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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日的阳光斜照在西安钟楼
东北角的水泥色砖墙上，“新华书
店”四个大字熠熠生辉。店内，黑
胡桃木色的书架与铁艺壁灯交织
出复古光晕，让人沉浸在独特的
文化氛围中。

在人流如织的西安市中心，
拥有70年历史的钟楼书店，承载
着西安人的文化记忆，也在时代
浪潮中书写着新的篇章。

20世纪50年代，一栋融合了中
式传统审美与西方古典风格的建筑
在西安市中心落成，外立面上祥云、
五角星、和平鸽等浮雕簇拥着中心

“新华书店”的字样，颇为典雅大气，
因比邻钟楼，又被称为钟楼书店。

在营业了52年后，钟楼书店
在 2007 年被列入市级文物保护
单位。次年，为了保护文物、配合
所在街区改造，书店以商业置换
的形式整体搬迁。

2021 年文物修缮完成，钟楼
书店原址回迁，在外观上最大程度
还原了建筑的原貌。店内悬挂的
一张张老照片犹如时间长廊，回溯
书店与时代共同发展的历程。

“最早的营业模式是闭柜售
书，顾客只能站在柜台外挑选，再
由工作人员把书递出来，后来才
改为开架售书。”钟楼书店经理王
霞指着一张老照片对记者说，到
了20世纪80年代，书店在市场需
求推动下将营业面积扩大到2000
余平方米，是当时西北地区面积
最大、书籍最多、种类最全的图书

卖场。80年代后期又成立了音像部
售卖磁带、挂画，一度成为年轻人心
中的潮流文化圣地。

与老照片中的卖场形式不同，如
今的钟楼书店已是一个多元的书香空
间：20万册图书组成书海引人沉浸；数
百种文创产品让地域文化可触摸、可
携带；茶艺师现场演示茯茶冲泡技艺，
茶香与书香交融；孩子们在软垫上阅
读绘本，与家长共享亲子时光……

“我们在坚持图书主业的同时
引入文创零售、咖啡饮品、文化体验
等业态，通过生活美学、文学艺术、
少儿读物、新华学院四大板块构成

‘阅读+文旅+体验’的新型文化空
间。”王霞说。

既能唤起对逝去时光的追忆，又
有新潮的文化消费体验，除了市民，
钟楼书店也吸引了不少游客光顾。

来自新西兰的华人薛先生原本
只是为了盖旅游纪念章走进书店，却
被怀旧氛围吸引，买了一杯咖啡，走
到二楼的书架前细细浏览起来。“仿
佛走进了老电影里，感觉时间都慢下
来了，让我想暂时跳出快节奏的旅行
了解当地人的阅读文化。”薛先生说。

钟楼书店的蜕变，正是当下实
体书店转型的缩影。第 22 次全国
国民阅读调查结果显示，2024年我
国成年国民各媒介综合阅读率为
82.1%。近年来，一批兼具“颜值”与

“内涵”的书店通过场景和业态重构
脱颖而出，唤起人们对书籍的情感
联结，满足多样化文化消费需求。

（新华社西安4月30日电）

西安钟楼书店：

70载蝶变解锁“书店+”文旅新体验
新华社记者 蔡馨逸 张博文

青瓷釉彩在佛罗伦萨的阳光下
流转生辉，良渚纹样与文艺复兴之
城相遇……5月 1日闭幕的第89届
佛罗伦萨国际手工艺博览会见证了
一场跨文明对话。在这一欧洲历史
最悠久的手工艺盛会上，来自中国
各地的百余件创新手工艺品，以传
统与当代交融的姿态，为东西方文
化交流书写生动注脚。

“传承上千年的越窑青瓷工艺
和这西湖龙井茶，正是品味中华文
化的绝佳搭配。”在杭州工艺美术博
物馆展区，浙江省工艺美术大师甄
景虎手持青瓷釉茶具，向外国观众
展示这项非遗工艺品的独特花纹。
现场绘画教学、品茶体验……展台
被观众围得里三层外三层。

建德市铜师傅铜艺术品展台
上，《变形金刚》里的标志角色“大黄
蜂”与《西游记》里的孙悟空雕像各
展风采；《功夫熊猫》铜像既保留动
漫特征，又融入“失蜡法”铸铜工
艺。展台负责人徐佳颖说，企业与
全球数十个 IP达成合作，用传统铸
铜技艺讲述世界故事。

意大利策展人劳拉·兰齐尼协
助多个中方展台布展。她说，参展
手工艺品蕴藏着中华文化的悠久历
史，展现了不同地区和民族的特
色。“中国手工艺品参展为西方人提
供了一个了解中国的窗口，从参观
人数和观众的热情程度看，这种文
化交流很受欢迎。”

在佛罗伦萨美术学院学生罗惠

钰的个人展台，一个个别具创意的
葫芦形挂饰引得游客驻足观看。据
罗惠钰介绍，她的展品都是按照中
国古风工艺品建模后，用工业级塑
料作为原料，通过3D打印机制作而
成。作品质地轻盈，遇光还能淡淡
地闪烁，兼具实用性和观赏性。

当地观众弗朗切斯科说，他被
各式各样的中国传统手工艺品深深
打动，购买了油纸伞、画扇以及手工
项链等标志性中国手工制品，此行

“收获满满”。
在意大利手工艺品展区，也能惊

喜地看到中国元素。在一个当地陶瓷
工作室的展位，制作精美的白瓷器引
得人们争相询价购买。品牌创办人桑
德拉·奥利维耶里告诉记者，自己17

岁去北京参加文化活动时第一次接触到
陶艺并从此爱上了这门技艺，进而在
2021年创立了个人的陶器工作室。

“中国的陶瓷工艺为我埋下了梦
想的种子，我的作品风格也深受中国
传统陶瓷器具的影响。”在奥利维耶里
眼中，中国和意大利的文化交融改变
了她的人生轨迹。

本次展会为期7天，吸引了来自世
界各地的 530 余家参展商，汇聚了来
自全球各地的匠心之作。

那些跨越山海而来的东方器物，
正与文艺复兴之都展开新的对话——
当青瓷遇见大理石，当水墨晕染油画
布，人们对美的永恒追寻，正是文明交
流互鉴的温暖语言。
（新华社意大利佛罗伦萨5月2日电）

国风手工艺品在意大利诠释东西方文化交融
新华社记者 任耀庭

五一档电影票房成绩出炉。统
计数据显示，2025年五一档档期内
总票房超7.4 亿元。其中，影片《水
饺皇后》《猎金·游戏》《幽灵公主》位
列票房榜前三位。

“今年五一档共有10余部影片
上映，总体上看电影市场走势稳健。”
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饶曙光说。

内容供给丰富多样，展现光影
多元之美——

“五一”假期，天津金逸影城大
悦城店大厅现场人头攒动，前来购
票观影的观众络绎不绝。

“今年五一档延续多元化内容
供给，人们的选择更多了。”金逸影
视天津同城营运经理董鹏说，假期
期间影院客流持续上升，为更好满
足观影需求，影院还增加了早场场
次，推出假期特惠观影套票活动，进
一步拉动消费。

从关注直播行业的喜剧片《人
生开门红》，到聚焦金融题材的商业
片《猎金·游戏》；从现实题材作品
《独一无二》超前点映，到经典动画
电影《幽灵公主》重映……各式各样
的故事亮相节日银幕，丰富观众假
期生活。

灯塔专业版数据分析师陈晋表
示，五一档上映影片涵盖剧情、喜
剧、动作、动画等多种题材，良好的
区分度有利于降低同质化竞争，促
进档期市场健康发展，满足观众多
样化需求。

电影创作贴近现实，彰显火热
生活之美——

今年五一档多部新片扎根现实
生活，反映人情之暖，在观众群体中
收获良好口碑。

《猎金·游戏》呈现真实的金融
市场面貌，同时片中小人物的职场

故事让观众产生现实代入感；《水饺
皇后》改编自真人真事，展现了一位
单亲母亲在异乡的创业奋斗历程。

家住呼和浩特的观众白蕾选择
在劳动节观看了和劳动主题有关的
电影《水饺皇后》，“看着主人公从逆
境到逆袭的励志人生，感觉很温暖”。

与此同时，部分观众倾向于选
择经过市场检验的作品。“《幽灵公
主》在一二线城市优势明显，而在三
四线表现突出、最下沉的影片依然
是《哪吒之魔童闹海》，该片仍是大
多数家庭观众的首选。”陈晋说。

电影和旅游持续融合，“诗和远
方”更添风采——

蓝天与碧草相接，落日与晚霞
相映……五一档电影《苍茫的天涯
是我的爱》在内蒙古多地取景拍摄，
全景式展现祖国山河的壮美风景。

随着影片热映，内蒙古阿里河

国家森林公园、莫尔格勒河景区等拍
摄地在假期迎来大量游客，人们在旅
游目的地重温光影魅力。

“五一”假期，“跟着电影去旅游”
“中国电影消费年”等活动持续举办，
把“影视流量”变为“文旅增量”。

北京、杭州等京杭大运河沿线城市
近日举办京剧电影巡游展映活动，结合
各地人文特色打造传统文化体验场景；
天津哪吒小镇推出哪吒主题系列文创
产品，增添哪吒相关影视作品展播等环
节，假期前两天吸引游客近5万人……

“跟着电影去旅游”渐成新风尚。
“近年来，很多观众在旅行中沉浸

式体验电影中的‘名场面’，电影正在
成为促进消费的一个新引擎。”饶曙光
认为，电影人要洞察电影市场新变化，
用更多好故事激活好产品，实现从“热
映”到“热游”。

（新华社北京5月6日电）

票房超7.4亿元，五一档观照火热生活
新华社记者 邢拓 魏婧宇 贺书琛

红 河 哈 尼 梯 田 续 写 农 耕 文 明 新 传 奇在滇南群山的褶皱里，红河
哈尼梯田如同大地浮雕般自哀
牢山巅层叠而下。近年来，当地
不断探索发展和保护协同共生
的路径，这片由哈尼族先民创造
的“大地艺术”，正以创新的姿态
谱写出传统与现代交融的生态
传奇。

红河哈尼梯田中的水资源
在森林、村寨、梯田、水系中循
环往复，呈现“四素同构”的农
业生态系统。为了让围绕梯田
形成的生态文化代代传承不中
断，云南元阳制定遗产区 82 个
村庄规划，编制“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建设
可持续发展方案；把“四域十片
区二十万亩”梯田列为永久基
本农田；实施梯田水系修缮，以
村规民约传承“守林人”“木刻
分 水 法 ”等 办 法 ，确 保 水 源
常在。

此外，数字哈尼梯田项目
为千年梯田建立数字档案，形
成全要素监测体系；推广“稻鱼
鸭”综合种养模式，实现亩产效
益翻番；生态补偿机制让护林
耕田的村民获得实在收益。

在传统村落阿者科村，“内
源式振兴”模式激活了沉睡资
源——2018 年，村里成立村集
体旅游公司，将村庄打造为景
区，村民以传统民居、梯田、户
籍入股，既保住了“蘑菇房”的
炊烟、成为“活态博物馆”，还实
现 了 村 民 增 收 。 这 个 曾 濒 临

“空心化”的村落在 2024 年获评
世界“最佳旅游乡村”，今年该
村户均分红有望超过2万元。

据红河哈尼梯田世界文化
遗产管理局介绍，在多方努力
下，遗产地的森林覆盖率不断
提高，农田水利设施逐步完善，

“四素同构”生态系统得到有效
维护，保持了世界遗产的历史
真实性、风貌完整性和文化延
续性。通过因地制宜发展乡村
特色产业，遗产区生态红利初
步显现，群众生活更加富裕。
昔日“藏在深山人未识”的千年
生态系统正以其独特的中国智
慧，为全球农业文化遗产保护
提供新的启示——在守护与创
新间找到平衡点，让绿水青山
真 正 成 为 世 代 传 承 的 幸 福
靠山。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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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 2 月 26 日，在云南省元阳县阿者科村，村民在修缮“蘑菇房”
茅草顶。 （新华社发）

▶图为 2 月 26 日，村民在云南省元阳县阿者科村修筑田埂（无人机照
片）。 （新华社发）

从凉山德昌西站出发，经京昆高速、德会高速，转
245国道，过大将军隧道，沿着新翻修的盘山路，海拔骤
然下降，记者一行日前来到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会理
市东南向70余公里外的金沙江皎平渡。这里距离成都
约670公里，驾车需要近9个半小时。

“‘五一’期间我们会组织附近乡亲们一起参与交通
疏导、卫生维护。”在皎平渡村村委会见到村党总支书记
王继华时正当午时烈日，“这里也是皎平渡游客中心，设
有红色文化研习小院。我们村集体经济还在发展流水
养鱼项目来给游客更多服务，更多的停车位也在规划
中。”他黝黑的面庞上洋溢着笑容。

金沙江自青藏高原奔流而下，裹挟着雪域的磅礴气
势，穿行于川滇交界崇山峻岭间。“金沙水拍云崖暖”几
个大字立在中武山上，伴着一江碧水，见证两岸变迁。

皎平渡是金沙江上的主要渡口之一，两岸悬崖峭
壁，巍峨险峻。1935年5月3日至9日，红军数万人靠7
条木船，在37名船工不分昼夜的帮助下，在这里摆脱众
多国民党军队围追堵截，顺利渡过金沙江出滇入川，取
得了战略转移中的重要胜利。

90年后的今天，皎平渡上已架起一座长约600米的
大桥，连接着四川会理皎平渡村和云南禄劝皎平渡镇。

“这已经是新桥了，1991年老桥就建成通车，通车剪
彩那天人山人海，我们两岸的乡邻坐着车或赶着毛驴去

‘串门’，可热闹了！”70岁的皎平渡村村民李如美回忆起当初的场景，依
旧难掩激动。皎平渡村由原中武山村、小米村和濛沽村合并而成，为纪念
长征红军入川而得名。从皎平渡大桥沿国道245蜿蜒而上，半山腰处便
是李如美的家。

“来来来，你们快坐，我屋里凉快！”两层楼的农家小院干净整洁，中间种
了些瓜果蔬菜，还养着四五只鸡。“最近石榴花陆续开了，马上又要准备芒果
套袋，每天好像都忙不过来。”李如美一边收拾着农具一边向记者介绍。

会理市气候温暖，“金沙水拍云崖暖”的“暖”字由此而来。充足的日
照、干湿分明的季节以及显著的昼夜温差，为水果种植提供了极好的条
件。其中，会理石榴被评为“中国驰名商标”和“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
是会理市乡村振兴的重要名片。皎平渡村也是会理市最早种植石榴的地
方之一。近年来，会理石榴、盐源苹果、雷波脐橙、金阳青花椒、西昌葡萄
等大凉山特色农产品广受欢迎。全州累计建成种植业基地4251个，带动
周边102.35万人发展特色产业，实现产值193.04亿元。

“修路之前，我们要步行两个小时才能到镇里，现在只需二十多分钟车
程。”李如美得意地向记者算起来, “今年过了正月我就去河南妹妹家玩了，
从河南玩到安徽、浙江、江苏，两个月才回来。我们家地里种了石榴、芒果、柑
橘这些，等今年9月份都丰收了，我们老两口还计划去北京看儿子呢！”

作为古代南方丝绸之路上的重镇，会理自古就是“川滇锁钥”。随着
时代变迁，凉山的交通在很长一段时间却一度落后，成为人文交流、物流
通畅、经济融通、社会发展的瓶颈。“出门靠走、过河靠溜”曾经是凉山交通
的真实写照。直到2022年 12月30日德会高速建成通车，会理才结束了
不通高速公路的历史。

随着新成昆铁路全线开通运营，凉山已全面迈入“动车时代”。4月
28日，金口河至西昌高速公路开工建设，建成后将结束凉山州甘洛、越
西、喜德三县不通高速的历史。当前，凉山州正全力推进交通等重大基础
设施建设，预计到2028年将实现“县县通高速”。

“90年并不是一个很长的时间。在皎平渡的每一块石头上，都浸着红
军战士的鲜血和汗水。”站在中武山望向金沙江，皎平渡村村民张庆胜对记
者说，他的爷爷是当年帮助红军抢渡金沙江的船工张朝禄。张庆胜近来在
西香高速项目驾驶装载机，作为我国交通强国“十四五”重点项目，西香高
速贯穿云、贵、川三省，建成后将结束盐源县不通高速的历史。“交通建设也
是一种革命！我们这辈人想用勤劳和奋斗，把日子越过越红火。”他说。

交通的发展也带来旅游业的火热。近年来，凉山火把节、烧烤节、戏
剧节、冬季阳光音乐季、民族电影周、西昌邛海湿地马拉松等活动炙手可
热。2024年，全州共接待游客6208.39万人次，同比增长26.7%，旅游收入
651.75亿元，同比增长20.08%。

今年春节期间，总计有超4万人次游客来到皎平渡体验红色文化。
村民们会沿街摆摊，出售小吃、水果、手工红糖等特色商品，一些生意兴隆
的摊位日销售额可达数千元。依托红军渡江遗址，当地正全面推进皎平
渡村红色村庄建设。近三年来，会理市红色旅游人数及收入增长均达到
30％以上。“我们将以传承弘扬红色文化为契机，大力促进文旅融合发
展。”会理市委书记陈路说。

“受爷爷的影响，我的父亲张忠志后来也成为了一名解放军战士，还
给我取名‘庆胜’。先辈们的光荣事迹和革命精神，我们会代代相传下
去。”张庆胜说。皎平渡村村委会前，工人正忙于景区建设，复刻一条当
年的渡江木船。江边红色凤凰花向阳绽放，正如红军长征精神一样，浴
火永生。 （新华社成都5月3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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