号码：51021519550622602252BI，声
明作废。

▲龙争静遗失残疾证，证件号码：51021519770802572X62BI，声
明作废。

▲李永宽遗失残疾证，证件号码：51021519570627601643，声明
作废。

▲王显福遗失残疾证，证件号码：51022419560219859041，声明
作废。

▲万冰月遗失残疾证，证件号码：50010920020128232163，声明
作废。

▲陈志芳遗失残疾证，证件号码：51021519700101692663，声明
作废。

▲马从秀遗失残疾证，证件号码：51021519511028482444，声明
作废。

遗失声明

区科协组织开展
“科学家精神进校园”系列宣讲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