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村BA：
乡村篮球赛“点燃”县域经济

10 月 28 日晚，全国和美乡村篮球大赛
(村 BA)总决赛在贵州省台江县台盘村落下
帷幕，广东沙溪队以 84：78 战胜广东大朗
队，获得总决赛冠军。

数据显示，自 2022 年夏天台盘村乡
村篮球赛走红“出圈”以来，台江县累计
接待游客 200 余万人次 ，带动旅游综合
收入超 23 亿元。2023 年上半年，台江县
GDP 同比增长 7.7％，连续 6 个季度位列
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第一，居贵
州省前列。

时令：
河南开封迎来菊花文化节

中国开封第 41届菊花文化节近日在河
南省开封市开幕，将持续至 11月 18 日。本
届菊花文化节以“宋韵开封·菊香中国”为
主题，推出“看美景”“读宋韵”“品美食”等
系列主题活动。在开封市内多个景区共布
展菊花320万盆，为游客带来一场既有时代
气息又具开封特色的菊花文化盛宴。

免费：
石家庄赵州桥景区本月起

免费开放
赵州桥景区自2023年 11月 1日起免费

向公众开放。赵州桥始建于隋代，由工匠
李春设计建造，距今已有1400余年历史，它
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跨度最大、保存最完
好的敞肩式石拱桥，被誉为“天下第一桥”

“桥梁鼻祖”。1991 年 10 月，该桥被美国土
木工程师学会选定为世界第十二处“国际
土木工程历史古迹”，是我国唯一获此殊荣
的土木工程建筑。

出行：
乌镇西栅景区、乌村将暂停售票

乌镇西栅景区、乌村近日发布公告称，
2023 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将于 11
月 8 日至 10 日在桐乡乌镇召开，为保障景
区正常运转及峰会顺利进行，避免给游客
带来不便，西栅景区、乌村从 11 月 6 日 12:
00 至 11 月 10 日 13:00 不再出售游览门票
及相关套餐。

乡村：
高山古村落开启金秋“红叶节”

梯田鳌鱼灯、红叶美食节、汉服旗袍
秀、稻田庆丰收……近日，2023 中国·指南
山红叶节在临安区太湖源镇指南村开启，
吸引了各地游客前往感受山乡古村落金秋
的魅力。

杭州指南村有着 2000 多年的历史，地
处海拔近600米的山区，森林覆盖率达93%
以上，被誉为“华东地区最美古村落”，每年
10 月底至 11 月底，当地都上演最美“山乡
秋色”。

出境：
南非酝酿推动放宽中国和

印度公民签证
据彭博社报道，南非旅游部长德利

莱表示，正在推动对中国和印度公民放
宽或取消签证的要求，以促进来自这两
个国家的游客数量增长。南非政府将旅
游业的发展确定为降低失业率的关键，
但长期以来一直面临入境南非太难的批
评。德利莱表示将处理签证问题、旅游
行业经营许可证等有关规定，进一步推
动航班准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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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铁旅游高铁旅游““标签化标签化””
吸引游客吸引游客快旅慢游快旅慢游

随着9月 26日
广汕高速铁路正式开通
运营，高铁“牵手”文旅，在
汕尾掀起一轮文旅新热潮，
“奔向海陆丰——坐着高铁来赶海”
成为汕尾市的旅游新标签，特意乘高
铁去汕尾尝“鲜”的游客络绎不绝。

近年来多地均在借高铁这个“标
签”，打造充满特色的文旅形象，持
续放大“高铁效应”。一条高铁开
通，鲜明的旅游“标签”吸引游客精
准慢游，带旺沿线旅游目的地的例
子并不罕见。

今年国庆期间，广州市民陈先生
就携家人体验新开通的广汕高铁，

“广汕高铁开通大大方便了出行，特
意去汕尾‘赶海’，在红海湾体验海滨
冲浪尝海鲜。”据了解，9月26日，汕
尾市为庆祝广汕高铁开通启动了“奔
向海陆丰——坐着高铁来赶海”系列
活动，而“坐着高铁来赶海”则成为广
汕高铁的一个旅游新标签。汕尾着
力擦亮“蓝色名片”，以滨海湿地、观
海民宿、“海上古堡”等海洋元素，吸
引游客前来体验“赶海之旅”，推出涵
盖“吃、住、行、游、购、娱”的文旅大礼
包，举办了“奋进汕尾高铁时代——
渔歌专场”“非遗进景区”“乡村旅游+
特色农业”等系列体验活动。

据统计，中秋国庆假期“黄金周”
8 天汕尾旅游总人数达 435.13 万人
次 ，同 比 增 长 157.88% ；过 夜 游 客

278.1 万人次，同比增长 484.24%；旅
游 总 收 入 20.53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72.59%。其中，来自粤港澳大湾区
的赴汕游客占汕尾市接待游客总量
的70%以上。广汕高铁的开通，让广
汕高铁线路上的终点城市汕尾“火
上加火”。

在“黄金周”后的 10月 8日，“一
小时遇见汕尾”的首发专列旅行团从
广州增城新塘站出发，200余名游客
报名参团。广州本地旅行社广之旅
发言人官键介绍，广汕高铁开通之
后，对于去汕尾乃至粤东的成团收客
带动很明显，“可以说直接把汕尾旅
游竞争力整体拉高了一个档次。到
2023年底前 我们的汕尾线路超过九
成都是通过高铁往返，从广州东、广
州南和高铁新塘站出发。”他介绍道，
广汕高铁同时带动粤东整体的汕尾+

潮州，汕尾+梅州等线路密集出发。
外省来粤线路，以往以潮汕地区为粤
东主要目的地，现在受广汕高铁交通
便利的影响，也会增加汕尾的行程。

官键认为，地处海滨的汕尾，正常
来说冬季是出游淡季，能有这个表现
确实不容易。冬游会偏向美食、养生
等主题，汕尾旅游资源本身比较丰富
和多元，可以说现在已成为周边游主
流目的地，未来还将加大对港澳、外国
等入境游客的推广宣传力度。“坐着高
铁来赶海”已经不是一句空泛口号，据
了解，通过高铁出行的汕尾线路基本
上都主打品质，11-12月的 2-3天游
的价格为在799-1499元不等，以省内
周边游来说拉高了客单价，不少线路
主打一价全包，加上汕尾政府官方补
贴，其实性价比是非常高的，所以能对
游客产生持续的吸引力。

坐着高铁去“赶海”，旅游城市“火上加火”风向标

事实上，近年来多地均在借高铁
的旅游“标签”，打造充满特色的文旅
形象。其中，穿越喀斯特地貌的贵南
高铁、首条跨海高铁福厦高铁等均借

“标签”打造充满特色的高铁经济。
贵州、广西两省区首条设计时速

350 公里的高速铁路——贵南高铁，
不仅2个多小时就能从壮美广西到达
多彩贵州，还把沿线喀斯特地貌串珠
成链，一路美景连绵，被称为“黄金旅
游线”。甚至在各大社交媒体上，来
自五湖四海的年轻人纷纷晒出自己
独特的旅行经验，“一天打卡广西 5

座城市”“30小时往返 1300 公里游 6
个 景 点 ”“ 挑 战 24 小 时 吃 遍 贵
州”……贵州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熊德
斌就对媒体表示，贵南高铁能撬动沿
途各县旅游资源开发，将景区景点串
珠成链，推动“假日游”向“平日游”转
变、“旺季游”向“四季游”转变，构建
快旅慢游的发展格局。

9月 28日，福州至厦门至漳州高
铁（福厦高铁）开通运营，作为我国首
条跨越海湾的高铁，“坐着高铁看大
海”成为福厦高铁的一大标签。此
前，国铁集团相关负责人曾表示，福
厦高铁的开通运营，福州、厦门将形
成“一小时生活圈”，将东南沿海城市

群串联起一条“黄金旅游
带”。“ 来福建，坐火

车，一路山海一路
歌”更成为福建
省借福厦高铁

打出的标语。福建省文化和旅游厅
一级巡视员吴立官曾表示，福建省将
抓住福厦高铁全线开通运营契机，以
高铁为引，串出最美八闽风景线，进
一步释放铁路独有的“大交通”与“大
客流”优势，促进旅游与铁路融合发
展。

较早之前开通的高铁线路，也诞
生了一批“最美高铁线”“美食线路”

“小清新线路”等等。如全长只有287
公里的杭黄铁路，有着“中国最美高
铁线”的标签。这条线路连接了两座
世界级旅游城市——杭州和黄山，还
经过57个国家级风景区，其中有7个
是 5A级景区，分别是：杭州西湖、西
溪湿地、千岛湖、绩溪龙川、古徽州文
化旅游区、黄山风景区和皖南古村落
——西递宏村。

2019年 12月底开通运行的昌赣
高铁，是第一条途经井冈山革命老
区、赣南等原中央苏区的“苏区高
铁”，加上英雄城南昌，被誉为“最红
高铁”。线路上的研学之旅、红色旅
游较多，而红色旅游特点比较突出，
客流成分比较明显，“最红高铁”旅游
标签客观上达到了精准吸引游客进
行主题慢游沿线红色景点的效果。

可以说，随着高铁线路不断开通，
沿线各地均借力高铁“标签化”积极挖
掘本土特色文旅资源，打造特色产品，
成为注入文旅高质量发展的新动力。

借力“大交通”，串起黄金旅游带新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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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说

随着我国高铁网络的不断完善，
新的高铁线路不断开通，对沿线城市
文化旅游有着巨大的拉动和影响力，
还 会 有 更 多 高 铁 线 路 走 向“ 标 签
化”。高铁“牵手”文旅，这是融合发
展的新路径。

华南师范大学旅游管理学院会展
经济与管理系主任李军教授认为，新
高铁线路的开通对沿线城市文化旅游
的拉动和影响力，主要体现在提升旅
游客源多样化、促进区域旅游合作与
竞争、优化城市旅游形象、增强文化交
流和传播、推动旅游业均衡与可持续
发展等方面。而标签化的高铁旅行，
对文化旅游宣传大有好处，可提高知
名度，个性化推荐，扩大宣传范围，提
高旅游者决策效率。

李军指出，在众多的旅游目的地
中，标签化是使某个地方脱颖而出的
关键手段。通过标签化旅游宣传可
以为某个地方塑造一个独特且鲜明
的形象。因此，标签化的高铁旅行，
文化旅游宣传可以更为精确地传达
地域旅游特色和亮点，从而吸引特定
群体的游客。

在大数据时代，消费者的行为和
偏好都可以被记录和分析。基于标
签化的旅游信息，旅游推荐算法可以
为游客提供更加精准的旅游路线和
目的地建议。当搜索引擎优化和社
交媒体分享成为了宣传的关键，具备
明确标签的景点更容易被搜索引擎
抓取和推荐，同时也更便于在社交平
台上被分享。因此通过标签化，高铁
线路可以塑造并加强其独特的旅游
品牌，扩大宣传范围，吸引更多的潜
在游客。通过标签，游客可以迅速筛
选出他们最感兴趣的景点，并进行高
效的行程规划。高铁旅游标签化不
仅向他们传达旅游目的地资源，同时
也传递旅游交通的便利性。

随着广汕高铁的开通运营，加之
汕汕高铁即将竣工通车，让广东省成
为了名副其实的高铁大省。未来，随

着更多高铁新线路的开通，巨大的高
铁网将把广东的各个角落紧密相连，
这对于广东旅游业来说是难得的大
机遇。

今后，如何用好高铁的旅游标签，
推介广东旅游，吸引更多游客？李军
建议，可以通过打造高铁旅游线路、开
设高铁旅游专列、推出“高铁+旅游”
套餐、开展高铁文化活动，充分利用高
铁标签这一优势，吸引更多游客，促进
广东文旅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他表示，广东省拥有众多的旅游
景点，从繁华的城市到古色古香的小
镇，都有其独特的魅力，通过设计与
高铁相关的旅游线路，如“岭南文化
之旅”，可以为游客提供一条串联起
广东各大景点的高铁旅游路线。高
铁专列还可以结合目的地的文化、风
景和特色，为游客提供一站式的旅行
体验。例如，专列车厢内可以进行当
地的文化表演，展示当地特色的工艺
品和小吃，让游客在旅途中就开始感
受到目的地的魅力。此外，高铁旅游
专列可与当地的旅游景点、酒店、餐
饮等企业进行合作，为游客提供一系
列的优惠和定制服务。

同时，他认为，应鼓励各地方政府
和旅游企业参与高铁旅游的推广活
动，共同打造广东高铁旅游品牌。搭
建线上旅游平台，将广东的旅游资源
与高铁的时刻表、票务信息等整合在
一起，为旅客提供更为便利、高效和经
济的出行选择。创新通票制度，为游
客提供一站式的旅游服务。可在高铁
站内举办特色文化 、艺术展览或表
演。不仅能丰富旅客的候车体验，还
能推广并传播旅游目的地的独特文
化，让传统文化得以传承与发扬。

对于竞争日趋激烈的文旅领域
来说，关键性标签已是各地文旅产业
快速脱颖而出的重要一环。能承载
文化内涵的高铁标签，都可能成为文
旅产业的流量密码，吸引众多游客前
去快旅慢游。

关键性标签可使文旅产业脱颖而出

广汕高铁
旅游首发团合
影留念
羊城晚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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