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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旅游是基于乡村环境
与产业快速发展起来的新业态，
是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的重要
依托。相关数据显示，2024年前
两个月，全国监测的 300多家乡
村旅游示范点接待游客同比增
长 27.6%，乡村旅游收入同比增
加 48.7%， 市场潜力得到释放。
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虚拟现
实等技术不断发展，乡村短视频
迅速普及提速，成为持续激活乡
村旅游潜力的有效方式，为乡村
全面振兴注入新力量。

乡村短视频聚焦乡村生
活、景观和文化，体现山野阡
陌间的泥土芬芳和民风民俗，
带火了丽江古城、西江千户苗
寨、婺源篁岭、长白山等一批
旅游景区和乡村打卡地，在相
关部门和大型互联网平台的
共同努力下频繁“出圈”。

借助内容端、传播端和消
费端，乡村短视频与旅游业发
展形成良好互动。 从内容端
看，海量乡村短视频涵盖了古
城古镇、美丽乡村、旅游景区、

乡村民宿、 民俗非遗、 农业文
化、土特产品等多个门类，能够
多角度提取乡村特色和情感符
号，以独特的视听体验，展示乡
村特有风光与文化内涵。

从传播端看，乡村短视频传
播范围广、速度快，既有较为传
统的乡村旅拍打卡模式，也有借
助旅游推广活动进行的乡村旅
游综合宣传模式，极大解决了游
客与乡村景点之间的信息不对
称问题，提高了乡村旅游产品的
传播度与可获得性。

从消费端看，运营模式日益
多样，有的采用“短视频 + 直播
+产品销售”等方式进行线上营
销推广，有的通过与文旅促消费
政策结合，推介旅游村镇、景区、
民宿、文化产品和线路等，吸引
游客走进乡村，促进乡村旅游产
品供需对接和消费。

不过， 乡村短视频在塑造
美好的同时， 也存在诸多不容
忽视的问题， 比如进入门槛较
低、规则和标准等缺失、短视频
平台审核机制不规范不完善

等。有些短视频传播虚假
信息，对官方发布的权威
信息进行篡改或断章取
义，还有的存在网红恶意
营销等不当行为。 另外，

数字技术与乡村旅游深度融合
不足， 短视频应用场景不够丰
富，内容质量参差不齐，个别存
在偏离客观真实的剧本化倾向。
为此，2023 年 12 月， 中央网信
办开展了“清朗·整治短视频信
息内容导向不良问题” 专项行
动，但乡村短视频监管和治理仍
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

沿河、通曲、环山、达海、探
文、品村……这是乡村短视频具
有的瞬间组合效能，新型乡村空
间需要短视频的传播。 下一步，
要持续丰富应用场景，促进数字
技术与乡村旅游深度融合，形成
乡村旅游数字化的有效模式和
有益经验，助力游客更好发现乡
村之美。加快推进短视频规范整
治立法，常态化开展“清朗”系列
专项行动，完善乡村短视频网络
综合治理体系， 培育积极健康、
向上向善的网络文化。

还要加强短视频平台监管
作用，破除审核机制不规范和审
核标准不全面的弊端，强化乡村
短视频内容真实性和导向性审
核，提高人工复审能力。 统筹多
方力量，加强对短视频从业者的
培训和帮扶，引导乡村短视频合
理运营，为乡村旅游发展贡献积
极力量。 ①2

短视频为乡村“景”上添花
□刘敏

提起中式服装， 人们可能
会想到立领、 对襟、 盘扣等设
计，棉麻、真丝、夏布等面料，提
花、扎染、刺绣等工艺……这些
经典元素， 共同成就其典雅端
庄。 如今受欢迎的中式服装，多
保留了传统服饰的大体形制和
诸多元素， 但却并非简单复制，
而是结合当代审美和着装习惯
进行了改良。 比如，有的设计师
对旗袍的腰线和下摆做宽松处
理，方便人们日常穿着；有的厂
商对马面裙面料组织和压褶工
艺进行调整，使其便于机洗。 在
传承基础上融入现代风格和技
术工艺， 既不失复古优雅的质
感，更添时尚活力、好看又好穿，
赋予了中式服装新的生命力。

一段时间以来， 在消费市
场上， 以汉服为主要代表的中
式服装一直不乏拥趸。 近期，随
着马面裙等走红、 出圈，“新中
式”服装迎来爆发式增长。 从旅
游景点到城市商圈， 从婚礼仪
式到朋友聚会， 中式穿搭愈发
常见。 这体现在供给端———订
单源源不断，厂商开足马力、加
紧赶工； 反映在销售端———在
商场门店、线上直播间，相关产
品成为畅销款。 有数据显示，在

山东曹县，今年以来汉服网上销
售额超 12 亿元，1—2 月马面裙
销售额超 5亿元。 从款式设计、
材料选择，到生产加工、包装营
销， 中式服装产业链条不断延
伸，款式更时尚、价格更亲民，实
现了销量、口碑双丰收。

“新中式”走红，为文旅融合
打开了新思路。 以汉服为例，除
了汉服生产销售， 汉服租赁、写
真拍摄等周边产业也蓬勃发展，
还与剧本杀、演绎剧目等有机融
合，给消费者带来新体验。比如，
在陕西西安大唐不夜城周边，汉
服馆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为消费
者提供化妆造型、跟拍摄像等全
套服务；在河南洛阳，应天门遗
址博物馆打造演艺剧目《唐宫乐
宴》， 游客不仅可以换上汉服体
验诗、乐、茶、礼等传统文化，还
能摇身一变成为剧中人。 这说
明，在产品创新、业态创新、场景
创新上下功夫，因地制宜推动文
旅融合，既能让传统文化“活”起
来， 也有利于挖掘消费潜力、拓
展市场空间。

“新中式”受追捧，离
不开新兴消费群体的壮
大。 从表面上看，年轻人
往往对潮流文化和时尚

元素比较敏感， 也乐意为商品的
美学体验、文化价值买单。由更深
层次去观察， 作为平视世界的一
代， 他们的文化自信与民族认同
感与生俱来、与日俱增。植根于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又彰显个性品位
的“新中式”，自然能赢得他们的
喜爱。不只是年轻消费群体，着眼
未来， 随着热度的走高和供给的
不断丰富，“新中式” 将收获越来
越多年龄段消费者的关注。

服饰是文化礼仪的载体，
“国潮” 服饰彰显传统与现代的
结合。 越来越多的“国潮”服饰现
身大街小巷、 融入百姓生活，无
形中加深着人们对中式美学的
理解，提升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吸引力。 如今，在国际 T 台秀
场上，带有中国元素的服装设计
频频亮相，映照着中华文化走向
更广阔舞台。 读懂“新中式”热度
背后的审美价值和文化意义，在
传承创新中赓续中华文脉，我们
一定能让服章之美绽放新光彩，
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 ①2

让服章之美绽放新光彩
□何娟

南都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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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做自己梦想的主人，不做别人奇迹的
听众。

●有作为，十年胜百年；无目标，百岁犹一岁。
●过去的，别再遗憾；未来的，无须忧虑；

现在的，加倍珍惜。
●世间最好的感受，就是发现自己的心在

微笑。
●生活是种律动，须有光有影，有左有右，

有睛有雨，滋味就含在这变而不猛的曲折里。
●只要你的心是晴朗的，你的人生里就没

有雨天。
●生活就像心电图，要想一帆风顺除非

死去。
●最好的人：像孩子一样真诚，像夕阳一

样温暖，像天空一样宁静。
●生活可以是甜的，也可以是苦的，但不

能是无味的。
●真正重要的不是生命里的岁月，而是岁

月中的生活。
●被恨的人，没有多少痛苦；去恨的人，少

了许多幸福。
●一些事情，当我们年轻的时候，无法懂

得。 当我们懂得的时候，已不再年轻。
●人生最宝贵的不是你拥有的物质，而是

那颗永远年轻快乐的心。
●一个完全不懂拒绝的人，不可能赢得真

正的尊重。
●在能力与欲望之间，有一种差距，叫做

烦恼。
●人生最大的学问，就是选择将什么装进

自己的心里。
●今天的果，缘于过去行为种下的因。 想

要改变你的明天，先要改变你的今天。
●拥有一颗平和的心，让我们能以坦城和

善意面对自己，也能以宽厚和仁慈对待别人。
●心灵有家，生命才有路。
●与人相处时，修炼自己比到处逢迎别人

重要得多。
●真正有智慧的人， 就是不管遭遇什么，

都能将其转化为实现梦想的动力。
●人的一生可以干很多蠢事，但最蠢的两

件事就是：拒绝读书，忽视灵魂；拒绝运动，忽
视健康。

●我不怕这世上那么多未知，只怕自己安
于一无所知。

●不要等待完美时刻的到来， 要抓住当
下，让它成为完美时刻。

●学会极简的生活，往往才是抓住了生活
的重点。 成长是做加法，成熟是做减法。

●我心里一直有你，只是比例变了而已。
●人生是一种信念，相信美好，自然能遇

见美好。
●人生需要游戏，但不能游戏人生。
●茫茫宇宙，来、去二字概之；攘攘人群，

亲、疏二字括之。
●对待生命不妨大胆冒险一点，因为好歹

你要失去它。
●生活是沉重之轻和轻之无限沉重。
●似水流年才是一个人的一切，其余的全

是片刻的欢娱和不幸。
●矛盾的 99%是不沟通或者沟通不到位

造成的。
———摘自图书珍藏书目郭同春校长编著

的《精粹语言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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