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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由昆明市文化和旅游局、市
商务局主办的“‘菌俏昆明 菇凉一夏’
2025昆明文旅避暑食菌季发布会”在
昆明顺城购物中心举行，拉开今夏“避
暑食菌到昆明”的文旅盛会序幕。活动
通过“权威发布+沉浸体验+全域联
动”的形式，向海内外游客发出到昆明
避暑、食菌、旅居的邀请，诚邀共赏“滇
池边的与鸥共舞”，同享“鲜花里的四
季如春”。

系列活动不仅有菌子和鲜花相
伴，8大主题玩法和超 500项文旅活
动也已排上日程。一系列促消费福
利、“寻菌子臻味地图”陆续上线，更
有避暑食菌季全新 IP亮相。网络达人
将推出独家打卡攻略，与游客一同探
索昆明夏日的N种可能。

赏接天莲叶，逛金色葵海，聂耳音
乐周20余场演出精彩不断，庭院剧好
戏连台，咖啡嘉年华蓄势待发……昆
明市文化和旅游局以8大主题玩法和
超 500项文旅活动，为游客的昆明避
暑食菌之行惊喜升级。“野生菌主题航
班”即将亮相，同时昆明文旅联合祥鹏
航空推出覆盖多地、往返昆明的30余
条航线优惠，票价最低至299元起。

昆明市商务局正式启动“避暑天
堂·乐购春城”夏季消费季系列活动，
面向全市发放野生菌专项消费券，开
展“食菌季消费联动”，以餐饮折扣、夜
间消费福利推动“逛商圈、品菌味”深
度融合。活动联合主流外卖平台开设

“昆明野生菌消费专区”，整合优质餐
饮商家提供便捷外卖服务。联动“滇生
菌物（生活季）”，将野生菌消费与自
然、艺术、文化体验相结合，在商圈和
文创集市打造特色消费场景，让“菌
味”融入生活。

2025避暑食菌季，昆明市文旅局
和市商务局联合推出“野生菌榜单活
动”，首批已有43家野生菌餐厅上榜，
榜单将持续更新，让游客放心打卡，解
锁食菌“臻味地图”。

根据携程集团现场
发布的数据，民航暑运市
场上，“昆明”搜索量继续
处于领先地位，排名全国
第五，搜索量同比增长
30%。同时，昆明入榜国
内十大自驾热门目的地。
2025年 7月 1日至 15日，
昆明市入境游总人次同
比增长 66.71%。“昆明”也
频频出现在网友求推荐
避暑胜地的帖文评论区。

顺城购物中心工作人
员介绍，暑假期间，商圈推
出“城市 Fun假计划”，不
仅有明星签售、顺城艺术
季等惊喜，还有非遗市集
及多重优惠、团购、折扣福利放送。

由昆明文旅携手昆明地铁推出
的避暑食菌季 IP形象——“瓦宝”在
发布会上正式亮相。3只“瓦宝”以昆
明传统镇宅神兽、昆明地铁卡通形象
瓦猫为原型，分别头戴鸡枞、青头菌、
牛肝菌造型帽子，俏皮可爱。“瓦宝”
将陆续亮相昆明各条地铁线路，陪伴
游客避暑食菌、畅游昆明。昆明地铁
与昆明文旅还将探索推出更多联名
文旅产品，为游客带来更丰富的昆明
体验礼包。

感受“菌俏昆明 菇凉一夏”，解锁
22摄氏度的惬意生活。昆明在全球避
暑胜地中位居前列，不仅是避暑佳地，
更承载着诗意栖居的日常。清凉与美
味已备好，只待游客踏歌而来，共赴一
场山与菌、花与风的约会。

本报记者 尹朝平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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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多彩的活动，庆祝开远米轨观光小火
车开行七周年，让游客、市民感受一场
别开生面的时光与活力盛宴。

1910年滇越铁路建成通车，全长
854公里，是中国最早修筑的铁路之
一，也是中国第一条国际米轨（窄轨）铁
路，曾被英国《泰晤士报》誉为与巴拿马
运河、苏伊士运河并列的“世界人类三
大工程奇迹”。2018年 11月，滇越铁路
被列入中国工业遗产保护名录。

滇越铁路拉开了开远现代工业文
明的序幕，开远也因此被称为“火车拉
来的城市”。2018年 7月 20日，开远米
轨观光小火车正式投入营运，成为目前
滇越铁路上唯一开行的客运列车，自开
行以来已累计运行 7494趟，接待国内
外游客40万人次。

开远米轨观光小火车全程约 11.6
公里，从开远站出发，终点站为大塔站，
往返约需2小时。时速25公里的慢时光
打造穿越时间、空间的记忆，架起一条
连接古今、联动文旅的桥梁，吸引影视
剧制作团队创作拍摄，成为国内外工业
文化爱好者研学拓展基地。

开远火车站对阿迷记忆站台商
店改造升级，游客置身其中可一边挑
选中意的商品，一边用明信片写下寄
语，盖上“阿迷记忆”专属邮戳，通过
站台“时光邮局”寄给未来的自己。

车厢内准备了很多趣味活动。游客
把想对开远米轨观光小火车说的话写
下来张贴到告白墙上；家长和孩子共同
合作完成手工作品，留下一段难忘的亲
子回忆；围绕开远小火车的历史、文化
以及沿途景点等设置的有奖问答加深
游客对滇越铁路的认识和了解……

“我觉得坐火车还挺好玩的，今
天刚到这，感觉开远很干净，是个很
适合旅居的城市。”北京游客从语洛
说。站台上，舞者们用优美的舞姿瞬
间点燃现场热情，舞蹈《爱意随风起》
《不如见一面》、葫芦丝演奏《月光下
的凤尾竹》等精彩节目轮番上演，赢
得游客阵阵掌声。“坐小火车感觉走
入了开远的历史，随着小火车往前
走，好像进入了很久以前那个时代的
开远，比较慢的生活。”北京游客陆小
庆感叹道。

经过100余年沉淀，今天的滇越铁
路不仅仅是工业遗产，还是文化遗产、
记忆遗产、档案遗产，更是开远的精神
遗产。

依托滇越铁路开远段深厚的历史、
文化、工业底蕴，开远市以开远米轨观
光小火车为主线，打造历史文旅、文化
文旅、红色文旅、生态文旅、工业文旅等
旅游线路，打造专属开远的一张独特文
化旅游名片。

本报记者饶勇通讯员国福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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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暑期旅游旺季的到来，丽
江市旅游市场持续火爆，丽江古城、
束河古镇等景区游人如织。当地动
员各方力量，以优质服务迎接八方
来客。

今年以来，古城区束河街道聚
焦民生所需，从维护旅游市场秩
序、强化服务保障和加强环境卫生
整治等方面着手，深入开展景区综
合整治工作，全力推动景区管理提
质增效。

针对景区存在的电动车乱停
乱放、随意骑行和安保服务标准
不高等问题，束河街道开展了多
轮次景区旅游秩序综合整治行
动。通过加强景区电动车辆管理、
增加巡逻频次，在景区各出入口
增派安保人员、加装车辆物理隔
离柱等多种方式，有效保障了景
区秩序及游客安全。

针对基础设施老化、损坏等问
题，束河景区积极协调相关部门，加
快推进现有项目建设进度。配合职
能部门对喊客拉客、犬只管理不规
范、违规覆盖河道等行为进行集中
治理，对景区内售卖的商品质量加
强监管。

束河街道联合公安部门、景区
商户、志愿服务队等多方力量，组建
暑期旅游治安服务队，开展景区志
愿服务活动。为更好地迎接暑期旅
游高峰，束河街道充分发挥商户、居
民、辖区企事业单位等各方群策群
力效应，通过开展主题党日、实施集
中整治、增加保洁力量等多种方式，
全力保障景区环境卫生。“我们将常
态化开展古镇环境综合整治工作，
持续擦亮束河古镇金字招牌。”束河
街道办事处主任木旭辉表示，束河
街道将紧紧围绕景区环境优美、旅
游市场有序、服务保障到位的目标，
以更优质的管理、更优美的环境、更
周到的服务迎接游客。

同样，丽江古城景区也在暑
期旅游高峰中积极行动，确保游
客拥有良好体验。

“一直往前走就是大水车，那
是丽江古城的一个出口，打车、坐
公交都很方便……”现在正值暑期
旅游高峰，丽江古城景区的志愿者
积极行动，热情为游客提供专业的
服务。

据介绍，自 2015 年开展志愿
服务以来，丽江古城志愿者队伍不
断壮大，总人数已达 10.5万人，其
中党员志愿者超 6 万人。暑期期
间，每天有 50到 70人次的志愿者
坚守岗位，服务时段从早上 8时 30
分至晚上 11时 30分，每人轮班服
务2到4小时。

志愿者队伍汇聚了多方力量，
包括来自市直、区直机关的党员，
丽江文化旅游学院的学生以及丽
江古城保护管理局等部门的工作
人员。“他们常年生活在古城，对这
里的一砖一瓦、一街一巷都了然于
心，能为游客提供贴心细致的服
务。”丽江古城景区管理服务分公
司和志云介绍。

为提升服务质量，志愿者上岗
前均需接受专门培训。培训内容涵
盖引导牌规范使用、服务言行举止，
以及古城周边环境、丽江风土人情
等知识。经过系统培训，志愿者对古
城的了解更加深入，服务起来也更
专业。

无论是寻找洗手间、咨询景区
票价，还是询问前往玉龙雪山、拉
市海等周边景点的路线和乘车方
式，志愿者们都能耐心细致地予以
回应。面对突发状况，志愿者也能
从容应对，让游客真切感受到服务
的温度。

“带着老人出门行动不太方便，
志愿者主动提供轮椅借用服务，还
一路指引路线，让我们少走了不少
冤枉路。有他们在，游玩特别安心，
体验感特别好。”来自四川的游客张
先生感慨道。

本报记者李铁成
通讯员杨晨王晓明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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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享民俗之韵、欣赏自然之美、品
尝壮乡美食、下榻民宿客栈、参与篝火
狂欢……暑期到来，师宗县依托得天
独厚的自然风光、浓郁的民族风情，以
及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热情周到的
服务让游客感受“始于山水、归于烟
火”的美好，沉浸式体验“有一种叫云
南的生活”。

牵经线、整经、挑花……在师宗县
五龙壮族乡龙布瑞刺绣工艺品专业合
作社，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被刺绣、壮
锦深深吸引，有的驻足欣赏精美绝伦
的图案，有的亲自动手体验师宗壮族
织锦。大伙聊天说笑，非遗的韵味和壮
乡的慢节奏交织在一起，好不惬意，浙
江游客刘玉平对此赞不绝口。她说：

“没想到这个地方有这么美。壮乡群众
热情好客，我们更感受到壮乡文化的
源远流长。”

到壮乡怎能少了竹竿舞呢？伴随着
“开合、开合、开开合”的欢快节拍，游客
们在竹竿分合的瞬间，敏捷地进退跳
跃，潇洒自如地做着各种优美动作，现
场气氛热烈。“这样的热情，让我觉得虽
然来到异乡，但是非常亲切。”山西游客
王士博说。

南丹山若隐若现，五洛河水光潋
滟。壮乡的山层峦叠嶂，壮乡
的水清澈透明，壮乡的美食回
味无穷。游客们纵情山水间享
受这份独特的壮韵。内蒙古游
客德兰称赞道：“非常美，山

峦叠翠，郁郁葱葱，感受到七彩云南的
魅力所在。这里的美食不仅味道香
甜，还蕴含着深厚的壮乡饮
食文化，这样的体验非
常好。”

华灯初上，熊熊篝火
映亮了五龙壮族乡“三月
三”广场，游客们与壮家儿
女和着音乐，围着篝火跳起
欢快的舞蹈，体验原汁原味的
壮乡热情。

暑假期间，师宗县紧紧围
绕组团开发五龙旅游度假区
的思路，全力推进文旅深度融合，让
文旅资源“走出去”，把客源“引进
来”。“五龙乡推出景区联游计划，凤
凰谷探秘、五龙景区观南丹叠水，体
验清凉刺激漂流、菌子山生态康养，
我们欢迎五湖四海的朋友到五龙壮
乡来共同感受壮乡山水与民族文化
的双重魅力。”五龙壮族乡宣传委员
陈海燕满怀期待地说。

近年来，师宗县始终坚持以文塑
旅、以旅彰文，以绿水青山为底色、民族
文化为灵魂、乡村振兴为抓手，不断夯
实文旅产业发展基础，助推文化消费升
级，打造具有影响力的文旅品牌，形成
了地方历史文化、饮食文化、民族文化、
民族节庆活动、民族民间工艺品与旅游
融合发展的新局面。

本报记者张雯
通讯员袁燕坤窦盛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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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丽江古城，志愿者解答游客的咨询。

游客们在跳竹竿舞游客们在跳竹竿舞。。 本报通讯员本报通讯员袁燕坤袁燕坤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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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设在昆明顺城购物中心外广场的文旅景观造型设在昆明顺城购物中心外广场的文旅景观造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