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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冀地缘相接、人缘

相亲、地域一体、文化一
脉，历史渊源深厚，交往半
径相宜，旅游资源丰富。

旅游合作成先导行业
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上

升为国家战略，三地旅游合
作有望成为京津冀协同发展
的先导行业。今年4月，三
地旅游部门主动工作，召开
了“京津冀区域旅游合作会
议”。会议商定建立健全京
津冀旅游协同发展工作机
制，编制协同发展三年规划

（2015 年—2017 年） 和协同
发展相关政策，构建旅游标
准体系，加强市场一体化建
设，优化公共环境和服务，
健全旅游行业监管体系，争
取旅游合作率先实现一体
化。

旅游是京津冀协同发展
的粘合剂，旅游就是实现人
的融合，使得三地的人员交
流频繁，消除距离感，保持
相同观念。旅游带来了游
客，客流推动市场，市场引
来旅游设施建设、基础设施建设、
产业投资等发展要素跟进，从而带
动旅游产业链的发展。京津冀旅游
协同发展可以从观光游起步，但决
不应是简单的观光游览，而是发挥
旅游的串联作用，把三地的自然、
历史文化、社会等资源融合起来一
体发展。

发展空间：
从1.6万到20万平方公里
京津冀旅游一体化给北京带来

了重大机遇，增加了北京旅游的发
展空间，北京面积有 1.6 万平方公
里，天津有 1.1 万平方公里，河北
有19万平方公里。

旅游不仅仅是看古迹和购物消
费，更重要的是游客体验自然、寻

找故事的过程。
北京最靓丽的名片是

皇城体系和首都文化。比
如，皇城体系不仅包括北
京的故宫、颐和园，还包括
河北的承德避暑山庄、清
东陵清西陵和围场坝上草
原的皇家猎场等，通过京
津冀旅游协同发展，就可
以把完整的皇城文化呈现
给游客。

最容易启动的领域
旅游是京津冀合作中

最容易启动的领域。只要
政府搭台，便能最快体现
出合作效果。

北京旅游集散中心与
承德市旅游局、秦皇岛市
人民政府，天津旅游集散
中心与秦皇岛市山海关区
分别就建立旅游直通车旅
游线路签署合作协议，开
通了北京—承德、北京—
北戴河旅游直通车。京津
冀三地还开通“大好河山
张 家 口 号 ”、“ 衡 水 湖
号”、“西柏坡号”、“正定

号”旅游专列，拉近了三地的距
离，为京津冀游客出行提供了更多
选择。

旅游也是京津冀协同发展中具
体项目落地最快的领域之一。日
前，河北省旅游局与北京产权交易
所签署合作协议，在投融资、资产
流转等方面展开全面合作。北京西
城区旅游委与廊坊市旅游局签署合
作协议，共同打造京冀一体旅游文
化产品，加快推动京廊旅游合作进
程。北京海淀区旅游委与秦皇岛市
旅游局签署合作协议，在智慧旅游
领域开展全面合作，打造区域旅游
互动示范区。

在推动京津冀一体化发展的进
程中，旅游要扮好先行官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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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冀一体化，旅游业已先行，百
姓从中感受到了便利和实惠。

三地可选最优机票

举个例子，7 月 20 日从北京飞香港
的机票是1600元，从石家庄飞香港是550
元。同一天，从北京飞大阪的机票是
1540元，从天津飞大阪是299元。乘客可
以从北京乘高铁到石家庄机场和天津机
场，节省一大笔费用。目前，在北京南
站、首都机场、天津机场、石家庄机场
都设有异地城市候机楼，并开通了空铁
联运，往返京津和京冀之间的火车票在
机场可办理退款。京津冀民航运输有望
在旅客的多样选择中率先打破“一亩三
分地”。

京津冀旅游一卡通

旅游，可以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中
行动最快的领域。今年4月，三地旅游部
门主动工作，召开了“京津冀区域旅游
合作会议”，商定建立健全京津冀旅游协
同发展工作机制，争取旅游合作率先实
现一体化。据悉，第二次合作会议即将
召开。

京津冀三地旅游部门将推行“一张
图、一张网、一张卡”合作项目，共同
制作京津冀旅游导览图、路书，利用网
站、旅游咨询服务中心等各类公共服务平台相
互推广宣传，共同推进“京津冀旅游一卡通”
的应用。保定从 7 月起，面向北京 1200 个社
区、天津 680 个社区开展保定景区惠民特卖活

动，同时，针对持续增长的自驾车游客，推出
“京津冀自驾车旅游护照”。石家庄开通了“西
柏坡号”、“正定号”环京津冀旅游专列。天津
开通了至河北山海关、北戴河的旅游直通车。

互利大于博弈

为何京津冀旅游一体化行动如此迅
速？这同三地多年来旅游发展的思路不
谋而合，即抱团发展有关。旅游景区有
属地，旅游线路无边界，区域合作，旅
游具有天然优势。旅游的协作互利性大
于博弈性，阻力小而动力大，成本低而
效益高。京津冀地缘相接、人缘相亲、
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历史渊源深厚。
之前，京津冀三地都做过一些努力，北
京推动了北方九省市旅游合作，天津倡
导了环渤海城市旅游合作，河北推出了
环京津休闲旅游经济带。

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
后，三地旅游部门已达成共识：京津冀
旅游协同发展要发挥旅游的串联作用，
把三地的自然、历史文化、社会等资源
融合起来一体发展。三地应主动作为，切
实打破自家“一亩三分地”的思维定式，
共塑区域旅游品牌。三地应联合推出精
品旅游线路，共赴境内外重点客源市场
开展联合促销，建立形成一体化宣传格
局。构建高效便捷的公共服务体系，加快
建立一体化的旅游公共服务体系，加快
完善旅游集散中心、旅游咨询中心、旅游
指示标识等旅游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据
统计，在入境客源市场方面，京津冀具

有很高的重合度。在目前入境游不景气的情况
下，更需要抱团取暖。三地可在市场营销、线
路串通、导游共用、团队组合等方面开展业务
合作，共同做大做强入境游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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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足京津冀“海”文章
天津市旅游局局长 阳世昊

做足京津冀“海”文章
天津市旅游局局长 阳世昊

主动对接京津 做活旅游资源
河北省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 栗进路

痴情守护鄱阳湖候鸟
潘 浔

抱团发展 差异竞争

京津冀旅游：1+1+1>3
本报记者 赵 珊

在我国最大淡水湖——鄱阳湖深处，有
一座拥有7.3公里湖岸线、8万余平方米的小
岛，这就是江西省九江市都昌县多宝乡李洞
林村。今年 68 岁的李春如从 1982 年起保护
候鸟至今 30 余年，用全部的爱，为岛上的
候鸟营造了一座人间乐园，也给来这里观鸟
的游客上了一堂生动的文明课。

李春如本是县城的一名内科医生，1980
年，他回到老家这个小岛上，李春如回忆说，
1985年的一天夜里，突发强对流天气，狂风暴
雨，雷电交加。后山上一片狼藉，鸟巢全部从
树上掉了下来，候鸟死的死，伤的伤，哀鸣声
不断。李春如赶紧把受伤的候鸟带回家，并凭
借自己的医术开始救治。经过一段时间的救
治，带回家的370多只候鸟救活了310多只。

从此，保护这些夏候鸟成了李春如执著
30多年的事情，也成了他的责任。在李春如
和儿子李华艳的潜心努力和痴情守护下，这
座鄱阳湖里的小岛成为国内数量最多、品种
最全的夏候鸟栖息地。

通过普法教育保护候鸟

以前，沿湖村里时常有偷鸟蛋、捕鸟的

事情发生。爱鸟如命的李春如看在眼里，痛
在心里。为了保护候鸟，他开始走上了以法
护鸟的道路。他到都昌县司法局拿了一些便
民服务手册，分发给沿湖村民。

有位村妇对李春如说，鸟有什么好保护
的，鸟又不是人，怎么不能杀？李春如说鸟
也是生命，应该受到保护。在李春如的劝说
下，该村妇加入了护鸟行列，并说服丈夫当
候鸟情报员。经过李春如的“法律、人情、
善心教育相结合”的影响，现在村民一致认
为“候鸟不能捕”。

三十年如一日巡湖

入夏以来，李春如根据鄱阳湖候鸟保护

区通报和网络，及时掌握了夏候鸟动态，与
儿子李华艳一起巡视在李洞林的湖畔、山
丘、田间地头，履行一名江西省都昌候鸟自
然保护区义务护鸟员的神圣职责。李春如的
生活除了鸟还是鸟，“我现在每天早上 4 点
钟起来，花上四五个小时沿着湖走，来回约
10 公里，要走遍 100 个村庄。”这已经成了
李春如生活中的一部分。

李春如充分发挥曾经从医的优势，渐渐
迷上了救鸟护鸟这一行当，从事起为鸟治病
的第二“职业”，已救护各种鸟类多达 8000
余只，花费 10 余万元，花的钱绝大多数是
其子李华艳在外做生意攒的钱。

如今他创办的鄱阳湖首家候鸟救治医院
正在对数十只受伤的白枕鹤、夏鹭鸟进行救

治。
受他的影响，儿子李华艳也成为保护区

一名专职护鸟员，并荣获了江西省爱鸟先进
个人称号。

多年来，李春如在救助的鸟儿放飞时，
都要在它们的脚上小心翼翼地系上一根红丝
线，待到来年初春3月时，鸟儿从四面八方
汇聚于李洞林村，李春如会仔细寻找着系红
丝线鸟儿的身影，当发现时，他便激动万
分，感慨万千。

近年来，数十批国内外知名候鸟专家纷
纷来到李洞林村，开展一系列科研活动，李
春如又成为这些专家们的“活地图”和好帮
手。

李春如利用自己的感召力，将附近村
民组织起来成立义务护鸟队，对重点区域
如马影湖等地段日夜值守，赶跑了胆大妄
为的盗鸟贼，使这里爱鸟、护鸟、救鸟蔚
然成风。

由于气候变化、栖息地缩小和食物来源
减少等原因，近几年，鄱阳湖区候鸟有较大
幅度减少。李春如忧心于此，他从自己做
起、从现在做起，贷款建起了占地 300亩的
杉木林，为生态保护再立新功。

●旅途上的感动③

借重首都资源 发挥叠加效应
天津市高度重视与北京市、河

北省的战略合作，发挥叠加效应。
京津冀三地资源互补性强，整合区
域旅游，显现自生动力。

2013 年，天津市委市政府做出
了“借重首都资源”的总体部署，
建立了京津两市旅游合作协调机
制，确定了 10 个方面的战略合作内
容；与河北省旅游局签订了战略合
作协议，携手互为旅游客源地和目
的地，在联合参展、联合促销、旅
游信息共享、市场监管联动等方面
取得新进展。

先玩天津再游北京
在合作中，我们坚持“服务别人，

发展自己”的理念，重新审视和定位
天津旅游，深度挖掘与整合历史文化
资源和自然资源，开发和丰富旅游产
品，尤其利用天津特有的区位优势，
做足京津冀的“海”文章，改变游客先
到北京再到天津的传统行程。

天 津 是 海 上 进 入 京 津 冀 的 门
户，游客可乘坐邮轮先抵天津，体
验海河文化和蓟县民俗文化，享受
慢生活，再进入北京游览。

目前，天津已形成了“近代中国看
天津”文化游、都市博览游、海河风光

游、滨海休闲游、山野名胜游五大旅游
品牌。

同时，天津还积极开发水上游
艇、低空飞行、房车营地等旅游新
业态。按照国家旅游局批准在天津
滨海新区设立中国邮轮旅游发展实
验区的要求，我们正在设计开发针
对邮轮游客的旅游线路，规划适合
邮轮游客休闲度假、餐饮购物等大
型综合旅游项目，完善邮轮旅游接
待的服务标准，有效整合京津冀周
边旅游资源，推出多条特色旅游线
路。

联合推动产业融合
由国家旅游局和天津市政府共

同主办的中国旅游产业博览会已在
津连续举办五届，三地旅游部门以
博览会为平台，联合宣传促销，推
动产业融合，形成了长效合作机制。

今年 9 月 19 日至 22 日，天津将
举办第六届中国旅游产业博览会，
本届博览会将充分展示旅游装备制
造业的新成果和各地特色旅游产
品，京津冀三地将联合推介旅游休
闲新方式、新业态，编制房车区域
旅游线路，开展房车巡游活动。共
同设计开发针对邮轮游客的旅游线
路，推进“一张图、一张网、一张卡”合
作项目，即一幅旅游地图、一张旅游
卡、一个旅游网，让游客实现“一图明
了、一卡通行、一网打尽”。通过该工
程的实施，力争实现京津冀旅游合作
无缝对接。

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进程
中，旅游业既是共振点和共赢
点，又是切入点和突破口。

京津冀区域旅游特色互补
京津冀三地旅游既有同宗同

脉的统一性和完整性，又有各具
特色的差异性和互补性。北京作
为首都和全国旅游中心城市，自
然、人文、历史等景观优势明显。
天津近代人文旅游资源丰富，以
近代文化、民间文化、欧陆古典风
情最为著名。河北历史底蕴深厚，
资源种类齐全，特别是海滨、海
岛、草原、湖泊、天然冰雪、优质温
泉、青山秀水、乡村风光等都是发
展环京津休闲产业的特色资源。

京津冀区域客源市场广阔
2013年，京津冀旅游总收入

超过8000亿元，旅游总人数达到
6.6亿人次，并以年均10%以上的
速度快速增长。

多年来，河北把实施“环京
津战略”作为推动旅游业发展的
重要举措，先后与京津等高铁沿
线 6 省市联合发起成立“京港澳
高铁旅游市场推广联盟”，与京
津等长城沿线 8 省市发起成立

“中国长城旅游市场推广联盟”。
建立健全协调合作机制
京津冀区域旅游协同发展已

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仍存在一些
急需解决的问题，京津冀三地需
切实打破自家“一亩三分地”的思
维定式，共同努力推动实现协同
发展。三地都应主动作为，共同推
动成立京津冀旅游协同发展领导
小组，完善京津冀政府间交流平
台，建立京津冀及相关市县参加
的定期旅游协调会议制度，研究
确定区域旅游合作战略、方针与
机制，协调解决区域旅游发展与
合作的重大问题。

构建多元化旅游板块
三地要强化统筹规划和顶层

设计，可共同编制 《京津冀旅游
业协同发展规划》，根据不同资
源特色，统筹策划功能定位和结
构布局，构建多元化旅游板块。
河北省要尽快编制对接京津市场
的专项规划。

三地应建设一体化旅游交通
体系，推动开通京津至河北主要
旅游城市的旅游列车，在旅游旺
季加开三地之间的旅游列车。争
取形成三地旅游直通车网络体
系，构建城市间旅游公共交通网
络，打造“京津冀公交旅游圈”。

共同塑造区域旅游品牌
三地应联合推出精品旅游线

路，共赴境内外重点客源市场开
展联合促销，建立形成一体化宣
传格局。河北将着力对节庆活动
进行整合，与京津合作把张北草
原音乐节、衡水湖国际马拉松赛
等区域性节庆活动，打造成具备
全国乃至国际影响力的文化旅游
品牌。

京津冀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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