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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兰花，养心情。早春二月，太
原市迎泽公园和碑林公园内，高洁
典雅的兰花吸引着市民驻足观赏、
拍照留念。时下，曾经备受文人雅
士喜欢的植物——兰花，频频亮相
公众场合，养兰品兰、以兰会友逐
渐成为一种风潮，引领城市文明新
风尚。

今年正月十五元宵节，当大众
热闹地看灯火、赏烟花时，长治市一
群兰友们却精心策划了一场别开生
面的赏兰活动。兰友们带着自己喜
欢的兰花聚在一起，搭建起一个典
雅别致的小小兰花苑，每盆兰花都
挂着小标签并注明品种。

因为兰花，素不相识的人们聚
在一起，交流着自己的养兰经验，分
享着彼此的开心快乐。他们当中有
退休老干部、刚毕业的大学生、打工
者、公务员，也有植物园工作人员，
每个人在或长或短的兰花培育过程
中，都有着生动的故事。他们每个
人观赏兰花的表情，就像花儿一样
的绽放，生动、鲜活。

长治市的兰花爱好者果冻，虽
然年轻，养兰却有6年时间了，从最
初的单一品种到如今的50多种。他
说，对兰花可是一见钟情，爱得不能
自拔。他对兰花的爱好也影响到了
爱人，几年下来，两人养育的兰花摆
满阳台、过道，甚至单位的走廊里、
办公桌上，都有各种兰花的影子。
他制作的兰花小视频，配上诗意的
文字，给人以惊艳的唯美感。

“工作累了，心情烦了，安静地

看会儿兰花，瞬间治愈，它会让人的
心情顿时安静下来，这种植物有天
然的功效。”这是众多兰友的感悟，
也是人们喜爱兰花的理由。

由于气候等多方面的原因，加
之大家对兰花“娇气，不好养”的误
解，在我省种养兰花并不像南方一
些省份火热。

令人欣喜的是，2022年，山西省
风景园林协会兰花分会正式成立，
兰花爱好者由最初的70多人发展到
目前的几百人，而且规模还在不断
壮大，成为我省一支兰花文化和兰
花经济的生力军。

山西省风景园林协会兰花分会
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郝江峰，也是
一位资深兰花种植爱好者，多年热
心兰花种养研究工作。如今，结合
北方气候特点，他已经尝试培育将
近500个品种，其培育的品牌兰花多
次参加全国兰花展并获奖。

郝江峰介绍，植物与人的习
性 相 通 ，爱 兰 花 也 是 在 修 身 养
性。兰花不像牡丹艳丽，没有玫
瑰芳香，但有着独特的品性。兰花
不仅可以生长在繁华的闹市，在幽
僻的山谷中，它反而开放得更加美
丽脱俗。

“ 这 就 是 我 喜 欢 养 兰 的 地
方！”每当谈到兰花，郝江峰都掩
饰不住内心的喜悦，他说他可以
对着兰花看一整天，达到“相看两
不厌”的境界。

郝江峰认为，兰花不是那些文
人雅士们的“专属”，普通大众同样

可以亲近拥有。多少年来，人们喜
欢兰花，却因误以为“不太好养”而
不敢尝试。他试养的好多品种兰花
足以说明，兰花同样可以在三晋大
地上绽放。

如今，有着温柔内敛气韵的兰
花渐渐走进百姓家中，成为客厅、书
房内最吸睛的点缀。记者从花卉市
场也了解到，这几年，兰花成为馈赠
亲朋好友的礼物之一。

每年的中国春兰节已成为一场
赏心悦目的盛会，吸引全国各地的
兰友们前来饱餐“兰花盛宴”。

今年春节期间，我省兰花展在
太原市迎泽公园、碑林公园等地惊
艳绽放。虽然它们只占据小小一
隅，但还是让市民游客眼前一亮。

“什么时候，我们也能观赏到规模大
点的兰花展就好了。”不少市民更是
意犹未尽。

据太原市碑林公园负责人介
绍，春节期间展出的兰花，既有传
统名品建兰、夏皇梅、黄一品、黄光
登、绿光登、红一品等，也有近年来
选育的新花名品大唐宫粉、墨宝、
漓江雪等。

为让广大市民近距离感受兰文
化的传承脉络，让传统兰文化走进
千家万户，下一步，山西省风景园林
协会兰花分会将在太原植物园为兰
花开辟一方“领地”，以满足兰友们
和大众的喜爱之情。

图为兰友爱好者交流养兰心得。
本报首席记者 栗美霞 摄

养兰品兰养兰品兰，，
山西兰友引领文明新风尚山西兰友引领文明新风尚
本报首席记者 栗美霞

热点关注

文旅资讯

据《杭州日报》报道，近年来，
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茶园边一座
建筑因酷似动漫作品中的“汤屋”，
而成为网红打卡点。走红之后，被
网友质疑涉嫌违建。西湖风景名
胜区综合行政执法队将“汤屋”违
建 部 分 没 收 移 交 给 属 地 西 湖 街
道。当地街道决定对“汤屋”进行
保留，不进行拆除，以后市民游客
来满觉陇村，还可以看到它伫立于
茶园之中的美景。

网红打卡地西湖“汤屋”的命运
一度牵动人心。如今，当地决定保
留“汤屋”不进行拆除，这样的结局
可以说是皆大欢喜。对于游客而
言，可以继续他们的打卡之旅。而
对于当地而言，也可以进一步挖掘

“汤屋”这一难得的旅游资源。
西湖“汤屋”因其独特的房屋造

型以及与山水融合的风景而走红。
令人遗憾的是，西湖“汤屋”也存在
违法建设的问题，且处在西湖这样

一个著名的旅游风景区内。正因如
此，许多人认为西湖“汤屋”难逃被
拆除的命运。然而出人意料的是，
西湖风景区执法部门选择了没收违
建，移交给属地管理这样比较柔和
的处理方式。

对于违章建筑，拆除是最常见
的处理方式。对于西湖“汤屋”而
言，拆除违建部分，恢复房屋原状，
这当然没有问题。然而拆除违建之
后，“汤屋”就不再是游人眼中美丽
的“汤屋”，已经走红的打卡地也会
因此失去。而当地执法部门选择没
收的方式，则很好地解决了这一问
题。一方面，没收也是一种执法方
式。通过没收，执法部门实现了对
于违法乱建行为的处罚。同时，使

“汤屋”得以保留下来，回应了公众
的期待。

西湖风景名胜区对“汤屋”的处
理体现了执法的智慧，很好地把握
了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统一，实现了
很好的执法效果。国内曾出现过不
少违法建设的网红酒店、民宿，由于

对生态环境可能造成的破坏被强制
拆除。而西湖“汤屋”虽然是违章建
筑，但并未对当地环境造成太大的
破坏，同时也为当地的风景增加了
看点。

西湖“汤屋”得以保留，当然是
一件幸事。如果西湖“汤屋”不是
违建，这或许是一个成功的旅游景
点开发案例。而违建的出身显然
让西湖“汤屋”的价值打了折扣。
但是值得思考的是，为何一幢违章
建筑会成为网红打卡地？西湖“汤
屋”的设计理念与传播效应是否值
得当地在下一步的规划发展中进
行借鉴。

作为国内知名的旅游风景区，
杭州西湖在旅游资源的开发、管理
和 利 用 上 积 累 了 很 多 有 益 的 经
验。保留西湖“汤屋”，体现了当地
对于旅游资源开发保护的重视，也
体现了一种开放和包容的管理理
念。从某种意义上讲，西湖“汤屋”
的处理方式为野生景点管理提供了
有益借鉴。

保留西湖“汤屋”值得借鉴
刘少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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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万象

旅游地如何搭上影视剧“顺风车”

2月23日上午，由省文旅厅主办
的省旅游景区服务质量提升专题培
训班，在完成3天的专题授课后，组
织学员们在洪洞大槐树景区开展实
地观摩教学活动。

培训班学员先后在洪洞大槐
树寻根祭祖园景区和公司办公楼
实地观摩。在工作人员的介绍和
实操展示下，学员们现场观看了停
车引导、解手场清洁、道路清扫等
标准化服务场景，以及景区主打演

艺《大槐树移民》实景演出，了解了
景区免费体验项目、服务质量工作
理念和相关保障制度、近年来取得
的品牌荣誉等。

实地观摩教学活动，让学员们更
加深入、直观地理解《旅游景区服务
质量管理实践探索》等前期课程内容
在景区的实操运用，以及大槐树景区
标准化体系在提升旅游服务质量方
面的针对性、指导性、操作性。

旅游标准化工作是有效提升旅

游景区服务质量和管理水平的重要
手段，更是文旅业全方位推动高质
量发展的重要动力。在 2022 年山
西省标准化和质量强省领导小组办
公室开展的第一届山西省标准化创
新贡献奖评选活动中，洪洞大槐树
景区申报的山西省地方标准《旅游
景区厕所清洁服务规范》获标准项
目奖三等奖；同年 11 月，景区旅游
厕所入选“2022 全国旅游厕所建设
与管理优秀案例”。该景区多年来
的标准化创新实践经验正在为全
省旅游景区服务质量提升工作提
供可复制、可借鉴、可推广、可持续
的应用范式。

本报首席记者 栗美霞

省旅游景区服务质量提升专题培训班学员们

在洪洞大槐树景区观摩学习中有提升

漫游漫评

新春伊始，《满江红》《三体》《狂
飙》等影视剧给影片取景地带来的
关注和旅游热潮引人瞩目——从太
原古县城到襄阳古城墙上的“岳”字
砖、从宁波博物馆到江门的历史文
化街区乃至地方特产新会陈皮……
都被影视剧带上了热搜。影视作品
与取景地的相互成全由来已久，从
这一波影视旅游热潮中，旅游行业
可以得到哪些启发？

怎样的内容更受欢迎

“这些影视剧带火的热门打卡
地中，我最期待去江门。这座城市
有自己的独特风貌，电视剧《狂飙》
中展示出的市井生活、南洋建筑和
当地美食，让我对侨乡江门生出亲
切感和好奇心。”上海旅游高等专科
学校青年教师沈莉说，正是因为小
城江门没有陷入“千城一面”的发展
模式，它才成为众多剧组热衷的天
然影棚。

武汉大学国家文化发展研究院
文化规划中心主任钟晟认为，影视
剧之所以能够带火相应旅游目的地
或景点，其中最重要的机制是游客
可以在现实场景中实现情感的投
射。“影视剧的现实场景有一种独特
的空间唤醒机制，能够唤醒游客观
影过程中形成的情感记忆，进而形
成丰富的情感体验。”

“影视剧播放会带火相关旅游
地，但不是所有的影视剧都能引发

旅游热潮。”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
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副教授吴
丽云分析，能带热旅游的影视剧应
该具有几个特质。

第一，影视剧本身应是精品，无
论是剧情内容、演员表演还是服装
化妆道具等，都能得到观众的共鸣
和广泛认同。精品影视剧具有吸引
更多人观看的魅力，可以为后期旅
游转化打下客流基础。

第二，影视剧中出现的旅游点
本身自带美感、魅力和吸引力，或是
传递了自然之美，或是展示了文化
之美，或是传递了生活之美，经由影
视剧放大被更多人看到之后，这些
美的地方、美的风景、美的物品、美
的民俗、美的人物能对观者产生更
大的吸引力，从而引发观者去取景
地参观、游览，并将观影时的所观、
所思移情到影视拍摄地。

第三，源自IP 的影视精品更容
易引发观者的共鸣。源自IP的影视
精品本身已有良好的受众基础，如
电视剧《三体》和电影《满江红》，前
者有大量的小说读者，后者几乎每
个中国人在中学阶段就已经学习了
相关内容，庞大的受众基础决定了
上述IP在转化为影视作品时，更容
易激发原有受众群体的跟随热情，
到影视拍摄地打卡、到历史场景地

深度体验，从而建立更多维的、更深
刻的观者和影视剧以及原IP之间的
关系，实现观者与影视IP之间的情
感、思想共鸣。

怎样“蹭”影视热点

影视剧热映，不仅带火了影片
的拍摄地，不少景点也迅速做出反
应，“蹭”到了热点。那么，旅游地
如何更好地借力影视剧实现高效
带客呢？

吴丽云认为，可以重点考虑三
个方面。

一是在热映期和上映刚结束后
加大对旅游地的关联宣传，有针对
性地引导游客到旅游地打卡，实现
高效引流。如电影《满江红》正月初
一全国公映，拍摄地太原古县城内
的影视基地同日开放；与电影内容
相关的旅游地，有的通过背诵岳飞
的《满江红》免门票，有的通过宣传
旅游地与满江红故事的关联性，均
实现了“借势”获客。二是在影视剧
热映时做好旅游关联产品的宣传和
销售。电视剧《去有风的地方》播出
期间，云南大理就将剧中出现的美
食、服饰、水果、民宿、旅游线路等在
相关平台上热推，准确引流，将影视

热度快速转化为旅游消费。三是在
取景地的重要景点、与影视剧相关
的场景处，通过多种方式呈现其与
影视剧的关联，引发游客的回忆和
共鸣。运用与影视剧相关的文字、
图片、视频、音频，以及主动设置的
体验性内容和产品，加强旅游地与
影视剧之间的关联，主动为游客的
寻影体验提供关联产品和服务，提
升游客的体验质量，借好的口碑再
引一波流量潮。

“影视旅游是文旅融合的典型，
需要影视人与文旅人的跨界合作。”
沈莉说，如果一个旅游目的地想持
久地发展影视旅游，当地文旅人就
要主动携手影视人，从剧本开始，认
真研究如何自然、巧妙地植入当地
文化和旅游元素，力求不留刻意营
销的痕迹。

沈莉建议，应抓住影视剧制作
的全过程，做好一条龙旅游营销。
在影视剧拍摄期间，可邀请网络达
人前来体验影视剧拍摄片场，并开
展旅游目的地采风活动，通过制作
短视频和发布社交推文，为影视剧
的正式开播制造热度和关注度；影
视剧热映期间，地方文旅部门可与
景区、旅行社携手，共同将取景地一

一串联，设计追剧打卡地图，梳理网
红旅游攻略，整合在地文旅资源，推
出主题鲜明的影视旅游线路；在影
视剧热度逐渐平淡前，可以让追剧
一族、追星粉丝们共同参与影视旅
游线路的开发等，调动广大网友、剧
迷的关注，借用民间智慧不断丰富
影视旅游的内涵。

怎样久搭“顺风车”

中国旅游研究院文化旅游研究
基地研究员、河南大学旅游管理系
主任张野认为，影视作品具有明显
的周期性，热度衰减是其自然规
律。影视取景地除了要在短期内

“蹭热”，还要长期开展与影视内容
相关的旅游营销，围绕自身的优势
和特色不断优化旅游营销，这样才
有利于影视取景地“火”下去。

“影视剧带来的流量一般会持
续一定时间，在高流量期，应做好与
影视剧相关的内容、产品和服务的
高品质输出，让来访游客获得高质
量的旅游体验，打造好口碑，最大化
放大影视引流效应。

吴丽云表示，随着影视剧播放
结束，旅游带动效应会逐渐衰减。
旅游地要想有效借力影视剧实现
持续发展，还应注重品质产品和服
务的稳定输出。“任何产品都有其
生命周期，旅游地要想保持持久吸

引力，就需要根据市场需求变化持
续推出适应消费市场的新产品、新
服务。有条件的旅游地应继续吸
引精品影视剧前来拍摄，持续借力
影视剧引流。”

沈莉也表示，要让影视旅游目
的地保持热度，不能仅仅依赖影视
剧的外在力量，旅游目的地更要始
终如一地提供保质保量的文旅产品
和服务。“网红是一把双刃剑，作为
网红影视旅游目的地，一定要练好
内功，狠抓服务与管理，特别是在节
假日，更要踏实做好运营管理，否
则，一旦游客投诉引发扩散传播，影
视剧带来的旅游红利会被汹涌的负
面舆论一笔勾销。”

“过去担任英语导游时，我不止
一次在外滩被海外游客询问‘《碟中
谍3》中阿汤哥精彩一跳的高楼在哪
里’，当时我就感慨陆家嘴高楼林立
的形象已通过一部外国电影走向了
世界，并深入人心。”沈莉说，希望在
政策允许的前提下，能让更多世界知
名影视剧组和明星来华取景拍摄，同
时我们要努力将中国更多的优秀影
视作品输送到国外，通过“一进一出”
的国际影视交流，让当代中国的自然
美景和人文风情通过影视作品真实
地传播到世界，以此展现可信、可爱、
可敬的中国形象，并为入境旅游的恢
复注入动力与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