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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奖商旅

会奖旅游的兴起是旅游走向高端市场的象征，以往，会奖旅游目的地都被定位

在发达城市，在经过近些年的发展后，发达城市的会奖旅游业已逐渐走向了成熟，然

而，一成不变的都市游使会奖旅游过于单调，如何让会奖旅游更加多元化成为如今

游客们所关注的话题。

7 月 20 日，位于黑龙江与乌苏里江汇合处的黑瞎子岛正式对游客开放了。黑

瞎子岛的开放不仅对中俄双方友好有着深刻的意义，同时也使游客有了更多出游

的选择。日前，记者了解到，北京各大旅行社正在筹划推出黑瞎子岛旅游线路，此

线路有望在暑期结束后出炉。

黑瞎子岛的开放吸引了众多游客，同时也使得会奖旅游多了一个新的选择。

在前不久落幕的中国哈尔滨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上，黑瞎子岛成为了黑龙江省今

年夏季养生度假、避暑休闲旅游以及会奖旅游的重要目的地。

双向游览模式出新意

或许很多人对黑瞎子岛并不熟悉，据了解，黑瞎子岛位于中国东北边陲，特

殊的地理位置、自然环境和人文历史赋予了黑瞎子岛鲜明的旅游特色。黑瞎子

岛是中国和俄罗斯共有的一个岛。作为中国大陆的东部极点，它是世界少有的

界岛，岛上中俄文化的交融与对比，体现出浓郁的边境文化特色。这里因常有

黑熊出没而得名。

黑瞎子岛西侧部分是中国最东部的领土，对于大部分人而言，这里除了在

地理上有“华夏东极”的概念外，仍然是一个陌生而神秘的地方。中青旅负责

人马先生对记者表示，黑瞎子岛的旅游项目目前仍处在开通初期。

对于开通初期的黑瞎子岛，马先生介绍说，游客游览时，可采取“上岛游”和“界江

游”两种游览方式。上岛游是指乘车上岛，欣赏岛上秀美的湿地风光和俄罗斯军营

旧址、回归交接纪念碑等景点；“界江游”主要是乘船游览大界江黑龙江风光。

人文与自然景点的融合

每年的 6 月至 9 月，是黑瞎子岛最适合游览的时期，而当下，正是黄金季

节。此前，黑瞎子岛一度被称为是中国“生态休闲旅游的圣地”。离开祖国

70 多年，使黑瞎子岛形成了“一岛两国”的独特格局。

黑瞎子岛的乌苏镇有“东方第一哨”的边防哨所和中俄边境界碑。黑瞎子岛

北侧的259号界碑，是岛上最后设立的界碑之一，也是2008年两国领土交接的纪

念地。乌苏镇在黑龙江与乌苏里江汇合处的小岛上，东临大江，西依小河。从地球

经度上看,它是中国疆域的最东端，是国人每天早晨最早迎来太阳的地方，故称“东方

第一镇”。据了解，在每年夏至的这一天，黎明都会第一个降落在这“东极小镇”上。

此时登上伊力嘎山头，看第一轮红日从两江交汇处涌出，“沧海浴日，金轮晃漾”，万物

披上了金黄晨缕的奇观令人难忘。而每到秋天的白露前后，大批渔民都前来捕鱼，此

时镇上一改平时的清静孤寂，机声隆隆，人欢鱼跃，一派繁荣温馨景象。

马先生介绍说，在乌苏镇的太阳广场上，游客可以参观“东极极标”，隔江

眺望俄边境小镇卡扎科维茨沃。除了中俄边境的标志物，在这里还有独具俄罗

斯特色的建筑。俄罗斯兵营旧址是一座建于 1979 年的老式兵营，位于岛上原

俄罗斯管辖区域，也是黑瞎子岛主权变迁的历史见证。

人文的景物很具特色，自然风景也不可错过。湿地公园是黑瞎子岛上原始

自然风光与人为建筑最完美结合的景点之一，它的建设，标志着我国对岛上自然

生态环境保护的刚性原则和强大信心。

自助游需待时日

对于刚刚对外开放的黑瞎子岛，有许多地方仍在规划中，记者了解到，黑瞎子

岛的总体规划包括生态保护、旅游休闲、商贸流通、口岸通道 4 大主要功能，由 75%

的湿地自然保护区和 25%的旅游经贸区组成。黑龙江省旅游局副局长刘显富表

示，黑瞎子岛景区的最大特色，是“东极”文化、民族文化、两江文化、边境文化相统

一。这里是赫哲族等少数民族的聚居地，两条中俄界江交汇处的鱼类资源丰富，可

体验“一岛两国”特色，是全国稀有的旅游资源。

据了解，为规范黑瞎子岛登岛旅游活动的经营秩序和旅游品质，目前，当地旅游

部门表示散客暂不能登岛。

为此，业内人士表示，对于外界较为关注的是否可以互免签证、购物离岛退税等

问题，中俄相关部门正在进一步合作，尚在磋商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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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整理“集体记忆”“活化”变成旅游产品

香港中环天星码头以提供最具香港特色的“天星小轮”服务而举世闻名。

第三代中环天星码头，也被称作爱丁堡广场渡轮码头，因为其拥有香港最后一

个机械钟楼（大钟是由比利时王子赠送给当年的怡和洋行），而成为中环著名地

标，也因其为香港市民“勤恳”服务 49 年，而成为香港市民的“集体回忆”。

香港人把天星码头的钟楼看成是中环的心脏。中环天星大钟每 15 分钟报

时一次，每 15 分钟，天星大钟便牵动一次中环人的喜怒哀乐。 有人选择在这

个浪漫的码头广场情定终身；有人选择在码头回忆昔日亲情；很多港产电影也

选择在此取景……每年元旦，港台两地都会派人前来录音，录下新年的第一道

钟声。可以说，中环天星码头是港人“生活大戏”的重要舞台。

然而，2006 年，这个承载着港人珍贵“集体记忆”的码头宣布将被拆除，香港一

些民间团体和许多自发的香港市民，来到现场，高喊着“保留”，企图阻止。还有一些

市民以绝食抗议，最后，这场抗争以警察武力驱散才得以收场。港人于当年的圣诞

夜再次来到码头，举行烛光集会，既是为这个陪伴了他们一生的码头做最后的请愿，

也是一场伤感的别离会。可见，香港普通市民对“集体回忆”的无比珍视。

虽然，中环天星码头最终还是被拆了，但这个事件令香港政府对香港历史建筑的

“集体回忆”价值和“社会价值”重新考量，并作为保护文物、开发旅游产品的重要元素。

香港会奖旅游的“原生态”产品

近日，香港旅游发展局启动的香港文物旅游路线中，有多处景点都表现出对香

港市民“集体记忆”的重现。据香港旅发局保育专员办事处介绍，他们推出的“平民

不夜天之旅”中的油麻地就载满了老香港人的“集体记忆”，距今有 250 多年的历史，

最早是渔民生活的社区，由于修补渔船所用的桐油及麻缆随处可见而得名。时至

今日，这个社区依旧散发浓厚的人情味，尤其是堪称油麻地灵魂的庙街，入夜后灯

火通明，各种街头小档遍布，也是平民艺术家表演的集中地，被称为香港的“平民夜

总会”。这些看似寻常的街巷，既是几代香港人寻觅温馨生活回忆的“剧场”，也是外

来游客见证香港早期发展的“活化石”，同时也还原给会奖游客一个活色生香、充满

原生态味道的香港。保育专员办事处还提到了油麻地众坊街天后古庙前的广场，香港人称它为“榕树

头”，也因为平民味十足，而被列为香港文物旅游线路中的重要展示地。这个广场栽

种了数棵已超过百岁的老榕树，老榕树下，一代代香港市民出生、玩耍、成年、老去。

参天大树蔽日遮天，既遮挡了风雨、烈日，也为油麻地一带的老百姓撑起了一个心灵

的家园。《时代》杂志专门就此地撰文，“如果你要找一个香港原始地方，不是堂皇的购

物商场、不是玻璃幕墙大厦，而是劳苦大众的香港，庙街会是一个最佳之选……在庙

宇门前的广场上，象棋手摊开棋盘，来者不拒。”“集体回忆”决定建筑的命运

“集体回忆”上世纪 90 年代后期在香港开始被广泛应用。在香港，集体回忆是指对

超过一个人以上感情、场景、音乐、图片及事件的共同拥有的回忆。集体回忆可能是一

家人对往事（例如己故的家庭成员）的回忆。但是，社会性的集体回忆，则是社会上众

人的感受，及参与某事件的经历。自 2006 年 11 月香港政府清拆被认为有集体回忆价

值的爱丁堡广场码头（旧中环天星码头），香港人对集体回忆的关注度更大幅提高。之

后，香港政府更提出将集体回忆作为是否清拆香港历史建筑的参考因素之一。香港大

学城市规划及环境管理研究中心副教授伍美琴认为，跟各地城市相比，香港的 496 项

历史建筑并不算多，政府不应以楼龄作为唯一标准，关于建筑的价值政府应与公众多

作交流，尊重公众的“集体记忆”；不能对古建筑的价值低估，忽略古建筑隐藏的无形

社会价值，如：有助刺激旅游业增长；香港《信报》也发表社评，“保护文物建筑离不开

文化传承，保留古文物和古建筑，主要是为了保存本国、本地或本社区的身份认同。”

用创意的方法保存历史

要把香港的“集体记忆”转化为供公众游览的旅游产品，仅仅只保留原有建筑

是不够的，定期维修和“活化”才能让老建筑“永葆青春”。政府除了会向法定古迹

或将会成为法定古迹的私人物业，提供维修及修复，也会协助已评级的私人历史

建筑的业主进行修葺和定期保养工程。而“活化”则是采用创意的方法保存历史

建筑，并扩展其用途，把这些建筑物转化为独一无二的文化地标。经营上采取社

会企业的营运模式，同时注入商业管理元素。

如香港老街市——必列者士街街市，近 60年来，这个街市一直为市民大众服务，

是区内居民回忆的一部分。该街市 1953年兴建，主要售卖鱼类及家禽，还有牛肉、猪

肉、生果及蔬菜，一楼设有室内儿童游乐场。据了解孙中山也曾在附近居住过。香

港旅游发展局文物保育专员办事处为还这个老街市设计了“活化”后可能用途：资讯

中心、康乐及文化设施(例如:剧社排练场地)、展览及会议设施 (例如:香港历史照片

展览、孙中山先生史迹展览)、商店及服务行业(例如:零售纪念品商店、旅客资讯中

心)。而新物业的申请机构须就如何使用上述建筑物递交建议书，详细说明如何保

存有关的历史建筑，并有效发挥其历史价值；以及如何令社区受惠。

人称“万金油大王”的胡文虎建造的“虎豹别墅”，是上世纪 30 年代财富和

权力集于一身的商人家族府第的象征，是香港中国文化的中枢点。虎豹别墅

及附连的私家花园，自 2001 年起已交给香港政府。而香港政府计划通过商业

性投标去活化虎豹别墅，该别墅在修复及活化后将可享受其“品牌”盛名。

■ 本报记者 胡心媛

黑瞎子岛
黑瞎子岛：：开启会奖旅游多元化

开启会奖旅游多元化

■ 本报记者 袁 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