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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生态自然与人文情致构成如诗如画的
别样风景；奇异的丘陵平湖风光跃入眼帘，四
季不同景，四时不同天；山水如画洗去疲惫、清
风朗月唤醒生活——热带丘陵沃土、神奇文化
热土、户外运动乐土，是海南屯昌的特色定位，
也是业界对屯昌旅游的普遍认可。

屯昌地处海口1小时经济圈，在海南“丰”字
形高速交通枢纽中心点上，是全国唯一的热带丘
陵地区、最大的沉香育苗基地，拥有全国最大型
的水晶矿床，享有“武术之乡”“油画之乡”“水晶
之乡”“南药之乡”“沉香之乡”等美誉。近年来，
屯昌深挖特色资源，强化措施保障，发展乡村旅
游、助力乡村振兴，乡村旅游呈现出勃勃生机。

乡村旅游“热”起来

屯昌境内旅游资源丰富，有几近原生态木色
湖风景区、卧龙山风景区、枫木植物园、见血封喉
古树、海南药材场、石硖海瑞祖居、海南中部户外
骑行的首选驿站——青梯村、抗战遗址——东岭
武库、邀月岭高山草甸等，依托丰富多元的旅游

资源，屯昌做好生态、环境与绿色优势文章，建
设美丽家园，促进旅游业提质升级。

屯昌围绕“五区一带”规划蓝图，发展全域
旅游，创建7个海南椰级乡村旅游点；创建国家
农业主题公园——猪哈哈的农场，打造梦幻香
山芳香旅游区，打造椰子文化主题公园，并把

“南田起义”遗址与周边椰子寨、母瑞山等革命
老区连接起来，打造热门红色旅游线路……同
时，屯昌还结合本土优质农产品，开发出油画、
水晶工艺品、黑猪粽子、芳香系列产品等多个特
色旅游商品，以满足旅游消费市场需求。

屯昌旅游越来越热。2021年梦幻香山文化
旅游区、猪哈哈的农场被国家发改委和文旅部推
介为“体验脱贫成就 助力乡村振兴”海南十条乡
村旅游学习体验线路。截至11月，屯昌县接待
游客106.96万人次，同比增长104.4%；实现旅游
综合收入41719.62万元，同比增长52.85%。

乡村旅游“活”起来

在发展乡村旅游中，屯昌结合自然生态景

观、民族民俗风情等内容，在“接地气、聚人气”
上做文章，丰富景区景点文化内涵，提升文化品
位；同时，打造特色鲜明和大众参与性强的旅游
活动品牌，以形式多样的乡村旅游活动，讲好

“屯昌故事”，推进自然生态景观与历史人文景
观深度融合，不断激发乡村旅游活力。

穿汉服、游竹园、赏花灯、享美食，每年一度
的“竹林古邑——屯昌美鹤园国庆中秋庙会”深
受游客喜爱。开装甲车、发射“炮弹”、体验大型
室内军事主题电玩，融合拍摄微电影、动漫、网
游等多种时尚元素，屯昌旋风虎军事主题公园
成为新晋网红主题公园。借助坡陈村“五形桩”
等传统武术的影响力，2021年9月屯昌举办首届
海南武术节，打响“武术之乡”品牌。屯昌还打
造“屯昌农民油画”品牌，“画里故乡”咸六村靠
一把画笔创出一个产业，撑起农村经济半边天。

作为传统农业县，独特的地理环境让屯昌
拥有屯昌黑猪肉、屯昌黑猪肉粽子、枫木鹿肉、
屯昌腌鸡、香草鸭、香炸小羊排、枫木红茄、木薯
饼、炒雷公笋等众多纯正的乡土美食。屯昌深
挖饮食文化资源，打造美食一条街、举办美食评
比活动，“舌尖屯昌”成为“吃货”天堂。

乡村旅游“火”起来

为丰富乡村旅游业态，屯昌正在进一步完
善景区景点基础设施，加快建设一批“显山、露
水、透绿、通畅”的生态旅游景观；以“旅游+”为
抓手，立足“三土”（热带丘陵沃土、神奇文化热
土、户外运动乐土）特色，依托“三师”（厨师、画
师、武师）力量，展现“三色”（生态绿、文化红、运
动蓝）风采，进一步提升屯昌旅游文化内涵；探
索生产、生态、生活深度融合之路，加快发展生
态康养、休闲度假、田园采摘、民俗文化等旅游
业态，引导群众投资投入少、风险低、见效快的
农家乐、民宿客栈、餐饮、传统手工艺制作、采摘
农耕体验游等项目，助力群众增收致富。

“山可近、水可亲，屯昌自然生态优美、交
通区位优势明显、发展潜力巨大。结合屯昌实
际和特色，希望有更多的企业和项目落户屯
昌，打造具有屯昌特色文旅品牌，助力屯昌文
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来屯昌与自然原乡一起
深呼吸，与山为邻，临水而居，在宁静中品味生
命的和谐，体验别样风情的画里屯昌。”屯昌县
委书记凌云说。

上图：屯昌国家农业公园 陈元才摄

“安逸”“繁华”，不少市民游客喜欢用这
些词形容成都市锦江区，因为它有“蜀中首
街”东大街、“百年金街”春熙路、宋代染坊街
小商品集散地、全国四大劝业场之一锦江商
业场。古朴的灰墙，明亮的玻璃窗，典雅的
歇山式建筑，憨态可掬的爬墙大熊猫……近
年来，锦江区的颜值提升令人刮目相看。当
夜幕降临，市民游客还能来一场“夜游锦
江”。泛舟江上，梦幻般的夜景令人陶醉，人
们感叹公共空间设计的精巧。

作为成都中心城区之一，锦江区有着悠
久的商业历史文化，“百年金街”春熙路商圈
几经扩建，走入西侧传统商业区，映入眼帘
的是街巷式的步道、质朴典雅的建筑和密布
街道两侧的各式店招，展示出“百花齐放、争
奇斗艳”的热闹与繁华。

成都本土名小吃“龙抄手”春熙路总店

品牌负责人介绍，春熙路有很多老店，“店名
和招牌就是历史和文化。像我们‘龙抄手’
招牌，就采用了川西建筑风格的招牌架、万
字形的边框、书画家手书的店名、清代宫廷
牌匾的蓝底金字配色等中式设计，让食客们
一眼看到历史、一眼记住成都。”

有位青年作家在锦江区生活了数年，谈
到对春熙路商业区的感觉，他说新建的商业
综合体、商业街区在此形成了既各自独立又
整体协调的现代化商业文化空间，对历史和
文化的演绎也有更为现代和时尚的表达。

人们在这个传统与时尚相融相生的空
间里，打卡、街拍、潮玩成为日常。据介绍，
随着近年来锦江区不断优化城市空间功能
布局，城市有机更新、特色街巷改造、风貌塑
造等工作得到大力推进，一些传统老旧商街
通过改造，成为定位相对休闲的新兴商业空
间，吸引了大批以休闲、慢玩、创意为定位的
潮店入驻。锦江区对于分散于坊间巷陌的

老旧街区，则采取了以城市更新推进商店面
貌更新的方式。

店招文化已成为衡量城市公共空间打造
和管理水平的重要指标。一位摄影师说：“互
联网上的锦江区街拍数量是非常惊人的，这
也从侧面证明了锦江区对公共文化空间的打
造和管理是被认可的。”

自2020年起，成都市每年举办名为“双
百佳”招牌和“十佳”招牌示范街道的评比活
动。在刚刚结束的2021年评比中，锦江区成
功斩获一个“十佳”招牌示范街道和15个“双
百佳”招牌称号，再次名列获奖数量榜首。

“商招牌匾不仅是城市视觉系统的重要
组成部分，更是衡量营商环境和城市文明程
度的重要指标。”锦江区相关职能部门负责
人介绍，他们通过编制《成都市锦江区商招
店招设置技术导则》和《成都市锦江区商招

店招设置技术导则项目库》，采取规范有序
的管理和细致入微的专业引导。

除了对商招店招按照相关法规进行规
范管理外，2020年，锦江区还专门组织专家，
将施工安全、城市外摆等管理问题都进行了
标准化规范。

“餐桌可以摆出来，但不要占用盲道。”锦
江区锦官驿街道相关人员在三圣街巡逻时，
向占道经营的商家再三嘱咐，这样的做法既
可扩大经营空间、恢复“烟火气”，又不给城市
治理“添乱”，许多商家和市民都感到满意。

锦江区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表示，当前，
锦江区正在高质量建设“品位锦江·幸福城
区”，需要用规范的管理和科学的方法对城市
进行高效精准管控，引导鼓励商家设计和制
作与城市风貌协调统一，体现地域特色、文化
创意和商业活力的高品质招牌，“达到提升城
市公共空间文化价值，提升城市颜值的目标，
真正彰显成都国家中心城市的国际新风尚。”

红色旅游蓬勃兴旺

2021年，中国共产党迎来百年华诞，红色旅
游蓬勃兴旺，参访革命遗址、重温红色记忆、聆
听红色故事，成为当下中国旅游最耀眼的亮点。

旅游版始终都在关注红色旅游的最新变
化，年初的《红色旅游将迎大发展》预测：展
现新中国底色的红色旅游今年将迎来大发展。
随后，多篇文章从多角度呈现红色旅游的无穷
魅力。《红色旅游创新出彩》指出，红色旅游已成
为出游的主旋律，发展势头强劲，新线路、新玩
法不断涌现，与生态游、民俗游、研学游、乡村游
等深度融合，形成旅游新业态。《红色旅游汲取
时代力量》阐明，红色旅游的魅力根植于红色文
化旺盛的生命力，离不开红色文化强烈的感染
力和红色文化蓬勃的创新力。《红色旅游书写精

彩篇章》写道，中国的红色旅游内涵更加丰富，
形式更加多样，成为中国旅游业发展中精彩的
篇章。《红色旅游热动中国》指出，红色旅游已成
为许多目的地最核心的旅游资产和品牌。《红色
旅游迸发青春活力》聚焦，全国各地红色旅游热
度持续攀升，吸引力和影响力越来越强，更多的
年轻人爱上红色之旅。

文化和旅游部联合中央宣传部、中央党史
和文献研究院、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年推出“建
党百年红色旅游百条精品线路”。6月至9月，
旅游版开设“红色地标巡礼”专栏，分 31 个省
区市推出系列报道，介绍百条精品线路，展现
各地红色旅游新亮点。这组报道既是一次对
全国红色资源的系统梳理，也是一次对各地红
色文化的集中展示，更是一次通过“接地气”的
报道讲好红色故事的尝试，这组专题报道在海
内外引起较大反响。

绿色旅游风生水起

绿水青山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亮丽的
底色，也为生态旅游提供了重要资源。目前，生
态旅游已成为各地重要的绿色产业之一，不仅
带动当地经济发展，也促进人们生活方式的转
变，绿色生态成为旅游版今年报道的浓重亮色。

生态好了，生活美了。《绿水青山的中国实
践》一文聚焦2021年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大会，
深入探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从理念到实
践，展示中国为实现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经
济社会发展协同提供解决方案。

《好生态就是好风景》鲜明地亮出观点：好
的生态环境，之所以让人向往，是因为它让发展
的底蕴更加深厚。守住了绿水青山，也就守住了
发展的底蕴。良好的生态环境，给中国高质量发

展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好的生态风景正在给越
来越多的地方带来更好的“钱景”。

穿森林、观植被、看动物、游湿地、走水岸、赏
候鸟……《生态旅游越来越红火》指出，以特色生
态环境为主要景观的生态旅游日益受到人们推
崇。随着参与生态旅游的人越来越多，践行绿色
旅游、绿色生活的理念，逐渐成为一种新风尚。

《绿色发展引领旅游创新》写道，全国多地
将当地的绿色资源、生态资源等串联起来，引
导人们走到户外，感受自然，感受美好生活。
绿色生态旅游具备贴近自然、融合性强等优
势，已成为国内游的重要内容。

中国的大河类型多样、景观优美、文化内涵
深厚、旅游活动丰富、体验独特，吸引着众多游
客。《大河旅游成为新亮点》点明，大河旅游如今
受到越来越多游客的青睐，走上了生态优先、绿
色发展之路，成为新兴旅游热点。

创新旅游生机勃发

疫情深刻地改变着中国旅游业，从原有的
国内游、出境游、入境游三大市场，到如今只有
国内游。业界一直在探索如何做深做新国内
游市场。旅游版的报道敏锐地捕捉、反映、预
判国内游改革创新的最新热点。

《中国旅游走进日常生活》关注到，身边的
美丽风景，日常的美好生活，都成为人们旅游的
乐趣。“本地人游本地”和主客共享美好生活新
空间趋势明显，以短时间、近距离、高频次为特
点的“轻旅游”“微度假”“宅酒店”、文化研学、夜
间休闲等成为市场热点。《中国旅游兴起“微度
假”》写道，“微度假”改变着旅游业传统的发展
格局，开辟出一条新路径。与其说微度假是新
的旅游产品，不如说是新的生活方式。

旅游业的创新带给人们希望。《“先囤后约”
好玩又省钱》抓住旅游市场的消费变化，如今旅
游促销已向注重品质、凸显特色转变。这让人
们既能看到旅游业的热点和亮点，也能感受到
旅游业的活力与生机。《沉浸式体验成新宠》捕
捉到市场上一个显著的新变化：旅游演艺、话剧
演出、博物馆展览，都开始注重消费者的参与
感，打造沉浸式体验。这为文旅深度融合创造
了新机遇，成为文旅行业的新亮点。

针对旅游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旅游版激
浊扬清，有力地发挥舆论监督引导作用。《自驾
游不能信马由缰》针对自驾游存在的问题，提出
自驾并不等于可以信马由缰，给自驾游立规矩
必要且迫切，要遵循市场的基本规律，更要通过
法律、行政的手段来培育、引导和规范。《别让滤
镜“网红”欺骗了你》关注“网红打卡地”的泛滥，
促使从业者思考，什么才是景点可持续发展的
根本。文章提出，我们推崇名副其实的网红地，
不加滤镜、纯天然，更推崇用心去感受，而非复
制他人的旅游体验。

2021中国旅游砥砺前行
本报记者 赵 珊

助力乡村振兴 促进共同富裕

海南屯昌大力发展乡村旅游
董 欣

成都锦江：

提升城市颜值 扮“靓”公共空间
周 庆

2021年中国旅游业顽强地走出了一条应对疫情特殊

考验、在逆境中谋求生机的奋斗之路。一年来，在跌宕

起伏的市场变化中，我们与中国旅游共同砥砺前行，分

析研判旅游大势，及时发现和捕捉创新亮点，主动设置

议题，发表独家报道，提振发展信心，为中国旅游战胜

困难、健康发展鼓与呼。

我来到广东省深圳湾的福田自然保
护区，从浓荫的生态公园入口，穿过密集
的红树林，谁知惊动了林中一群白鹭，扑
扑扑地相继冲向空中，如一朵朵白云在眼
前掠过。深圳湾的水面上，碧海蓝天，一
群群水鸟正在游弋、追逐、嬉戏。

我跨过一道水上浮桥，登上了一条
观鸟长廊，这里聚集了很多摄影爱好
者，人人握着相机，默不作声，聚精会
神地瞄准海面。保护区的观鸟员介绍
说，第一批 30 多只野鸭从 9 月下旬开
始，便从北方飞进深圳湾，接着鸬鹚、
苍鹭、赤颈鸭、绿翅鸭相继进驻。到11
月底，沙咀那片树林就聚集了越冬候鸟
两三万只，每棵树有六七个鸟窝，它们
在那里生儿育女，到明年3月就拖儿带女
陆续飞回北方。

据深圳市野生动物保护站介绍，福
田自然保护区共有鸟类189种，其中海鸬
鹚、白琵鹭、黑脸琵鹭、黄嘴白鹭、小
青脚鹬、鸢、鹗、黑嘴鸥等23种为珍稀
濒危物种。每到秋冬季节候鸟南迁时，
这里成千上万只鸟儿在沿海滩涂、水面
集结成群，寻食嬉戏，比翼飞舞，场面
蔚为壮观，吸引了许多观鸟爱好者前来
观赏拍摄。为了使鸟儿不受惊扰，深圳
市政府在保护区旁的公路沿线筑起了隔
音墙，使鸟儿安静地生活在世外桃源。

与福田红树林隔河相望的是香港米
埔自然保护区，那里也是以保护鸟类为
主。在香港记录的400种鸟类中，米埔就
有300多种，每年约有四五万只水禽去那
里觅食和栖息，其中许多是珍稀鸟类，
如黑脸琵鹭、红隼、白鹳等。据观察，
近年来黑脸琵鹭每年约有两三百只在深
圳湾、香港米埔、澳门海滩、广州南沙
湿地公园等地活动。

美丽富饶的深圳湾，土地肥沃，水
质鲜美，鱼虾成群，食饵丰富，加上有
福田、米埔等自然保护区的庇护，每年
吸引着南来北往的鸟儿来这里生活，形
成了“鸟儿天堂”，也成为粤港澳大湾区
的一道风景线。

上图：雄天鹅保护雌天鹅孵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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