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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日 ，《求 是》杂 志 发 表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重 要 文 章《加 快 建 设 农 业 强

国 推 进 农 业 农 村 现 代 化》。 文 章 指

出 ，“ 各 地 推 动 产 业 振 兴 ，要 把‘ 土 特

产 ’这 3 个 字 琢 磨 透 ”“ 要 依 托 农 业 农

村 特 色 资 源 ，向 开 发 农 业 多 种 功 能 、

挖掘乡村多元价值要效益 ，向一二三

产 业 融 合 发 展 要 效 益 ，强 龙 头 、补 链

条 、兴业态 、树品牌，推动乡村产业全

链条升级 ，增强市场竞争力和可持续

发展能力”。

众 所 周 知 ，乡 村 旅 游 是 促 进 乡 村

振兴 、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途

径 ，而乡村旅游商品是乡村旅游产品

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乡村旅游收

入和乡村旅游产业发展中占比很高 。

但从乡村资源的挖掘利用、产业融合、

产品开发和品牌打造的深度、广度、高

度等方面看 ，仍有很大的拓展和提升

空间。特别是在当前国家推进乡村全

面 振 兴 和 农 业 农 村 现 代 化 战 略 指 引

下，更要创新理念 、拓宽思路，去深度

挖 掘 、利 用 和 开 发 好 乡 村“ 土 ”“ 特 ”

“产”资源，拓宽乡村旅游发展新空间，

构建乡村旅游商品新体系 ，打造独具

特色的乡村旅游商品品牌 ，提高乡村

旅游商品和农产品的附加值 ，促进农

民增收和农业农村发展。

首 先 ，要 深 度 挖 掘 、利 用 乡 土 资

源 ，打开视野创新开发乡村旅游商品

体 系 。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指 出 ，“ 要 善 于

分 析 新 的 市 场 环 境 、新 的 技 术 条 件 ，

用好新的营销手段 ，打开视野来用好

当 地 资 源 ，注 重 开 发 农 业 产 业 新 功

能 、农 村 生 态 新 价 值 ”。 乡 村 资 源 的

种类很多，自然山川 、田园风光 、民族

风 情 、民 俗 习 惯 、民 间 艺 术 、历 史 文

化 、传 说 故 事 、时 令 节 气 、物 产 、饮 食

以及生产领域的农耕文化 、民间工艺

等 ，都可以作为乡村旅游资源进行开

发利用 ，有的可以开发成乡村景区供

游 客 进 行 观 光 游 览 、休 闲 娱 乐 、文 化

体 验 、度 假 康 养 等 ，有 的 可 以 开 发 成

乡村旅游商品供游客品尝 、使用并批

量 购 买 ，等 等 。 但 总 体 上 看 ，现 有 的

乡村旅游商品开发 ，大多数是对乡村

物产进行的旅游化包装 ，而对上述乡

村资源进行再加工形成新功能 ，对乡

村 文 化 进 行 创 新 设 计 形 成 新 的 文 创

商 品 ，将 传 统 资 源 进 行 新 利 用 、新 开

发 以 形 成 新 价 值 等 ，目 前 才 刚 刚 起

步 ，远 没 有 形 成 规 模 。 因 此 ，我 们 要

打开视野，创新资源开发 、利用理念，

把乡土资源进行系统化的开发 ，打造

成 地 方 特 色 显 著 、文 化 主 题 突 出 、艺

术 水 平 高 ，能 够 作 为 承 载 、传 播 地 方

文化载体的乡村旅游商品体系。

其次，要突出地方特色，着力打造

乡村旅游商品的市场竞争优势。对于

乡村旅游商品而言，“特”本身就是塑

造社会注意力和市场吸引力的基础 ，

但要把这种注意力 、吸引力转化成消

费者现实的购买力 ，还需要把这种特

色资源转化成适合旅游消费者购买和

使用的旅游商品 ，并被广大消费者所

认可。旅游商品不同于一般的日用商

品 ，除 了 特 色 性 外 ，旅 游 商 品 还 应 该

具 备 文 化 性 、艺 术 性 、功 能 性 、纪 念

性 、便 携 性 等 特 点 ，要 有 主 题 、有 故

事 、有 美 感 ，这 就 提 高 了 旅 游 商 品 设

计 、研 发 、生 产 的 要 求 和 难 度 。 而 在

乡 村 旅 游 发 展 过 程 中 ，由 于 人 才 、设

计 研 发 能 力 和 生 产 条 件 等 因 素 的 局

限 ，乡 村 旅 游 商 品 开 发 的 难 度 就 更

大 。 因 此 ，如 何 充 分 挖 掘 、利 用 地 方

特 色 资 源 ，通 过 创 新 设 计 和 营 销 策

划 ，打造乡村旅游商品的市场竞争优

势 ，树 立 乡 村 旅 游 商 品 品 牌 ，传 播 地

域乡村文化 ，对于乡村振兴和农业农

村 现 代 化 建 设 背 景 下 的 乡 村 旅 游 发

展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习近平

总 书 记 在 文 章 中 指 出 ，“ 要 跳 出 本 地

看 本 地 ”，实 际 上 就 是 要 求 我 们 要 在

横向比较中来进行特色定位 ，做到人

无 我 有 、人 有 我 优 ，在 不 同 的 层 次 上

彰显自己的独特魅力。

最 后 ，要 打 造 和 延 长 产 业 链 ，促

进乡村产业集群发展。关于乡村“土

特 产 ”中 的“ 产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在 文

章 中 强 调 ，“‘ 产 ’讲 的 是 真 正 建 成 产

业 、形成集群”。从这个意义上说，我

们 要 从 更 高 层 次 上 去 理 解“ 土 特 产 ”

的 含 义 ，这 并 不 是 通 常 意 义 上 的“ 土

产 ”和“ 特 产 ”概 念 ，而 是“ 土 ”“ 特 ”

“ 产 ”分 别 代 表 着 不 同 含 义 。 这 里 的

“产”指的是“产业”“产业链”和“产业

集群 ”。从提高乡村物产增加值的角

度 讲 ，将 乡 村 物 产 ，特 别 是 农 产 品 进

行深加工 ，经创意设计转化成旅游商

品 ，通 过 游 客 品 尝 体 验 和 购 买 ，实 现

规模化量产和销售 ，实际上就是通过

一 、二 、三次产业的深度融合，从农业

生产 、到工业加工 、再到旅游服务，实

现 1+2+3>6 的增值效益，形成融农产

品 生 产 、工 业 加 工 、旅 游 服 务 三 次 产

业于一体的新型产业群集群 ，不仅能

拉 长 产 业 链 条 ，壮 大 乡 村 经 济 规 模 ，

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 ，更重要的是能

够通过本地化的三产融合 ，把收益都

留 在 农 村 ，留 给 农 民 ，创 新 农 业 农 村

经 济 增 长 的 新 模 式 和 推 动 农 业 农 村

现代化的新路径。近年来 ，我国许多

地 方 依 托 规 模 化 农 业 进 行 三 产 融 合

发 展 ，收 到 了 非 常 显 著 的 效 果 ，如 从

葡 萄 种 植 、到 葡 萄 酒 生 产 、再 到 葡 萄

酒 旅 游 ，均 在 本 地 园 区 内 完 成 ，形 成

了 融 三 次 产 业 于 一 体 的 新 型 乡 村 经

济业态和产业集群 ，构建了新型乡村

经济体系 ，加快了农业农村现代化步

伐。

总 之 ，乡 村 旅 游 商 品 开 发 ，是 一

个 小 商 品 拉 动 大 产 业 的 综 合 工 程 。

我们要真正把“土特产”这 3 个字琢磨

透 ，在 乡 村 旅 游 商 品 开 发 过 程 中 ，去

深挖“土”，做足“特”，做大“产”；用乡

村旅游的“一业兴”，去促进乡村经济

的“百业旺”，推动乡村产业全链条升

级和乡村经济社会的全面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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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年 来 ，新 疆 维 吾 尔 自 治 区 各 级

党 委 、政 府 高 度 重 视 非 遗 保 护 和 利 用

工作，积极建设非遗工坊，在让非遗手

艺 人 有 事 干 、有 钱 挣 、有 盼 头 的 同 时 ，

也让游客有了更多可以带走的非遗旅

游商品。

据 统 计 ，新 疆 各 地 实 现 年 销 售 额

超 过 3 万 元 的 各 类 非 遗 工 坊 共 有 74

个 。 其 中 ，克 孜 勒 苏 柯 尔 克 孜 自 治 州

阿 克 陶 县 柯 尔 克 孜 族 刺 绣 非 遗 工 坊 、

阿 克 苏 地 区 库 车 大 馕 非 遗 工 坊 、和 田

地区墨玉县喀尔赛镇巴格其村乐器制

作非遗工坊，入选了由文化和旅游部、

人 力 资 源 社 会 保 障 部 、国 家 乡 村 振 兴

局 共 同 组 织 评 选 的 2022 年“ 非 遗 工 坊

典型案例”。

展示非遗之“美”

走 进 克 孜 勒 陶 镇 柯 尔 克 孜 族 刺 绣

非 遗 工 坊 ，“ 咔 哒 咔 哒 ”的 缝 纫 机 声 不

绝于耳，女工们手上的针线上下穿梭，

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刺绣工艺品被源

源不断地生产出来。

柯 尔 克 孜 族 刺 绣 历 史 悠 久 ，是 国

家 级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代 表 性 项 目 ，如

今 ，非 遗 工 坊 正 让 这 项 老 手 艺 绽 放 新

魅力。

连 日 来 ，柯 尔 克 孜 族 刺 绣 非 遗 工

坊 负 责 人 祖 拉 伊 喀·玉 散 和 她 带 领 的

15 位绣娘天天忙个不停。“我们要赶在

五 一 旅 游 旺 季 前 ，生 产 出 更 多 种 类 和

花 样 的 刺 绣 工 艺 品 ，提 前 摆 进 各 个 景

区 的 游 客 中 心 、酒 店 专 柜 和 我 们 的 非

遗展销大厅，供游客选购。”祖拉伊喀·

玉散说。

据 了 解 ，该 非 遗 工 坊 自 2011 年 成

立 以 来 ，逐 渐 成 为 柯 尔 克 孜 族 妇 女 交

流、比拼刺绣工艺的场所，陆续吸引了

当地众多村民加入。村民们利用自己

的手艺，制作柯尔克孜族刺绣服饰、挎

包 、挂 件 、家 具 用 品 等 ，从 游 客 手 中 换

得了不小的回报。

据 统 计 ，2022 年 ，该 非 遗 工 坊 销 售

额 达 64.9 万 元 。 在 该 非 遗 工 坊 工 作 的

绣 娘 阿 孜 古 丽·图 尔 洪 说 ：“ 自 工 坊 成

立以来，我就是这里的绣娘，这里已成

为我的第二个家了。我制作的很多刺

绣 产 品 都 卖 给 了 游 客 ，一 年 下 来 可 以

赚两三万元。”

飘散非遗之“味”

走 进 库 车 市 伊 西 哈 拉 镇 的 库 车 大

馕 城 ，一 股 股 浓 香 让 人 馋 涎 欲 滴 。 馕

是 新 疆 特 色 美 食 ，库 车 的 馕 直 径 达 60

厘米，被冠名为“库车大馕”。2009 年，

库车大馕列入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2014 年，库车市投资建设了占地 2

万余平方米的库车大馕城。大馕城分

为馕品制作区、馕品体验区、特色小吃

区 、手 工 艺 品 展 销 区 、馕 文 化 展 示 馆 5

个 部 分 ，共 有 馕 店 72 间 ，这 些 馕 店 组

成了库车大馕非遗工坊。

当 地 村 民 力 提 甫·苏 拉 曼 在 大 馕

城 专 门 负 责 打 馕 ，已 有 5 年 时 间 。 到

这 里 工 作 前 ，他 曾 是 村 里 的 建 档 立 卡

贫 困 户 ，到 大 馕 城 第 二 年 就 顺 利 实 现

脱 贫 ，月 收 入 也 从 一 开 始 的 1500 元 涨

到现在的 5000 多元。

库 车 市 文 化 体 育 广 播 电 视 和 旅 游

局 局 长 索 善 武 说 ，库 车 大 馕 非 遗 工 坊

已 经 成 为 带 动 群 众 就 业 的 重 要 场 所 。

目 前 ，大 馕 城 面 向 游 客 推 出 以 新 疆 特

色 美 食 加 工 为 主 的 工 业 旅 游 线 路 ，让

游 客 既 能 参 观 、购 物 ，还 能 互 动 体 验 ，

进一步了解新疆美食制作的过程。未

来，大馕城还将推出若干小馕坑，进一

步 挖 掘 亲 子 研 学 游 、常 规 游 客 体 验 游

等 互 动 性 产 品 ，让 游 客 感 受 打 馕 的 乐

趣。

目 前 ，库 车 大 馕 非 遗 工 坊 有 35 名

打 馕 师 傅 ，加 上 服 务 、销 售 的 职 工 ，共

有 60 余 人 ，同 时 还 带 动 了 电 商 等 产 业

的发展。

同 时 ，工 坊 还 创 建 了 打 馕 培 训 基

地，以脱贫户为主要培训对象，通过师

傅带徒弟的形式培养打馕人才。

传扬非遗之“声”

走 进 墨 玉 县 喀 尔 赛 镇 巴 格 其 村 ，

远 远 就 听 到 优 美 的“ 都 塔 尔 ”（维 吾 尔

族传统弹弦乐器）乐音。循声而往，就

到了该村的乐器制作非遗工坊。

该非遗工坊的创立人买合木提·夏

克介绍，2007 年，维吾尔族乐器制作技

艺列入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

性 项 目 名 录 。 这 家 非 遗 工 坊 创 建 于

2012 年，主要制作民族乐器和木雕手工

艺产品。随着乡村旅游的红火，如今已

有 20 多 名 村 民 在 此 就 业 ，年 生 产 乐 器

7000 多件，2022 年销售额达百万元。

巴 格 其 村 村 民 海 如 丽 尼 萨·巴 克

尔 是 工 坊 内 的 员 工 ，她 说 ：“ 我 在 这 里

工 作 了 好 几 年 了 ，不 仅 学 会 了 制 作 十

多种民族乐器，还有了稳定收入，去年

我的收入将近 3 万元。”

新 疆 维 吾 尔 自 治 区 文 化 和 旅 游 厅

相关负责人表示：“新疆各地将抓紧非

遗工坊建设，尤其是南疆四地州，将通

过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保护和利

用，发挥非遗工坊的平台作用，促进乡

村 振 兴 ，带 动 更 多 有 一 定 基 础 的 农 村

手 艺 人 以 及 想 要 学 习 非 遗 手 艺 的 村

民，走进非遗工坊，一方面让非遗真正

活 起 来 ，另 一 方 面 也 让 群 众 增 收 致

富。”

□ 王思超

新疆非遗工坊：搭建传承振兴平台

库车大馕 库车市委宣传部 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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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 京 的 香 椿 、宁 夏 的 枸 杞 、黑 龙 江

的 五 常 大 米 、广 东 的 徐 闻 菠 萝 …… 说

起“ 土 特 产 ”，每 个 人 都 能 说 出 自 己 家

乡 的 不 少 例 子 。“ 土 特 产 ”是 指 来 源 于

特 定 区 域 、已 有 一 定 知 名 度 的 农 特 产

品或加工产品，主要包括特色种植、特

色 养 殖 、特 色 食 品 、特 色 手 工 等 产 品 。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发展乡村特色

产业，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大力

发 展“ 土 特 产 ”，既 有 利 于 满 足 人 民 多

元 化 的 消 费 需 求 ，也 有 利 于 促 进 农 民

增收致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在 北 京 ，小 小 香 椿 连 日 来 成 了“ 土

特产”大明星。

最 近 ，记 者 在 菜 市 场 上 看 到 了 新

上 市 的 香 椿 。 每 年 春 季 谷 雨 前 后 ，香

椿 发 的 嫩 芽 就 可 以 做 成 各 种 菜 肴 ，丰

富百姓的饭桌。中国至今栽培香椿已

有 2000 多 年 的 历 史 ，而 老 北 京 人 种 香

椿、吃香椿的时间同样悠久。其中，泗

家水红头香椿是北京门头沟区泗家水

村 的“ 土 特 产 ”，更 是 国 家 地 理 标 志 农

产品。

4 月 22 日 ，泗 家 水 村 举 办 了 首 届

泗 家 水 村 香 椿 采 摘 节 ，邀 请 市 民 游 客

走进泗家水村，通过观看民俗表演、参

加 科 普 讲 座 、体 验 传 统 采 摘 等 开 启 一

场 食“ 椿 ”之 旅 ，让 大 家 沉 浸 式 体 验 国

家地理标志农产品所承载的文化底蕴

和 内 涵 。 本 场 活 动 全 程 线 上 同 步 直

播 ，吸 引 了 2.5 万 人 次 在 线 互 动 观 看 ，

社 区 线 上 预 售 、线 下 出 售 香 椿 近 1 万

元，帮助了当地村民创收，也进一步推

动 了 地 标 品 牌 与 乡 村 振 兴 有 机 融 合 ，

促进区域特色经济发展。

据 悉 ，泗 家 水 村 的 香 椿 种 植 管 理

采 用 有 机 农 业 生 产 方 式 ，使 用 高 效 有

机肥，用天然山泉水灌溉，不使用任何

农 药 ，是 真 正 的 健 康 食 品 。 泗 家 水 村

相 关 负 责 人 介 绍 ，全 村 现 有 农 户 102

户，红头香椿标准化种植基地 1300 亩，

年 产 量 约 2 万 公 斤 。 村 里 还 研 发 了 香

椿 酱 、香 椿 木 枕 头 、香 椿 木 手 串 等 产

品 ，延 伸 了 二 产 ；加 上 正 在 建 设 的 民

宿，正在通过香椿产品实现三产融合。

同 样 作 为 国 家 地 理 标 志 农 产 品 ，

房 山 区 的 上 方 山 香 椿 颜 色 紫 红 ，叶 面

油 亮 ，香 气 浓 郁 ，今 年 的 产 量 预 计 在

7.5 万 公 斤 左 右 。 正 值 吃 香 椿 芽 的 季

节 ，在 周 边 游 玩 的 游 客 逐 渐 增 多 。 游

客王女士说：“来这边玩既可以欣赏山

上春景，又能采摘上方山香椿芽解馋，

一举两得。”据悉，香椿采摘期可持续

至 5 月底。

目 前 ，房 山 区 依 托 快 速 发 展 的 香

椿产业，推进休闲旅游产业，陆续推出

了 一 系 列 的 采 椿 精 品 旅 游 路 线 ，游 客

到 上 方 山 不 仅 能 看 美 景 ，更 有“ 品 美

味、购特产、住民宿”的多元体验。

平 谷 区 峪 口 镇 樊 各 庄 村 的 香 椿 是

清 朝 时 期 的 定 制 御 贡 品 ，又 称“ 贡

椿”。近年来，樊各庄村香椿种植从传

统 庭 院 散 种 向 规 模 化 栽 种 发 展 ，从 村

民 单 打 独 斗 向 村 党 支 部 统 一 引 领 发

展 ，从 传 统 线 下 零 售 向 互 联 网 +发 展 。

2018 年 ，东 樊 各 庄 村 与 多 家 电 商 平 台

合 作 ，开 拓“ 互 联 网 +香 椿 ”销 售 模 式 ，

开 拓 周 边 十 余 个 省 市 的 香 椿 市 场 ，帮

助 农 户 增 加 增 收 渠 道 。 目 前 ，东 樊 各

庄 村 、西 樊 各 庄 村 及 周 边 村 加 起 来 种

植 香 椿 约 700 余 亩 ，预 计 年 产 量 达 5 万

余公斤。

从北京向南看，小小“土特产”同样

做成了大文章，广东徐闻菠萝即是一例。

最 近 ，广 东 菠 萝 开 始 进 入 上 市 高

峰 期 。 中 国 菠 萝 看 广 东 ，广 东 菠 萝 看

徐 闻 ，徐 闻 是 全 国 最 大 的 菠 萝 主 产 区

之 一 ，有 35 万 亩 菠 萝 田 ，年 产 量 约 70

万 吨 。 徐 闻 县 委 相 关 负 责 人 介 绍 ，今

年 ，徐 闻 菠 萝 田 间 收 购 价 在 3 元 至 3.6

元 每 公 斤 之 间 。 截 至 目 前 ，上 市 销 售

已超七成。

2018 年，成本每公斤 1 元的徐闻菠

萝 ，0.6 元 都 卖 不 出 去 ，不 少 菠 萝 烂 在

了 地 头 。 在 此 背 景 下 ，“12221”市 场 体

系（即 推 出“1”个 农 产 品 大 数 据 ，组 建

销 区 采 购 商 和 培 养 产 区 经 纪 人“2”支

队 伍 ，拓 展 销 区 和 产 区“2”个 大 市 场 ，

策划采购商走进产区和农产品走进大

市 场“2”场 活 动 ，实 现 品 牌 打 造 、销 量

提 升 、市 场 引 导 、品 种 改 良 、农 民 致 富

等“1”揽 子 目 标）应 运 而 生 。 随 后 ，在

实 践 中 提 升 的“12221”体 系 ，被 写 进 了

广东省第十三次党代会报告以及 2022

和 2023 年的省政府工作报告。

广 东 省 农 业 农 村 厅 相 关 负 责 人 介

绍，近年来，徐闻着力于采购商资源开

发应用的机制化、平台化；着力于市场

半 径 的 拓 展 ，落 实 菠 萝“ 过 长 江 跨 黄

河”、菠萝“出海”；着力于农业工业化、

食品化，实现从卖菠萝到卖鲜切菠萝、

菠 萝 预 制 菜 的 跨 越 ；着 力 于 提 升 数 字

经济能力，持续办好“菠萝的海百千直

播 ”、数 字 新 农 人 培 训 ，建 设 运 用 菠 萝

大数据；着力于提升菠萝文化价值，创

建菠萝文化节；着力于培育产业人才，

依靠高素质人才促进菠萝产业高质量

发展。

如 何 挖 掘 菠 萝 更 大 的 价 值 潜 力 ？

徐 闻 人 发 现 ，鲜 切 菠 萝 是 产 业 发 展 的

全新突破点。鲜切水果是一种轻加工

水 果 ，新 鲜 、即 食 ，常 被 作 为 休 闲 食 品

和餐后甜点。而菠萝经过分级、清洗、

整 理 、去 皮 切 分 、包 装 等 处 理 后 ，就 可

直 接 推 向 市 场 ，开 袋 即 食 、方 便 快 捷 。

一般传统菠萝的销售方式是单纯增加

销量，菠萝价值很难实现溢价，而鲜切

菠萝就可以提升菠萝的价值。

为 此 ，在 广 东 省 农 业 农 村 厅 的 指

导下，徐闻县出台了《促进菠萝加工业

发展的十条措施》，率先发布徐闻鲜切

菠 萝 行 业 标 准 ，部 署 建 设 菠 萝 加 工 产

业 集 群 。 去 年 11 月 ，徐 闻 县 建 成 了 一

条机械化、标准化、智能化的鲜切菠萝

生 产 线 ，打 造 了 完 全 符 合 即 食 鲜 切 果

蔬 加 工 新 国 家 标 准 的 10 万 吨 级 、低

温 、无 菌 加 工 厂 。 据 了 解 ，目 前 ，徐 闻

现 有 鲜 切 菠 萝 加 工 企 业 17 家 ，年 加 工

量 6 万吨，产值约 8 亿元。

如 今 ，全 国 各 地 的“ 土 特 产 ”都 在

不断延伸产业链条，深挖多元价值，把

特 色 产 业 的“ 小 买 卖 ”做 成“ 大 生 意 ”，

各 地 也 从“ 单 一 种 植 ”到“ 接 二 连 三 ”，

充分挖掘了“土”“特”“产”的潜力。

挖掘多元价值“土特产”做成“大生意”
□ 本报记者 王诗培

人们分拣新摘的香椿 新华社记者 范长国 摄

近 日 ，第 五 届 北 京 房 车 旅 游 文 化 博 览

会 在 北 京 全 国 农 业 展 览 馆 举 办 。 本 次 展

会吸引了来自全国近百家房车企业参展，

展 览 面 积 2 万 余 平 方 米 。 展 会 上 ，参 展 商

们不仅带来了包括自行式房车 、公路拖挂

式房车 、营地拖挂式房车等不同类型房车

产品，还带来了各式各样的户外露营装备

及相关旅游产品。

图为博览会现场。

本报记者 陈晨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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