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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欢!盐城草房子三岁啦!

5 月 28 日，初夏的阳光洒满了乡
野。2024 年的“六一”国际儿童节将
至，草房子景区结合曹文轩教授的文学
作品，增加了不少欢乐的元素。停车场
里，一辆辆旅游大巴和私家车来回穿
梭。游客中心外的大屏上，不断滚动播
放着草房子三周岁的视频，来自全国各
地游客代表和嘉宾的生日祝福，一下子
把气氛变得轻松活泼。

古法射箭场、丛林探宝、稻田迷宫，

让游客体验快乐和收获；萌宠乐园里，
游客可以和小白兔、小孔雀互动;新增
的非遗漆面扇项目，游客可以动手制
作；提升后的亲子过山车，让孩子和家
长更开心地玩耍;出口超市，100多种文
创商品、书籍、玩具等琳琅满目……现
代快报记者漫步景区，环境优美、布局
恰当，明显感受到这一年来的变化，新
增设的项目让大家有了更多元的体验。

“瞧，那里有辆奇怪的校车!”在景区
西南角，记者看到了一辆校车，通体呈
黄色，外形与普通校车并无二致，只是
个头硕大无比。“车身长约27米，高度
近6米，车宽5.2米，车内展陈约120平
方米，是全国最大的校车，也是青少年
交通安全宣传教育基地，里面有各种交
通体验。”景区运营部主管成沐瑾自豪
地说，大块头有大智慧，里面满满科技
感，“运行才几个月，已接待上万名学生
和家长参观体验，获得了广泛好评。”

在怀旧区西侧，桑桑的家格外有年
代感，特别是里面的各式陈设。原来，
景区为了配合演出，请来专业的老手艺
人，还原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盐城西乡的
建筑风格，重建了桑桑的“家”。“我们配
合景区运营，根据演绎场景的不同，对

相关工程配套进行提升。”据景区工程
项目部经理戚海峰介绍，为了把控工程
质量、提高作业效率，景区对工程进行
招投标，由专业的机构具体实施，严格
执行材料报验等流程。

步入草房子酒店，几名游客正在中
庭里围炉煮茶，温馨而浪漫。“我们 24
小时待命，要确保酒店品质和各项设施
的安全运行。”工程项目部的杨克是一
名机械工程师，他负责酒店的质量提
升、维修和优化。“我们部门共有10多
人，有水电工、园艺工、木工、瓦工，大家
平时相互学习提高，兼职做研学官。”戚
海峰说，有研学团的时候，各部门利用
各自特长，当起“交通警察”“建筑师”

“收纳师”等，教授孩子们不同的知识。
“1年来，我们整体调改增项目总计

20余项，新增出口超市、剧味售卖点，丰
富了景区体验业态的同时，通过调改增
将整个景区焕然一新。”在常州恐龙园
文化旅游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驻盐
城文旅项目负责人吴留兵看来，作为

“南北结对帮扶”唯一的文旅项目，草房
子景区着力打造绿化环艺提升，从动线
调整到环艺设计，动静交错，处处皆景，
让游客可玩可闲可赏可言。

初见草房子艺术团团长江京，他个头不
高，言谈短平快，做事雷厉风行。来草房子
景区工作前，这位来自湖南长沙的25岁小
伙已在全国多地景区有过表演经验。“我大
学的专业是音乐剧，《草房子》这本书我看
过，它深深吸引了我。”2023年4月份，作为
景区招募的第一部舞台剧——《金色的草房
子之最英俊的少年》的首批演员，江京在剧
中饰演阿恕。

“我第一次演男孩子，声音和形象对我
来说都是挑战。”《金色的草房子之最英俊的
少年》中桑桑的扮演者王业潓也来自湖南。
后来，在景区实景剧《油麻地
的月亮》中，两人的角色
进行了互换。“阿恕比
桑桑更调皮，挑战更
大，因为在室外，这
部剧给人感觉更真
实。”王业潓说。

不仅在景区演，
2023年以来，草房子
还围绕“走出去、引进
来”，组织送剧进商超进学
校活动20场左右，引进剧目交
流近10部，将经典文学作品中的故
事呈现给更多观众。“最多的时候，一天有7
场大小剧的演出。”江京告诉现代快报记者，
演艺部共有20多人，平均年龄20多岁，大
家来自全国各地，节假日最忙，今年春节也
在景区过的。除了会演，大家还集思广益，
根据不同需求，对节目进行编排和创新。

草房子景区迎来“剧”变。据了解，景
区以“剧”为轴，创作“剧+N”商业内容，丰
富了体验业态和服务内容。完成舞台剧
《金色的草房子之最英俊的少年》，户外实
景剧《油麻地的月亮》《桑桑捕鱼》，儿童情
景剧《森林故事》，节日餐秀表演 100 多
场。3年来，草房子在戏剧演出方面积累
了丰富的经验，不断探索文学与戏剧的融
合之路，将一部部经典文学作品转化为舞
台上的生动演绎。

在草房子里，无论是文学研学、非遗农
耕，还是文学酒店、文学味美系列餐品，从
视觉、听觉、嗅觉、触觉上，文学已经深入
景区骨髓。“景区纯粹做文学，受众面很
窄，如何在旅游景区里将文学立起来，我们
思考了很久。刚开始，这条路走得并不平
坦。”吴留兵和团队经过不断探索和实践，发
现通过戏剧的形式更容易把文学活化，并且
能立体化，“把文学里的主人翁、故事细节，
通过戏剧的手段呈现出来，让文学有血有
肉，互动体验感和黏性更足了。”

“未来我们将以草房子景区为核心，联
动周边村镇，把当地的农耕、种植等结合
起来，将闲置区域利用起来，与周边的景
点景区联动，打造草房子研学旅游度假
区;市场需要常变常新，我们准备打造第
二部剧，把曹文轩教授作品的内容，一段
一段地演下去;我们会对外延展，做全国
市场甚至全球市场，与《草房子》这本书的
IP形象和市场美誉度相匹配……”提到未
来规划，吴留兵充满了期许。

完善景区硬件设施,精益求精步步皆景

夯实文学属性基底
“剧”有戏全国知名

“三年时光,草房子景区如同一本缓缓打开的现实书卷,持续书写着对这片土地
的热爱、对文学的梦想。草房子不仅是一个景区,更是一个承载着文化的精神家
园。在这里,河流、池塘、芦苇、白鸽、金色的草房子,无不充满了故事,引领着人们穿
越时光,感受童年的淳朴与真挚……”近日,北京大学教授曹文轩给草房子景区发来
三周岁生日祝福语,读之令人感动。

从播撒种子到郁郁葱葱、生机盎然,从“一张白纸”到水乡明珠,草房子景区之美
绝不仅停留在观感上,而在谋求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实现一次美丽的逆袭。数据显示,
2023年该景区全年接待游客量近50万人次。草房子是如何成为盐城文旅大家庭
中一张特有的文学旅游名片的?是怎样实现文学和景区深度融合的？“六一”国际
儿童节前夕,现代快报记者对其进行了探访。

通讯员 王继红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姜振军

“各小组注意，现在开始彩排!”5月
28日下午，虽然阳光有些晒人，但为了
确保“六一”国际儿童节当天的活动，草
房子景区营销总监程伟兰正带领景区
各部门和演绎团队进行游园表演的彩
排，演员们装扮一新，全情投入，随着欢
快的音乐舞动起来，没一会工夫就已汗
流浃背。精彩的彩排现场，吸引了不少
游客驻足拍照。

缤纷的活动对景区来说至关重要，
是景区吸引游客、增加收入、提升知名
度和美誉度的有效途径。今年的“五
一”假期，盐城草房子推出第二届耕读

文化季暨手账
主题西乡
游，吸引

全国各地游客前来打卡，演艺场所、酒
店、餐厅、各个点位人潮涌动、氛围火
爆，好评如潮，数万人入园游玩，草房子
酒店连续四日满房，实现完美收官。

春节无疑是各景区大展拳脚的最佳
时期，草房子的表现格外抢眼。热闹的西
乡村晚展演、新奇好玩的非遗市集、烟火
气十足的美食长廊、上世纪八十年代复古
变装、餐秀表演《龙力dance》、每天不低
于6个小时的直播……延续“文学过大
年”主题，盐城草房子景区用“年味”串联
起了甲辰龙年的新春活动，春节假期共接
待游客6万人次，旅游相关收入较同期上
涨超60%，喜迎龙年开门红。

“带孩子去过很多地方，第一次被
这种快乐的氛围持久包围，活动丰富、
充实、有趣，孩子们玩得乐不思蜀。”回
忆起今年带家人在草房子的时
光，苏州的钱女士意犹未
尽。“人来人往，笑声不
绝，草房子被游客热
情、快乐的笑脸包
围！看演艺、玩研

学、享童趣，品
美食……这里

是开心的海
洋 ，这 里

是满格的幸福与惬意。”钱女士忍不住
在朋友圈留言，引来不少好友点赞、评
论。

“旅游市场需要景区有固化的内
容，不能总是在变。经过近3年的尝试，
现在我们已经固化了一年四季的活动，
尝到了甜头，也有了一定的经验。”程伟
兰告诉现代快报记者，“从春天开始，是
草房子耕读文化季，我们把西乡的农耕
文化与文学进行大胆糅合。夏天是狂
欢季，秋天是戏剧季，冬天到春节是文
学过大年活动。而且我们每个节日都
有主题活动，每周都有配套小活动，让
游客随时随地都有互动参与感，留下深
刻印象。”

“草房子风车节 ”“首届儿童文学手
账节”“草房子六一周年庆暨暑期产品

推介会”“文学仲夏 童趣玩水”
“‘大师来了’中国盐都小剧

场表导演孵化班”“草房子
首届儿童戏剧季”……
2023 年，景区立足主
题活动，积极外拓市
场，全年团队接待近
10万人次，接待会务
活动40余次，拓展异
业合作5次，市场拓展
稳中有进。

精彩活动贯穿全年,关键数据不断刷新

盐城草房子景区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