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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梦想来到这里，领略中国丰
富的历史和文化。”正在对中国进行国事
访问的瑙鲁共和国总统戴维·阿迪昂3月
26日至27日到访古城西安，为此次跨越
大洋的“中国行”定格下难忘的圆梦时刻。

3月 27日上午，阿迪昂来到秦始皇
帝陵博物院。驻足兵马俑一号坑前，感
受着秦朝军团的磅礴气势，阿迪昂细细
欣赏，并不时提问：考古挖掘如何进行？
怎样保护文物？一个小时的参观过程

中，博物院专家进行了细致讲解，一一解
开阿迪昂心中的疑问。

“在兵马俑二号坑的考古发掘中，我
们设置了可移动式考古工作舱，营造出
相对独立的空间，给发掘工作提供了稳
定的环境，以更完整提取考古资料信息
并保护出土文物。与此同时，考古发掘
与文物保护的科技水平还在不断提升。”
秦始皇帝陵博物院院长李岗向阿迪昂介
绍了兵马俑发掘的过程，以及近年来出

土文物保护和展示的进展。阿迪昂频频
点头，并饶有兴致地“打卡”留念。

“感受中国悠久的历史，参观举世闻
名的兵马俑，使我梦想成真。”结束参观
时，阿迪昂在留言簿上这样写道。

参观过程中，如织的游人令阿迪昂
一行印象深刻，激发着瑙鲁客人与中方
深入交流、互学互鉴的意愿。

“我们想更多了解西安是如何发展旅
游业的，把在中国学到的经验带回瑙鲁。

希望中国助力瑙鲁这个岛国进一步发展和
进步。”阿迪昂说。随行的瑙鲁基础设施发
展、环境治理和农业、体育部部长杰西·杰里
迈亚感慨，陕西是古丝绸之路的东方起点，
希望瑙鲁民众有机会能来到西安看一看，了
解中国厚重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

此访是今年 1月中瑙复交后，瑙鲁总
统首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访华期间，
阿迪昂还访问了北京，结束西安的行程后
前往海南继续访问。

清明假期期间，“网红”城市淄博再
次开启“人从众”模式。自去年春天因烧
烤火出圈以来，这座老工业城市的文旅
一直保持较高热度，当地也在不断优化
措施，确保“金字招牌”成色。

5日晚，在淄博张店区的一家小烧
烤店，屋内屋外坐满前来品尝烧烤的游
客。“从假期开始前到现在，我们都是连
夜串肉，并根据外地游客的喜好，有侧重
地准备食材。”烧烤店负责人房鑫告诉记
者，他还专门安排了两名员工教游客卷
小饼，推荐游玩的地方，排队等候过长时
引导消费者去其他烧烤店就餐，保证游

客有良好的体验。
“大部分游客也不再像去年，吃顿烧

烤就走。吃饭之余，他们更想了解淄博
本地历史人文和风土人情。”房鑫说。

在淄博八大局便民市场炒锅饼摊位
前，来自河北秦皇岛的游客王妍正在打
包炒锅饼。“这个甘梅味的很好吃，我也
正打包一些孜然和香辣的，带回去尝
尝。”王妍说，原以为现在还没到旅游旺
季，所以安排了这次“错峰”旅行，但到了
之后，眼前“摩肩接踵”的景象出乎她意
料。

假期期间，八大局很多店铺门前

又排起长队。据介绍，自入春气温回
升以来，八大局市场客流量持续升高，
平常周末的日客流量已达 8万人次，假
期期间的日客流量更是达到 10 万人
次。

一年多以来，淄博烧烤及文旅持续
受到热捧，与淄博“人好、物美、心齐”密
不可分，而背后更是各方的默默付出。

八大局便民市场管理办公室负责人
郑昊林告诉记者，他们吸取去年的经验，
安排了专门的工作人员进行值守，疏导
拥堵路段。设立投诉热线 3127002，以

“快受理、快处置、快反馈”为宗旨处理投

诉，解决问题。
在网红打卡地海岱楼所在的齐盛湖

公园周边，设有多个志愿服务点位。身穿
红马甲的志愿者李政樑正在提醒游客注
意安全，文明游玩。他热情地为游客指引
最佳路线，帮游客拍照，游客的笑脸也让
他无比开心。

据志愿者团队负责人介绍，他们在齐
盛湖公园附近安排了 200多名志愿者，每
天 3个班次，定时定点在岗值守。志愿服
务站还为游客免费提供行李寄存服务，并
配备应急药箱等便民物品，全方位提升游
客游玩体验。

淄博烧烤还火吗？今年清明假期依然“人从众”
新华社记者 张武岳

春日茶园绿意浓。记者近日走访重
庆、河南、安徽、云南等地发现，风景秀丽
的茶园正成为越来越多游客的踏青目的
地，人们购买创意十足的茶产品，置身新
颖的品茶场景，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茶
文化，这些茶园里的新茶事不断推动茶
产业多元发展。

茶旅融合：茶园变公园

春茶采摘时，也是郊游踏青时。站
在河南省信阳市浉河区文新茶园的观景
平台上，一幅充满生机的春日茶园图映
入眼帘：茶农们腰挎竹篓，摘取清香的嫩
叶；游客们按下快门，捕捉春天的美好。

“你看茶山多美，满眼青绿，它不仅
有经济价值，还有生态价值，茶旅融合发
展是提升公司品牌价值的重要途径。”信
阳市文新茶叶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刘文
新说，去年文新茶园游客数约 30万人
次，期待今年突破50万人次。

茶园变公园、茶区变景区、茶山变金
山。在云南省勐海县格朗和哈尼族乡南
糯山村，不少古茶树吐露嫩芽。依托秀
美的自然风光和浓郁的哈尼族风情，当
地以茶为主题打造观光游、研学游，盘活
农村闲置房屋，培育了10余家民宿和23
家农家乐，带动农民增收、农村发展、产
业升级。

通过茶旅融合，“一片叶子富一方百
姓”的美好画卷在更多茶产区铺开。重

庆市永川区依托茶园风景，推出茶主题
品牌节会，从茶旅文化节到斗茶大会，吸
引消费者走进茶园。目前永川区茶叶种
植面积达 11.15万亩，茶产业年产值约
11.1亿元。安徽省六安市金寨县打造六
安西茶谷主题公园，大力发展制茶品、观
茶艺、听茶人说茶事等茶园旅游，越来越
多农家乐挂起“茶体验”的招牌。

“可以期待，大别山将成为一座茶叶
‘主题公园’，让茶业更好成为大别山区
农民致富的支柱产业、绿色产业和特色
产业。”金寨县农业产业发展中心主任卢
万红说。

多元跨界：做活“茶业+”

茶，不仅是一片叶子、一口清香，还可
以变身各种创新产品，打造不同消费场
景。近年来，各地不断探索“茶业+”多业
态发展，让茶产业释放出更多发展动能。

在重庆永川，新式茶饮、茶食品、茶
日化用品和茶功能性产品等茶叶衍生品
被不断开发出来，茶叶资源综合利用率
不断提高。永川秀芽啤酒、茶水豆花、茶
系列护肤品……茶产品正走入人们生活
的方方面面。

“永川秀芽啤酒将清新的茶叶香与
小麦精酿啤酒丰富的麦芽果酯香融合，
深受消费者喜爱，年销量可达 200吨。”
重庆市玉琳茶业有限责任公司相关负责
人说。

信阳市市级茶艺非遗传承人杨静将
茶产品创新融入非遗的传承与发扬。经
常在茶山茶园茶室组织茶会活动的她，
邀请年轻人体验茶香茶韵、学习茶艺，并
一起开发茶叶的多种玩法，比如把鲜茶
叶制进凉粉做成“茶冻”，将朗姆酒与毛
尖茶混合研制新口味，许多年轻人慕名
前来。

茶产品愈发多样，品茶场景也愈
加丰富。相较传统茶馆的僻静，重庆
连锁茶饮品牌苗品记选择在商圈等人
流量大的醒目位置布店，便捷易得的
品茶空间、丰富的茶品选择和清新潮
流的新中式风格，吸引了很多消费
者。“喝茶变成一件更接地气、更日常
的活动，茶馆还会定期开设一些鉴茶
课程，帮助我这样的‘小白’识茶品
茶。”茶友张平中说，如今他更喜欢将
朋友聚会安排在茶馆中。

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副研究
员陈富桥指出，茶产业多元发展应结合
产区实际，因地制宜不断开拓新业态新
模式。例如，与特色小镇、个性定制、康
养休闲、医疗健康等项目融合，引入工业
旅游、数字技术、人工智能等，提高消费
者参与度。同时，在项目设计上要以茶
为核心，突出茶元素，打通体验与消费，
实现以旅销茶。

保护传承：弘扬茶文化

走进重庆武隆区的白马茶叶基地，茶
农们在千亩茶园里指尖飞舞，400名来自
武隆的小学生跟随老师在田埂间穿梭，一
场别开生面的茶文化研学活动正在此开
展。

白马山研学基地 2021 年正式开
启。“孩子们在这里可以学习采茶、制
茶、制陶、茶艺等课程。在提升茶产品
知名度的同时，也能更好地传播茶文
化。”重庆市赤茗农业股份有限公司总
经理袁学平说。

“茶产业发展需要依靠品牌提升价
值，而品牌要依靠茶文化赋能，茶文化为
茶产业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创新源泉。”陈
富桥说，茶文化包括茶史茶俗、茶艺茶道、
饮茶与健康等。

围绕茶文化保护、传承与发展，多地
在创新尝试。在安徽祁门，游客们可在
历口镇西塘生态高效智慧茶园里，全流
程体验祁门红茶制作技艺，参观祥源·祁
红产业文化博览园，当地还将开发“茶与
瓷”的全新文旅体验。在云南勐海，依托
文化挖掘与节庆打造，勐海（国际）茶王
节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参观体
验。

信阳农林学院茶学院教授郭桂义指
出，要保护好茶文化遗址和茶山生态系
统，推动茶历史、茶美景、茶技艺的融合发
展，发挥综合效益。（记者 张晓洁 李晓
婷 刘金辉 朱青）

茶园里的新茶事
——茶产业多元发展观察

新华社记者

新华社天津4月6日电（记者 周润健）今年备
受瞩目的天象来了！全球唯一一次日全食将于北京
时间 4月 9日凌晨上演，全食带扫过北美洲，墨西哥、
美国和加拿大的众多城市都能看到这次日全食，发生
时间为当地时间4月8日中午到下午，观赏性比较强。

天文科普专家表示，我国虽然无法看到本次日全
食，但感兴趣的公众可以通过互联网、电视等平台或
现场摄影师的精彩图片来了解这一盛况，有条件的可
赴美加墨，与来自世界各地的“追日者”们一起观赏这
场天文大戏。

当太阳、月球、地球三个天体处于同一直线上，月
球位于太阳和地球中间时，就可能出现日全食。当日
全食发生时，月球在地球上留下的阴影大约是一条宽
200千米左右的区域（全食带），如果你恰好位于其中，
就可以非常幸运地看到日全食了。

中国天文学会会员、天文科普专家修立鹏介绍
说，当日全食发生时，天光会忽然变暗，环境温度也会
略微有所下降，还会感到有些许凉意，大概几分钟的
时间，白天几乎变成黑夜，几分钟过后，当月球的黑影
缓缓移动，太阳逐渐又显露出它本来的光芒。

天文预报显示，这次日全食，全食带从大洋洲东
部开始，经过太平洋东部、墨西哥、美国、加拿大极东
南部，在大西洋西北部结束。全食带宽约200千米，全
食阶段持续最长时间为4分28秒，在墨西哥境内。

“本次全食带穿越众多城市，交通和生活设施便
利，相信会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大批爱好者和游客前往
观看。”修立鹏说。

修立鹏表示，我国上一次看到日全食是 2009年 7
月 22日，下一次则是 2034年 3月 20日，不过只有新
疆、西藏和青海的少数地区在日落前赶上一点尾巴，
观测难度较大。而次年2035年9月2日上午发生的日
全食则非常值得期待，其全食带经过西北、华北和北
京市区。

琉璃瓦下，文华殿中，紫禁城与凡尔赛宫重逢。
4月2日一早，故宫文华殿内人潮涌动。这里举行

的“紫禁城与凡尔赛宫——17、18世纪的中法交往”展
览首日对游客开放，来自故宫博物院、凡尔赛宫等机
构的约 200件文物精品汇聚一殿，吸引众多“文博粉”
前来打卡。

法国是第一个与新中国正式建交的西方大国。
2024年不仅是中法建交 60周年，也是中法文化旅游
年。

一甲子一轮回，中国人一向重视 60周年的意义。
“紫禁城与凡尔赛宫”展览，正是中法文化旅游年的重
要项目之一。

中国的紫禁城、法国的凡尔赛宫，东西方两座举
世闻名的皇家宫殿，它们的缘分说来话长。

1688年，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派遣5位“国王的数学
家”到达北京，得到康熙皇帝接见，从此正式开启中法
间的跨文化互动。

17世纪下半叶至18世纪，以紫禁城和凡尔赛宫为
中心，两国之间人员往来、思想交汇、文化交流广泛而
深入，被认为缔造了中法宫廷间交往交流的黄金时
代。

数百年后，两国建交 60周年之际，通过合作办展
的形式回顾黄金时代，有着怎样的意义？

那是友谊的见证——走进展厅，映入眼帘的是一
封路易十四致康熙皇帝的信。信中，他将自己派往中
国的“国王的数学家”称为“我们相互尊重和友谊的象
征”。

精密的铜镀金测角器光泽不减、洛可可风格的镶
表椭圆把镜仍可鉴人……当年法国人带来的西方造
物，在紫禁城中被珍藏至今，成为记录两国心心相印
的“传家宝”。

那是相互的欣赏——西学东渐的同时，大量中国
工艺品和书籍进入法国宫廷和贵族的收藏视野，引发
了以凡尔赛宫为中心波及欧洲的“中国风艺术”创作
风潮。

展厅正中，复刻路易十五王后玛丽·莱什琴斯卡
私人房间“中国人厅”的展陈精致非常。绘制中国人
物形象的法国产瓷瓶、镶嵌了中国漆版的墙角柜，正
无声诉说着当年法国贵族们对中国艺术的追捧和热
爱。

另一方面，法国的科学仪器、钟表、珐琅产品等深
受中国皇家欢迎。许多法国人长期在紫禁城服务，在
科学、艺术、建筑、医学、地图编绘等诸多领域对清代
宫廷产生了重要影响。

那是智慧的交融——随着中法交往的不断深入，
两国深厚而精致的文化密切互动，激发出丰富的想象
力和新创意，各自开出更加灿烂的花朵。

紫禁城内，法国传教士编译的满文《几何原本》成
为康熙皇帝的“课本”；熟练的法国玻璃匠帮助清宫玻
璃厂创新技术，清宫玻璃制作达到巅峰……

在法兰西，西方装饰技艺与中国艺术品融合成
前所未有的“中国风”；伏尔泰等启蒙运动思想家，于
儒家典籍中找寻灵感，推动和影响了法国的启蒙运
动……

你来我往间，中法彼此借鉴、相互启迪，架起了东
西方文明的沟通之桥，为不同文明和谐共处提供了历
史范例。

除了“紫禁城与凡尔赛宫”展览外，今年，中法双
方还精心策划了中法教育发展论坛、巴黎奥运会“中
国之家”等十六大精品人文交流活动，中法文化交流
迈上新的台阶。

历史这本教科书正不断给人以启迪：有一双欣赏
不同文明之美的慧眼，有一个比海洋和天空更宽广的
胸怀，人类文明之光将跨越千山万水，照耀百花盛开。

“我一直梦想来到这里”
——瑙鲁总统阿迪昂圆梦古城西安

新华社记者 付瑞霞

关公文化源远流长。在山西太原，
一位晋剧演员在舞台上扮演关公40年，
演绎忠义仁勇，书写梨园佳话。

作为山西省的代表性剧种，晋剧起源
于山西中部一带，又叫“中路梆子”。晋剧
唱腔丰富，旋律婉转，在长期发展中形成
了独特的艺术风格。2006年，晋剧被列入
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在太原大关帝庙，到此练习的晋剧
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武凌云披挂戏装，一
手持青龙偃月刀，一手掠须，威风凛凛，
举手投足间显现关公风范。

武凌云出身梨园之家，自小在父母
和长辈的口传心授下学习晋剧。他 12
岁进入剧团，勤学苦练，塑造了许多经典
角色。1999年，武凌云获得第十七届中
国戏剧“梅花奖”。

从1985年开始，21岁的武凌云排演
关公戏，与关公结下不解之缘。为了演
好关公，他熟读三国系列书籍，借鉴老一
辈艺术家和其他剧种对关公的演绎，不
断从雕塑、绘画、皮影等艺术中揣摩关公
的一言一行。每逢遇到关帝庙，他总进
去瞻仰，详细观察、记录其中的关公造
型，揉入自己的表演。武凌云说：“以‘忠
义仁勇’著称的关公，深受各地人们喜

爱。演关公，就是要学关公，要不断提高自
己的精神境界。”舞台内外，武凌云秉持“学
关公、做关公、演关公、悟关公”的信念，持
续研究关公文化的内涵。

多年的积累和沉淀，关公戏成为武凌
云表演的代表作。为了传播关公文化，武
凌云和团队不间断在国内外演出，从乡村
的古戏台到学校的小礼堂，从古建筑前的
露天广场到直播镜头前的方寸天地，从三
晋大地剧场到国外艺术节的舞台，都留下
了他们的足迹。在东南亚演出的时候，有
观众称赞武凌云为“活关公”，表达对他的
喜爱。对此，武凌云说，“我只是活跃在舞
台上的关公，为了展示好我们的优秀传统
文化，必须活到老、学到老。”

弹指一挥间，数十年的舞台生涯，在武
凌云身上留下了独特的印记。因长期佩戴
头饰拉拽脸部皮肤，一道道皱纹向他的额
头和双鬓方向延伸。到了退休年纪的他，
深感艺无止境，传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重
任在肩。他说，“只要观众喜欢，我愿一直
演下去。”

未来，武凌云计划继续通过非遗进校
园、送戏下乡、海内外演出等形式，传承推
广传统晋剧的艺术魅力，让关公美名广为
流传。

四十载关公情 舞台演绎英雄梦
新华社记者 杨晨光

● 在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的一场警民联欢会上，武凌云（左）和观众互动（2月
2日摄）。

中法文化大展启幕！
这里的紫禁城最“凡尔赛”
新华社记者 徐壮 杨湛菲

今年全球唯一一次日全食
即将在北美洲上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