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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越来越多了，我们
的订单也越来越多了，往日的
繁忙又回来了。”8 月 1 日，张
家界国家森林公园内，导游周
建鑫带着来自南京的游客陈建
平一家游览时，不断接到旅行
社计调电话，询问他行程 以
及能什么时候能接下一个团。
进入 7 月份以后，随着张家界
旅游强劲复苏，导游业务量快
速增长，像周建鑫这样的优秀
导 游 成 了 大 家 眼 中 的 “ 香 饽
饽”。

【离乡】
旅游遇冷，他放弃导游事

业外出打零工
周建鑫是湖南省途湘天下

国际旅行社的一名导游。多次
被张家界市旅游协会等机构评
为优秀导游。

“我之前自己开了个小客
栈，2017 年开始考导游证，成
为一名专职导游。”周建鑫告
诉 记 者 ， 他 从 事 导 游 还 没 两
年，就碰上了疫情，“这些年
张家界的旅游也一直在缓慢恢
复 ， 眼 看 着 越 来 越 好 。 但 是
2021 年 8 月，一场突如其来的
疫情，让张家界旅游业再次陷
入冰窟。”

在张家界抗疫期间，周建
鑫也没有闲着，主动做起了志
愿者。同时，他还每天都把张
家界的绝美景色通过无人机拍
摄下来，分享给各地的游客，
让他们“云”赏张家界美景。

疫情过后，恰逢“十一”
国庆假期，“虽然是黄金周假
期，但游客们的信心并没有完

全 回 来 ，客 流 量 不 尽 如 人 意 。
此后，大多数的导游处于赋闲
状态，许多人都离开张家界外
出打工了。”周建鑫说，为了生
计，他也不得不离开张家界，去
到了妻子老家株洲找事做。

“到了株洲，因为要兼顾家
庭，稳定的工作也难找，所以就
一直在那边打零工。”周建鑫告
诉记者，在株洲打工期间，他做
过骑手，发过传单，“每天收入
不固定，多的时候两三百元，差
的时候才二三十元。”

【回家】
接连带团，收入基本恢复

之前水平
2022 年 6 月，从新闻上看

到湖南省开始恢复省外游后，
周建鑫觉得这是一个旅游复苏
的前兆。当月，他就从株洲回

到了张家界。
不出周建鑫所料，随着暑

假来临，张家界旅游也开始进
入加速复苏状态。回到张家界
后，靠着良好的口碑和优质的
服务，他手上订单不断，往往
一个团尚未带完，另一个团又
提上了日程。

“7 月份以来，我已连续接
待了七八个旅行团，其中还有
一 个 来 自 云 南 的 三 十 多 人 大
团，总人数超过 70 人。”周建
鑫介绍，他每次带团的行程都
不相同，“我们是根据客人的
需 求 来 确 定 行 程 ， 有 三 天 的
团，也有四五天的团。随着客
流量的增多，我们单位有 150
多位导游，但现在人手已经不
够用了。”

周 建 鑫 乐 呵 呵 地 告 诉 记
者，现在他的收入基本恢复到

了之前的水平，“每月收入预
计可达到八千元左右。”

【珍惜】
热闹不易，用心、用情服

务好每一位游客
重新从事导游工作的周建

鑫，非常珍惜现在的工作，也
用心用情为游客们提供优质的
服务。

“周导游真的对我们挺用
心的。”游客陈建平听闻记者
来意后说起了他的感受，“他
昨天接到我们的行程单，得知
我们有老人和小孩后，特意提
前打电话告诉我们住哪里，从
哪个地方进景区人少些⋯⋯今
天的讲解也很耐心，很全面。
这些细节让我们感到很温暖。”

陈建平还告诉记者，在当
天的游览中，还出现了一个小
插曲。“我爱人在游览途中上
洗手间的时候，不小心把车钥
匙掉进了下水槽里。开始我们
自己弄了十几分钟没捡出来，
周导游看到后，不知道从哪里
找来了一截小铁丝，蹲在那勾
了半个小时，把车钥匙给勾了
出来。”

“这真的是帮了我们大忙
了。”陈建平说，“车辆是从长
沙朋友那里借来的，如果取不
出车钥匙，就要跑长沙去拿备
用钥匙，这一来一回要花费不
少时间。如果朋友那没备用钥
匙，那重新配钥匙的话得花大
几千元。”

陈建平表示，他是第二次
来张家界了，“这一次的体验
感非常好，不仅景区秩序越来

越规范，住宿、餐饮也都很实
惠，这里的人也都很热情。回
南京后一定把美丽的张家界向
身边的朋友、同事推荐。”

对于客人的肯定，周建鑫
也是十分开心。他说，如今的
热闹来之不易，客人满意了才
是真满意。“首届湖南旅游发
展大会也即将在张家界举行，
我们导游也将用心、用情服务
好每一位来张家界的游客，为
大会的成功举办贡献自己的力
量。”

【希望】
旅游快速复苏，千名导游

回归上岗
7 月以来，随着张家界旅

游强劲复苏，像周建鑫这样从
外地返回张家界重新上岗的导
游越来越多。

记者从张家界市旅游协会
导游分会了解到，疫情发生之
前张家界注册的国证导游人数
为 11300 多人。去年 8 月遭遇
疫情袭击后，不断有导游迫于
生计出走，主要在比亚迪、美
团 外 卖 等 企 业 上 班 ， 涉 及 保
险、餐饮、酒店等多个行业。
有的甚至加入远洋捕鱼行业，
跟 随 渔 船 去 了 太 平 洋 、 大 西
洋。

张家界市旅游协会导游分
会相关负责人表示，如今，随
着张家界旅游快速复苏，目前
已 经 有 1000 多 名 在 外 的 导 游
陆续返回张家界。围绕导游回
归，张家界市在导游培训、调
度等方面，正在加大力度。

7 月 26 日，我市知名的土家族
民间艺术家田开元先生将其创作的
精品名作 《庸城记忆》 以及 《庸城
夜话》《田开元钢笔画集》 等三部
作品共 496 幅原稿无偿捐赠给张家
界市档案馆收藏。三部作品均是以
张家界城市变迁、风土人情、民间
传说、美轮美奂的山水风景等为题
材，以钢笔作画为创作技法的上乘
佳 作 ， 填 补 了 我 市 此 类 馆 藏 的 空
白。

田开元，1947 年 6 月出生于张
家界市永定区，中共党员，土家族
民间艺术家、知名的钢笔画大师。
1989 年荣获国家广播电影电视部先
进工作者奖章；2022 年 6 月被中共
张家界市委文化广电体育工作委员
会 授 予 “ 优 秀 共 产 党 员 ” 荣 誉 称
号。

开元老先生成长于大庸老城区
沿河街、南正街，城区内的大街小

巷、澧水河上的往返船只、两岸风
景 ， 以 及 沿 河 街 错 落 有 致 的 吊 脚
楼，南门口人来人往的码头，分布
在城内外大大小小的古寺、祠堂、
牌坊、亭阁⋯⋯无不深深地镌刻在
他的脑海里、记忆中。

随着张家界 （原大庸） 市城市
的发展，老先生记忆中的那座城市

（庸城） 在渐渐消失，他决心要干
一件前人没有干过的事。自 2002 年
从张家界市文体广电局退休后，他
走遍了张家界市城区的大街小巷、
乡村的村村寨寨，遍查相关史料，
寻访相关遗址，拜访健在老人，笔
耕不止，以反映历史生活中群众思
想认知和重要历史时期对民众生活
的影响为主要内容，创作出了大量
具有浓浓故土情怀、极具典藏价值
的美术作品：《庸城记忆》《庸城夜
话》《张家界传统民居》《田开元钢
笔 画 集》《田 开 元 水 粉 画 集》 等 ，

保存并再现了张家界厚重的历史文
化 记 忆 。 作 品 涵 盖 钢 笔 画 、 水 粉
画、速写等多个艺术门类。特别是
他经过 10 多年创作、修订的 《庸
城记忆》，突出表现了特定“南门
口 ” 沉 甸 甸 的 历 史 印 记 ， 再 现 了

“南门口”那个时代市井繁荣的社
会景象，是一幅具有人民性、艺术
性、时代性、历史性的代表作品。

张家界市档案馆对此捐赠活动
高度重视，征集接收工作人员多次
登门拜访田开元先生，详细了解作
品背后故事、协助整理手稿原件。

田开元老先生的作品伴随着社
会发展进程而服务于人民精神生活
需要，影响深远，纵然岁月流逝，
仍展现出悠久的时代风采。此次一
次性无偿捐赠近 500 件原稿，丰富
了张家界市档案馆历史题材的钢笔
画艺术藏品类型，也展现了田开元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的胸怀和眼界。

田开元 《庸城记忆》 等作品原稿馆藏记
田种玉

张家界旅游强劲复苏，千名外出导游回归岗位，导游周建鑫发出心声——

“旅游已复苏，愿大家早日归来”
全媒体记者 曾甲长 实习生 朱思瑾 省直宣传文化单位支持旅发大会前方工作队 丁鹏志 龙文泱

周建鑫 （左一） 正为游客讲解游览地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