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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长春动植物公园火爆出圈，成为网

络热门景区之一。园区内游客爆满，来自全

国各地的“西游迷”扎推到这打卡拍照。

“中秋国庆双节期间，公园开启了‘天宫

夜宴’主题活动，增加了‘玉皇大帝’‘王母娘

娘’赐福祝愿仪式，真实还原了中秋节的传统

节日仪式。”长春市动植物公园办公室主任贾

赦介绍，“梦幻西游季”夜游活动，自“六一”儿

童节推出至今已吸引游客超过 80余万人次，

在视频网站上浏览关注突破 2两亿人次。

唤醒国人经典记忆

这次“西游记”主题活动，被网友称为“适

合中国宝宝的”公园活动。《西游记》电视剧，

深深定格在许多人的脑海中，成为 70 后、80
后、90后的宝贵记忆。

“我最喜欢孙悟空了，还喜欢金翅大鹏，

他们都特别厉害，很多神仙都打不过他们。”

今年 7 岁的李子睿是和妈妈一起过来的，他

手里拿着一根金箍棒，头上戴着孙悟空的同

款“凤翅紫金冠”，两支长长的羽毛显得很威

风，他说自己长大也要做齐天大圣。

在活动现场，不光是小宝宝很开心，很多

成年的“大宝宝”也玩得不亦乐乎。

“我小时候就看《西游记》，对孙悟空和猪

八戒印象最深，来这看到他们就像从电视里

走出来的，太震撼了！”长春市民叶女士是一

名 80 后，平时上班很忙，这次周末和朋友一

起来参加活动，妖怪们的造型非常逼真，让她

感觉回到了小时候，勾起很多美好回忆。

沉浸式体验让游客直呼“过瘾”

“为了满足市民的美好生活需求，进一步

挖掘夜经济潜力，利用公园现有资源，我们在

今年初策划推出‘梦幻西游季’夜游活动，依

托《西游记》电视剧，还原剧中人物、场景，唤

醒国人经典记忆。”贾赦表示，之所以设计“西

游记”主题活动，是依托动物园的动物属性，

弘扬文化，增强自信，同时传递人与动物和谐

共生的理念。

穿过南天门，进入“水帘洞”，这里雾气升

腾、仙气缭绕，各路神仙妖怪聚集。齐腰的水

雾，幽暗的灯光，让人感觉进入了仙境，仿佛

一起身也能飞起来。

随后，蟠桃盛宴的舞曲响起，活动正式开

始。孙悟空走进人群中耍起金箍棒，猪八戒

也拿起钉耙开始比划，金角大王拿着手中的

葫芦，对一名游客大声问到“我叫你一声你敢

答应吗？”男游客接着大喊“咋不敢！”风趣的

表演引得大家哈哈大笑。

“门票不到 30 元，玩得这么尽兴真是太

值得了，刚才我抢到了寿星编的气球，还和嫦

娥、铁扇公主合影，感觉特别有意思！”游客李

先生表示，能和《西游记》里的明星们近距离

接触，让他感到非常新奇开心。

和传统演出不同，梦幻西游活动，让游客

也体验了一回“神仙”之旅。景区内不光演员

造型逼真，工作人员和小商贩们也都是神仙

装扮，连冰淇淋都是“孙悟空”和“猪八戒”造

型。此外，游客们还可以在现场租用服装和

配饰，有扮成“哪吒”的，有扮成“书生”的，还

有很多小姑娘扮成了“七仙女”。

饰演“仙女”的演员徐良说，为了让游客

感受更真实，演员们不仅造型逼真，行为举止

也要符合角色特点，这样才能给大家一个沉

浸式的游园体验。

让传统文化火出圈

自今年初开始，长春市动植物公园相继

推出了梦幻奇妙夜、花车巡游、乌篷演绎、梦

幻星河、西游季等夜游活动，将夜游项目品牌

不断推向高潮，成为省内外游客来长必经的

“网红打卡地”。

“我是和儿子、孙子还有儿媳妇过来的，

孩子们喜欢《西游记》，我也喜欢，周末就过来

了。”来自内蒙古的张女士一家，特意开车近

4个小时来参加西游主题活动。

从哈尔滨过来的李女士，头戴孙悟空的

“紫金冠”，一看就是《西游记》的“铁粉”，“我

是在网上刷到这个夜游活动，挺感兴趣的，从

小就看《西游记》，孙悟空这些经典形象，都是

童年回忆，重新体验一下确实非常有意思。”

经典神话故事与当下流行的文旅模式深

入结合，唤醒了国民快乐的童年记忆。鲜明

的人物形象，身临其境的游园体验，让夜经济

焕发新生。

据统计，截至目前，该园夜游活动接待

游客量 80 余万人次，域外游客占比 37.2%。

贾赦表示，长春市动植物公园接下来还会

继续深耕文旅事业，通过弘扬文化，增强自

信，为游客带来更多高质量的文旅项目和

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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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神话故事借助当下文旅新模式，唤醒长春市民、游客快乐的童年记忆

“西游热”点燃夜经济

用 传 统 制 作 技 艺 奏 响 梦 幻 之 城“ 致 富 曲 ”

喀什古城里有这样一群“匠人”

阅 读 提 示
近期，长春动植物公园火爆出圈，成

为网络热门景区之一。园区内游客爆

满，来自全国各地的“西游迷”扎推到这

打卡拍照。“梦幻西游季”夜游活动，自

“六一”儿童节推出至今已吸引游客超过

80 余万人次，在视频网站上浏览关注突

破两亿人次。

本报记者 吴铎思

本报通讯员 阿布都卡地尔 雷木果

花盆巴扎、铁匠巴扎、帽子巴扎、手工艺

品巴扎……位于新疆南部的喀什古城，名气

越来越大，国内外游客慕名前来，到喀什古城

打卡成为他们游玩的“必选项”。

如今，每天都有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漫

步在街巷纵横、蜿蜒曲折、形如迷宫的喀什古

城，体验手工制作乐器全过程，品尝地道的新

疆羊肉串、烤包子、手抓饭，尽情享受古城区

的原有生态、建筑风格、民俗文化、人文风情，

感受这座千年古城里的丝路遗韵。

“叮当响”的手工铜器艺术

“叮叮当……”清晨，走进喀什古城塔西

巴扎路，到处是这样的敲击声，一位年届七旬

的铜器匠人专注于自己手上的动作，嘈杂的

环境、涌动的人流对他并没有什么影响，他一

锤一锤地敲制着一把铜锅。这位匠人正是喀

什手工铜器的第五代传承人马木提·赛来。

马木提·赛来从事铜器加工已有 57 年，

在喀什古城大街小巷，到处都有他的徒弟。

“我培养的徒弟很多，现在从事铜器加工的就

有 20多人。”马木提·赛来自豪地说。

马木提·赛来的铜器店虽然不大，但成品

不少。茶壶、铜盆、铜锅、铜碗、铜花瓶……各

式各样的精美铜器，让人看得眼花缭乱。每天

除了打理店里的生意，大部分时间马木提·赛

来都在自己店铺门前打造各种铜器。

马木提·赛来的家族世代靠制作铜器为

生，他从小就跟随父亲学习制作铜器的手艺，

13岁学成出徒，做铜器已有 57年了。

“铜制品主要用红铜制作，全靠手工打制

而成。”马木提·赛来用钳子把剪下来的铜片

放入炉子，笑眯眯地说。

制作铜制手工艺品，全过程不用图纸、不

用模具，全靠手艺人的经验。“打型是制作铜

器最重要的过程，整个铜器的造型都需要用

锤子一点一点敲打出来，初步成型之后，铜器

需要经过一次淬火。然后是打磨、装饰……”

马木提·赛来一边操作一边解释，他每天会这

样不停地敲打上万次。

“这些铜器都是纯手工制作，这把铜锅一

天就能做好，这套茶具雕刻要花功夫，所以制

作需 2天到 3天。”马木提介绍道，“近几年，来

喀什旅游的人越来越多了，我靠一身本领，每

月能挣 6000多元，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了。”

用民族乐器制作技艺奏响“致富曲”

走进买买提明·买买提祖农乐器店，只见

他左手拉着丝弦，右手拿着剪刀不停地修剪

琴杆上多余的丝弦。

在买买提明·买买提祖农不到 20平方米

的小店里，展架上陈列着艾捷克、弹布尔、热

瓦普、手鼓等，可以说是吹、拉、弹、击打等乐

器应有尽有。大大小小的乐器，都是他手工

制成的。一截木头，通过画图、雕刻、打磨、刷

漆、上弦等工序，变身为精美的乐器呈现在人

们面前。

“我的民族乐器制作技艺是跟着父亲学

的，算是家传了。如今，我从事手工制作乐器

已有 30 多年，现在能做 100 余种乐器。”买买

提明翻来覆去地检查着手中的热瓦普。

以前，买买提明·买买提祖农在自家院子

里制作乐器，成品只能廉价卖给商贩，收入不

太乐观。4年前，看着喀什古城日益增多的游

客，他决定在古城开一家乐器制作、销售店，用

民族乐器制作技艺奏响生活的“致富曲”。

“我每天在店里拍一些民族乐器制作、展

示的抖音小视频，已经有 5 万多粉丝。店铺

的生意加网上的订单，现在每月能挣两万多

元。”买买提明一边说一边打开抖音，开始录

视频，介绍新制作的桑木蛇皮热瓦普。

油画街里的万家风情

在喀什古城油画一条街，阿卜杜凯尤

木·阿卜杜克热木开了一间喀什驿站画廊。

他的许多画作都保留了喀什古城改造前的

原始风貌。

2020 年，阿卜杜凯尤木从新疆师范大学

美术教育专业毕业回到家乡，和同学一起开

了一家油画店，挂满了关于喀什古城街头巷

尾特色风貌的作品。游客把他亲手画的油画

带到各地，是他最自豪的事情。

闲聊时，阿卜杜凯尤木·阿卜杜克热木还

顺手帮画廊斜对面海鲁娜画馆调配好了油

漆。海鲁娜画馆的鲁各是个性格开朗、健谈

的女孩，她告诉记者，阿卜杜凯尤木是她来油

画街认识的第一个朋友，也是阿卜杜凯尤木

鼓励她开店的。

去年 3 月，鲁各在喀什古城油画一条街

闲逛时，阿卜杜凯尤木店门口的油画吸引了

她，于是走进去参观，鲁各还给阿卜杜凯尤木

画了一幅漂亮的海娜手绘。

阿卜杜凯尤木夸赞，这么好的技术应该

来油画一条街试试，鲁各把这句话当真了。1
年后，鲁各的画馆终于开业了。鲁各说，留下

来开店，是因为这里邻里和睦的关系值得就

此留下。

喀什就是这样一座绽放千年的梦幻之

城，总是在不经意间成就着许许多多像鲁各

一样怀抱青春梦想的年轻人，这些年轻的血

液给这座古老的城市注入了新的活力。

民 声G

景区不准游客自行拍照？
“外包”别丢了法治边界

卢越

近日，一名游客在某知名景区持单反拍照遭阻止的

事件登上微博热搜。有游客在该景区拍照被几名手持

相机者伸手阻拦，阻拦者表示“即便要拍照，也只能用手

机”，理由是景区的摄影“被承包了”。景区对此回应称，

阻止拍照的人是在景区内从事摄影的商户，景区已对涉

事者予以批评教育，并作出暂停经营一段时间的处理。

出门旅行，饱览大好河山的同时想拍照留念，这再

正常不过，可偏偏有些“霸王操作”着实让人迷惑。除了

不准自带相机自行拍照，“围栏挡景”防止“偷窥”、“设卡

拦路”只准交钱坐当地车……近年来这些旅游乱象不时

被曝出，受到公众质疑。

拿此次事件中的“不准自行拍照”来说，这种做法不

合情理，也不合法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明确规定，消

费者享有自主选择商品或者服务的权利。换言之，在景

区拍不拍照、是用手机拍还是相机拍、找谁拍，这些都是

游客的权利。当然，一些景区出于保护古建或者维护公

共秩序、保障游客观赏体验感的考量，禁止游客拍照或

者商业拍摄，但其前提也是有明文可依，并且严格规范

管理。“你不能拍，只能花钱找我拍”，这种独占“相机拍

摄权”的做法既违背了公平原则，也损害了游客的自主

选择权，还严重影响了景区的声誉和形象。

近年来，因景区“出租”“外包”引发的影响游客消

费体验的事件屡屡出现。应该看到，景区作为市场经

营主体，对外承包一些项目可以丰富景区服务内容，

但景区商业化亦有边界。比如，面向景区内经营者，

哪些行为是合法经营，哪些行为不被允许，违规违法

行为会受哪些处罚，等等，这些需要景区采取一系列

措施，明规则、建秩序，加强引导和监管；面向游客，景

区有哪些收费项目，游客享有哪些权益、应遵守哪些

规则，这些也应当事先作出详细具体的说明，倾听游

客的正当诉求，充分保障好游客的知情权、自主选择

权和公平交易权。

好的风景，还得有好的服务和治理配套。当下，旅

游行业正经历消费升级，这更加要求景区做好规范化、

精细化、人性化的管理。唯有如此，“诗与远方”之行才

能少一些“添堵”，多一些舒心。

◆烟火气里的我们⑧

武汉小学生走进“好奇芯课堂”

北京市海淀区成立
“社区帮你办”志愿服务队

本报讯（记者赖志凯 通讯员王思涵）

10 月 24 日，北京市海淀区首支深度参与基

层社会治理的“社区帮您办”志愿服务队

正式成立。海淀区信访办主任赵立华、甘

家 口 街 道 党 工 委 书 记 孙 鹏 为 志 愿 者 服 务

队授旗。

据白中社区党委书记刘立彬介绍，这支

“社区帮你办”志愿服务队目前共 26人，主要

由社区党员、党建协调委员会成员、楼门长、

居民代表、物业工作人员等组成。

志愿服务队在社区党委领导下，一方面

起到前哨作用，通过话家常方式及时发现可

能引起矛盾纠纷的潜在因素，做到早排查、早

发现、早调处；另一方面可以帮助开展环境治

理、关爱空巢老人等志愿服务。

此外，该项目还搭建起“社区帮你办”

调解室，吸纳有经验、有威望的队员参与调

解工作，帮助化解“微矛盾”，实现小事不出

社区。

“我已经在社区住了 23 年，大事小情都

熟，居民身边很多都是环境卫生、噪音等小

事，我们参与能更快化解矛盾，也可以让大

家住得更舒服。”志愿队队员蔡醒华说。海

淀区信访办主任赵立华表示，该项目是海淀

区信访工作和接诉即办工作深度融合的重

要实践，志愿服务队是开展信访问题源头治

理的重要力量。

未来，区信访办将提供专业指导，助力社

区治理工作。

更多精彩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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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6日，学生准备进入半导体生产超净间。
当日，30名来自湖北武汉光谷未来学校的小学生来到九峰山实验室参加“好奇芯课堂”

活动，通过听讲解、做实验和参观等活动，近距离感受芯片科学的魅力。这是首届东湖论坛
系列科普公众活动之一。 新华社记者 程敏 摄

公共采购领域首个商品条码应用标准发布
本报讯（记者赵昂）10 月 26 日，由中国物品编码中心主

办、中车智程文化科技（北京）有限公司承办的 GS1 数字化公

共/政府采购座谈会暨公共采购商品条码应用标准发布会在

北京召开。公共采购领域首个商品条码应用标准正式发布，

标志着公共采购数字化进程迈入新的发展阶段。

中国物品编码中心负责人表示，商品条码是公共采购领

域的基础设施和实现数字化管理的底层操作系统，为我国公

共采购领域的产品识别和产品认证带来不可忽视的价值。据

悉，《公共采购商品条码应用规范》规定了公共采购商品编码

要求、标识要求和应用要求，该标准的制定有利于规范公共采

购领域商品条码应用。

“多为群众想办法”化积案破难题
本报讯 今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师北屯市运用并坚

持“1＋3”工作法，化解了一批持续时间长、信访诉求高、化解

难度大的信访积案。

当地坚持信访无小事，始终将化解信访积案作为头等大

事来抓，定期听取信访积案化解进度汇报，树立“不为困难找

借口、多为群众想办法”的“有解思维”，实行到地、到人、到家、

到头、到底的“五到”，研判解剖、问症解事、帮助解难、宣传解

惑、交心解结，从而扭转被动局面，做到了化解存量、遏制增

量，确保辖区社会和谐。 （付丽英）

助力城市氢能产业发展
本报讯 近日，重庆石油又一座应用储氢井技术的加氢

站——空港综合加能站建成投产，为成渝“氢走廊”再添新支

点，进一步促进重庆地区车用能源多元化发展，为重庆氢能源

汽车制造提速，促进重庆氢能源相关产业良性发展打下基础。

据悉，建成高品质综合加能站，是重庆石油开展“百日

攻坚创效”专项行动的重点目标。自 2021 年国内首座应用

储氢井技术的加氢站——中国石化半山环道综合加能站落

户重庆以来，重庆石油积极融入重庆市氢能产业规划，助力

“西部氢谷”建设，打造成渝“氢走廊”建设，已连续建成投产 4
座加氢站。 （李研砺）

诸暨老年爱心食堂带来便利

近日，浙江省诸暨市陶朱街道五蓬新村爱心食堂正
式开张，全村60岁以上的老年人齐聚一堂愉快就餐。该
街道近期还将有3个村的“爱心食堂”陆续开业。

据了解，诸暨市目前全市范围内共有老年爱心食堂
245家，已覆盖全市75%的村（社区）。全市三分之二的60
岁以上老人都能享受到“爱心食堂”带来的种种便利。

本报记者 邹倜然 本报通讯员 方成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