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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旅新潮

“尔滨”火爆出圈，迎来八方游客争相打卡。一时
间，黑龙江各少数民族涌现在哈尔滨中央大街、索菲亚
景区，纷纷“上演”民族技艺，展现少数民族文化的魅
力。头戴狍角帽的鄂伦春族、带着猎鹰出山的达斡尔
族、穿着鱼皮服饰的赫哲族，以及蒙古族、朝鲜族、满族
等少数民族，载歌载舞，吸引了无数游客的目光，也引得
网友直呼“尔滨，你是怎么把他们都请出来的？”

冰雪旅游引出了黑龙江省丰富的少数民族资源，少
数民族丰富的冰雪文化让外界刷新了对黑龙江冰雪文
化的认知。冰雪季过后，记者采访了黑龙江省社会科学
院民族所副研究员、《黑龙江民族丛刊》副主编、编辑部
副主任汤洋，一起探寻黑龙江流域少数民族印记，找寻
民族文化助力特色文化旅游的答案。

近日，位于哈尔滨市道外区巴洛克街区
的惠民自助图书馆成为市民和游客关注的焦
点。这个无人值守的“智慧图书馆”配有全智
能化远程管理、无线网络全覆盖等服务，集借
书、查询、取书、还书等服务为一体，读者可以
通过手机扫码完成身份认证，轻松实现图书
借还操作。免费的图书借阅和简单的操作流
程，让喜欢读书的市民和游客频频光顾于此。

记者看到，这个“智慧图书馆”整体为白
色，长约 4 米，高 2 米。中间设有一个自助服
务终端，两旁是放置书籍的书柜，两个书柜共
摆放 240 余本书籍。书籍涵盖 22 大类：获奖
的文学类小说、古典名著、生活、保健、旅游类
及党建历史类都有涉及。

记者从负责自助图书馆运营的工作人员

那里获悉，这里的图书借阅不收
取任何费用，每位读者每次可借
阅一本图书，最长期限为两个
月。读者可以利用手机扫码借
阅和归还书籍。各项设备采取
无人值守、24 小时面向市民开
放。

据悉，从 2022 年起，为打造哈尔
滨高质量15分钟品质文化生活圈，营造良好
的全民阅读氛围，哈尔滨市文化广电和旅游
局在市内各公共场所部署建设“智慧图书馆”
项目。该项目前期覆盖七个主要城区的公
园、景区、社区、商场等 30 个点位，30 个自助
图书馆之间可通借通还，实现了资源共享，尽
显书香冰城与智慧生活的融合魅力。

文旅聚焦

“黑龙江‘老铁’真是太赞了！雪花融化、
樱花盛开，就立刻带上了‘掏家底’的好东西、
好才艺赶到武汉，为曾飞赴‘尔滨’助力冰雪
季的湖北朋友送来诚意满满的回馈。”在日前
于武汉举办的 2024 年黑龙江文旅全国推介
湖北专场上，拥有全网3000余万粉丝的网络
大V“新闻姐”热情现身，盛赞龙江“老铁”，并
表示：“夏天，一定要去感受不一样的黑龙
江！”

“新闻姐”是浙江广电集团“城市之声”主
播、记者、编辑，也是网络大V。截至 2024年
3 月中旬，“新闻姐”在抖音平台的粉丝量为
2525.5 万，加上快手、微信视频号等网络平
台，全网粉丝量已达3000余万。在刚刚过去
的 2023 至 2024 冰雪季，“新闻姐”曾亲历“尔
滨”的火爆，她发布的有关黑龙江冰雪季的新
闻评论短视频受到广大网友的关注和喜爱。

“很多朋友都知道，我在今年春节前曾到

过哈尔滨，被‘尔滨’的热情感动得‘稀里哗
啦、一塌糊涂’，也跟哈尔滨人民结下了非常
深厚的友谊，离开之后，我仍对‘尔滨’念念不
忘。”在 2024 年黑龙江文旅湖北推介活动现
场，“新闻姐”接受了记者的独家采访。

谈到在冰雪季里与黑龙江结下的不解之
缘，“新闻姐”仍心潮澎湃：“因为在黑龙江冰
雪季的时候，武汉曾带着本地的优秀节目和
好吃好玩的东西专程包机飞赴哈尔滨助力，
哈尔滨人民非常感动。在樱花烂漫之际，就
立马带上自己的宝贝到湖北为‘樱花季’添彩
助力了。所以我也赶过来见证哈尔滨这次回
馈活动。”

活动中，“新闻姐”热情洋溢地与黑龙江
省各地市文旅推荐官在武汉的标志性旅游景
点进行亲密互动，通过现场直播和短视频，向
广大网友展示武汉最美“樱花季”，介绍黑龙
江各地独具特色的文旅资源：“之前，最为大

家所熟知的是又美又好玩的哈尔滨冰雪季。
其实，哈尔滨一年四季都很好玩。尤其是夏
季，有哈尔滨之夏音乐会等丰富多彩的活动，
而且据我所知，哈尔滨已经把冰雕冻在了室
内，冬天没有时间去哈尔滨的朋友有福了，今
年夏天也同样能玩到冰雪了！在黑龙江，一
年四季的好去处实在是太多了——‘神州北
极’漠河、‘华夏东极’抚远、‘森林里的家’伊
春等等。所以，这一次黑龙江在武汉的文旅
推介会，也是给大家提前做一个游玩攻略，关
注到这一场活动，你就能知道去黑龙江怎么
游玩、哪里好玩了。”

“黑龙江，我已经等不及了！我想去‘尔
滨’，体验浪漫的哈尔滨之夏音乐会；想去伊春
森林公园，去看小松鼠；想去抚远看祖国的第
一缕阳光；想去黑河，感受中俄文化交流……”
在采访尾声，“新闻姐”充满期待地告诉记者：

“今年夏天，我们继续出发黑龙江！”

见证见证““龙鄂龙鄂””文旅双向奔赴文旅双向奔赴

““新闻姐新闻姐”：”：今夏继续出发黑龙江今夏继续出发黑龙江
□本报记者 李淅 刘欣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知之者不如好之者，
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近日，黑龙江省民族博物馆
（哈尔滨文庙）里，传统文化诵读声不时朗朗响起。伴
着春的脚步，黑龙江省民族博物馆（哈尔滨文庙）迎来
传统文化研学热潮。

黑龙江省民族博物馆（哈尔滨文庙）充分发挥研
学实践教育基地作用，深化馆校合作，开展百日誓师
大会等特色品牌研学活动，激励学生们培养“天下兴
亡，匹夫有责”的家国情怀，“仁爱共济，立己达人”的
社会公德和“正心笃志，崇德弘毅”的人格修养，引导
学生们确立明晰的人生方向，树立崇高的理想信念。

连日来，哈尔滨市 69 中学、113 中学、107 中学等
500人以上的 10余个研学团队的万余人，走进黑龙江
省民族博物馆（哈尔滨文庙）。他们在老师的指引下
整理衣冠、庄然肃立、诵读儒学经典；向孔子行教像敬
献花篮、行鞠躬礼；大成门缓缓开启，在老师、父母的
见证和鼓励下，学子们紧握右拳，发出铿锵有力的铮
铮誓言……

学生们纷纷表示，这种强烈的仪式感和沉浸式体
验，让他们在学礼、知礼、行礼的过程中，感受到了传
统文化意韵，让他们在博物馆寻“根”研学中提升文化
自信，增强民族自豪感，厚植爱国情怀。

据悉，目前已与黑龙江省民族博物馆（哈尔滨文
庙）达成意向并即将开展各项研学活动的中小学校有
8所，人数约为 7000人次。3月份整月，参与黑龙江省
民族博物馆（哈尔滨文庙）各类活动的总人数突破
20000人次。

哈尔滨文庙
迎来传统文化研学热

□文/摄 本报记者 董云平

““民族特色民族特色++””
给游客带来新奇体验给游客带来新奇体验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桑蕾桑蕾 杜清玉杜清玉

“目前我们研究小组正在开展《中
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料汇编·黑龙江
卷》的编纂工作（以下简称《史料汇编·
黑龙江卷》）。”汤洋说，《中华民族交往
交流交融史》编纂工程是社会主义文化
繁荣发展工程的重要内容之一，对于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中华民族
共同体建设具有重大基础性作用。《史
料汇编·黑龙江卷》是一项重要政治任
务。编纂工作也对系统梳理和宣传黑
龙江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对中华民族
形成的独特贡献十分有益。

历史上，黑龙江地区生活着许多骁
勇剽悍的民族。经过漫长的历史演进，
以及外来民族不断地迁入，逐渐形成了
满、朝鲜、蒙古、鄂伦春、达斡尔、赫哲、
回、鄂温克、柯尔克孜、锡伯10个世居少
数民族在黑龙江这方沃土繁衍生息。

“黑龙江流域的民族将自己独特的思维
运用到渔猎、游牧、农业等生产生活过
程中，通过这些活动不断汲取艺术灵
感，在音乐、舞蹈、绘画、雕刻、民间文学
等方面显示了特有的艺术才华，创造了
独特的北方渔猎文明，孕育了极富民族
个性的手工技艺鱼皮和桦树皮文化，说
唱民间文学赫哲族伊玛堪等世界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汤洋说。

汤洋说，在我省居住的少数民族比
如鄂伦春族长期生活在东北的大小兴
安岭地区，山林特征十分明显。以往大
家可能都知道鄂温克族和鄂伦春族生
活在内蒙古自治区，但很多人并不知道
黑龙江省也有这些少数民族的存在，像
鄂伦春族主要生活在我省的黑河和大
兴安岭地区，鄂温克族主要在讷河兴旺
鄂温克族乡，达斡尔族主要在齐齐哈尔
和黑河。赫哲族是我省的独有民族，主
要生活在佳木斯郊区、同江、抚远和双
鸭山饶河等地。这次哈尔滨冰雪旅游

“出圈”正好为我省的少数民族文化的
宣传提供了契机，新媒体上的积极宣
推，让各少数民族一举成为全网的焦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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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1 月，塔河县文旅局局长都波以“白鹿仙子”的形象
引领鄂伦春族走上中央大街。从“白鹿仙子”到狍角帽男孩再
到《鄂伦春小调》，淳朴的歌声、充满民族风情的服饰吸引了大
量游客的关注，让更多人知道黑龙江省还有鄂伦春族。

无论是美丽的民族服饰还是珍贵的非遗技艺，鄂伦春族
在这个冰雪季给全国游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哈尔滨火遍
全网时，我身体里那根互联网思维的弦就动了。”都波告诉记
者，根据多年文旅宣传经验，她第一时间意识到这是一个好机
会，于是立刻行动，和鄂伦春族一起走上了中央大街……

2022年，都波就开始以塔河县的特色民族文化为重点，在
冰雪季期间进行鄂伦春族的新媒体宣推活动。“无论是旅游还
是互联网，最重要的就是差异化。少数民族本身就带有地域
属性，鄂伦春族是塔河最具代表性和特色的少数民族，自然要
加以宣传。以往大家对塔河并不熟悉，认知度较低，随着大家
对鄂伦春族的关注度不断提升，塔河也成了游客来到黑龙江
旅游的去处之一。”都波说，做好民族特色旅游，能让大家向往
塔河，向往哈尔滨，向往黑龙江。

“乌苏里江来长又长，蓝蓝的江水起波浪，赫哲人撒开千
张网，船儿满江鱼满舱……”1月份，饶河县的赫哲族群众从乌
苏里江畔也来到冰城哈尔滨，唱起了具有独特渔猎文化的民
歌。在汤洋看来，这正是黑龙江流域民族文化独特性的展
示。“黑龙江流域民族音乐歌舞具有自己鲜明的特性，饱含地
域风情，内容更多的是反映劳动生活场景，尤其是把黑龙江流
域各民族的游牧渔猎活动反映在音乐舞蹈艺术之中。音乐歌
舞整体风格质朴豪爽，节奏短促简约，铿锵有力。”

生活在黑龙江流域的少数民族，千百年来深受冰雪环境
的影响，早已将冰雪元素融入生产生活之中。汤洋说，我们可
以建设民族体育冰雪探险乐园，加入少数民族特有的冰雪运
动，比如鄂伦春族的滑雪狩猎、达斡尔族的冰上曲棍球等都是
很好的体育项目。通过定期举办民族冰雪嘉年华等活动，提
高游客参与感，提升旅游趣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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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首《鄂伦春小调》让全国游客认识了大兴安岭塔河
县的鄂伦春族，一场T台大秀让来自同江的赫哲族民族风
鱼皮衣走进人们的视野。当民族文化中的歌舞、服饰、技
艺与旅游相结合，浓郁的民族风情就成为了助推特色文化
旅游发展的“流量密码”。在汤洋看来，通过将民族文化资
源融入旅游市场，不仅可以吸引更多游客来到龙江游玩，
感受龙江的魅力，还可以促进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以冰雪旅游为起点，如何将民族文化资源与特色旅游
相结合，做好黑龙江特色文化旅游？汤洋建议，可以创新
旅游新场景，增加体验性。黑龙江省民族众多，风情各异，
具体表现在服饰、饮食、民居、节庆、音乐舞蹈、民俗、传统
手工技艺、传统体育游艺等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我们可
以将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与相关产业进行融合开发，
如建设民间艺术体验馆、民族文化创意街区、非遗主题博
物馆、渔文化展示体验馆等。在新场景中融入民族文化元
素，比如一些传统的体育活动，蒙古族的赛马、摔跤，满族
的珍珠球等，以及少数民族的节庆习俗，金源文化节、蒙古
族那达慕大会。还有传统美食，满族八大碗、赫哲族全鱼
宴、朝鲜族冷面、回族清真菜。用民族特色增加游客的新奇
体验，满足游客的求新、求异心理，体现旅游的真正价值。

以龙江特色文化为底色，聚焦创意设计产业发展，汤
洋认为，可以结合龙江地域特色和民族风情，打造一系列
冰雪文化产品和创意设计产业，丰富具有民族特色与冰雪
旅游相关的纪念品品类。比如设计开发创意新颖的民族
动漫卡通形象模型和玩具、服饰配件、生活用品等系列产
品，从而实现产业化、规模化和品牌化，助力文化产业发
展。

“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建设黑龙江民族历史文化园、
旅游名镇。沿着黑龙江、乌苏里江两岸依托‘醉美 331’国
道，打造少数民族文化风情游，为龙江特色旅游助力。”汤
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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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图书馆 冰城受欢迎
□文/摄 本报记者 郭俊峰

学生们在黑龙江省民族博物馆学生们在黑龙江省民族博物馆（（哈尔滨文庙哈尔滨文庙））
参加传统文化研学活动参加传统文化研学活动。。

鄂伦春族在索菲亚景区献上精彩的舞蹈表演鄂伦春族在索菲亚景区献上精彩的舞蹈表演。。
本报资料片本报资料片

““新闻姐新闻姐””向网友展示抚远蔓越莓鲜果向网友展示抚远蔓越莓鲜果。。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李淅李淅摄摄

惠民自助图书馆惠民自助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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