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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接手观音山，但具体该怎么做、如何定位
观音山等一系列问题摆在了黄淦波面前。

“接手之初，还是清楚地认识到，观音山在 10
年内可能是赚不到钱的，10年后是否会盈利，也很
难说。但可以肯定的是，如果这片森林能够保护
起来，围绕观音山的文化平台能够搭建起来，就算
我们这一代人不能够享受到益处，后人也一定可
以。”陷入回忆中的黄淦波热情满腔，却也不乏理
性，这也恰恰是开发之初黄淦波状态的真实写照。

作为一个从来没有接触过旅游开发的门外
汉，他心里难免没底儿。于是，黄淦波陆续买了
350本左右有关旅游文化的书籍，并在一年内跑了
全国各地很多个旅游景区，经过学习和实地考察，
黄淦波心里终于踏实了。

“当时，全国叫得上名字的旅游景点有 2万多
个，其中人工景点有2000多个，后来也有不少破产

了。虽然有诸多原因，但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
没有抓住旅游发展的灵魂——文化。”黄淦波表
示，接手观音山时，他发现，当时观音山已经拥有
森林生态资源与佛教文化资源，这才是观音山取
之不尽的发展资源。

这么多年，许多人评价黄淦波，都说其不像商
人。“从做生意的角度看，当然是产出越高越好、回
报越快越好。但如果以这种思路做文化，就会适
得其反。培育文化并不能简单等同于做生意，因
为文化需要不断地付出和培育。”

在《观音山记》中，黄淦波写道：“黄鹤楼、滕王
阁因不朽传世名篇，屡建屡毁，屡毁屡建，千百年
来风雨沧桑，屹立不倒。观音山秉承传统文化，意
欲为景区铸灵魂、聚灵气，沉淀厚重文化。”

在观音山，每年的文化旅游活动精彩纷呈。
据统计，观音山目前已成功举办了10届健康文化

节、6届观音山诗歌节和观音山游记征文、5届书法
艺术大展、3届青少年启智行传统文化体验行动和
观音文化节暨佛教音乐会等一系列文化活动。

发展旅游文化，弘扬传统文化，深挖健康文
化，并借助文学创作弘扬观音山深厚的文化底
蕴。通过文化的碰撞与互动，观音山的文化“气
质”展现得淋漓尽致。

“围绕文化，今年观音山计划将举办26个主题
不同的文化活动，其中 90%属于公益性活动。”黄
淦波认为，做文化是一件急不得的事情。“虽然要
自掏腰包，但如果一个人做事，每天都想着第二天
能赚多少钱，人就成了赚钱的机器，失去了人生的
乐趣。”

“通过举办丰富的文化活动，观音山逐渐成为
人们向往的一片净土，自然就会来此体验，这样一
来，观音山的人气就会旺起来，收支平衡的难题自
然就会得到缓解甚至突破，观音山的发展也会进
入一个良性循环。”黄淦波如是说。

优化旅游消费，提升服务质量
作为国家级 4A旅游风景区，东莞观音山是广东最早倡导优化旅游消

费，引领低碳经济的民营企业。在政府的正确领导和广大旅游消费者的支
持下，观音山不断升级建设基础设施，强化管理，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力度，
精益求精地提升服务质量，始终把游客的权益放在第一位，十分重视对旅
游投诉的处理，认真倾听游客的需求和意愿。在微信、微博、官网上对外公
布旅游投诉电话，24小时接受游客咨询投诉，通过对旅游投诉的处理提高
景区的服务和经营，切实维护游客利益，为游客营造一个良好的旅游环
境。优化旅游消费和提升服务质量所带来的是游客体验度和满意度不断
提升，以及口口相传，为观音山获得良好口碑。

企业文化与佛教文化
作为秉承千年佛教文化的国家级风景区，广东观音山的企业文化的血

液里，充满了佛教精神。比如，观音山所售的所有商品明码标价，不卖假货
和伪劣产品，对消费者童叟无欺。佛教讲究众生平等，众生是指一切生灵。
因此，这种佛教精神与观音山的环保和弘扬生态文明的理念水乳交融。

春节期间，各大景区的旅游路线价格普涨。但是观音山为了更好地服
务于消费者，使他们得到实惠，方便他们来观音山祈福旅游，春节期间，景
区门票在原有的基础上不跟风乱涨，入园门票更是下降20%。每逢节日到
来，观音山观音寺都会举办大型祈福活动，竭诚为百姓祈福纳祥。

长期坚守绿色梦想
我国“十二五”规划将“发展绿色和低碳经济”作为重点内容提出，是对

全球环境恶化趋势的回应，也是国内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低碳经济要
求旅游消费者所消费的旅游产品注重绿色植被覆盖水平，注重环境与生态
的保护，降低产业耗能。作为一种消费方式，一种生活方式，可以促进旅游消
费者生活道德高尚化，这是一种文明的进步。

正是基于这种低碳经济绿色发展的良好理念，所以观音山国家森林公
园董事长黄淦波一直选择坚持自己的“绿色梦想”，而社会对绿色经济的重
视，则是支持他们坚持下去的理由。目前，虽困难重重，但观音山国家森林
公园仍将对景区生态环境的保护放在第一位，就像黄淦波所说：“绿色梦
想”不是一句简单的承诺，而是经营者在巨大的经济利益面前保持一颗平
静心下的长期坚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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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音山历史悠久，其山顶观音古寺始建于
盛唐，千百年来，青灯不熄，香火不断。观音山的
发展史，是一部迎难而上的奋斗史。

1999年11月，黄淦波与东莞樟木头镇石新
村村委会正式签订协议，开始重建观音山。

此前两年，该村委会以自有的5.28平方公
里山林为主体，自筹资金兴建观音山森林公
园。因建设周期长，后续建设资金紧张，在难以
维持局面的情况下，村委会找到民营企业家黄
淦波。

“接手观音山，是对自己人生的一大挑
战。”黄淦波解释，首先，当时东莞缺乏发展旅
游的气氛和环境。发展旅游，最重要的就是
让这里成为一个旅游目的地，形成一个旅游

“小气候”。当时，虽然毗邻的深圳旅游业发
展迅速，但东莞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加工业城
市，2500 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工厂林立，旅游
业无人问津。其次，旅游产业薄弱，与旅游业
相关的配套政策自然也十分缺乏，其困难可
想而知。

是和大家一起去开工厂做加工业赚“快

钱”，还是明明知道十年、二十年都可能没有回
报，只为了留下一片树荫无悔付出，这个选择题
很清晰地摆在黄淦波面前。

“人生匆匆几十年，时间如白驹过隙般悄
悄溜走，等到老的时候回忆，如果没有做出过
什么有价值、有影响的事情，是遗憾的。”黄淦
波表示，观音山恰恰是一片可以带给后人福祉
的事业，如果开发得当，将会对周边地区人们的
影响深远——既可以保护生态环境和人居环
境，也能通过这一文化平台的影响，让人们的生
活更加美好。“虽然成功的可能并不高，但只要
有十万分之一的概率，而不是完全没可能，我就
要去试一把。”

接手观音山的开发建设工作后，黄淦波面
临着项目没有批文，缺乏专业人才、缺乏行业
经验，工作开展起来十分吃力。2000 年，东莞
市政府下达文件，批复在全市建立观音山等16
个森林公园；2001年 11月，广东省民族宗教委
员会批准观音寺（公园内）重建。随后，东莞市
观音山森林公园开发有限公司也挂牌成立，公
园开发建设从此打开局面。

天马行空的目标，恰恰体现了黄淦波做好观音山的决心和行
动力。有一个宏大的目标，对于一个梦想家来说，又有何不可呢？

观音山的发展，离不开梦想一词。作为梦想家的黄淦波，在接
手观音山后的第二年，以十来页的初步报告提出：“我们的目标是要
把观音山建设成我国第五大佛教名山。”

“做一个对后人有影响的文化项目，没有四五十年是不可能
的。”开发观音山时，黄淦波38岁。他说，如果老天眷顾，可以再干
50年，那就要好好利用这50年，把观音山做出成绩来。但是，做好
观音山总得有一个标杆或目标，拿什么来衡量成功与否呢？从观
音山自身的特质出发，黄淦波提出了“佛教名山”的概念。

四大佛教名山用了一两千年时间才成就了这样的声名和地
位，而黄淦波却要用50年的时间去追赶它们。得知黄淦波的计划
后，有朋友当场就给黄淦波泼冷水。黄淦波明白，其实这些朋友也是

出于善意，明白告诉黄淦波，这个路子你走不通，不要一条路走到黑

才发现走错了。但是黄淦波心里明白，这个梦想并非不能实现。

“别人用2000年打造一座名山，观音山要用50年做出来，而且，

别人也并非停滞不前，而是一直进步，所以，只有把1年当做50年来

干，努力工作50年，才有可能赶上别人现在的步伐。”黄淦波明白，用

数学的公式去论证，虽然清晰，但说起来容易，作为一群从来没有

干过旅游的人来说，1年干出别人50年的活儿，又要从何开始呢？
与四大佛教名山相比，观音山的差距还非常远。在黄淦波看

来：“首先，四大名山的名声在人们心中已经扎下根；其次，它们成
为人们信仰中的一块净土；再次，它们是人们心中许诺自己一辈子
要去朝拜的地方。在这些方面，观音山与其距离至少有千年以上，
但我相信，观音山经过这 15年的磨砺，再过 15至 20年，就能达到
四大名山如今的状态。”

黄淦波说，目前知道观音山的人已不在少数。知道，与熟
悉、向往，是完全不同的概念。这就要求观音山不断地去努
力。以 1 年当做 50 年的干劲，2005 年 12 月，观音山国家森林公
园经国家林业局批准成立，成为国内首家民营的国家级森林公
园。2010 年 1 月，国家旅游局评定观音山国家森林公园为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

改革开放 30 年，中国旅游业的发展大致分为 3 个阶段：第一阶
段，上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旅游的方式大体是观光旅游。第
二阶段，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至今，旅游产品日趋多样化，休闲、度
假观念开始兴起。第三阶段，未来 5 至 10 年，休闲度假将逐步成为
旅游市场的主体产品。

民企投身旅游，在旅游业已是常见。作为一家民营企业，在运营
观音山时，由于种种原因，观音山遇到了许多磨难。

走进观音山，层层叠叠的绿色包围着数座秀美山峰，10多个主峰
常年云雾缭绕，景色变幻莫测。这里有落差380米、逶迤跌宕36级的
仙泉瀑布，拥有 3999 级曲径的“佛缘路”以及林海松涛的“森林
浴”。

在山脚下换乘电瓶观光车，顺着山路盘转向上，周围风光旖旎，
古树幽深。碧水青山之中，凉爽的空气沁人心脾，吸纳吐息一番，人
们燥热的心也逐渐平静下来。世界较大的花岗岩观音圣像、首家古树博
物馆均坐落于此，山、水、佛、道异彩纷呈，人文景观与自然景观交相
辉映。

观音山初具规模的背后，谈及运营的困难，黄淦波直言实在太
多。然而为了梦想，无论有多少困难，都要砥砺前行。

“观音山在发展中，一直步履艰难。”在旅游投资热潮下，观音山

却得不到资本青睐。而伴随着漫长的经营权之争，观音山在当地的发

展也面临着种种困难。观音山拥有东莞市最大的原始次生林群和最大

的天然瀑布群，拥有良好的森林动植物生态群，是东莞城市工业带中

难得的都市近郊森林公园，被称为东莞“城市之肺”和“森林绿岛”。
观音山的存在和保护，对于保护东莞水源地和空气环境、改善城市形
象意义重大，是东莞脆弱的生态安全重要的生态屏障。对于一个森林
公园来说，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性自然不言而喻。

面对种种困境，观音山在艰难中探索前行，在现有的发展平台
上，通过整合资源，努力从过去单一的门票经济向文化旅游体验经
济、多元化综合性经济转型升级，实现景区的可持续发展。

作为国内首个民营国家级森林公园，观音山还承载着文化儒商黄淦
波一生的梦想。在他看来，观音山应该成为东莞一张靓丽的城市名片。

面对新的旅游发展趋势，观音山又该如何谋变？有关人士表示，尽管面
临一些发展中的困境，如今，观音山力推的“文化旅游+娱乐休闲”的经营
模式已日渐成熟，坚持以文化为旅游发展的灵魂，观音山将越走越远。

文化元素的引入，不仅加深了一座景区的内涵，也直接影响了它所在
的城市。“东莞作为一座制造之都，工业企业遍布城乡。但是，东莞也被
称为文化沙漠。观音山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为东莞带来了文化上的提
升，东莞已经成为广东地区乃至周边各省人们休闲度假观光的好去处。”
黄淦波说。

“从媒体报道上我发现，春节后东莞用工缺口正在扩大。常住人口的
减少，对坐落于东莞的观音山来说是一个打击。因为，东莞人来观音山
的绝对数有可能会相应减少。”黄淦波反问自己，在新的阶段，观音山该
如何体现出自己的价值呢？

“每年初，我们都会制定一年的发展计划，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游客
量。如果东莞走了那么多人，会不会导致观音山的游客骤然减少呢？幸
运的是，到目前为止，观音山的游客量仍与去年同期持平，甚至略高。
我们也发现，虽然东莞地区的游客数量有所减少，但整个珠三角地区的
游客量仍在稳步上升。”黄淦波表示，对于观音山来说，大力宣传观音山
文化，以文化旅游视角推广观音山品牌，可能短时间内没有多大效果，
但在经过 5年、10年的努力后，再加上当地政府的政策支持，观音山就
有可能成为东莞一张具有代表性的城市名片，为东莞经济转型做出贡
献。“对于观音山来说，这是非常特殊的一年，既是对观音山的挑战，也
是观音山面临的机遇。文化旅游的梦想，将照亮观音山发展的前路。”

观音山倡导绿色消费观音山倡导绿色消费
引领低碳生活新风尚引领低碳生活新风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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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观音山：一座文化名山

在弯曲的山路上兜兜转转了一小会儿，半山腰上，车停在
一座农家小院里。走过搭着凉棚的露台，温暖的春风轻拂，从
北方带来的暮冬气息立刻被一扫而光。凉棚边上的屋子里，广
东观音山国家森林公园（以下简称“观音山”）董事长黄淦波正在
等着我们。

1989年，开业后仅7个月就收回全部投资的深圳锦绣中
华作为一种现象，颠覆了人们关于旅游业的传统思维。但随后10
年间的盲目复制，也让中国旅游业面临着拐点。彼时，作为旅游门
外汉的黄淦波，既看到了门内的精彩，又不敢轻易迈出那一步。

1999年，生于斯长于斯的民营企业家黄淦波，立志家乡
建设，从建筑业一脚踏入旅游业大门，正式接手观音山。

旅游业从来不缺梦想家。敢做梦，是黄淦波身上的一个重
要特质。而让他与众不同的是，除了画梦，他能够以实际行动向
心中的美丽中国梦逐渐靠拢。

如果说中国旅游业的发展历史，是以一个个传奇式景区
的出现为时间分割线的话，观音山算得上一个特别的传奇：
相较于华侨城的主题公园、中青旅的水乡古镇、大连万达的
文化旅游城，观音山的存在，恰恰是中国旅游业发展中更广泛
的一个缩影——从一片默默无闻的荒山，发展到如今的“南天
圣地、百粤秘境”，用了15年实现自我突围的观音山，发展的道
路虽然崎岖，而坚持使得梦想正在靠近。

开发观音山：艰难的开始开发观音山：艰难的开始

展望观音山：梦想照亮前路展望观音山：梦想照亮前路

今日观音山：艰难中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