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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中国西藏雅砻文化节山南旅
游湖北专场推介会在武汉举行

滇池官渡古镇：从国内名镇
到国际名镇

湖南假期接待游客
超 2000 万人次 旅游
总收入 137.84 亿元

        中国新报湖北讯（记者 孙运晓 张光奇）9 月 20
日，由西藏山南市人民政府、湖北省文化和旅游厅、
湖北省第九批援藏工作队主办的“共享地球第三
极·藏源山南”2019 中国西藏雅砻文化节山南湖北
旅游专场推介会在武汉举行。
        此次推介活动是 2019 中国西藏雅砻文化节湖北
分会场的重要活动之一，旨在以湖北——山南对口
援建为依托，加大山南市旅游资源和旅游产品在湖
北主场的宣传推广力度，助推山南旅游快速发展。
湖北省文化和旅游厅党组副书记、副厅长杨军，西
藏山南市人民政府副市长牟永文出席推介会。湖北
省文化和旅游厅、省国资委、省经信委、省援藏援
疆办、湖北省第九批援藏工作队、山南市旅游发展局、
山南市 12 县 ( 区 ) 分管旅游负责人及媒体代表参加
此次活动。
        湖北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杨军表示，湖北对
口援藏 25 年来，湖北省文化和旅游厅始终将文旅援
藏当作一项重大政治任务和自己的事业积极推进。
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两地旅游合作明显加深，
签订了《汉藏旅游交流合作协议》，建立“武汉山
南汉藏旅游交流指导委员会”和“武汉山南汉藏旅
游交流中心”，设立了“山南旅游驻武汉办事处”；
连续多年组织大型旅行商踩线团到山南踩线考察，
争取鄂藏两地党委政府支持开通了汉藏直航，赴藏
湖北游客数量得到大幅度提升；支持山南在湖北多
个市州举办旅游推介活动，投放旅游形象广告，山
南旅游品牌已逐步在湖北唱响，受到越来越多湖北
游客的喜爱。目前，湖北年进藏游客已超过 12 万人，
年增幅超过 10%。
        山南市人民政府副市长牟永文在推介会上介绍，
山南是藏民族的摇篮、藏文化的发祥地，是西藏农

业耕作的起源地，也是西藏民主改革最早的地区。
山南有西藏历史上第一位藏王—聂赤赞普、第一座
寺庙—桑耶寺、还有第一座宫殿—雍布拉康和第一
座佛堂—昌珠寺。山南地处冈底斯山脉至念青唐古
拉山脉以南，境内有雅江谷地风景如画、羊卓雍措
风光旖旎、天然氧吧勒布生态完美、拉姆拉措神圣
神秘、哲古草原自然和谐。山南目前已推出了“藏
源寻根”之旅、藏中旅游东环线、穿越藏南最美边
境线自驾游、边境休闲养生之旅、雅砻文化净心游
等精品线路。这些精品线路串联拉萨、林芝、山南
三地久负盛名的旅游景区，是游览西藏风光的最佳
选择。
        推介会上，山南市人民政府与湖北省文化和旅
游厅签订了《2019—2021 年客源援藏意向性合作协
议》。协议提出，将积极实施引客入藏援藏，积极
支持鼓励本省旅行社组团赴山南旅游，每年输送一
定数量的游客进藏。运用省级宣传媒体平台资源对
山南市旅游进行宣传推广等；山南市旅游发展局还
与武汉市旅行社协会签订了《山南旅游驻外联络处
战略合作协议书》，提出将通过联合营销等方式共
同开发旅游市场。武汉旅行社协会也将号召本地旅
行社以最大限度组织游客前往山南旅游。会上，山
南市旅游发展局宣布，对与山南市旅游发展局签订
了联合宣传促销协议的武汉旅行社实行组团奖励办
法，对飞机切位 30 人以上和火车包厢 1 个以上的旅
行社，都将予以相应奖励。武汉各大旅行社表示，
将把山南的优惠政策让利于游客，希望以更实惠的
价格，更优质的服务，吸引更多湖北人到山南去看看。
        据了解，目前武汉直飞西藏贡嘎机场的航班每
日一班，武汉游客 4 小时内即可到达山南。

        中国新报云南讯 ( 记者 刘延平 ) 说云南昆明滇
池官渡古镇是国内名镇，这话一点不假，因为早在
1987 年，历史悠久，4000 多年前就有人在此居住的
官渡古镇，就被国务院批准为滇池国家重点风景名
胜区。 
        但说她是国际名镇，是昨日中国新报记者前来
这里，耳闻目睹此处不时进进出出的多位白人、黑
人时，才充分感受到的。
        从昆明火车站出来，乘 154 路公交车，很快，
中国新报记者就抵达官渡古镇了。
        沿着官渡古镇的状元街前行，没多久，中国新
报记者就来到了古镇的少林寺内，眼前的事实不由
令记者一惊：穿行于少林寺内的，竟有很多外国人，
他 ( 她 ) 们无论男女，一个个看上去步履矫健，精神
抖擞。
        同行的家门姐悄悄告诉中国新报记者，说这帮
人功夫了得；而据前来会面的和尚师傅介绍，官渡
少林寺有一个国际部，专门教外国人少林功夫，开
了一个国际班，有几十人。
        官渡古镇位于昆明东南郊，是中国著名的历史
文化古镇，是滇文化的发祥地之一，是云南旅游，
特别是昆明旅游的主要历史文化景观。
        官渡古镇文化古迹众多，人文景观丰富，在不
到 1.5 平方公里的面积内，就有唐、宋、元、明、清
时期的五山、六寺、七阁、八庙等多处景观。
        官渡古镇有悠久的历史文化，名字的来源，是
历史上，滇东南官员入昆明时，必须先从这里坐船，
简称官渡。
        南诏大理国时期，这里已是滇池东北岸一大集
镇和交通要冲。4000 多年前就有人居住，因临近滇池，
先人们以捕食螺蛳为生，长久以往，螺蛳壳堆积如山，
古称“涡洞”，现存的许多古建筑就建在这一新石

器时代贝丘文化遗址上。官渡古镇元代与昆明同设
县，明清时期已成为商业，手工业发达的重要集镇。
        位于官渡古镇的“金刚塔”，为国家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是我国现存最早建造、保存最完好的金
刚宝座式石塔，修建于明天顺之年的公元 1457 年，
距今已有 562 年历史，建在一堆螺蛳壳上的金刚塔
堪称伟大壮举。河北省建筑科研研究学院工程技术
人员在整体顶升 2.6 米的巨大工程中发现，当时没有
水泥，为了建造该塔，古人采用螺蛳壳拌黑胶泥夯
实后，再打下数百根沙松桩固定后，再用糯米饭和
糯米汤拌红土作垫层，一块一块砌上塔石，据说当
时官渡古镇千家万户的糯米都集中后用尽。
        除金刚塔外，官渡古镇还有省市级文物保护单
位：妙湛寺东塔、土主庙、法定寺、文明阁、魁星阁、
观音寺、凌云阁、古戏楼、三圣宫、燃灯寺、五谷
寺等 10 多处景观，以及上百间保存完好的“四合院
一颗印式”民居，形成一个繁华集镇，古时有“小云南”
之称。
        如今，官渡古镇不仅少林功夫了得，环境优美，
游人如织，而且还是国家 AAAA 级旅游景区……
        官渡老街是昆明 AAAA 景区，内有官渡古镇少
林寺，及昆明地道的独具特色的美食小吃。官渡老
街千年风雨，使这座古镇历经沧桑；万般奇迹，让
这些国宝重现辉煌。古时官渡人，用糯米饭拌泥在
螺蛳壳堆上建起重达 1350 吨的“金刚塔”。现代官
渡人，用科技手段抢救国宝古迹，恢复勾勒了“古
渡渔灯、螺峰叠翠、月映月台、杏圃牧羊”的古典
人文风韵。站在昆明官渡古老的街头，环顾四周的
庙宇阁楼，闻其悦耳的风铃，仰视欲飞的金鸡，抚
摸着双塔的身影，不难感受到这座古镇丰富的历史
文化内涵。
        官渡古镇还有“三宝”：一是官渡饵，二是官

        中国新报湖南讯（记者 钱训）9 月 16 日，记者
从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发布获悉，今年中秋节期间，
湖南省共接待游客 2092.84 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
137.84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12.51% 和 16.99%。湖
南省纳入监测的 124 家旅游景区累计接待游客 423.78
万人次，实现营业收入 3.09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23.3% 和 13.3%。
        今年中秋，湖南各地大力开发夜游市场，打造
消费新热点，过夜旅游者 339.23 万人次，同比增长
13.08%。据统计，夜间游玩门票在线订单量同比激
增 6 成，90 后是消费主力，占比 60%。主题乐园
夜场票销售量同比增幅超过 80%，美术馆以及艺术
馆的夜间产品订单量同比增幅超过 1 倍。美团发布
2019 中秋假期消费趋势预测报告显示，长沙在全国
新晋文化游热门城市排行中居第 4，夜间消费订单量
位居第 4，增速超过北上广深。
        其中，长沙铜官窑古镇夜游活动吸引近 3 万人打
卡；长沙方特东方神画开启“东方 12 时辰”，两日
进园 2 万人，点亮中秋灯会；长沙世界之窗夜游新增
120 米观景台，供游客登高赏月，园内吃合拢宴、放
河灯祈福；岳阳汨罗推出烧宝塔活动，近 5 万市民、
游客涌至江边踏着古乐跳起围塔舞。同时，背《岳阳
楼记》免门票活动、“风韵衡州”衡阳市非遗传承人
汇报展演专题晚会、南岳朱陵宫拜月仪式等活动让游
客感受中秋佳节的魅力。
        今年中秋小长假，自驾游、周边游、乡村游、
休闲游、走亲访友游持续火爆。天心、岳麓、望城、
长沙县、宁乡等城市周边各大乡村旅游点成为周边居
民的首选休闲旅游和度假之地，湘西龙山惹巴拉、永
顺杉木河、花垣十八洞、古丈墨戎苗寨等乡村游景区

（点）则以赏花、采摘、品农家美食、体验乡村劳作、
体味乡村民俗为特点吸引众多游客。
        中秋小长假期间，游客最青睐的湖南文化旅游相
关品类前三名分别是文物古迹、博物馆、古镇。其中，
古镇类旅游产品预订量增幅最高达 86%。中秋家庭
游占比超 7 成，且多数人选择跨城出游，异地消费占
比近 6 成；年轻消费者偏爱文化旅游，文化旅游类相
关产品线上预订量同比去年激增超 2 倍，消费者中
90 后占比过半，可谓文化旅游的“头号粉丝”。中
秋假期还迎来一波时令美食文化和旅游消费小高潮，
相较前一周同期，中秋小长假江河湖海鲜的交易额增
长近 7 成。特别是大闸蟹需求较往常更旺，交易额增
幅高达 70%。

渡米线，三是官渡豌豆粉。这是近 100 年来广为流传
的名特小吃。云南过桥米线数十年来就选用官渡西庄
的酸浆米线，其筋骨，口感无与伦比。官渡镇还专门
建了占地１５亩的“官渡苑”，开设了官渡风味小吃
系列，珍稀野菜系列，官渡土八碗等特色佳肴，并以
颇具特色的民间传统服务，作为官渡古镇的旅游定点
接待单位，迎接来自世界各地的八方宾客。

铜官窑中秋夜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