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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产业 农旅融合

走进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的杨桂
珍螃蟹庄园，一方方养蟹水塘泛起阵
阵涟漪，塘底“小生命”及其生长环境
的“密码”尽在数字化农场管理的显示
屏上——水温、水位、pH 值、溶解氧含
量等饲养环境指标和风向、风速、降水
量、湿度等气象数据一目了然。

“过去养殖螃蟹经常‘看天而作’
或凭借经验，现在每个养殖池都有传
感器和探头，蟹塘旁边还安装了湖蟹
生态养殖小气候监测站，依靠数据科
学养殖，提高了养殖效率。”杨桂珍
螃蟹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卢灜峰介
绍，今年螃蟹成蟹期遭遇夏季高温，
螃蟹品质容易受到影响。养殖户们提
前收到气象部门发布的高温预警及防
御建议，对蟹塘采取增氧降温、调整
投喂量等措施，才有了眼下成蟹的
丰收。

正值蟹季，不少游客与家人朋友
一起自驾前来螃蟹庄园，体验“蟹主
题”乡村游。杨桂珍螃蟹庄园养殖基
地负责人王兴兴告诉记者，庄园面朝
太湖而建，目前推出了蟹蟹农场、快
乐蟹园、蟹府餐厅、螃蟹厨房等业态
场景，让游客参与万蟹宴、吃蟹节等
主题活动，推进农旅融合发展。据了
解，螃蟹庄园每年用工约 140 人，其
中 30% 以上是周边村民，越来越多村
民吃上了“旅游饭”。

在湖州市安吉县溪龙乡黄杜村，
万亩茶园依山而生，绿意层叠蔓延。

“别看现在茶田是绿色的，每年新茶
萌芽的时候，叶片会泛出淡淡的白
色。这就是安吉白茶的特征。”薛勇
是安吉县雅思茶场的负责人，见证了
30 多年来黄杜村通过发展白茶产业，
实现“一片叶子富了一方百姓”的
蝶变。

“不关注天气变化的茶场主，很
容易亏损。”在薛勇看来，茶叶品质

好坏与气温、降水等环境因素息息相
关。今年 3 月，薛勇在收到降雨及气
温升高的天气预报信息后，抓紧安排
茶叶抢收，留住了品质上乘的芽叶，
收入喜人。

茶香远飘，景色宜人，黄杜村正
在探索茶旅融合之路。在万亩茶园的
观景平台下，原本闲置的储物空间被
改造成特色茶饮休闲场所，游客可以
在这里撸猫、闲坐，欣赏茶园风光。
溪龙乡党委副书记吴欣介绍，截至
2023 年，溪龙乡种植白茶面积达 2.2
万亩，产值 7.8 亿元。近年来，溪龙
乡依托安吉白茶产业，建设集生茶加
工、旅游观光、文化展示、休闲康养
等于一体的茶庄园文旅综合体，将一
二三产有机融合，从卖茶叶转向“卖
风景”“卖生活”。

传统小村 体验“上新”

沿着青石板铺就的观景步道，行
走在金黄色的稻田边，循着香气走入
田边的咖啡馆，望着满目秋色，品一
杯温热的拿铁，咖啡杯上一行小字写
着“人间忽晚，山河已秋”——在安
徽省黄山市黟县塔川村，一间“村
咖”仿佛是“麦田中的守望者”，静
待游客走进色彩缤纷的塔川之秋，领
略徽派民居与层林尽染的魅力。

已 有 2000 多 年 建 制 史 的 黟 县 ，
是徽文化的重要发祥地和传承地之
一，以世界文化遗产西递、宏村闻名
遐迩。塔川村曾经名不见经传，但凭
借村居与乌桕树等红叶林相互掩映的
物候景观“塔川秋色”，这里正在成
为黟县新的热门目的地。2021 年，
塔川秋色入选全国首批“天气气候景
观观赏地”，吸引不少游客前来赏
秋。近日，“塔川秋色”即将进入最
佳观赏期，塔川村的稻田里、观景平
台上，游客摩肩接踵，纷纷拍照打卡
留念。

如何引导游客在最佳观赏期与美

景“双向奔赴”？2017 年，黟县气象
局开展塔川红叶观赏期预报工作，通
过公众号等渠道向公众发布相关信
息。据黟县气象局局长章威介绍，通
过对乌桕树生长习性及历史观测资料
统筹分析，气象部门建立了综合预报
模型，通过对气温、降水、日照等指
标的观测分析，进行红叶景观预报。
目前塔川村红叶正逐渐转红，预计将
在 11 月 9 日至 20 日期间迎来最佳观
赏期。

在湖州市吴兴区高新区，南太湖
沿线的幻溇村、许溇村、杨溇村、义
皋村、伍浦村、庙兜村 6 个行政村，
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风光，共同打造

“滨湖六村”旅游带，有书咖、露营
基地、亲子乐园等新型农文旅业态
38 个，其中八成以上都有户外区域，
对气象服务需求较高。“我们连续多
年举办枇杷龙虾节，每年都根据气象
部门提供的天气预报及活动举办时间
建议，合理安排活动时间及场地，让
游客玩得舒心。”高新区管委会副主
任沈哲婷说。

“这两年露营越来越受欢迎。”杨

溇村党支书宋晓峰介绍，村里率先引
入滨湖区域首家露营咖啡店“星谷咖
啡”，节假日人气火爆，单日接待游
客数量曾超过 1 万人次。通过将“村
咖”、骑行俱乐部等小微业态相互串
联，为游客提供文旅新场景、新体
验，昔日冷清的杨溇村越来越热闹，
已带动 200 余户农户就业，每年人均
增收 2万元以上。

气候资源 活化利用

黟县四季温和，雨水丰沛，清新
空气、舒适温度等气候资源成为发展
康养旅游的良好基础。2023 年，在
第二届中国气象旅游产业发展大会
上，黟县经评审论证，适宜开展季节
养生、避暑避寒、日光理疗、气候保
健、天气景观观赏、旅居等度假康养
活动，获得全国首个“气候康养旅居
示范区”称号。

“获得‘气候康养旅居示范区’
称号对黟县旅游的带动作用十分明
显。”黟县人民政府副县长饶罡明告
诉记者，通过对乡村闲置房屋的升级
改造，黟县打造了一批康养度假酒店
和民宿集群，不仅吸引了长三角地区
的“银发游”群体前来康养旅居，还
让黟县成为艺术专业学生采风写生、
一线城市“数字游民”前来工作和生
活的理想目的地。

在黄山关麓帐篷客酒店，一座气
候康养旅居环境综合监测站实时采集
负氧离子、PM2.5、紫外线等数据，
游客拿出手机扫一扫即可查看当地的
气候生态指标。“我们的目标客群是
来自上海等城市的游客，他们十分注
重健康的生活方式，期望在乡村生活
中舒缓身心，对于生态环境的各项指
标十分关注。有了这些精确的监测数
据，游客能够直观感受到黟县生态环
境与气候资源的优势，更愿意常来常
往。”酒店负责人朱景荣说，今年国
庆假期，酒店有 5 天都是客满状态，
来黟县体验慢生活、康养旅游的人越
来越多。

“气象+”为乡村旅游添活力
本报记者  朱金宜

太湖边蟹肥菊黄，茶田里生机盎然，村咖里阵阵幽香，黄山
下秋色正浓……近日，浙江湖州、安徽黟县等地迎来赏秋旅游旺
季，记者跟随“绿镜头·发现中国”主题采访团走访多地，记录
当地气象部门通过精准服务，助力乡村全面振兴及旅游业态升
级，为乡村旅游增添活力的生动实践。

近日，“2024 世界旅游联盟·
湘湖对话”在海南三亚举办。来自
32 个国家和地区的旅游主管部门、
旅游城市、重点旅游企业、OTA
平台、科研院所等中外嘉宾，以合
作、绿色、开放、包容、创新与人
才培养为切入点，发掘旅游业在促
进国际交流合作、赋能教育培养人
才、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与助力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等方面的潜力，助力
全球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本届湘湖对话以“未来已来——
开启全球旅游业发展新征程”为主
题，设有“合作共赢的未来——全球
旅游新时代”“绿色共享的未来——
可持续旅游新发展”“双向奔赴的未
来——中欧旅游新篇章”“开放包容
的未来——亚太旅游新道路”“英才
汇聚的未来——赋能行业育新人才”

“开拓创新的未来——饭店业的转
型与升级”“兼容并蓄的未来——旅
行服务的重塑与革新”7 个环节，举
办了专题演讲、高端对话、圆桌对
话等丰富多样的活动，并发布 2 项
研究成果：一是与联合国旅游组织
联合发布的《可持续旅游：社区韧
性发展新路径》，另一个是与中国
国际减贫中心联合发布的《2024 世
界旅游联盟——旅游助力乡村振
兴案例》。

世界旅游联盟主席张旭表示，
旅游业已经成为新兴的战略性支柱
产业和具有显著时代特征的民生产
业、幸福产业。世界旅游联盟自成
立以来，打造了以“湘湖对话”为
核心的系列品牌活动，彰显了联盟
在国际旅游业界的影响力。截至目
前，联盟已有来自 45 个国家和地
区的 252 个会员，覆盖旅游产业链
上下游多个领域。

中国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卢映
川表示，旅游业是现代服务业的重
要组成部分，在满足人民美好生活
需要、促进各国人民友好交往方面
发挥着重要作用。经过多年努力，中
国旅游发展步入快车道，形成全球
最大国内旅游市场，也成为国际旅
游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随着
各项入境游便利化措施落地，越来

越多的外国朋友来华旅游。据统计，
今年 1—7 月，外籍人员来华旅游达
572.2 万人次，同比增长 403%；外国
游客在华人均消费为每天 3459 元，
预计拉动消费 1000 亿元。中国文化
和旅游部愿与国际旅游组织、各国
旅游部门和业界同仁一道，以更加
紧密的合作、更加务实的行动，共同
推动世界旅游业的繁荣发展，为增
进文明交流互鉴作出新的贡献。

世界旅游联盟倡导主办的“世
界旅游联盟·湘湖对话”已举办至
第六届，每届湘湖对话主题紧扣世
界经济及旅游业发展的新趋势、新
特点，已成为国内旅游业规格、国
际化程度最高的非政府国际旅游论
坛之一。

﹃
世
界
旅
游
联
盟
·
湘
湖
对
话
﹄
举
办

本
报
记
者  

赵  

珊

300 多年前，徐霞客曾在游记
中写道，“滇山惟多土，故多壅流成
海，而流多浑浊，惟抚仙湖最清”。如
今，云南省玉溪市抚仙湖碧波万顷，
旅游业态丰富多样，成为备受游客
喜爱的度假胜地。

在抚仙湖畔的澄江化石地世界
自然遗产博物馆，“化石探秘之旅”

“化石寻宝”等活动寓教于乐，让游
客增进对地球生命起源及演化历程
的了解；广龙小镇星光夜市把“夜
游、夜娱、夜食、夜购、夜宿”相结合，
打造综合型文旅消费目的地，让游
客一站式体验抚仙湖美好的夜生
活。今年国庆假期，玉溪市澄江市
累计接待游客 67.29 万人次，旅游消
费达 5.9亿元。

抚仙湖周边旅游业繁荣发展，
得益于当地对生态环境的严格保护
与清洁能源的开发利用。

云南省大力发展清洁能源，从
昔日火电占比 70%，到如今以水电
为主的绿色电源装机超 1 亿千瓦，
再到清洁能源发电量占比连续 8 年
保持在 90% 左右，云南省“风光水火
储”五位一体、多能互补的新型电力
格局，让“绿电”为更多行业赋能。

云南省全面实施“西电东送”战
略，截至今年 9 月，云南省累计送电
超 1.7 万亿千瓦时，帮助东部省区节
约标煤约 5.1 亿吨，减排约 13.6 亿吨
二氧化碳和 1020 万吨二氧化硫，为
东西部协调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发
挥了积极作用。

南方电网云南电网公司积极
服务新能源并网和产业发展，加快
电网基础设施建设。目前，云南省
已建成“四横四纵一中心”的 500
千伏主网架，今年 1—9 月，云南省
新 能 源 装 机 规 模 突 破 4700 万 千
瓦，带动全省发电量增长 13%。

抚仙湖畔的广龙小镇，是生态
移民搬迁重点项目。为服务好广龙
小镇生态与旅游建设，玉溪澄江供

电局开展智能配网建设，广龙小镇
智慧电网综合示范区供电可靠性达
到 99.95%。

“有了优质的电力服务，客房
配套设施全部实现智能化管理。现
在游客办理入住都说太方便了！”
澄江熹来客栈老板韩祖荣说。

“在抚仙湖沿线，像广龙小镇这
样的特色旅游村（镇）有 11 个。2020
年，广龙小镇仅有 1 座 35 千伏小村
变供电站，现在随着智能配网建设
不断推进，广龙小镇新建 1 座智能
变电站，建成 19 个智能台区，更换
36 台智能开关，加强了小镇供电网
架，为当地发展乡村旅游提供了帮
助。”玉溪澄江供电局相关负责人王
代永说。

据了解，南方电网云南电网公
司规划抚仙湖智能电网先行区，依
托 110 千伏尖山智能变电站，建设
区域内智能台区、充电设施、智能
电表等应用，初步建成智能运维、
智慧用电场景。

云南省生物多样性丰富，被誉
为“植物王国”“动物王国”。作为
中国亚洲象主要栖息地之一，普洱
市目前已监测到 180 多头野生亚洲
象的活动踪迹。“我们将亚洲象保
护纳入电网规划改造考虑因素，为
规避穿越亚洲象保护区，调整 35
千伏线路规划设计，识别穿越亚洲
象活动区域 35 千伏及以上线路 12
条。”普洱供电局电网规划与建设
部副经理李岩介绍。

电网工程施工的环境保护措
施也十分细致。据了解，南方电网
云南电网公司在线路塔基占地施
工时尽量减少对地表和植被的破
坏，在林区作业时严禁携带火种，
防止发生森林火灾；根据山形地势
采用高低腿铁塔，减少土石方开挖
量和水土流失；施工后及时清理场
地，对地面进行生态恢复，保护原
有生态环境。

云南：绿电助力 旅游更美
路 郑  李 琛

生活在兰州是有福的，吸吮着黄
河母亲甘甜的乳汁长大，听着黄河母
亲古老的歌谣入眠，甜蜜的梦和母亲
的歌谣一样悠长。

每次来兰州，我都要在滨河路上

走一走，去看看黄河。有时实在没工
夫，透过车窗望一眼黄河水，也算没
有白跑一趟。20 多年前，我来兰州
读大学时，对于水泥丛林上空时常灰
蒙蒙的天和南北两边几乎光秃秃的山
很不适应，心里总想着离开。毕业
后，出差、探亲，我一次次在兰州与
天水之间往返，却对城市变化熟视无
睹。有一天忽然瞥见黄河兰州段碧波
荡漾，这才注意到兰州生态环境之
变，不仅保有大西北的飒爽英姿，还
多了几分江南地区的秀丽。

站在皋兰山北望兰州，广厦林
立，黄河滔滔。宽阔洁净的滨河路，
自东岗至西固，顺河绵延一百余里，
乔木灌丛错落有致，花坛苗圃不计其
数。中山桥、白塔山、水车园、黄河
楼等景点星罗棋布，“黄河母亲”“丝
绸古道”“芳洲思雁”“西游记”等大

型雕塑点缀其间。这条路上的黄河风
景，宛如一条飞天缎带，在巍巍金城
的高山峡谷之间舒卷舞动。

登上白塔山，金城形胜尽收眼
底。黄河如龙，铁桥如虹，百舸争
流。天朗气清之日，与亲友一同登山
览胜，塔影河声，极尽视听之娱，把
酒临风，倍感心旷神怡。我们遥望中
山桥，不禁心潮澎湃。这座建于清光
绪年间的雄伟铁桥，是兰州的地标性
建筑。沧海桑田，物换星移，如今我
与朋友相聚在山顶的观景楼中饮酒品
茗，山色盈窗，河声入座，桥影婆
娑，只觉前尘往事如河水般匆匆而
过，心情畅快开朗。

登山望城，最好是夏日暮色降临
之际。那时清风徐来，远山渐淡，黄
河安澜，看满城灯火次第亮起，与一
天星斗争辉，恍然有羽化登仙之感。

在兰州，有一组霍去病跃马扬
鞭、率军西征的群雕。遥想汉武帝
时，霍去病两次长途奔袭匈奴，驰骋
在河西走廊，同时，关内侯李息也来
到黄河岸边，选定一块宁静的河谷修
建城池，于是便有了控制黄河渡口、
扼守西北交通的“金城”兰州……我
徜徉在兰州老街上，眼前一片美好祥
和的景象，脑海里却回想起历史尘烟
下的峥嵘岁月。

来到我当年求学的地方，当年校
园周边还是大片的果园和菜地，如今
这里已是一片繁华，规划建设的公园
和绿地更多更美了。曾经我们一到周
末便携诗册，坐在黄河岸边的礁石上
消磨时光，看对岸驶来长长的绿皮火
车，与滚滚东流的黄河水赛跑。其
实，与它们一同赛跑的，还有我们飞
逝的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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抚仙湖风光。                                     代  薇摄

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黄杜村万亩茶园风光。                                                   资料图片

骑行爱好者在安徽省黄山市黟县塔川国家森林公园的田间道路上骑行，
欣赏乡村美景。                              许家栋摄 （人民图片）

发现天气之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