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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纪念品如何告别同质化？

编者按：

丽水生态优越，环
境得天独厚 ，“万山滴
翠 、层林尽染 、鱼翔浅
底、繁星闪烁”，秀美风
光让人沉醉 ， 被誉为
“中国生态第一市”，每
年都有很多游客慕名
前来旅游。 习近平总书
记作出的“丽水之赞”，
更使得丽水历史性地
走到了全国的聚光灯
下，知名度美誉度关注
度前所未有。

当下，丽水要打通
“两山”转换通道，旅游
将作为第一战略支柱
产业来发展，而在旅游
行业的传统六要素“吃
住行游购娱” 中，“购”
是很重的一块。

●任迎春：
旅游纪念品，顾名思义即游客在旅游

过程中购买的精巧便携、富有地域特色和
民族特色的工艺品礼品。 有人比喻旅游纪
念品是一个城市的名片，集“文化性、纪念
性、独特性、礼品性、艺术性、时尚性、实用
性”为一体，有着“宣传广告、收藏欣赏、投
资增值、能够使用”等独特功能的产品。

当前，丽水把旅游作为打通“两山”转
换通道的第一战略支柱产业来发展，方向
正确，定位精准。 而其中旅游纪念品是我
们应该着力开发的一个点，因为它是最具

资源优势和市场前景的利润增长点。 弹
丸之地的香港，旅游资源贫乏，但由于
旅游商品供应良好，旅游购物收入占总
收入的比例通常都在 60%以上。全球 10
大最著名旅游纪念品， 即巴厘岛蜡染
布、威尼斯穆拉诺玻璃、澳大利亚迪吉
里杜管、伊朗地毯、威尔士波特梅里恩
陶器、瑞士军刀、意大利浓缩咖啡壶、爱
尔兰毛衣、西班牙橄榄油等，成为带动
当地旅游经济发展的引擎器。 可见，做
好以旅游纪念品为主的“购”，是我们做
大做强旅游产业的关键。

旅游纪念品对于游客来说，是一种精美
的纪念品。 但对景区和城市来说，它就是宣
传品，同时，也是一种具有巨大市场潜力的
商品。只要我们丽水每个景区都开发制作出
富有特色的旅游纪念品， 满足游客需求，就
不仅能突出反映景区自然与文化特色，提升
景区的美誉度知名度关注度，而且能快速成
为我们丽水新的旅游经济增长点，增加地方
就业人数，进而形成潜力巨大的旅游产业资
源，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活跃整个旅游商品
市场，提高经济效益，实现“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的价值转换。

主持人：随着天气转暖和五一小长假的回归，很多人都早早就开始安排出行计划，
旅游将进入旺季。而出游后，一般人都会在景点买一些纪念品。您认为，旅游纪念品对于
游客和景区乃至城市来说，分别有着什么样的意义？

向“痕迹主义”宣战
一言

� � � � “留痕”管理，本身不失为
一种好的工作方法， 本意是
加强管理、明确责任、推动落
实。 然而，“痕迹”后面一旦加
上“主义”两个字，演变为“痕
迹主义”，就变了味、走了调。

现在， 有的部门考评基层工作， 把重点停留在
“纸上记没记、会议开没开，措施有没有”，搞“纸
上论英雄”；有的机关干部到基层检查，不注重
深入群众中看实效， 却把查找问题的重点放在
翻本子、看材料上……生怕没有“痕迹”，看似很
“负责”，实则没担当。

“痕迹主义”危害甚烈。 一方面，基层工作千
头万绪，为了写方案、做记录、补笔记、制表格不
得不“五加二”“白加黑”，浪费时间、耗费精力、
荒废主业。另一方面，“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个
别单位为了“投上所好”，只顾形式、不重内容，
专以留痕为目的应付检查，各类材料一应俱全。
“矜伪不长，盖虚不久。 ”检查是把铁尺子，如果
评判方式不对头，“频道跟着检查换， 基层随着
检查转”，很容易把方向搞偏了、把作风搞坏了、
把人心搞散了。

痕迹管理变形走样，同一些地方“唯痕迹论
英雄”大有关系。 有的地方上级检查过滥过多，
下面疲于应付，只好走过场、装样子，在痕迹上
做文章。也有一些干部政绩观出了偏差，工作上
追求华而不实，擅长表面功夫，脱实就虚，导致
形式主义。还有的干部精于“为官之道”，他们唯
上不唯实，不怕群众不满意，只怕领导不注意。
如此种种，自然是重“痕”不重“绩”、留“迹”不留
“心”。

不论什么事情，如果做过了头，好事也会变
成坏事。 因此，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科学
留痕、合理留痕，把“痕迹”刻印在实际工作中。
对上级机关而言，要完善考核评价体系，加强常
态化了解， 多帮助基层解决工作中的实际问题
和困难 ，不能 “唯痕 ”是举 、动辄要求 “白纸黑
字”，甚至把材料做得精不精、美不美作为对工
作是否重视、是否落实的标准。 对基层而言，必
要的记录、台账要“有痕”，不能因噎废食，但切
忌为“留痕”而为，而要把痕迹留在工作实绩中、
留在广大群众的口碑中。

“天空没有留下鸟的痕迹，但我已飞过。 ”只
要切实斩断痕迹主义的尾巴，重“痕”更重“绩”，
留“绩”更留“心”，就能把基层干部从形式主义
的事务中解放出来，排除干扰、真抓实干。

让绿道成为城市的新名片
郑委

� � � � 风光旖旎的南明
湖、应星楼 、南明门 、负
氧离子“爆表”的九龙湿
地……瓯江两岸绿道把
这些自然地理和历史人

文景点串联在一起， 成为了我市刚刚结束的超
马比赛最令人称道的内容之一。 来自贵州的超
马选手姚妙由衷地说道，空气真好，路线、赛道
都很棒，跑得特别舒服。姚妙的点赞代表了大多
数人的心声。

一头连着城市，一头连着田园；我们在城市
中， 却又远离城市。 这是很多人想要的理想生
活，而绿道，提供了这一种可能。如今，这样的憧
憬已渐成现实。 目前我市已经建好的部分绿道
将城市、村庄等景观串珠成链，呈现出了城市和
田园、山水与人文完美融合的诗画空间，越来越
成为市民心中的诗和远方， 也成为这座山水之
城用心呵护绿水青山、 呵护人们心中美好的最
好例证之一。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 城市的发展归根结底
是为了人。 市“两山”发展大会指出，“打造万山
滴翠、层林尽染、鱼翔浅底、繁星闪烁的最美生
态，让丽水更加‘绿起来’‘美起来’‘清起来’”。
可以说， 这抒发了人类最自然的朴素情感———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绿道建设自然是这其中的
重要一环。纵观全国各地，绿道已经成为很多当
地人引以为豪的地标，如成都的天府绿道、广州
的黄埔绿道等等， 正为生活在这些城市里的人
们提供“心”的憩息地。 随着物质的不断丰富以
及人们对精神追求的日益提升， 城市的发展不
再以简单的高楼大厦数量多少为衡量标准，而
是以有没有让人愿意停下脚步让心灵得以休憩
的美好去处。从这方面来说，绿道的建设越来越
重要，它的意义也正是为了让人们的“都市快”
转为“田园慢”，让灵魂跟得上脚步。

道路千万条， 绿道算一条。 发展是为了惠
民， 很多时候惠民并不是简单地提供物质层面
上的利益， 提升人们精神层面上的幸福感也同
样重要。根据规划，我市 2018-2020 年将建成绿
道 2617 公里。 其中，瓯江绿道主线 528 公里，瓯
江绿道支线 286 公里，县 （市 、区 ）域绿道 1803
公里。通过三年努力，基本建成“一江丝路盛景、
十城秀美河川、百乡韫玉怀珠、千里山水画廊”
的丽水大花园绿道网络。可以预见的是，到那时
候，绿道将为这座古老的城市添加新的风景线，
让人们在田园和城市之间恣意切换而不自知。

主持人：和节节攀升的旅游人数相比，很多地方的旅游纪念品存在雷同、缺乏特
色等问题，这在全国都是普遍现象。 对此，您有什么看法？

●胡琳玉：
随着生活水平的进一步提高，旅游已

经成为了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在外出旅游的过程中，很多人都会买上若
干个旅游纪念品，小小的旅游纪念品却承
载着满满的旅行记忆。 然而，现在有一种
风靡的说法：流水的风景区，铁打的纪念
品。 不难看出，这句话直接明了地向我们
揭示了如今纪念品同质化的严重现象。 再
者，这些纪念品大多粗制滥造，价格偏高，
无实用价值，更无品质可言。 以上现象正
表明，旅游纪念品市场有亟需不断完善的
必要。

其实，全域旅游时代的全面到来正
提醒着我们， 要增强当地的旅游经济，
必须从摆脱过度依赖传统 “门票经济”
的方式，向延伸旅游产业链和丰富旅游
产品种类的方式转变。 其中之一，就是
打造具有自身文化特色的旅游纪念品，
充分挖掘当地的文化特色和产业特色，
结合市场实际需求， 打造精致喜人的、
具有本地特色的旅游纪念品。以故宫纪
念品为例，据不完全统计，2017 年故宫
文创旅游纪念品的营业额已经达到了
15 亿元，到了 2018 年，故宫口红更是
“一支难求”，即便加急生产了 90 万件，

仍然无法满足国人对这种文创产品的极大
需求。 可见，文化创意与旅游产品的深度融
合打造出来的旅游纪念品，不仅可以释放当
地特色文化的吸引力，拉近游客与当地文化
之间疏远的距离感，而且可以增加景区的魅
力指数，给景区当地带来源源不断的经济效
益。 这就需要当地政府在旅游规划的过程
中，调动社会各界参与开发旅游纪念品的积
极性，将更多的精力放在旅游纪念品的设计
上， 加大旅游纪念品的开发和保护力度，增
加旅游纪念品的文化记忆内涵，使旅游纪念
品成为景区独一无二的金名片。

●叶毅：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居民生活

消费水平逐渐提高，人们更加注重追求高
质量绿色的旅游体验。 越来越多的丽水
人，选择走出丽水看世界，也有越来越多
的外乡人， 愿意走进丽水的绿水青山，无
论是“走出去”，还是“引进来”，旅游完后，
大家都喜欢带一些当地的特色纪念品，用
来馈赠亲友或留存纪念，但是经常发现无
论是前往大西北，还是深入浙西南，千里
迢迢带回来的纪念品， 经常出现同出一
门———义乌制造的尴尬局面。 高度雷同、

缺乏特色、品质粗劣、价格虚高的纪念
品，直接降低了游客的购物体验，同时，
这也不利于传承当地的文化特色，甚至
在一定程度上损伤了当地的旅游品牌。
不少游客疾呼：这些同质化严重的纪念
品， 根本无法纪念当时的美好心情，看
着只有糟心和后悔。

要撕掉旅游纪念品身上存在的地
域特色不强、价格参差不齐、产品包装
粗糙等不良标签，应该处理好两个方面
的关系，回归旅游纪念品的纪念美好出
行体验、传播当地文化、拉动旅游经济

发展的价值初衷。
一是既要自律又要他律。 各商家要牢固

树立市场意识，切实加强行业自律，真正做到
让纪念品有“良心”。同时，各地的市场监管部
门、旅委、消协等部门要形成合力，加强市场
监督管理。 二是既要塑形又要注魂。 一方面，
要鼓励各商家生产标新立异、独树一帜、抓人
眼球的地方特色纪念品。另一方面，要注重将
当地的文化内涵潜移默化地灌注在纪念品
中，让游客拿起纪念品的同时，就能感受到商
品所承载的当地特色文化底蕴，让游客自觉、
情愿地为特色买单、为文化消费。

主持人：潘凤群

主持人：我市要发展全域旅游，做大做强旅游业，做好旅游纪念品将是不容忽视
的一环。 我市要如何把旅游纪念品做出自己的特色？

●刘奕春：
丽水的山是那么青，水是那么绿，丽水

是浙江大花园的核心区。 我们要以“生态+
民族+文化”打造独特的丽水旅游产品。

打造独特的旅游产品首先就要以生态
绿色产品为主导。 丽水水源清澈、 空气清
新、 土质安全的原生态环境，“九山半水半
分田”呈现的是丽水绿色优质的精品农业，
造就了丽水生态精品农产品的核心竞争
力。 只有为游客提供“生态+民族+文化”的
独特旅游产品，做好优质服务，才能让游客

玩得开心，买得放心！ 比如推出“丽水山
耕”“景宁 600”等系列产品来吸引游客。
其次，丽水不仅生态环境好，而且在浙南
一带少数民族也是很有特色， 尤其是畲
族分布在景宁、云和、莲都、遂昌和龙泉
等县（市、区）。如果在推进全域旅游产品
中注重打造畲族产品一定能引起游客的
极大兴趣。 比如按畲族建筑风格建设开
发畲族风情一条街，将畲族小吃、畲族用
品、民间工艺品等食、住、购项目安排到
风情街上。 再次，丽水的青瓷、宝剑和石

雕在国内外都是响当当的，我们要把“丽水三
宝”融入到丽水特色旅游产品重中之重推荐
出去。 同时云和的玩具、遂昌的竹炭、松阳
的茶叶等都要植入特色文化，因为文化
是旅游产品之魂，只有做到“人无我
有，人有我优，人优我特”，才能让游
客铭记丽水的风情， 让丽水独
特文化印入游客的脑海，真
正实现丽水旅游产品
的独特性。

●张雪雪：
克服目前我国旅游纪念品市场出现

的缺乏地域特色、缺乏创意开发、同质化
严重的现象，最主要是创意+地方性。 什么
样的纪念品会让你有购买的欲望？ 说到
底，旅游纪念品的品质没有跟上旅游业的
蓬勃发展。 旅游纪念品本质上是一种文化
设计，是一种对当地文化特色运用现代元
素、技术加工创新出来的有地域特色的产
品，是对当地文化的传播和延伸。 简单讲，
旅游纪念品卖的是地方特色和文化，这才

是旅游纪念品的价值及核心竞争力所
在。 “过这村就没这店”的东西会让人念
念不忘，并且引发购买的冲动。

龙泉是丽水金名片最多的县级市，
每次有外地朋友来丽水，我常常首选龙
泉。 因为近几年推出的花样越来越多的
青瓷小挂件，瞬间能吸引游客眼球———
美观、有趣、实用、有文化有价值的东西
终究会讨人喜欢。 并且很多旅游纪念品
都只有在景区出售， 一旦离开该地，在
其他地方是买不到的， 例如荷兰的木

屐、各教堂的模型以及法国埃菲尔铁塔为原
型的明信片、纪念品等。 独一无二的地方性，
体现出了旅游纪念品的不可替代性。 所以，
一件有生命力的旅游纪念品首先必须具有
独特的“地方性”，只有在某个特定地方才能
买到的东西，才会让旅游者念念不忘。 前几
年，我去北京故宫游玩，看到网红“朝珠耳
机”，觉得很新鲜，忍不住买了一个。 有地方
性、有创意感，又有文化内涵———这种将传
统文化移植到生活中，无疑是旅游纪念品最
正确的打开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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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迎春（莲都区委宣传部）

叶毅（市民）
胡琳玉（松阳县委党校）

刘奕春（景宁畲族自治县发展改革局）

张雪雪（市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