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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2 旅游天地

打破“铁饭碗” 监管更严格

2019 年 7 月 31 日,文化和旅游部发
布公告，对 7 家复核检查严重不达标或
存在严重问题的 5A 级旅游景区予以处
理。其中，山西省晋中市乔家大院景区
被直接取消 5A 级资质。这也是文化和
旅游部在新组建后第一次“摘牌”5A 级
景区。一些省份随即对省域内景区进行
自我检查：8 月，江西对省内 15 家 4A 级
以上旅游景区给予严重警告处理；9月，
福建一口气对 45 家 4A 级景区分别给予
摘牌、严重警告、通报批评等处罚……

对于景区来说，5A 的名头是吸引
游客的金字招牌。许多景区努力参评
5A 级景区，却在后续的运营和管理
上出现问题。环境差、服务差、门票
贵……这也导致游客对 5A 级景区的评
价褒贬不一。本应成为旅游标杆的部分
5A级景区遭遇连连“吐槽”，但这并未
引起它们的重视，以为拿到了“5A”就
能高枕无忧。

文化和旅游部的处理决定打破了这
个“铁饭碗”。从严重警告到直接“摘
牌”，国家旅游主管部门这几年来的接
连出手，不仅传递出加强景区评级规范
管理的明确信号，也意味着对A级景区
动态评级的管理机制已成常态。

与此同时，今年，文化和旅游部也
加强了对旅游从业人员违法违规行为的
惩处。11 月 28 日，文化和旅游部发布
公告，决定将两名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
从业人员纳入全国旅游市场黑名单，有
效期为3年。这是自2018年底《旅游市
场黑名单》试行以来，文化和旅游部首
次发布全国旅游市场黑名单。

不论是“摘牌”5A 级景区，还是
发布旅游市场黑名单，我们可以看到，
2019年，文化和旅游部对旅游市场的监
管加大了力度。对于景区来说，打破
5A 终身制，让景区具有危机意识，破
除只重视创建、不重视日常维护的思
维，有助于景区自身转型升级；对于从
业者来说，黑名单的存在让他们心中多
了一份敬畏与谨慎，能在从业过程中严
格遵守从业准则。而这些举措的最终目
的，都是为了提升旅游服务与质量，给
游客带来更好的体验。

绿色环保“底线”更明确

2019 年 12 月 1 日，《云南省大理白
族自治州洱海保护管理条例 （修订）》

和《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苍山保护管
理条例 （修订）》正式施行。条例中明
确规定，擅自在洱海湖区和湖滨带范围
内搭棚、摆摊、设点经营等，最高可罚
1000 元；而清洗车辆、宠物、畜禽等，
最高可罚5000元。

这意味着，之前在洱海湖区和湖滨
带常见的旅拍业务，此后均不可擅自开
展。此前，洱海为生态修复治理还拆除
并关停了一批违建民宿。

绿色是 2019 年旅游业的重要主题
之一。在片面追求游客人次、旅游收入
高低的粗放发展后，旅游从业者逐渐认
识到，良好的生态环境才是吸引游客的
先决条件，旅游业的发展也必须建立在
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之上。守护好旅游
业的绿色基因，实现旅游产业的绿色发
展和可持续发展已成为全社会和旅游业
界的共识。

2019年 7月，针对两轮中央环保督
察反馈意见指出的草原问题，内蒙古进
行全力整改，全面排查治理矿山开采破
坏草原、旅游无序开发侵占草原以及过
度放牧等问题，拆除草原违规私搭乱建
蒙古包1.1万余座。

同样是在 7月，上海酒店客房不再
主动为客人提供一次性牙刷、梳子等

“六小件”，减少使用不可降解塑料制品
和一次性消费品，以促进旅游行业的绿
色发展。“六小件”的退出，成为今年
暑期旅游绿色消费中的重要一笔。9
月，广州的星级酒店不再提供“六小
件”一次性用品。到了 10 月，宁波也
加入到这个队伍中，全面限制酒店、宾
馆提供一次性日用品。

游客量不再是唯一指标

自 2019 年 6 月 1 日起，八达岭长城
实施全网实名制预约售票，并试行单日
游客总量控制，每日最大流量为 6.5 万
人次。消息一出，引发热议。作为世界
文化遗产、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和全国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八达岭长城每年都吸
引大量游客参观游览，但这也导致了每
逢节假日，尤其是“十一”黄金周，八达
岭长城上总是人满为患、挤得水泄不

通。八达岭长城限流令不少网友感慨
“再也不用挤长城”了。

近年来，故宫博物院、敦煌莫高
窟、布达拉宫等景点都陆续实施了网络
预约售票，并对单日游客总量进行限
制。在海外，法国卢浮宫、俄罗斯克里
姆林宫等景点也采取了类似措施。随
着游客环保和文保意识的增强以及高
质量旅游需求的不断增长，“限流”已
成大势所趋。景区限流不仅出于对景区
承载容量和文物保护的考虑，也出于对
游客旅游体验和人身安全的考量。在

“限流”的同时，景区也在服务上下足
了功夫，即时通知游客预约情况、完善
网络预约系统、增加无障碍旅游服务设
施……限流后的景区通过提升软硬件设
施，为游客带来更好的旅游体验。

2019年，越来越多的景区加入了限
流的队伍，也有一些景点停滞了脚步。
自去年3月以来，河北省内25家景区的
32处玻璃栈道类项目全部停运，全国多
家景区也陆续关停了类似项目。如火如
荼的玻璃栈道项目突然“中断”，主要出
于对安全和环保的考虑。这一事件也给
来年旅游业的发展敲响了警钟，旅游项
目建设切勿盲目跟风，好玩背后更需安
全做保障。

更绿色 更严格 更规范

中国旅游走向高品质
本报记者 何欣禹

旅游业这一年发生的大事不少，乔家大院
被取消5A级资质、八达岭长城限流、上海酒店
取消“六小件”……这些新闻热点折射出在旅
游日益大众化的今天，旅游品质已经成为游客

关注的核心，这也倒逼旅游管理部门不断加强
监管，促进旅游业自身从粗放式向内涵式发展
转变。回望201 9年，中国旅游正向更绿色、更
严格、更规范的方向迈进。

欢迎关注本版微信公众号
“人民日报行天下”

中国旅游新亮点⑥

中西融合 创意汇集

江西省抚州市金溪县被誉为“一座没
有围墙的古村落博物馆”，该县目前保存
明清古建筑 1.1 万余栋，拥有古村落 102
个，具有 900多年历史的大坊村便是其中
之一。据当地村干部李周旺介绍，2018
年，金溪县人民政府与中国文物保护基金
会携手在全县开展“拯救老屋行动”，并

在大坊落地“荷兰创意村”。该项目借助
荷兰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的经验，以中国
传统农耕文化的活化利用为目的，引入荷
兰创意文化。

用铝合金焊接飞机模型、用废旧纸壳
制作创意雕塑、把独轮车和爬犁刷上郁金
香色、把荷兰风车嫁接到瓷器花瓶上……
荷兰的艺术家们来到大坊村，发挥创意，
创造各类艺术品。“我们希望在保护文物
古建的理念和经验方面提供帮助，将荷兰
文化元素、创意理念融入大坊荷兰创意
村，和中国的建筑师、设计师、工人们一

起给这些老房子增加一种新景象，让这里
成为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相融的典范。”
荷兰文化遗产专家、荷兰文化遗产和市场
研究院院长贺江柏说。

在贺江柏看来，境外游客到中国，一般
都想看长城、天安门和故宫等景点，但也有
一部分游客想体验新事物。荷兰创意村则
把重点放在这一部分游客身上，通过他们
的亲身体验，实现口碑传播，进而吸引更多

国外游客来大坊村，发挥该项目在推动中
外文化旅游交流中的作用。

拯救老屋 留住乡愁

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乡愁”成为
人们的精神寄托。传统村落作为传承地域
文化、寄托乡愁思绪的物质载体，其保护
与发展工作备受各界关注。

武汉大学城市与设计学院教授王炎松
连续 8 年带学生考察金溪古村落，认为

“金溪古村落群在中国同类历史遗产中的
价值与地位，可等同于徽州古村落群、福

建土楼群、黔东南苗寨等”。清华大学建
筑学院教授郭黛姮与其他文博专家考察金
溪古村古建筑后说，金溪古建筑的清水墙
可以与宫墙媲美。

不过，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农村常住人
口逐渐减少，许多农民迁移至城市，不再回
农村居住。老屋变空巢，古村落面临“人走
房空、人走屋塌”的危险。在金溪这样一个
古村落体量巨大、经济发展尚欠发达的地
方，情况尤为严重。由于产权关系复杂、群
众保护意识不强、投入资金不足等原因，金
溪不少老屋面临灭失的境地。

面对如此困难，金溪县提出拯救老屋
要“以抢修为主、适度活化利用”。“不做
摇钱树，要留传家宝。”金溪县县长高连
珠说。由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和政府承担
绝大部分的修复费用，产权人只需花
20%。产权人参与制定维修方案，肩负起
老屋修复的监督和检查工作。房子找谁来
修，修成什么样，都是产权人自己说了
算。2019年中旬，金溪县老屋修复申报的
数量达到470多栋，超过预期170多栋。

一大批面临倒塌损毁的老屋被抢救性
地保护起来。据了解，短短 7 个月时间，
金溪县抢救老屋近 300 栋。更值一提的
是，修复老屋的工匠队成员大多为本村村
民，“老屋办”的培训和管理，提高了员
工素质。

如今，金溪县的村民感觉到了村庄的
变化：行将倒塌的破房子被修旧如旧重新
住进了人；坑洼窄小的水泥路变成了宽大
好走的沥青路；杂草成片的荒地成了灯光
明亮的广场、停车场。

金溪县正努力探索出一条适合金溪古
村落保护、活化利用的道路。双塘镇竹桥
古村已成为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左坊镇
后龚村被打造成全国秀美乡村建设示范
点，琅琚镇疏口村引入社会资金经营，古
建筑在保护修复后被打造成高端民宿……

上图：金溪县竹桥古村 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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薇薇 年关近，想回老家了，屋
后的柿子已经挂满了霜。

我们总说，人生需要边走
边悟，可走的时候终究精力分
散，走得太远难免牵肠挂肚。
我们走后，闲田长野草，炊烟
日渐稀少。小路窄瘦，落日照
新坟。母亲数落孤山上的父
亲，父亲摇一摇头上的枯蒿，
算是作了回应。不再亮灯的老
屋，没有父母的唠叨和争执，
但隔着时间，我什么都听得清,
全都记住了。其实，诗和远方
可以在屋旁的山坡上，在屋后
的柿树下，或者，在厢房里的
那把空椅子上。

和我一样，想回家的人不
少。回到最初的地方，容纳年
少之愚的那个家，在吱嘎作响
的竹椅上放下让人焦虑的烟火
气。一杯汤色明净的老荫茶，

半碟刚晒干的花生米。与回忆
同坐，闻草木清香，听屋后虫
鸣，用一个慵懒的姿势。

“忽忽百年行欲半，茫茫
万事坐成空”。不妨把客船暂
时搁浅，把疲累之躯带回家。
经历过的那好多的事，好多的
缘，打包至旧箱筐。一边等苦
蒿结籽，一边把爱与哀愁扔进
兀自流淌的小河。用柿树下的
静谧，一碗米汤的清淡，消抵
岁月波澜。

过年回故乡，是每一个游
子的梦想。即使老屋空了，后
山还有祖先的眺望。若遇到在
屋前洒扫的邻居，放下行囊闲
聊片刻，笑谈风云，看枯井边
藤蔓起舞，沉醉它的葱茏之
姿。若你心中有诉，就用憋了
很久的嗓音对着山峦，对着河
流，对着山路呼喊吧。

回到故乡，在屋檐下听听
雨也是好的。消遣这支清悦温
润的曲子，如万壑松间听禅
音。掂掂那些碎微心事，放下
红尘，安静听一回本心。“雨
中山果落，灯下草虫鸣”。呼
吸整条山谷，气脉全然通畅。

寒冬腊月，遍地庄稼已入
仓，我们隔窗深嗅粮食的草木
香。看旧相册里那些伙伴，面
目可亲的亲人。这时候容易遇
到阔别多年的儿时伙伴，和他
遥指云霞，说说闲话。不好意
思看我，就看生了苔藓的旧街
沿，我们珍贵又无处安放的回
忆就藏在那里。走了多少路，
别了多少年，我们都害怕成为
来路不明的人，都渴望有人轻
拍肩头，唤声乳名。再把那些
旧了的器物一一辨认，把祖先
的牌位轻轻擦拭。浅浅的时光
里，深藏着记忆，成长和消
逝，深情而缠绵。

“浪子孤商，早还乡井”。停
下来，腌一些萝卜干，晒一院红
黄橙紫，看柿子结霜，等夕阳归
山。人世单薄，故土厚重，我们
都不愿一次次丈量与故乡的距
离，只想要布衣素食里烟火不
息，绿水寂静处灵魂澄澈。

上图：农民在庭院翻晒柿
饼子。 刘满仓摄（人民视觉）

结在柿子上的乡愁
映 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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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在海拔3600米的四川省理塘县濯桑乡汉戈村花海骑马赏花。三年来，这
个曾经的荒漠地，通过环境治理和旅游发展相结合，实现了美丽蜕变。

叶强平摄 （人民视觉）

时值冬季，地处中越边境
的广西壮族自治区崇左市大新
县依然色彩斑斓，生机盎然。

大新地处桂西南，边境线
长 43 公里，旅游资源丰富。这
里有国家 5A 级景区 1 家、4A
级景区 5 家。今年 1 至 11 月，
大 新 共 接 待 游 客 761.66 万 人
次，同比增长 15.64%；实现旅
游总消费 60.97 亿元，同比增长
17.54%。

景区成了“摇钱树”

“尝一尝哩，香醇可口的越
南西贡咖啡啰！”在大新县硕龙
镇德天村的“越南西贡咖啡德天
店”，老板娘林艳芳热情吆喝着。

林 艳 芳 今 年 28 岁 ， 2014
年，她从老家福建嫁到了德天
村德天屯。“林艳芳是德天屯最
勤快的老板娘！”德天村团支书
吕大明竖起了大拇指，“她老公
在德天屯旅游服务公司上班，
她自己一边开餐厅，一边在商
业街经营咖啡店，给她帮工的
附近村民有20来个。”

地处德天景区核心的德天
屯，村民上班收入加上景区分红，户均年收入能突破10万元。

“我刚嫁到这里的时候，景区设施简陋、游人少。”林艳芳
说，“自从去年德天瀑布晋级国家 5A 级景区，来这里的游客络
绎不绝。生意红火了，我们边民也富起来了。”

大新县旅游业转型升级，跨境旅游合作也渐入佳境：硕龙
口岸升格为国家一类口岸，合那高速贯穿全境，中越德天—板
约跨境旅游合作区建设火热进行。运营后，中越游客可在合作
区内持有效证件实现吃、住、行、免税购物等一体式体验。

村里搞起农家乐

“想不到我们村也能搞旅游！”谈起近些年的变化，恩城乡
恩城村那望屯的村民黄善龙笑得合不拢嘴。

黄善龙的儿子儿媳都在县城里工作，家里只有他和老伴。
过去，靠着几亩地，日子过得紧巴巴，住的是低矮的砖瓦房。

改变从2015年开始。那年，大新县委县政府以建设生态乡
村为契机，全面实施“旅游+”战略，引导村民大力发展生态旅
游业，那望屯这个默默无闻的偏僻村庄开始热闹起来。

据那望屯屯长黄宏伟介绍，现在那望屯自行筹建的农家旅
馆有11家，农家乐餐馆21家。

“政府有贴息贷款，我拆掉旧房建了新房，搞起农家乐，
2016年挂牌营业。农家乐有40间客房，每间每晚180元到280元
之间。”黄善龙说，“我们这里冬暖夏凉，四季鸟语花香。不少
游客住了一个多月，还不想走。”

说话时，几位游客正从河边的菜地采完红薯藤叶回来。来
自上海的陈国盛笑着说：“壮美广西名不虚传，大新风景优美，
非常适合养生。我上个月来的，计划明年3月份再回去。”

农宿协会助脱贫

见到村民农小英时，她腰系围裙正在杀鸡宰鸭，准备接待
远道而来的四川游客。“他们是前天在网上预订的，3 桌人吃
饭，一个钟头后就到。”

农小英是堪圩乡明仕村那都屯的建档立卡贫困户。2016
年，她参加县里举办的烹饪培训班，在政府贴息贷款的支持
下，次年投资办起农家乐，还加入了“明仕农宿协会”。协会成
员间客源共享，好处多多。

农小英的生意一天比一天好，一年下来，纯收入能有一万
多元，再加上租给旅游企业的土地租金，农小英一家终于摘了
贫困帽。“农宿协会坚定了我的信心，让我看到了致富的希
望。”农小英说。

2018年 8月 27日，中老合作试点减贫项目顾问劳小波到明
仕考察学习，深有感触地说，“明仕农宿协会是卓有成效的‘减
贫样本’”。

“大新县将出台更多便民措施，紧抓旅游这一脱贫攻坚、跨
越发展的‘直通车’‘金钥匙’，为老百姓打造实实在在的幸福
工程。”崇左市委常委、大新县委书记赵丽说。

广
西
大
新

旅
游
兴
旺
富
边
民

张
云
河

黄
德
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