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告联系电话 65368772 65368747 办公室 65369330 发行部 65369319 传真：（8610） 65003109 零售1.5元/份 国内定价全年280.80元 国内统一刊号：CN11-0066

1212
五百里建设中的六安茶谷，被称为大

别山中一道靓丽的风景！
何为“茶谷”？怎样“建设”？带着些许

疑问与探究的欲望，我来到了六安古城，走
进了山水之间……

建修茶谷只为媒

谷雨前后，皖西茶区相继步入盛产期，
我们将探访“茶谷”的入口处，选在了其东大
门——舒城县舒茶镇。1958年9月16日，毛
泽东来此视察，并号召“以后山坡上要多多
开辟茶园”。舒茶之名由此传遍中国。

接下来，我们沿着向南、向西、向北，迂
回曲折地行进在舒城、金安、霍山、金寨、裕
安等县区的多条茶谷线路之中，最后一站
到了“六安瓜片”的所在地——裕安区独山

镇，这里被称为世界上最好绿茶的主产区
及核心区；这里有制作“六安瓜片”的龙头
——安徽省六安瓜片茶业股份有限公司两
千亩茶园的“六安茶谷主题公园”。

“所谓‘茶谷’，首先是其自然属性。”陪
同采访的六安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高斌
说，“六安是我国重要的茶叶产地，独特的地
理环境和悠久的历史文化，孕育出一批声名
远播的茶中精品乃至极品，被称为‘五朵金
花’的六安瓜片、霍山黄芽、舒城小兰花、金
寨翠眉、华山银毫就是其杰出的代表。这是
我们的一个大产业。”高斌接着说道，“2014
年5月，时任六安市委书记、现任安徽省委常
委的孙云飞，提出建设六安茶谷项目，这是
经过长期调研、思考并集体讨论后，代表市
委、市政府作出的一项重大部署。其目的就
是要以此为切入点和突破口，实施、带动、引
领、推进全市经济社会的绿色发展战略！”

据六安市农委主任赵权介绍，茶谷规
划面积6千多平方公里，人口160万；涉及5
个县区、48个乡镇，两个风景区，6座水库；
主干线总长260公里。

面对如此规模的“茶谷”，尽管一路紧赶
慢赶，我们四天也只走访了约20个乡镇；但仅
此已令人大开眼界。三年来，六安茶谷累计
实施各类项目300多个，投资近70亿元，早期
收获已非常可观。这里不仅是茶叶谷，而且
是生态谷、旅游谷、富民谷……

碧水清风绕翠微

“这还是传统意义上的那种偏远乡村
吗？”

来到舒城县“河棚镇茶文化主题公

园”，眼前的风光与景致令我甚为吃惊。客
观地说，青山绿水，蓝天白云，在此并不稀
奇；可公路两侧，大街小巷，村头庄尾……
能有如此干净、整洁、清爽的环境，实在难
能可贵。

依山而建的“主题公园”，有茶文化展示
区、休闲体验区、茶叶制作加工区和茶园观
光采摘区，其中包括兰祥园茶叶有限公司的
茶园采摘示范基地和育苗科技大棚等。

河棚镇位于舒城西南山区，是“舒城小
兰花”的主产区之一。该镇党委书记许克
胜说，近年来，为改善生态环境，他们植树
造林，新增绿化面积（含茶园）2万多亩，全
镇森林覆盖率达到近80%；清理环境，防治
污染。改变了脏、乱、差现象，山乡面貌焕
然一新。

六安茶谷办副主任赖红梅一直奔波在

第一线。她认为，皖西地区生态基础较好，
现在，一批森林增长、水源地保护、城乡环
境整治等项目工程，正在按计划有步骤地
实施与推进，茶谷面貌日新月异，舒城县和
金安区变化更大。

金安区生态建设的重中之重为“六安
茶谷·九十里山水画廊”。这是一条贯穿该
区南北、涵盖六个乡镇、连接主要景点的
交通要道。沿着这条线路，他们在新增千
亩生态茶园，创建10公里森林长廊，完成
2万亩造林绿化的同时，还重点打造了九节
十六景，形成了特色鲜明的六安茶谷金安
亮点，由此获得2016年六安茶谷建设“先
进县区”称号。

更向游人添美景

纵横数百里的六安茶谷，原本就是一
方极为诱人的旅游胜地。这里既有以大别
山主峰海拔 1777 米的白马尖为代表的一
串名山，也有以响洪甸等六大水库为依托
兴建的淠史杭综合利用水利工程为代表的
一片秀水；既有以司法鼻祖皋陶的封地、三
国名将周瑜的故里等为代表的一批历史胜
迹，也有以古代文化、佛道文化、红色文化
等为代表的一拨精神遗产。光是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就有 16个，还有天堂寨和万佛
湖两个5A级。

茶谷建设不仅促进了旅游业的迅猛发
展，而且这些项目自身也成了“旅游景
点”。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茶谷小镇”、

“茶谷小站”和“茶谷小院”的建设。
以霍山县大化坪茶谷小镇为例。该镇

上方为白马尖，下面不远处即是佛子岭和

白莲崖两大水库，这里是“霍山黄芽”的原
产地和主产地。

在“茶谷小镇”建设中，大化坪镇紧紧围
绕“徽韵茶风”的定位，先后实施了沿河风景
带、绿水长廊、红色纪念园、陆羽茶文化广
场、滨河大道、映山红广场、茶博馆、茶文化
主题公园等工程，初步形成了面积达2.7平
方公里、超 6000常驻人口的集镇格局。今
年，第六届大别山六安山水文化旅游节暨第
三届六安茶谷开茶节在此举行，使得大化坪
镇的旅游业更是插上了腾飞的翅膀。

成为“旅游景点”的还有许多经过改造
的茶园。金寨县“西茶谷主题公园”，就被
誉为“茶园仙境”。果然，呈现在眼前的另
类“茶园”，真的让人震撼：蓝天之下，绿水
之间，随山就势，层层叠叠，连绵起伏，一望
无际……

“藏”在油坊店乡面冲村，紧挨着响洪甸
水库的这块茶园，境内有旅游码头、吊桥、亲
水栈道和环山步道及休闲长廊，山头林间有
观景平台两处、农家乐4家。这是一个集茶
叶生产加工、茶文化休闲体验、观光旅游于
一体的茶谷景点。由此，每年有1万多人前
往旅游，全村实现旅游综合收入300万元。

农家借势好腾飞

“茶谷建设的根本点和落脚点，是要通
过发展经济，引导和帮助农村人口增收、脱
贫、致富。”三年前，六安市市长毕小彬提出
的这一目标，而今已初步实现。市茶谷办
提供的阶段性成果是，茶谷区域内农民人
均年增收 1000多元，近 3年来有 13万多群
众脱掉了贫困的帽子。

方圆 6千平方公里的六安茶谷，到处
是“青山、绿水和红色土地”；然而换个角
度，也就意味着，到处是“山区、库区和
革命老区”。这也是个经济欠发达的地区，
到2013年底，仅农村贫困人口就超过22万
人。

自从六安茶谷建设以来，这里的茶产
业得到超常规发展。2016 年，六安全市新
开辟茶园 1.5万亩，总面积达 58万亩；茶叶
总产量 2 万多吨，比上年增长 12%，综合产
值61亿多元，增长14%；茶农人均茶叶收入
从 2014 年的 3000 多元增至 2016 年的 4000
多元，增长幅度达25%。

同时，就业渠道向二三产拓宽。随着
茶谷内一产、二产、三产的融合发展，如今，
许多人在家门口就能找到活干。有些农户
则利用“茶谷小站”“茶谷小院”等场所，办

起“农家乐”，发展旅游业。金寨全县有近5
万人在做此类工作，响洪甸村就有 30多家
农家乐，且年收入均在10万元以上。

“茶谷建设极大地提高了皖西茶叶的
知名度，直接受益的除了茶农，就是茶企
了。所以，我们有责任与社会分享这份成
果。”安徽省六安瓜片茶业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长曾胜春说。这家全国茶企前 10 强公
司生产及其制作的“徽六”牌“六安瓜片”，
曾先后荣获“中华老字号”“中国驰名商标”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国名牌农产
品”等称号。“徽六”牌“六安瓜片”，还被中
国政府作为“国礼”，赠送普京等多位尊贵
外宾。在惠农和扶贫方面，该公司除了直
接出钱出物外，还在茶叶基地周围修路、建
桥，投资基础设施建设；给茶农免费分发茶
苗、肥料，提供技术指导，安排就业岗位
……每年支出累计超过 1000 万元。曾胜
春强调说：“把公司办好，让茶农的茶叶不
但卖得出，还能卖个好价钱。这，或许更为
重要！”

其他如金寨县露雨春茶叶有限公司、
裕安区百家冲茶叶合作社等，在收购“对
接”的贫困户的茶叶时，价格一般要高出市
场价20%左右。

六安茶谷正处于攻坚克难阶段，现实
情况就像文中四个小题所概括的：

建修茶谷只为媒，碧水清风绕翠微；
更向游人添美景，农家借势好腾飞。
我们相信，六安今天的绿水青山，必定

成为明天的金山银山。

旅游天地 责编：赵 珊 邮箱：hwbtravel@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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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原姑苏”叫大研
沈黎明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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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研古镇一瞥大研古镇一瞥

浙江天台山国家 5A 级
旅游景区日前宣布，取消
国 清 景 区 门 票 ， 免 费 开
放。这是浙江省继西湖风
景名胜区、绍兴鲁迅故里
之后又一个免费开放的 5A
级景区。免费门票看似是
在 做 赔 本 买 卖 ， 但 实 际
上，展现的却是一种新的
旅游产业发展思路。就像
天台县委书记管文新说的
那样，“我们用这一张免掉
的门票，撬动全域旅游升
级模式，助推整个第三产
业实现大发展。”

近年来，涨门票与免
门票的新闻交替出现，而
一些试行“零门票”的景
区，游客人数和旅游综合
收入明显增长，不仅弥补
门收入缺口，还获得社会
良好评价。曾有报道说，
只要每个游客在杭州多留
24 小时，杭州市的年旅游
综合收入便会增加 100 亿
元。天台县南屏乡南黄古
道景点取消门票后，年收
入不减反增，去年游客量
达 50 万人次，当地农民通
过农家乐经营、农产品售
卖，年收入增长迅速。景
区免费开放，表面上看似
做了赔本买卖，其实是放
大了游客效应。

一些旅游景区“零门
票”，不仅吸引更多游客慕
名前往，带动周边经济发
展，也为景区赢得更好口
碑，起到良好的宣传效应，提升景区的知名度，
促进旅游品牌得到更广泛传播，效果超过往常投
入几百万、上千万的旅游宣传推荐。同时，“零门
票”给旅游发展带来了观念转变，促进景区管理
部门的经营思路开始淡化“门票经济”。一些旅游
景区借鉴“零门票”模式，使旅游淡季不淡，带
动旅游综合经济的发展。

专家分析，部分景区“零门票”有启示和借
鉴意义：一方面，“以点带面”实行景区免票，可
逐步推动旅游景区发展转型。成熟的旅游景区具
备雄厚的综合收益基础，住宿、餐饮等关联产业
多且联系紧密，试行免门票能引领整个行业发展
转型。另一方面，旅游业应从“门票经济”转为

“产业经济”。旅游发展的重点要放在旅游经营资
源开发上，紧盯着门票，不注重寻找新的替代性
收入增长点，一味以提高门票价格方式搞景点开
发，将会将旅游产业一口逼进“死胡同”。

旅游由吃、住、游、娱、行、购等多要素组
成。实行低价门票或免费开放，不仅将大大提升
人气，还会带动周边酒店、餐饮、购物、娱乐等
产业的发展。在发展“全域旅游”的背景下，要
让旅游和整个城市的发展融合在一起，实现从

“门票经济”向产业经济转变，就必须让整个城
市及其旅游景区学会“不赚小钱赚大钱”。从另
一个角度讲，在大众旅游时代如何发展全域旅游
最关键的一点就是要实现从“门票经济”向产业
经济转变。如果依然抱着“门票经济”的旧思
维，只看得见锅里的门票收入，完全看不见锅外
的整个旅游产业，不能实现“景点旅游”向“全
域旅游”转变、从“门票经济”向“产业经济”
转变，势必影响景区乃至所在地的长远发展。景
区免费开放，让社会每一位成员都能享受旅游公
共服务，也是共享发展理念在旅游领域的具体体
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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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 谷 播 绿 满 眼 春
沈兴耕 金安区东石笋景区一瞥

“在‘旅游扶贫路’上卖草莓，不到一个时辰，
200 斤草莓都被自驾游游客抢购一空，还有一些
城里人去俺草莓大棚里采摘。”日前，山东省茌平
县冯屯镇望鲁店村农民王学巨高兴地对笔者
说。王学巨说的旅游扶贫路，叫“王韩”路，于
2016 年初铺设，从王老村到韩屯镇，全长 27 公
里。80 个村 1.2 万户农民因这条扶贫路，新上了
种养、加工项目，服务自驾乡村游。

2012年初，王学巨在村南承包田上建起了一
个大棚，可是蔬菜丰收了，却因出村的路坑坑洼
洼不好走，外地收菜客商都不愿意来，丰产却难
增收。如今，凭借望鲁店村的这条旅游扶贫路，
每天不仅能吸引来5家蔬菜客商。该村也由此改
变了种粮致富的思路，230户农民拿出 1000亩土
地，新上大棚种韭菜和西瓜，养笨鸡、生猪、羊等
项目，以此脱贫致富。

去年，茌平县投资 2.8 亿元，在全县 12 个乡
镇、办事处建起 11条标准县级公路，又叫农村旅
游扶贫路。旅游扶贫路累计长度 500公里，连接
了全县 630 个村，村村通标准公路率达到了 90%
以上。

为吸引城里人下村游玩，县里又拿出 200万
元专项资金，发展休闲农业，吸引市民驾车乡村
旅游。该县全程实行绿色环保种植生产，各基地
设立了农产品检测站，农民出售的蔬菜、土鸡等
都要经过检测盖章方可出售。大棚蔬菜、花生、
地瓜、果类等都要贴上生产者姓名、村名，等于给
农产品制作了一张出售“身份证”。据统计，全县
有 5万户农民因旅游扶贫路建起种养加工项目，
其中近2000户贫困户因此脱贫。

大研古镇地处云南省海拔2400多
米高原上，始建于13世纪末，是纳西
族祖居地，也是连接滇、川、藏的

“茶马古道”、古代“南方丝绸之路”
上的重镇。经岁月洗礼，但一直保存
完好，1997年大研古镇被列入 《世界
遗产名录》。

漫步大研古镇，若不看镇中身穿
纳西族民族服装的男女老少和街巷边
墙上书写的纳西族文字，犹如走进景
色秀美的江南小镇。狭窄的、铺着青
石的小路，曲曲弯弯，纵横交错，很多
地方目光10米外便被房舍阻断看不清
路的走向，给人一种扑朔迷离之感。
当地的玉泉河疾驰而来分多路流入古
城，进城后随即收住奔腾的野性，变成
无数纤细的支流，像一个个调皮的小
精灵，在城里从高到低，遇街穿街，经
巷过巷，蹦蹦跳跳欢快流淌。整座小
城，街边、巷旁，乃至许多人家院中，都
能见到涓涓细流，到处散发着小桥流
水，古朴典雅的江南风韵。

常言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丰沛的水源，使生活在这里的纳西族
人养成了植树栽花美化环境的习俗，
家家户户，特别是一些古老宅院改造
成的旅店客栈，皆被装点的蓊郁苍
翠、花团锦簇。花草丛中不时有蜜
蜂、蝴蝶舞动着的翅膀穿梭往来、踏
花采香，这一动一静，与红花绿草、
青瓦白墙的民居交相辉映，放眼望去
就像一幅大写意的中国山水画，置身
其中，一种惬意感油然而生。见我面
露赞美之情，朋友介绍道：“很多来
过大研古镇的人说，这里极富江南神
韵，久而久之古城便赢得了一个好听
的别称——“高原姑苏”。

一路走一路看，踏着一块一块青
石铺成的路径，脚下那凸凹不平的感
觉，一下将我的思绪拉到了数百年
前，仿佛看到了古镇当年商贾云集、
车水马龙的繁华景象，这些原本平整
的青石历经人踩马踏、风雨洗礼、岁
月打磨留下的凹痕，用无声的语言记
录着这里曾经的辉煌。

现在大研古镇已成为蜚声海内外

的旅游胜地，街道两旁的房屋大都改
成了商铺，每天人流如织。这里的商
铺，均是木质结构，雕梁画栋，古韵
悠悠，保持着古朴典雅的原始风貌，
一层的居多，也有一些两三层的，一
户挨一户，家家相互依托。各家商铺
中的商品琳琅满目，主要以银制品、
铜器、纳西族服饰、具有民族特色的
工艺品和文化用品等为主。大小街巷
中，随处可见金发碧眼或皮肤坳黑的
老外，听到全国各地不同的方言，川

流不息的人群行走发出的声响，与商
铺中银匠们敲打银制品的叮叮当当的
声响和街巷边潺潺的流水声混合在一
起，犹如一首歌颂美好生活的交响
曲，给人一种愉悦的听觉感受。朋友
说：如今每年来大研古镇游览的国内
外游客已达两千多万人次。听闻此
言，我不禁想起了古城中一客栈大门
上的对联：把东方文化传到世界；将
四海宾朋请来丽江。真是再贴切不过
了。

佛子岭水库大坝佛子岭水库大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