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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数字化为博物馆增添科技魅力
□ 张宝桁

动 动 手 指 就 能“ 空 降 ”南 越 王 博 物

馆 VR 沉 浸 式 看 良 渚 古 国 文 物 ，足 不 出

户 即 可 走 入 广 州 博 物 馆 3D 全 景 看 展 ，

通过全息投影等科学手段观察“南海Ⅰ
号 ”水 下 考 古 全 过 程 …… 近 年 来 ，广 东

省 各 大 博 物 馆 借 助 数 字 化 手 段 加 强 馆

藏文物保护，提高文物展示功能和信息

传 达 能 力 ，以 更 丰 富 多 彩 、生 动 有 趣 的

形式讲好岭南故事，持续推动博物馆服

务向“数智化”升级迭代。

在数字化的“加持”下，如今的广东

各 大 博 物 馆 凭 借 技 术 、创 意 频 频“ 出

圈 ”，让 游 客 找 到 打 开 博 物 馆 的“ 新 方

式”。

“云游”尝鲜新体验

春节假期，身处广州的何女士凭着

一 部 手 机 便 玩 转 了 深 圳 博 物 馆 ，跟 着

“ 掌 上 深 博 ”App 打 卡 各 大 展 览 。 东 莞

鸦片战争博物馆也在云端迎来了游客，

通过“鸦片战争博物馆”微信公众号“全

景 看 展 览 ”功 能 ，佛 山 黎 先 生 带 孩 子 参

观了林则徐销烟池等古文物遗址，实现

指尖畅游博物馆。

三年来，广东不少博物馆加快探索

数 字 化 技 术 的 常 态 化 运 用 ，通 过 VR 虚

拟 现 实 技 术 、3D 建 模 技 术 等 数 字 技 术

实 现 了 线 上 展 览 、“ 云 参 观 ”，这 不 仅 拓

宽了受众范围，打破了时间与空间的限

制，在解决线下实体展览“限流”之困的

同时，更为广东众多博物馆创新发展提

供了更多可能。

2022 年 5 月 ，广 东 省 博 物 馆“ 庄 严

万象——中国水陆画艺术精品展”线上

开幕。展览利用三维建模、全景漫游等

数 字 技 术 在 虚 拟 世 界 搭 建 出 一 座 浸 入

式展厅，展览展示了亿级像素的全景场

景 104 个。

伴随着悠扬的古琴声，一件件藏品

跃上屏幕，点击文物还能听到字正腔圆

的解说。通过数字技术，过去人们趴在

橱窗都不一定能看清的展品，如今动动

手 指 便 能 轻 松 查 看 画 中 人 物 的 神 态 动

作 ，甚 至 查 阅 展 品 相 关 历 史 背 景 ，比 起

线下看展体验毫不逊色。

在深圳博物馆馆长叶杨看来，博物

馆“上云”不是简单地披上数字化外衣，

也 并 非 直 接 把 博 物 馆 藏 品 放 到 网 上 展

示 ，而 是 运 用“ 互 联 网 + ”思 维 ，让 沉 睡

的文物资源“走出”博物馆，让展览内容

设置更走心、知识普及更入心。

大 火 的 网 络 直 播 成 为 广 东 大 小 博

物馆打破“次元壁”，让“博物馆云游”生

动 有 趣 的 新 路 子 。 近 年 来 涌 现 的 各 类

“云观展”“云游馆”等 App、小程序也变

成了人们通往各大博物馆的传送门，让

人们足不出户就可纵览万千文物，更为

博物馆带来全新流量。

馆藏文物“活”起来

随着文博智慧建设不断推进，结合

展馆特点，利用科技手段在虚实间再现

文物时空场景，呈现真实、直观、生动的

历 史 故 事 成 为 当 下 广 东 各 博 物 馆 实 体

展的“标配”，为文化传播打开了一扇新

窗口。

广 东 省 博 物 馆 古 生 物 展 厅 引 进 了

3D、VR 等技术，观众戴上科技眼镜，巨

大 的 恐 龙 模 型“ 活 ”了 过 来 ，张 牙 舞 爪

间，人们如同与千百年前的生物来了个

实打实的照面。

流水潺潺、鸟啼清幽、游鱼戏水……

在三维建模仿真等技术支持下，广 州 南

越 王 宫 博 物 馆 让 消 失 已 久 的 南 越 国 宫

苑曲流石渠“重现”，复原的园林景观影

像配合声控特效，让观众一秒切换到古

人 视 角 ，沉 浸 式 感 受 2000 多 年 前 王 宫

御苑内溪涧鸣泉、生机盎然的岭南园林

美景。

从 感 官 到 体 验 ，从 内 涵 到 外 延 ，数

字 技 术 的 应 用 持 续 深 挖 博 物 馆 文 化 内

涵。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以下简

称“海丝馆”）里，身穿仿古服饰，穿梭在

展 馆 之 间 的 智 能 讲 解 机 器 人 成 为 一 道

靓 丽 风 景 。“ 他 ”不 仅 对“ 南 海 I 号 ”故 事

了 如 指 掌 ，更 熟 知 馆 藏 文 物 的 各 种 信

息，通过语音识别、触摸交互、移动互联

等 方 式 生 动 传 递“ 南 海 I 号 ”背 后 的“ 海

洋梦”。

另 一 边 展 厅 里 ，海 丝 馆 综 合 运 用

VR 影片、互动投影、三维技术等虚拟结

合 手 段 ，打 造 历 代 丝 路 航 海 图 、遗 珍 探

秘 、丝 路 传 奇 、海 底 世 界 VR 体 验 四 个

体验项目。观众戴上虚拟现实头盔后，

在 短 短 十 多 分 钟 内 ，“ 置 身 ”于“ 南 海 I

号”里，感受“南海Ⅰ号”的船员生活，或

搏击风浪，或货通万国。

服务体现“云治馆”

在数字浪潮下，广东省作为全国首

个 智 慧 博 物 馆 试 点 省 份 正 着 力 以 科 技

提升博物馆的运营管理能力，围绕博物

馆藏品保管、文物保护、陈列展览、观众

服 务 等 核 心 业 务 建 设 智 能 化 综 合 管 理

平台。

据 悉 ，潮 州 市 利 用 虚 拟 现 实 、区 块

链等新兴科技手段，打造了潮州工艺美

术元宇宙精品馆，陈列潮瓷、潮绣、潮雕

等数字藏品，在保护作品数字版权的基

础 上 ，实 现 真 实 可 信 的 数 字 化 发 行 、购

买、收藏和使用。

2014 年，广东省博物馆成为首批智

慧博物馆试点单位后，便以数字化手段

打 破 了 原 有 的 藏 品 管 理 、资 源 管 理 、项

目管理及审批管理的壁垒，形成数据互

联共享，授权、管理、审批一体化的智慧

博物馆平台，向内部人员开放藏品数据

资 源 以 及 相 关 图 片 、音 视 频 、三 维 数 据

等，搭建了最大程度共享和获取业务数

据 平 台 ，实 现 了 藏 品 管 理 模 式 质 的 飞

越。这为后来博物馆在文物活化利用、

业务创新、展览活动爆发增长提供了平

台和数据的支撑，使其在疫情期间依旧

火爆。

面 向 公 众 ，广 东 省 博 物 馆 率 先 打

造 了 一 体 化 的 公 众 服 务 系 统 ，利 用 大

数 据 分 析 及 聚 类 分 析 ，为 观 众 提 供 个

性 化 信 息 服 务 ，无 论 是 到 访 前 的 票 务

预 约 ，到 访 时 的 智 能 导 航 、文 物 检 索 ，

还 是 到 访 后 的 文 创 购 买 、展 览 推 荐 ，皆

以 数 字 技 术 为 介 质 连 接 观 众 ，全 阶 段

服 务 充 分 体 现 了 博 物 馆 数 字 化 建 设 的

深 度 与 广 度 。

“从底层基础数据和设备设施到顶

层的管理模式的重构并不容易，需要下

大决心，花大力气。”广东省博物馆相关

负责人介绍，智慧化建设需要与博物馆

发 展 方 向 保 持 一 致 ，甚 至 走 在 前 面 ，以

保 证 建 设 的 成 果 能 在 未 来 充 分 发 挥 支

撑和增效的作用。

在祁红小镇中国茶叶改良陈列馆，

探 究 古 老 茶 机 设 备 ，回 溯 祁 门 红 茶“ 前

世今生”；在祥源祁红文化产业博览园，

沉浸式观赏百年祁红制茶工艺，品味茶

韵 绵 长 ；在 环 砂 村 历 口 茶 园 ，徜 徉 茶 山

花 海 、乡 村 美 景 ，体 验 梦 幻 茶 旅 …… 近

年来，安徽省黄山市祁门县以振兴祁门

红茶（以下简称祁红）为职责，深度挖掘

祁红文化底蕴，用心用情讲好祁红文化

故 事 ，做 大 做 强 祁 红 品 牌 ，加 快 推 动 祁

红 文 化 创 造 性 转 化 、创 新 性 发 展 ，持 续

推 进 祁 门 茶 旅 融 合 发 展 ，擦 亮 祁 红“ 金

字招牌”。

主客互动

驾 车 从 黄 山 市 祁 门 县 金 字 牌 镇 黄

浮 高 速 出 口 驶 出 ，沿 着 237 国 道 继 续 行

驶 5 分 钟 ，十 多 栋 颇 具 徽 派 建 筑 风 格 的

大 型 厂 房 便 映 入 眼 帘 。 厂 房 四 周 青 山

环 绕 ，绿 水 相 依 。 步 入 厂 区 ，一 股 芬 芳

馥郁的祁红香扑鼻而来；随处可见的黑

白 色 调 徽 派 装 饰 古 朴 典 雅 …… 这 便 是

祥 源 祁 红 文 化 产 业 博 览 园 给 人 的 第 一

印象。

“整个博览园由祁红非遗技艺制茶

中 心 、祁 红 示 范 工 厂 、祁 红 博 物 馆 和 中

国茶叶奇种园四部分组成，具备非遗传

习、示范工厂、文化博览、研学观光和科

普基地五大功能，是一处集生态茶园观

光 、现 代 化 祁 红 加 工 观 摩 、祁 红 非 遗 技

艺手工制茶体验、祁门红茶专业博物馆

游 览 及 祁 红 品 饮 鉴 赏 于 一 体 的 全 景 式

沉 浸 式 祁 红 体 验 中 心 。”祥 源 祁 红 文 化

产业博览园相关负责人介绍。

在祁红非遗技艺制茶中心，一场以

祁 红 制 作 为 主 题 的 小 学 生 研 学 教 育 活

动正在举行。“这是筛分，为的是剔除低

劣的茶叶。这是拣剔，可以将遗漏在茶

叶里面的茶梗和劣片剔除……”祁红非

遗 技 艺 老 师 耐 心 且 详 细 地 为 同 学 们 介

绍 着 祁 红 制 作 的 每 一 个 步 骤 及 其 作

用 。“ 收 获 很 大 ，既 学 习 了 祁 红 文 化 、茶

叶种植等知识，又提升了劳动技能。”同

学 们 说 。“ 保 护 祁 红 文 化 最 好 的 方 式 便

是传承。”该园区负责人介绍，他们还会

让学生们亲自体验筛分、拣剔等制茶工

艺。

祁 红 非 遗 技 艺 制 茶 中 心 是 博 览 园

传 承 发 展 祁 红 文 化 的 一 隅 。 作 为 中 国

第一家祁红专业博物馆、安徽省规模最

大的茶叶专业博物馆，祁红博物馆收藏

着 各 类 珍 贵 文 献 、照 片 资 料 100 余 件 ，

历 史 茶 样 、茶 器 、制 茶 工 具 展 品 70 余

件。

在 馆 内“ 神 奇 茶 境 ”展 厅 ，3D 立 体

茶 地 图 运 用 现 代 显 示 技 术 ，从 地 理 气

候 、土 壤 等 方 面 ，勾 勒 了 祁 红 的 产 区 风

貌，让游客对祁红的种植条件和分布区

位一目了然。在“精工细作”展厅，长达

七 八 米 的 全 景 手 工 祁 红 制 作 工 序 还 原

图，向游客完整且直观展示了祁红独特

品质的工艺奥秘。在“品饮时尚”展厅，

游客可以动手冲泡祁红，感受工夫红茶

的迷人魅力。

祥 源 祁 红 文 化 产 业 博 览 园 相 关 负

责 人 介 绍 ，下 一 步 ，博 览 园 将 继 续 创 新

祁红产品，丰富博览园参观、体验、研学

内容，不断提升祁红品牌的美誉度和知

名度。

交流互鉴

祁红香名远播，早在 1915 年巴拿马

万国博览会上就一举夺魁，与印度大吉

岭 红 茶 、斯 里 兰 卡 锡 兰 红 茶 并 称“ 世 界

三 大 高 香 红 茶 ”。 新 时 代 下 ，如 何 作 好

祁红文化的“国际表达”，推动祁红品牌

走向世界，成为萦绕在祁门茶旅人心中

的大事。

近 年 来 ，祁 门 县 围 绕 打 造“ 世 界 红

茶之都”和打响“祁红品牌”两大发展战

略 ，坚 定 不 移 地 做 大 茶 规 模 、提 升 茶 品

质、做强茶品牌、弘扬茶文化，培育了天

之红、祥源、祁门红等一批知名度高、消

费者喜爱的茶叶品牌。同时，凝聚国际

化 视 野 ，不 断 深 化 茶 文 化 国 际 交 流 互

鉴 ，讲 好 祁 红 文 化 故 事 ，推 动 祁 红 文 化

更好走向世界。

今 年 1 月 ，2023 世 界 三 大 高 香 红 茶

祁门对话在祁门举行，中国、印度、斯里

兰 卡 三 国 茶 企 代 表 围 绕 红 茶 产 品 、产

业、产能、渠道等话题开启“世界三大高

香 红 茶 ”的“ 高 端 对 话 ”，共 同 把 脉 世 界

红茶产业发展，进一步促进祁红文化的

国际传播。

“祁门红茶曾多次作为国家外事活

动指定的国事礼茶，赠送给外国政要。”

国 家 级 非 遗 项 目 祁 门 红 茶 制 作 技 艺 代

表性传承人、祁门红茶协会会长王昶介

绍 ，要 想 发 扬 祁 红 的 国 际 影 响 力 ，不 仅

要做好祁红品质，还要对外讲好祁红故

事。祁红文化的国际传播之路，离不开

政 府 部 门 对 茶 文 化 展 示 交 流 平 台 的 搭

建 ，茶 企 对 茶 产 品 的 推 陈 出 新 、对 茶 文

化的深度挖掘，以及新闻媒体对祁红文

化的全方位、深层次宣传报道。只有多

方形成合力，才能做大做响祁红品牌。

“去年 11 月 29 日 ，祁门红茶制作技

艺项目作为‘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

关习俗’的组成部分被列入联合国教科

文 组 织 人 类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代 表 作 名

录 ，让 我 们 深 受 鼓 舞 、倍 感 振 奋 。”祁 门

县文化旅游体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下

一 步 ，祁 门 县 将 继 续 夯 实 祁 红 产 业 基

础 ，延 伸 祁 红 产 业 链 条 ，为 祁 红 文 化 强

载体、拓窗口。

茶旅互融

初春时节，久雨初晴的祁门县历口

镇 环 砂 村 云 海 磅 礴 ，峰 林 间 云 雾 翻 腾 ，

风景如画。走进村内历口茶园，目光所

及处处皆景，茶农们此时正热火朝天地

为茶树扦插黄板，忙碌的身影犹如律动

的音符，奏响了春天的乐章。

近 年 来 ，环 砂 村 依 托 祁 红 产 业 、自

然山水和绿色旅游资源优势，大力发展

旅 游 ，一 批 以 祁 红 文 化 为 核 心 茶 旅 项

目、新兴业态落地生根、蓬勃发展，为实

现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 走 茶 旅 融 合 的 道 路 ，既 为 了 更 深

层次地保护传承祁红文化，也为了让所

有村民受益。”环砂村相关负责人介绍，

每 年 春 茶 采 摘 季 ，到 村 子 观 光 摄 影 、体

验茶园生活、购买优质茶叶的游客络绎

不绝，不少村民做起了农家乐和民宿生

意 ，将 观 光 、采 摘 、制 作 、购 买 茶 叶 融 入

其 中 ，不 仅 丰 富 了 游 客 体 验 ，也 成 为 茶

农增收的重要途径。

环 砂 村 是 祁 门 县 茶 旅 融 合 发 展 的

一个生动缩影。在祁门县牯牛降景区，

茶 旅 融 合 让 这 个“ 养 在 深 山 人 未 识 ”的

旅游景区迎来“蝶变”。

“ 大 家 上 午 可 以 尽 情 游 览 景 区 ，感

受祁门牯牛降的伟岸雄奇；下午则可以

到祁红庄园体验祁门红茶文化，亲手制

茶 、品 味 祁 红 悠 香 ……”祁 门 牯 牛 降 景

区 负 责 人 杨 红 兵 耐 心 地 为 游 客 介 绍 着

景区的特色和玩法。

杨 红 兵 介 绍 ，多 年 来 ，景 区 深 挖 祁

红 文 化 内 涵 ，创 新 祁 红 文 化 产 品 ，通 过

定期举行七碗茶会，邀请游客静心体验

茶道、观赏茶艺、科学饮茶，感悟祁红真

谛 ；通 过 利 用 徽 州 雕 版 制 作 技 艺 ，让 游

客将祁红制作工艺流程拓印下来，并作

为旅游纪念品带回家珍藏，不仅拓展了

祁 红 文 化 传 播 方 式 ，还 提 升 了 旅 游 营

收，实现景区从追求量多到追求质优的

转型。

如今，茶旅融合的发展模式为祁门

旅游经济发展开辟了新路，也带火了桃

源、历溪、环砂等古村落的旅游发展，一

幅 幅 茶 旅 融 合 发 展 的 美 丽 画 卷 正 在 祁

门土地上徐徐展开。

前 不 久 ，广 西 壮 族 自 治 区 民 政

厅 确 定 了 第 一 批 广 西 地 名 文 化 遗 产

千年古镇、千年古村落名单。其中，

桂 林 市 阳 朔 县 兴 坪 镇 、贵 港 市 桂 平

市罗秀镇、玉林市容县容州镇、贺州

市 昭 平 县 黄 姚 镇 入 选 广 西 地 名 文 化

遗产千年古镇。

据 悉 ，这 四 个 古 镇 都 有 1000 年

以上的历史，文化内涵丰富、独具特

色，古建筑传统风貌保持较好，知名

度 高 。 而 这 些 特 质 也 成 为 这 些 古 镇

不 断 吸 引 游 客 的 法 宝 ，让 古 老 的 地

名绽放新的光彩。

“古风”迷人

大 年 初 二 晚 上 ，黄 姚 镇 沿 袭 世

代 相 传 的 习 俗 ，举 办 了 一 场 别 开 生

面 的 提 灯 晚 会 ，当 地 人 称 为 舞 鱼

龙 。 古 镇 的 上 千 名 居 民 自 发 地 集 中

起 来 ，在“ 鱼 王 ”的 带 领 下 沿 途 向 观

众展示光对阵、提灯、五花阵、扮饰、

扮 龙 、舞 鱼 、舞 狮 、舞 龙 等 传 统 节

目 。 如 今 ，“ 鱼 龙 闹 新 春 ”已 成 为 黄

姚 古 镇 新 春 期 间 的 经 典 民 俗 活 动 ，

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体验。

黄 姚 镇 属 典 型 的 喀 斯 特 地 貌 。

镇内以山水岩洞多、亭台楼阁多、寺

观 庙 宇 多 、楹 联 匾 额 多 、祠 堂 多 、古

树多著称。

黄 姚 古 镇 悬 挂 了 很 多 灯 笼 ，布

置 了 很 多 彩 灯 。 一 入 夜 ，灯 光 衬 托

着 古 建 筑 、亭 榭 、古 街 ，再 加 上 特 色

的 民 宿 、商 铺 、景 点 ，整 个 古 镇 的 夜

景 如 梦 如 幻 。 游 客 悠 闲 地 走 在 石 板

街上，在路边摊随意买上点豆豉、辣

椒酱、黄精酒等特产，或是走进一间

精 致 的 酒 吧 或 者 小 店 小 憩 一 下 ，整

个 身 心 都 放 松 下 来 。 2021 年 11 月 ，

黄 姚 古 镇 入 选 第 一 批 国 家 级 夜 间 文

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名单。

近 年 来 ，黄 姚 古 镇 非 常 注 重 历

史 和 民 俗 文 化 的 传 承 和 利 用 ，每 年

都举办狮子庙庙会、宝珠观庙会、七

月 初 七 取 水 节 、七 月 十 四 十 五 柚 子

灯 节 等 民 间 传 统 节 庆 活 动 ，让 游 客

不 仅 能 体 验 山 水 古 建 筑 之 美 ，更 能

领略风土人情，体会“月照千古明月

夜，万家灯火映黄姚”的风采。

来 自 深 圳 的 游 客 王 先 生 说 ：“ 黄

姚 古 镇 的 节 日 气 氛 挺 好 ，到 处 都 挂

着 红 灯 笼 ，有 古 香 古 色 的 韵 味 。 我

还 参 加 了 舞 鱼 龙 ，回 忆 起 小 时 候 过

年 时 的 情 景 ，真 是 很 多 年 没 见 到 这

种场面了。”黄姚古镇以独特的民俗

文 化 和 风 情 慰 藉 了 许 多 异 乡 游 客 的

乡愁。

同 样 在 兴 坪 镇 ，自 古 以 来 就 有

“九月十九”赶庙会的习惯。每逢农

历九月十九，村民就自发来到集镇，

开 展 舞 草 龙 、跳 大 头 狗 等 丰 富 多 彩

的 民 俗 活 动 。 得 天 独 厚 的 旅 游 资

源 、悠 长 的 历 史 与 极 具 特 色 的 民 俗

相 融 ，造 就 了 兴 坪 镇 独 一 无 二 的 旅

游环境。

“古城”引人

近 日 ，容 州 镇 的 容 州 古 城 景 区

内张灯结彩，盛唐古装走秀、歌舞剧

表演、汉服巡游，茶艺、书法、弓箭体

验 等 一 系 列 汉 唐 集 市 精 彩 活 动 每 天

都吸引游客上万人次。

说 起 容 州 ，最 著 名 的 就 是 江 南

四 大 名 楼 之 一 的 经 略 台 真 武 阁 。 它

坐 落 在 绣 江 北 岸 的 一 座 石 台 上 ，是

一 座 屹 立 了 400 多 年 的 合 木 结 构 楼

阁 。 它 最 奇 特 之 处 在 于 二 楼 的 四 根

悬 空 顶 梁 柱 ，四 根 柱 子 承 受 了 上 层

楼 板 、梁 、柱 和 屋 瓦 的 千 钧 重 量 ，柱

脚 却 悬 空 不 落 地 。 好 奇 的 游 客 都 会

伏 下 身 来 ，用 手 掌 从 柱 子 下 的 空 隙

穿过进行验证。

除 了 真 武 阁 ，历 史 悠 久 的 容 县

还 是 广 西 最 大 的 侨 乡 ，民 国 时 期 出

了 一 批 抗 日 名 将 。 依 托 真 武 阁 等 遗

迹和侨乡文化等，近年来，容州镇加

快 旅 游 开 发 步 伐 ，建 成 了 两 大 具 有

文 化 特 色 的 景 区 。 其 中 ，容 州 古 城

是 由 容 州 府 、真 武 阁 、博 物 馆 、开 元

寺 、贵 妃 巷 仿 古 特 色 街 等 组 成 的 大

型 仿 古 建 筑 群 。 民 国 小 镇 则 以 一 条

火 车 铁 轨 为 中 轴 线 ，铁 轨 两 侧 是 造

型 别 致 仿 民 国 时 期 的 洋 楼 建 筑 ，分

别 以 民 国 将 军 的 姓 氏 命 名 。 小 镇 还

建 有 民 国 将 军 展 览 馆 、容 县 党 史 陈

列馆等。

每 到 夜 晚 ，容 州 的 这 两 大 景 区

就 灯 火 通 明 、人 如 潮 涌 。 节 假 日 更

是 上 演 精 彩 的 演 出 。 游 客 可 以 登 船

夜 游 绣 江 ，在 江 面 上 欣 赏 容 州 的 流

光 溢 彩 。 容 州 古 城 和 民 国 小 镇 集 旅

游、休闲、娱乐、购物等功能于一体，

完 善 了 区 域 旅 游 环 境 和 商 贸 环 境 ，

增 强 了 容 县 周 边 地 方 商 贸 及 社 会 经

济活力。

同 样 ，兴 坪 镇 也 利 用 得 天 独 厚

的 山 水 资 源 ，吸 引 投 资 近 30 亿 元 建

设了“三千漓”文旅项目，以“渔樵耕

读 ”为 文 化 主 线 ，打 造 集 休 闲 度 假 、

主 题 住 宿 、亲 子 营 地 、文 创 市 集 、餐

饮 娱 乐 等 于 一 体 的 漓 江 畔 风 情 度 假

小 镇 。 自 2019 年 3 月 开 业 以 来 ，小

镇 重 现 摇 曳 多 姿 的 漓 水 生 活 场 景 ，

还 原 千 年 漓 江 生 活 原 图 ，将 最 美 的

山 水 和 最 美 的 文 化 变 成 一 种 新 的 度

假 生 活 方 式 ，成 为 桂 林 国 际 旅 游 胜

地建设的一张新名片。

“古食”诱人

说 到 桂 平 罗 秀 镇 ，可 能 广 西 人

马上就会想到“罗秀米粉”。罗秀米

粉 因 产 于 桂 平 市 罗 秀 镇 一 带 而 得

名 ，起 源 于 明 代 ，口 味 韧 脆 爽 滑 ，是

桂平著名的特产之一，被誉为“中国

一绝”。

罗 秀 米 粉 绝 就 绝 在 韧 性 超 乎 寻

常 。 2020 年 ，贵 港 市 文 化 广 电 体 育

和 旅 游 局 等 部 门 组 织 媒 体 进 行“ 贵

港 记 忆 遇 见 非 遗 ”大 型 直 播 公 益 活

动 ，记 者 们 亲 自 体 验 了 用 罗 秀 米 粉

荡 秋 千 和 拔 河 。 在 现 场 ，工 作 人 员

用 刚 切 好 的 粉 丝 150 根（重 约 200

克）挂在横木上作为秋千，一名女记

者 坐 上 去 荡 了 起 来 。 据 说 这 把 粉 丝

能承受 70 公斤的重量。

“ 这 种 米 粉 不 添 加 其 他 物 质 ，纯

大 米 制 作 ，煮 时 不 粘 不 糊 ，透 水 透

味 ，口 感 软 、滑 、爽 、韧 、透 。”罗 秀 米

粉 协 会 会 长 卢 坚 介 绍 ，罗 秀 镇 的 先

人 们 很 早 就 开 始 把 大 米 浸 泡 后 磨

浆，蒸制粉皮再晒干切成细粉丝，制

作 美 味 可 口 的 食 品 。 经 历 几 代 人 的

传 承 优 化 发 展 ，如 今 的 罗 秀 米 粉 制

作方式有选米、浸泡、磨浆、过滤、蒸

粉、成型以及晒干、起皮、切粉丝、晒

粉丝等 18 道工序。

为 了 做 好 传 统 与 现 代 技 艺 的 融

合 ，罗 秀 镇 积 极 改 造 优 化 米 粉 制 作

工 作 ，在 保 持 传 统 工 艺 特 色 的 前 提

下，融入现代化的烘干设备，极大地

提高了生产能力。

据 悉 ，罗 秀 米 粉 非 遗 传 承 人 韦

瑞 员 一 直 坚 持 用 山 泉 水 和 手 工 制 作

米 粉 。 但 最 近 几 年 他 也 购 进 了 一 套

烘 干 设 备 ，在 保 留 古 法 工 序 的 同 时

又 提 高 了 米 粉 产 量 。 他 家 的 作 坊 每

年 生 产 米 粉 超 过 1.5 万 公 斤 ，收 入 超

过 10 万元。

近 年 来 ，罗 秀 镇 积 极 打 开 新 思

路，深度挖掘罗秀米粉的产品文化，

加 强 品 牌 营 销 ，持 续 进 行 媒 体 宣

传 。 如 今 ，在 桂 平 城 区 和 各 大 景 区

都 能 见 到 罗 秀 米 粉 粉 店 和 特 产 店 ，

让 游 客 既 可 以 品 尝 新 鲜 米 粉 ，还 可

以 将 干 粉 丝 和 冲 泡 型 即 食 米 粉 带 回

家 。 罗 秀 米 粉 也 成 为 桂 平 旅 游 商 品

的一张名片。

罗 秀 镇 政 府 相 关 负 责 人 介 绍 ，

罗 秀 米 粉 从 2003 年 的 125 家 小 作

坊，年产量 50 多万公斤，发展到如今

公 司 企 业 10 余 家 、作 坊 100 多 家 ，年

产 超 2500 万 公 斤 ，年 生 产 总 值 3 亿

多 元 ，产 品 热 销 全 国 各 地 及 东 南 亚

一 带 。 经 过 多 年 的 发 展 ，米 粉 行 业

已经成为罗秀镇的支柱产业。

□ 孟萍

四大古镇有法宝 广西文旅故事新

3D 打印呈现龙门石窟佛龛 广东省博物馆 供图

□ 朱文文

悠悠祁红香 茶韵引客来

容县真武阁 玉林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 供图

——安徽祁门持续推进茶旅融合发展

祁红文化产业博览园航拍 祁红博物馆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