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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舟大赛连续举办三届

端午节包粽子、划龙舟是一项起
源于春秋时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
大江南北都具有很深的群众基础。同
时，还衍生出了龙舟绳结、艾叶香包、
葫芦画等细分的非遗项目。2019年端
午节，台儿庄古城连续第3年举行龙舟
大赛，打响中华端午文化节，揭开“向
非遗要效益”新篇。

活动6月7日在京杭大运河中河台
儿庄段月河举行。国内多支大学代表
队以及各市地派出的龙舟队参赛。比
赛中，运河内外鼓声激越，船桨奋起，
各支龙舟队奋勇向着终点冲刺，场面
激烈，扣人心弦，惹得游客纷纷驻足两
岸围观。

在水上比赛的同时，今年古城还
首次推出陆上龙舟赛，参赛者面向广
大游客。由于设计有趣，竞技性和娱乐
性都强，现场气氛十分火爆。

在举办龙舟赛同时，台儿庄古城
同时推出非遗项目汇演，在运河边、古
城广场、街道等处，向游人展示。其中
在西大门举行了精彩的划旱船、舞龙
舞狮龙等非遗项目展演，使这些年一
度淡出人们生活的传统活动，重新热
起来。表演中，参演队的演员们精神抖
擞，前来游园的游客也十分捧场，掌声

热烈。这次端午节期间的非遗大荟萃，
起到了相当明显的聚拢人气作用。

邀请当地非遗项目入驻

在台儿庄古城一条南北向仿古
街，有一家规模很大的陶器店，店内销
售各种生活用粗陶制品，像茶碗、茶
罐、酒杯、酒壶等。这些陶瓷器均经
过一千两三百度的高温烧制，通过手
工拉坯制作，融入独特个性和地域文
化特色。拿起任意一件陶器用鼻子
闻，都留有火烧过的气息。对此，很多
游客非常喜欢，认为是不可错过的旅
游纪念品。

据悉，台儿庄当地的齐家村制陶，
开始于清道光年间，迄今约150年中炉
火熊熊不息，目前已传至第六代。店主
项云芳是第5代，她的孩子大学毕业后
也继承了祖业，是制陶第六代。目前，齐
家村的制陶工艺已被列为山东省级非
遗传承项目并被保护起来。项云芳介
绍，台儿庄古城建成开园伊始，她们便
应邀入驻，向游客介绍枣庄当地这门非
遗项目。最近五年来，随着台儿庄古城
在全国旅游市场的名气日渐提高，游客
纷至沓来，陶器市场很是被看好。记者
看到，趁着端午小长假，前来游览并选
购一两件陶器的游客非常多。

在非遗保护日益受重视的当下，
今年台儿庄古城也决定将“非遗”作为
市场开发和自身魅力打造的一大抓
手。像齐家村制陶这样的非遗传承项

目，迎来好日子。作为非遗传承人，项
云芳每年有传承费，平时做项目还有
项目费支持。古城对陶作坊执行免房
租两年的优惠政策，目前其在古城里
已经陆续开办了三个店，生意都不错。

“逛旅游景区都想选购几件有纪
念意义的旅游商品，但是看到的很多
旅游商品都是‘大路货’，缺乏个性，也
很难代表本地的文化特色。能在陶作
坊中淘到几件能代表本地文化特色的
粗陶制品，既可日常使用又可作为纪
念物、收藏品，是旅途中的小惊喜，小
确幸。”来自上海的游客成玉说。她每
到一地，都会刻意找寻这样的小玩意
儿，在台儿庄古城收获最大。目前，到
台儿庄古城逛非遗小店，已成为吸引
外地游客的特色项目。

台儿庄古城旅游集团副总经理黄
晓莉说，目前，像齐家村等非遗传承性
质的古陶店，更多还只是限于商品的
销售和展示。古城确立将非遗文化传
承展示作为今后工作重点，将在此方
面下大力气培育。未来，游客可亲自
上手制作，体验感兴趣的项目。让一
些时间充裕并愿意深度旅游的游客有
更多的选择，这样对当地旅游供给侧
改革也具有特别意义。

8月底前，应届高考生免门票

走进古城内的一家活字印刷店，
店内的一位小朋友正兴奋地手舞足
蹈，在一面“活字墙”前好奇的走来走

去。在这里，用具有游客个人姓名的活
字印，可随心所欲做出具有个性的旅
游纪念品。
70岁的台儿庄区老人李桂群在古城一
路口搞了一个加工摊儿，售卖“竹猴”。
他在摊前郑重其事地写着：“每位游客
限购两个，每个20元，你的购买就是对
非遗文化传承的最大支持”。记者问为
什么要“限购”？老人干脆地说：“我自
己做这些竹猴，能力是有限的，你一下
子都买走了，别人怎么来了解我们的
非遗文化呢？”

黄晓莉表示，台儿庄古城自建成
开放以来，一直重视对非遗项目的保
护和利用，现在看来，这是最能体现古
城魅力的一部分。在新的市场竞争情
况下，古城的营销也做出了相应的调
整。未来将荟萃更多的非遗项目，并给
予相应的支持，为各类非遗项目提供
家园，预计集聚的非遗项目将达上百
项。

她说，景区除了看重对客流的吸
引和黏性，同时重视非遗作为文化传
承所具备的社会意义，很多非遗项目
天然就是文化和旅游相结合的产物，
可以转变为旅游商品，同时也可以极
大地提振各非遗传承人的信心和自身
造血能力。她预测，以中高考生为主体
的出游大军即将到来，台儿庄古城即
日起至8月31日，对2019应届高考生暑
期门票免费（台儿庄古城自去年起决
定向在校大学生实行门票免费），欢迎
他们来古城体验非遗传承的魅力。

遍邀非遗“唱戏”

台台儿儿庄庄古古城城为为非非遗遗““谱谱新新曲曲””
2019年端午小

长假期间，枣庄台
儿庄古城景区，汇
聚了大量非遗项
目。像划龙舟、舞龙
舞狮，跑旱船……
非遗大聚会背后，
是景区正在酝酿中
的营销方式和游乐
内容的调整、布局。
未来，传统非遗项
目能否承担起为古
城承揽新客源的重
任，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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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不考虑未来，因
为它来得太快了。”面对汹汹
而来的大势，爱因斯坦不悲不
喜，无欲无争。

但并非每个人，都能拥有
科学家的眼界与定力。在这个
高速发展的时代，我们仿佛置
身于一架过山车之上，每逢弯
道便努力抓紧，以便不被离心
力甩出轨道。于是大家在好奇
兴奋之外，不免在心底略略泛
出一丝惶恐——— 明天，该怎么
办？

1 0年前，旅行基本还是
“下车拍照、上车睡觉”的组团
出游时代。但后来，“诗和远
方”让大家不再苟且于旅途的
嘈杂与疲劳；海量的攻略信
息、便捷的预订方式，让大家

有了“说走就走”的冲动。
无数传统的经验、秩序都

被消解和重构。巨大的自由
度，让旅客们更加挑剔。虽然
大家的消费能力都在增长，但
随着电商产业的发展，“穷家
富路”的理念正在改变。而随
着人们旅行经验的不断丰富，
一些缺少特色的线路景点，已
经很难吊起胃口。出游的人越
来越多，钱却越来越不好挣，
成为当下旅游业的共识。

更让人目不暇接的是，
“全域旅游”、“文旅融合”的这
些命题，还没有找到一个照方
抓药的通行之法，而5G已经来
了。一些观点认为，新技术会
给文旅行业进行新一轮的产
业重构。在“万物互联”的5G时
代，游客可以通过VR、AR技
术，直接在家游览景区和博物
馆；而且，技术赋能会让大家
有“增强现实”的体验。

我的同事，拥有多年专业

经验的旅游记者老乔认为，新
技术要尊重，但也不必盲从。
他认为，旅游是一种全方位的
体验活动，虚拟现实和增强现
实技术，都不可能取代“我
在”的价值。

诚哉斯言。
上周末的端午假期，去

济南百花洲附近的“小南湖
夜市”转了一圈。初夏的晚
风吹来隐约的歌声，也有新
酿啤酒的味道。老相机拍下
的老风景，模糊而又清晰地
记载着时间的刻度。

策划人木影告诉我，
“小南湖夜市”和之前的
“流杯池游园会”一样，希
望在传统文化和先锋文化中
找到一个平衡点。一种属于
济南的，“市井气脉”的顽
强延伸。

以亲身的观察体验，首
先这个夜市不缺人，流量可
观。而且来逛的人非常丰

富，有先锋文艺小青年，也
有附近的老人。这或许证
明，来的这些人虽然身份经
历各不相同，但都有对“夜市”
这种组织形态、或是文化系统
的迷恋。

没有一个虚拟现实能够
同时营造出味道、温度、声音
等如此丰富的元素，并准确直
接地触达内心。作为社群动物
的人类，所需的也绝不仅仅是
华美的风景。我们喜欢看大
片，看炫目的动作特效，但最
重要的，或许是身边有人陪
伴。

当然，5G会改变我们。比
如会更精准地传播体验，让气
场相近的人和景物建立更紧
密的联系。但无法取代同程作
伴的亲切，途远必达的决心。

传统，其实是不断积累
的时尚；而正在发生的一
切，也将在更远的时间维度
上成为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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