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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 焦 打造山西省旅游热点门户

时值盛夏，骄阳似火，我市各文博场馆、旅游景区等成了不少
中小学生暑期实践的目的地，不少学子选择在这个火热的夏天

“行万里路”，来到运城，体验悠久传统文化、欣赏壮美河山。研学
游热度在我市不断攀升，渐呈井喷之势。

暑假到来，带领“神兽”们来一场既能玩耍又能长知识的研学
游的确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如何兼顾“游”与“学”，让学生们“游
有所获”，让研学旅行真正成为学校之外的“大课堂”，才真正值得
关注。

研学游市场热力十足的同时，我市也通过升级、优化研学旅
行产品，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打造运城文旅品牌。

开 辟 文 旅开 辟 文 旅““ 新 赛 道新 赛 道 ””
——我市通过升级优化研学旅行产品打造地方文旅品牌我市通过升级优化研学旅行产品打造地方文旅品牌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王新欣王新欣 李丹凤李丹凤

““行走行走””的课堂的课堂

搅 拌 、 入 模 、 压 实 、 定 型 、 绑
带、脱模，在河东池盐博物馆，孩子
们 走 进 “ 知 盐 学 堂 ”， 化 身 “ 小 工
匠”，亲身体验盐雕 DIY 乐趣。不一
会儿，平淡无奇的食盐，就在他们手
中幻化成了晶莹剔透、憨态可掬的十
二生肖盐雕。孩子们对自己的作品爱
不释手，小心翼翼地将其托在手里，
个个乐开了花。

7 月 17 日，河津市关工委天天读
书社组织 200 余名小学生集中打卡河
东池盐博物馆，开展“走进盐运之城，
探寻盐池文化”主题研学活动。

除了参观博物馆展陈和手工制作
盐雕作品，此次研学活动还通过让孩
子学习熟读《捞盐诗》，身穿汉服、集体
朗诵《南风歌》，感悟河东池盐文化中
的人文情怀；组织大家前往盐湖观景
台赏河东胜景、寻文化之根，并开展河
东池盐文化知识问答，让学生通过参
与多种形式的活动来探究问题、积累
知识和培养能力。当天，一系列内容
丰富、形式新颖、体验感强的研学游活
动，以游带学，开阔了孩子们的视野，
让他们亲身体验感悟河东池盐文化的
内涵和精髓，强化了传承河东文化、厚
植家国情怀的意识。

“通过到河东池盐博物馆研学，我
知道了盐不仅可以食用，还是重要的
化工原料。另外，此次研学还锻炼了
我的动手实践能力，我刚才做了一个
猴子造型的盐雕作品，回去后我要把
它放在我的书房里。”河津市铝基地太
华小学四年级学生胡艺凡拿着自己亲
手制作的盐雕作品高兴地说。

“此次研学来到河东池盐博物馆，
是要告诉孩子们，我们是河东人，而池
盐文化是河东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探访博物馆、景
点景区和文物古建，在行走中全方位
探索、了解河东池盐文化，也会更加热
爱自己的家乡。”河津市关工委天天读
书社负责人管泽强表示。

一路上，跟随讲解员的步伐，孩子
们端详着河东池盐博物馆的陈列展
品，“推”时光之门，“寻”池盐之美，认
真聆听“盬”盐的由来、盐湖的历史演
变、河东制盐技艺等内容，了解一池河
东盐的前世今生，实地感受“白色宝
藏”的魅力。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
行。”研学游是“行走”的课堂，当课堂
上的知识与现实体验相结合，就会变
得鲜活而有温度。

近日，位于盐湖区东郭镇的野趣
大自然亲子农场，迎来了今年暑期的
首批研学学生。当天，盐湖区第八实
验幼儿园 20 余名师生来到野趣大自
然亲子农场，跟随农场工作人员的脚
步，来到手工坊，挑选出自己喜欢的植
物，经过反复敲打，将植物拓印在帆布
包上；在农耕体验种植区，充分体验种

植的乐趣，进一步了解农业方面的知
识。同时，孩子们还参与了“浑水摸
鱼”“森林寻宝”等游戏，并近距离接触
绵羊、小鹿、兔子等动物，亲近并感受
大自然。

现如今，丰富多彩的特色研学项
目逐渐让盐湖周边的农场“火”了起
来。今年上半年，野趣大自然亲子农
场共接待上百个研学旅游团，参与人
数达 16000 余人。

“目前，野趣大自然亲子农场正在
开发更多新产品，不断升级研学游产
品体系，打造文旅发展新亮点，解锁适
宜多年龄层青少年研学游的正确打开
方式。”该农场负责人表示。

研学旅行研学旅行““多点开花多点开花””

时值暑期，研学游在我市受到热
捧，盐湖区、永济市等地的研学之旅备
受瞩目。

此次河津市关工委天天读书社组
织的研学活动的相关课程和体验项
目，正是盐湖区近期强势推出的中条
旅游廊道七大研学板块之一。

盐湖区生态环境优越、文旅资源
富集，发展研学游经济具有得天独厚
的条件，市场前景十分广阔。尤其是
中条旅游廊道全程 30 余公里，沿线串
联起解州关帝祖庙、五龙峪河道公园、
常平关帝家庙等 12 个景区和 4 个绿
地，是盐湖区类型最全、密度最高的旅
游资源集中分布地带。

近日，盐湖区精心推出中条旅游
廊道七大板块研学旅行课程指南，分
别是：运城关公故里文化旅游景区

“过五关斩六将——关公精神传承之
旅”，河东池盐文化博览园“河东觅
盐——池盐文化探寻之旅”，蚩尤文
化园“战神传说——蚩尤文化研学之
旅”，乡遇·刘范民宿艺术村“知青
岁月——上山下乡奋斗之旅”，野趣
大自然亲子农场“欢乐童年——自然
野趣游玩之旅”，掐丝珐琅釉画传承
基地“非遗瑰宝——掐丝点蓝作画之
旅”和福同惠“百年传承——特色美
食制作之旅”。

同时，根据各研学板块主题，盐湖
区精心设计相关研学课程，课程内容
涵盖劳动教育、非遗文创、美食制作、
自然探索等多个类别。

譬如，在乡遇·刘范民宿艺术村，
学生们可以通过穿知青服、戴大红花、
坐拖拉机、在生产队用餐、犁地播种、
记工分发粮票、赶鸭子、锯大木、扁担
挑水等课程，体验乡村生活百态，并和
队友并肩作战，在克服困难中建立自
信、在团队竞赛中学会合作、在学习过
程中培养能力。

近期，我市各县（市、区）均积极筹
划研学线路，开辟文旅研学“新赛道”，
打造优质研学产品，推进研学基地、线
路、课程等要素体系建设，完善研学旅
行的标准体系。

2024 年暑期以来，永济市旅游服

务中心借力“水上列车”出圈效应，精
心推出诗词游、古建游、非遗游等研学
线路，编排设置“更上一层楼”“这里最
早叫中国”“历史与现代的对话”“蒲津
渡口初相遇”“趣山野自然研学”等系
列研学活动，并在文旅永济公众号逐
期发布，同时印制“蒲韵永济”研学课
堂手册对研学活动进行宣传推广。目
前，永济市已接待前来研学的大中小
学生 2000 余人次，效果初显。

蒲 津 渡 口 是 古 代 黄 河 的 一 大 渡
口，为秦晋之交通要冲。蒲州古城南
依中条山、西临黄河，被视为兵家重
地，在此建有蒲津桥，内藏国宝级文物
黄河大铁牛，这些都是中国古代桥梁
史和冶金史的杰作，是中国古代劳动
人民智慧的结晶。

“‘蒲津渡口初相遇’是我们的系
列研学活动之一，主要的知识点包括
唐代的铁索连舟固定式曲浮桥，它是
我国桥梁史上的重要创举，展现古代
中国人民在桥梁建筑方面的卓越才
能。还有四大铁牛与四尊铁人，不仅
证明了我国古代冶炼铸造技术的高
超，也为研究古代桥梁建筑提供了宝
贵的实物资料。此外，课程还通过实
践让孩子们体验鲁班桥的搭建。”永济
市旅游服务中心相关负责人说。

芮城县今年暑假精心打造了包括
永乐宫壁画临摹、圣天湖黄河营地、西
侯度火之光研学、非遗研学在内的热
门研学产品和线路，同样吸引了众多
学子前来探索学习。

在永乐宫，学生可以在这里上一
堂古建课，或者到临摹室细细观摩，看
众仙朝元、满壁风动；在圣天湖黄河营
地，孩子们可以参加小铁人三项挑战
赛和飞盘、地壶球、皮划艇运动，培养
坚韧、勇敢的精神；在西侯度遗址，还
可以于一线天处窥探 243 万年前的文
明之光，并循着“二青会”圣火采集之
路，感悟文明的宣言……

“学”与“游”具有天然的耦合关
系，“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研学游作
为我市推动文旅品质提升、全域文旅
资源互融互通、提升文旅产业竞争力
的重要途径，正以破竹之势成为我市
旅游新业态和新的经济增长点。

让研学持续释放让研学持续释放““热效应热效应””

与文物对话，感受华夏文明；探访
古建筑，触摸历史遗迹；漫步古村镇，
体味烟火人间；观摩手工艺，传承工匠
精神……

“国宝第一市 天下好运城”。运
城，地处黄河腹地，是中华民族和中华
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根祖文化源
远流长、历史遗存灿若星河、人文资源
星罗棋布、民俗文化俯拾皆是。全市
现有不可移动文物 6205 处，其中国家
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02 处，数量位
居全国地级市第一，拥有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 28 处，A 级景区 46 处，其
中 4A 级景区 21 处。可以说，运城研

学旅游资源丰富，优势得天独厚，具有
发展研学旅游的优越条件。

为充分发挥我市历史文化资源优
势，今年，市文化和旅游局推出了华
夏寻根之旅、古建遗存之旅、国宝文
物之旅、黄河诗词之旅、非遗传承之
旅 5 条研学游线路，并成立了研学旅
行工作专班，全面推进全市的研学旅
行工作，指导旅行社和相关景区、文
保单位、非遗文创企业等合理开发研
学产品。

其中，华夏寻根之旅涵盖了运城
博物馆、池盐文化博览园、河东历史
文化展示中心 （河东名人馆）等；古建
遗存之旅涵盖了解州关帝祖庙、临猗
临晋县衙、芮城永乐宫等；国宝文物之
旅包含运城博物馆、闻喜中华宰相村、
永济蒲津渡遗址等；黄河诗词之旅包
含河津龙门、万荣后土祠、永济鹳雀楼
等；非遗传承之旅则包含山西省蒲剧
艺术院、艺佳仁文化艺术有限公司（掐
丝珐琅）、天麒剪纸文创有限公司（剪
纸）等。

除了上述 5 条精彩的研学线路，
丰富多样的美食也是研学之旅中不可
或缺的一部分。运城作为“面食碳水
王国”，是所有“吃货”们的“天堂”：这
里有独具地域文化的“四菜一汤一饼”

（黄河大鲤鱼、中条山牛肉、峨嵋岭土
鸡 、涑 水 河 火 锅 ；关 公 羊 汤 ；舜 帝 烧
饼），以及遍布全市、麻辣鲜香的大盘
鸡，爽滑筋道的永济扯面，酥脆香甜的
稷 山 麻 花 ，天 下 无 二 的 运 城 凉 菜 等
等。每一道美食都蕴含着浓厚的地域
特色和民俗风情，饱含着运城人民的
热情与淳朴。

与此同时，根据《关于开展运城市
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遴选认定
工作的通知》工作安排，按照自评申
报、县级推荐、市级复核、现场踏勘、综
合评定 5 个程序，市教育局联合相关
部门在全市范围内共遴选了“解州关
帝祖庙”“夏县堆云洞”“万荣李家大
院”等 58 家单位为“运城市中小学生
研学实践教育基地”。

这些单位涉及优秀传统文化、革
命传统教育、国情教育、自然生态等板
块。其中，优秀传统文化板块包括运
城博物馆、盐湖区舜帝公园等 27 家单
位；革命传统教育板块包括盐湖区烈
士陵园、新绛县民族纺织企业发展史
展览馆等 9 家单位；国情教育板块包
括夏县山西格瑞特农业产业化示范基
地、芮城县亚宝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等 5 家单位；自然生态板块包括夏
县山西林润农业科技基地、稷山县板
枣生态园、芮城县大禹渡景区等 17 家
单位。

一砖一瓦、一街一巷皆有故事，作
为“国宝第一市”，运城就有这样的魅
力。随着一批批研学团队的到来，随
着各县（市、区）积极开辟研学旅行“新
赛道”，研学旅行必将在我市掀起新一
轮的热潮，创新宣传“国宝第一市 天
下好运城”文旅品牌，助力我市打造

“山西省旅游热点门户”，而运城，也一
定会让孩子们收获满满，不虚此行。

图片说明图片说明
图图①① 研学学生在蚩尤文化园体验蚩尤战鼓研学学生在蚩尤文化园体验蚩尤战鼓。。
图图②② 幼儿园学生在亲子农场享受自然野趣幼儿园学生在亲子农场享受自然野趣。。
图图③③ 河津市的河津市的 200200 余名小学生打卡河东池盐余名小学生打卡河东池盐

博物馆博物馆。。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常常 奇奇 摄摄
图图④④ 中条旅游廊道运城盐湖景区段风景如中条旅游廊道运城盐湖景区段风景如

画画。。
（（本栏照片除署名外均由盐湖融媒提供本栏照片除署名外均由盐湖融媒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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