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浙江绍兴羊山攀岩中心举行的亚运会攀岩
比赛， 带火了 “攀岩潮”， 一时间全国各地的大人
小孩都爱上了 “爬墙” 运动。

点评： 攀岩运动是从现代登山运动派生出来
的攀登陡峭岩壁的运动， 有 “岩壁芭蕾” 的美誉。
攀岩不只是锻炼人们的身体， 也打磨着心性， 让
人们更有韧性、 更敢于面对困难。

■本期点评 牧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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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强

近日， 安徽一个妈妈上班忙没时间接孩子，
孩子放学一个人回家， 到家后一边吃东西一边看
书。 从视频中可以看出， 这家客厅没有电视， 从
中就知道家长的教育不一般。

点评： 从孩子连贯的行为就能看出这种情况
经常出现。 没有家长在， 孩子气定神闲， 很快沉
浸在书的世界中， 家长把孩子培养出这样的好习
惯， 预示着一种良好的发展前景。

杭州， 余杭街头一位坐轮椅的残疾大叔， 一
手握着塑料水瓶， 一手拉着装有滑轮的纸箱， 以
缓慢的速度挪到了马路上。 这时， 两个孩子赶到
大叔身边， 一人推上轮椅， 一人拉着纸箱， 小心
地避让车流， 将他护送了100多米， 抵达了径香
桥旁的人行横道。 随后， 一位少年和大叔摆了摆
手， 似乎在说 “不用谢”， 两人告别之后就默默离
开了。

点评： 虽然孩子只帮忙推了这一段路， 但对
残疾大叔来说， 却给了每天面对生活的勇气， 很
暖心， 为中华好少年点赞！

“老妈， 好好上课啊。 要听老师的话， 不要
光顾着跟同学聊天。 要是实在学不进去我们就不
学了， 没关系的。 但是饭一定要好好吃” ……近
日， 杭州老年大学， 儿子送妈妈上学时反复叮嘱。
网友： 听着好耳熟！

点评： 小时候， 孩子上学时妈妈总是反复叮
嘱， 如今儿子送妈妈去老年大学也反复叮嘱， 爱
总是双向的。

河北， 各地积极探索婴幼儿托育新模式， 衡
水市妇幼保健院就在单位办起了托育中心， 开展
0-3岁婴幼儿照护服务， 让职工 “带娃上班两不
误”， 还被评为了 “全国爱心托育用人单位”。

点评： 方便职工， 解决职工的育儿之忧， 让
职工放心工作， 衡水市妇幼保健院的做法让不少
双职工家庭羡慕， 值得推广。

楼上上班 楼下带娃
单位的托育中心获好评

飞“岩”走壁
让人心生直面人生的勇气

不期而遇的温暖
为两个小主人公点赞

没有家长在的时候
这个孩子的行为值得表扬

儿子送妈妈去老年大学
反复叮嘱的画面很熟悉

在沉浸式旅游中
深度触摸中华文化

刚刚过去的中秋国庆假期， 笔者发现， 沉浸
式旅游已经成为各大景区争相打造的标配 。 日
前， 文化和旅游部发布20个沉浸式文旅新业态示
范案例， 包括《又见平遥》《知音号》等实景演出，
西安长安十二时辰、沈阳中街步行街等主题街区，
扬州中国大运河博物馆、上海天文馆（上海科技馆
分馆）等推出的沉浸式展览等。以沉浸式表达发掘
文化旅游资源， 带给广大游客良好的深度体验。

显而易见， 沉浸式旅游不同于传统旅游之
处， 就在于游客的深度体验和参与。 让被动式、
打卡式旅游， 变身为陶冶情操， 涤荡内心， 焕发
激情的一个原动力。 它是伴随着体验经济而生
的， 即通过全景式的视、 触、 听、 嗅交互体验，
使游客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沉浸式体验改变
了传统的时空关系， 它打破了白天和夜晚、 当下
和历史、 室内和户外、 真实和虚拟的界限， 让游
客身临其境， 获得不同的体验感。 随着用户的消
费升级， 线上互动无法给用户带去身临其境的沉
浸式体验，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青睐线下社交
及体验， 有代入感的沉浸式体验一跃成为新的市
场消费趋势。

这让笔者想起了前些年去延安、 井冈山团建
时， 在这两个地方看到的大型室外剧体验， 它们
都融合了当地的自然、 人文等， 情景再现了以往
革命战争年代的激荡人心的故事。 这种感同身
受， 仿佛让我们身临其境地穿越了时空。 而且演
员多为当地农民， 他们白天种地， 晚上演出， 自
身的农民气质， 让这样的室外剧更加真实朴实。

被文旅部高度评价的武汉文旅集团旗下项目
《知音号》， 是一部漂移式多维体验剧。 这部剧目
通过对码头大佬 “面窝”、 爱国商人 “许世康”、
桥梁学家 “茅天泽” 等108个角色的演绎， 让武
汉历史文化故事 “活” 起来、 动起来。

可见， 沉浸式文旅项目就是要全方位重视人
的感受， 不把游客、参观者、消费者当做普通的客
人，而是当做项目的参与者、实践者。 这些年， 我
还去了200多个博物馆参观体验， 我发现很多博
物馆， 伴随着超高清、 增强现实、 虚拟现实、 人
工智能、 元宇宙等前沿技术的应用， 许多展陈方
式越发前沿并具有科技含量。 在这种高度还原的
场景中， 参观者内心与历史场景高度共鸣， 从而
使体验达到了空前的酣畅淋漓。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在沉浸式旅游中，光凭
超高的技术去完善是不够的， 还要借助所在地独
特的文化、独特的故事来穿针引线。在这个意义上
来说， 正如专家的普遍看法， 历史文化才是文旅
体验的根和魂， 是沉浸式故事的核心来源。

眼下， 经过多年的探索， 沉浸式旅游、 沉浸
式演艺、 沉浸式展览……沉浸产业几乎对文旅新
型消费领域实现全覆盖， 文化和旅游部发布的
《“十四五” 文化和旅游发展规划》 也提出， “鼓
励定制、 体验、 智能、 互动等消费新模式发展，
打造沉浸式旅游体验新场景”， 强调要培育100个
沉浸式体验项目。 即便如此， 全国沉浸式文旅还
是处在初期发展阶段， 眼下创意不足、 体验不够
仍然制约着沉浸产业的发展。

可见， 只有深挖文化内涵， 提升沉浸品质，
才能使沉浸产业走入坦途。 没有文化加持的沉浸
式体验只能是过眼云烟。 此外， 还需要继续探索
更多的沉浸式体验业态： 如沉浸式美食、 沉浸式
夜游、 沉浸式观剧、 沉浸式住宿、 沉浸式购物
等。 笔者以为， 只有将灿烂悠久的中华文化， 深
深地植入到沉浸式文旅中， 沉浸式体验才能更好
地走向 “远方”， 旅游才能更有 “诗意”， 更多的
旅游项目才能赢得中外游客的欢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