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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宁城

荒山变果园 果园变景区
周雪冬

内蒙古自治区宁城县五化镇
山头村的林果产业园内，三五成
群的游客在挂满红苹果的树下或
拍照打卡，或摘果品香。“在景区
志愿者的引领下，我们既观赏了
乡村美景，又采摘了酸甜可口的
苹果，体验非常棒！”来自河北承
德的游客王女士高兴地说。

果园所在地曾是荒山秃岭，
如今成了“宁城宁果”的重要产地
和旅游打卡地，这得益于当地政
府带领党员群众开辟了“荒山变
果园、果园变景区”的绿色发展新
道路，破解了“林果产业+乡村旅
游”融合发展的“致富密码”。

不仅果园成了旅游景点，宁
城还将全县旅游资源进行整合，

通过“党支部+合作社+企业+农
户”等方式，发动全县各界投身文
化旅游事业，在右北平镇到黑里
河镇全长约 55.6 公里的区域内建
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A级旅游景
区、紫蒙湖水上运动基地和水上
运动小镇、黑里河民宿集群、道须

沟 5A 景区等 9 个旅游项目，形成
了“见山、遇水、寻乡、探谷、觅林”5
大乡村旅游主题。

清康熙年间，固伦郡主以公
主身份下嫁蒙古和亲的一件陪嫁
——牡丹，随公主一同来到塞北
扎根繁衍，人称“陪嫁牡丹”。在公

主后裔的精心呵护下，“陪嫁牡
丹”的“后代”至今仍在宁城县小
城子镇长皋村嫣然开放。今天，
长皋村依托牡丹资源，将经营权
流转到文旅专业合作社，开发文
创产品21个，每年吸引各地游客
2 万余人，村集体经济增收 10 万
余元。

现在，宁城旅游已辐射京津
冀、东北三省等地，形成了良好
的品牌效应，年接待游客达 220
万人以上，实现旅游综合收入超
过30亿元。旅游产业发展还催生
出土地承包、出租运输、山货采
摘、禽畜养殖、蔬菜种植等多种
业态，带动当地直接或间接参与
旅游业的农民达500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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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鞍山芦苇江湾。 储灿林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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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见凌家滩

裕溪河畔，玉光璀璨；太湖山侧，文明延绵。
作为中华文明曙光阶段最具代表性的遗址之一，

距今 5800—5300 年的凌家滩遗址，是长江下游巢湖流
域迄今发现面积最大、保存最完整的新石器时代晚期
中心聚落遗址。

走进位于安徽省马鞍山市含山县的凌家滩遗址考
古工作站，一件件挖掘出土的标本被仔细而又整齐地
排放在标本架上。拍照、修复、绘图……第三任考古
领队张小雷正带领团队忙碌工作，一步步探寻文明来
源的答案。

从器物考古到聚落考古，再到科技考古、多学科
考古，三十多年来，凌家滩遗址先后历经 14 次发掘，
总发掘面积达 7000 余平方米。一代代考古工作者以

“手铲释天书”的接力传承，让凌家滩的意义不断被发
掘，不断被世人知晓。

玉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古朴神秘的玉版、玉龟，刻有八角星纹的玉鹰，

虔诚祈祷的玉人，中国新石器时代最大的玉璜，中国
史前考古中发现的唯一一件龙首形玉器……凌家滩出
土精美玉礼器、石器、陶器等珍贵文物 3000多件，尤
以玉器“数量多、技艺高、制作精”闻名中外，也因
此成为中国玉文化发展史上的一个高峰，与辽宁红
山、浙江良渚并称为“中国史前三大玉文化中心”。

辉煌灿烂的城市文明，惊世绝伦的玉石文化，让
凌家滩在中华文明形成进程中扮演了关键角色，有着
无可替代的历史地位与学术价值，并作为安徽入选全
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的项目。

守好“根和魂”

清晨，凌家滩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空旷幽静。71岁的
文保员程年仓从值班室起身，开始新一天的看护工作。

1985 年，退伍后的程年仓主动请缨义务守护凌家
滩遗址，这一守就是 38年。正是当地干群“像爱惜生
命一样保护遗址”，这处文明瑰宝的真实性和完整性才
能得到有力维护。

守护住历史，就是守护住了文脉，守护住了民族
的根和魂。

被列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被纳入国
家“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和“十四五”大遗址保护
规划；安徽出台首个文化遗产保护专项法规——《安徽
省凌家滩遗址保护条例》；成立保护管理专门机构——
含山县凌家滩遗址管理处……遗址被发现至今，“保护
至上”的理念一以贯之。

“凌家滩属于历史，属于现在，更属于未来。”在
含山县凌家滩遗址管理处主任唐军看来，在保护好遗
址的同时，也要当好凌家滩文化的薪火传人，让文物
活起来、文化火起来，探索出保护与利用相结合的可
持续发展道路。

含山县“十年磨一剑”，成功创建凌家滩国家考古
遗址公园。公园规划面积3.35平方公里，围绕“彰显华夏玉文化、探源中
华古文明”主题，打造融遗址展示、考古研究、文化教育等多功能于一体
的研学旅行目的地，重点建设10个文保项目、4个安置项目、7个配套项
目和1个遗址博物馆项目。

“原来占压遗址本体的 5个自然村、约 1000户村民顺利完成了搬迁。游

客服务中心、核心遗址展示区、研学旅行基地等已完
成，距公园约 2.5公里的商合杭高铁含山南站建成投
用，环境面貌、设施配套、对外交通等都得到了极大提
升和改善。”唐军表示。

连绵成片的狼尾草摇曳成海，蜿蜒的步道串联
起墓葬祭祀区、内外环壕广场。数字展厅内，智能交互
大屏清晰展示着凌家滩出土的各类玉石器，VR穿戴
设备则提供了穿越时空的沉浸式体验；漫步研学旅行
基地、文明探源馆、陶艺体验馆、4D 影院……更多精
彩给游客带来惊喜。

依托“安徽省六大主题研学旅游示范基地”等
品牌优势，公园着力打造遗产现场活化研学、博物
馆研学、农耕文化研学、综合拓展“四位一体”研
学产业，把“文化殿堂”变成“大众课堂”。公园开
放以来累计接待游客70多万人次，络绎不绝的游客
在这里触摸历史、寻踪文明。今年，公园成功入选
长江主题国家级旅游线路——长江文明溯源之旅。

打好文旅牌

悠久的长江文明源头文化、独特的长江山水文
化、灿烂的长江诗歌文化、光荣的长江红色文化、
繁盛的长江工业文化……坐落长江之滨、地处吴头
楚尾的马鞍山，在浩浩江水的润泽滋养下，积淀了
丰厚的文化底蕴。

新时代，如何把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
势，以文化传承创新带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主体结构施工完成，正紧锣密鼓开展室内装饰
装修……凌家滩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内，考古研学小
镇项目正在加快建设，计划今年底建成开放。“小镇
以凌家滩文化为底蕴，以考古研学为特色，将通过
打造新型研学文旅复合型产业链，一站式满足游客
吃、住、行、游、购、娱等需求。”项目运营负责人
冯志伟表示。

含山县以凌家滩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为核心，串
联太湖山国家森林公园、运漕艺创小镇、大渔滩湿
地公园，打造 20 平方公里的休闲文化旅游度假区。
同时，将凌家滩文化嵌入节日庆典、民风民俗活
动，持续多年举办凌家滩文化旅游节，用“顶流”
IP为旅游“引流”，推动“景点游”迈向“全域游”。

如今，游凌家滩、登太湖山、品老鹅汤、尝运漕
早点……已成为周边省市游客的热门旅游线路。2022
年，含山县成功入选安徽首批全域旅游示范区，正全
力争创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

“凌家滩名气越来越大、游客越来越多、生意越
来越好！”从凌家滩遗址区搬迁进文化村安置房小区，
村民黄天浩住进了新房、开起了饭店，日子越过越红
火。每逢周末、节假日，周边农家乐、民宿都是顾客盈
门，越来越多的当地群众吃上了“旅游饭”，增加了收
入，切实尝到了文旅融合发展的甜头。

以文润城，以旅兴业，马鞍山推动文旅深度融
合发展，实施旅游新高地建设、乡村休闲旅游精品

示范、旅游能级提升、旅游消费促进、旅游品牌传播、旅游服务升级“六
大工程”，争创全国文化和旅游消费示范城市，擦亮叫响“诗意马鞍山”
品牌，打造长江文化旅游重要目的地。今年中秋国庆假期，马鞍山市累计
接待游客367.6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24.1亿元，分别达到2019年的119%
和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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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浙江正打造“体育
赋能城市，运动振兴乡村”省
域样板，在此背景下，杭州市
临安区潜川镇利用好自然资
源，通过举办一系列体育赛事
为旅游产业提质增效。

潜川镇地处天目山南麓，
自然资源优越，森林覆盖率达
86%，境内水系达67公里，钱
塘江支流天目溪、昌化溪在镇
域内交汇流入分水江。如何让
丰富的自然资源活起来？潜川
镇通过体育项目发挥山水优
势，以体促旅、以旅带体，实现
体育旅游产业深度融合，使特
色景点、乡村旅游、体育运动和
特色农业融合，助推潜川全域
休闲旅游走上快速发展道路。

从 2022 年开始，潜川镇
组织开展“喜迎亚运”系列群
众性体育赛事活动 30 余场，

奠定了潜川体育旅游的基石。
今年10月，潜川镇举办首个大
型体育赛事 DS 自然探索挑战
赛，有 1000余户家庭因为观看
体育赛事来到潜川，了解潜川，
欣赏潜川风光。今年 11 月，潜
川镇举办第二届稻田运动会，
通过一场场在稻田边举办的赛
事，让体育运动的氛围在潜川
萌芽，吸引更多游客前来。

潜川镇以体育旅游为抓
手，面向运动观光群体，通过
打造春季爬山运动、夏季游泳
比赛、秋季稻田运动会、冬季
骑行比赛转动四季旅游的万花
筒，延长旅游时间轴，做好旅游
经济文章，实现景观资源与运
动项目融合发展，打造具有地
域特色的旅游品牌，同时用体
育产业带动农业、交通运输业、
餐饮娱乐业等相关产业发展。

日前，湖南省江华瑶族自
治县“瑶山水城”景区前坪人
声鼎沸，热闹非凡。伴随着发
令枪声响起，一场马拉松赛正
式拉开帷幕，千余名运动达人
疾速起跑。

地处湘粤桂三省交汇处的
湖南江华瑶族自治县是全国最
大的瑶族自治县，被誉为“神
州瑶都”，拥有独特的瑶族文
化和奇美的自然山水风光，截
至目前已创建 4A 级旅游景区
1个，3A级旅游景区 8个。近
年来，该县优化旅游行业营商
环境，制定出台《关于抓好促
进旅游业恢复发展纾困扶持政
策贯彻落实工作的意见》，加
大对文旅企业金融支持力度，
发放纾困贷款 2.5 亿元，下调
贷款利率，落实专项补贴资金
370 万元；县总工会、县教育

局对接文旅企业，拉动旅游消
费 18 万人次；推进文旅企业
降本增效，为县域内 12 家旅
游企业缓缴社会保险费 50 余
万元，“免申即享”发放稳岗
返还补贴15.9万元，用实实在
在的实惠让企业享受到降本增
效的红利。

江华县还深入挖掘县域旅
游资源独特优势，先后组织开
展“欢庆元宵·乐在水口”活
动 、 2023 年 中 国 爱 情 小 镇

“和美三月三”赶歌节活动、
“千人长鼓舞”瑶文化传承活
动等，以特色活动吸引游客，
扩大瑶都文旅品牌的知名度和
影响力。

今年以来，江华县旅游人
次相较去年大幅度提升，旅游
总收入约22.5亿元，实现县域
旅游高质量发展。

湖南江华：

优化旅游业营商环境
陈鹏宇 彭 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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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旅游业营商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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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杭州：

体旅融合促发展
段 涛

江华县涔天河千里平湖。
涔天河国家湿地公园管理局供图

江华县涔天河千里平湖。
涔天河国家湿地公园管理局供图

一艘快艇行驶在潜川镇青山殿柳溪江上。 卢 英摄

旅游天地责编：罗 兰 邮箱：rmrblytd@163.com

2023年11月30日 星期四

初 冬 ， 江
苏 东 台 黄 海 海
滨 国 家 森 林 公
园里，万亩林海
五彩斑斓，层林
尽染，景色美不
胜收，目前已成
为 江 苏 沿 海 生
态 旅 游 的 热 门

“打卡”地。
孙家录摄

（人民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