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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的黔中，苍翠欲滴，空气中不时
飘来瓜果的芳香。

与往年相比，贵州今年的雨水更加
充沛，黄果树瀑布较以往更为壮观，游客
也多了不少。

“黄果树变得更大、更美了，游玩的
项目也更多了。”贵阳市民王强说。

黄果树的变化，仅仅是安顺市推动
文化旅游产业转型升级的一个案例。

地处黔中的安顺，山奇水秀，处处是
景。数据显示，安顺旅游资源面积占国
土资源面积的 12%，远高于全国的 1%和
贵州省的 4%，拥有 3 个国家级风景名胜
区、2个国家 5A 级景区，辖区内的黄果树
景区长期被视为贵州旅游资源的代表。

贵州省旅游局局长傅迎春认为，安
顺市丰富多彩的旅游资源、方便快捷的
交通及享誉中外的影响力，在全省旅游
发展格局中具有不可替代性。

旅游立市
业态发展多元化

2013 年，贵州省作出打造旅游升
级版的战略部署，为安顺旅游产业转型
升级提供了新机遇。贵州省省长陈敏尔
要求，“黄果树要更加勇于担当贵州旅
游的龙头和支柱，要全力打造好旅游升
级版。”

安顺市的决策者认为，要实现旅游
产业的转型升级，必须抛弃“就景区抓
景区、就旅游抓旅游”的思维，走一条

“景城一体化”、“旅游业态多元化”、
“规划市场化”、“营销数字精准化”的
发展新路子。

为了把“旅游立市”战略落到实处，
安顺市成立了以市委书记、市长为主任
的旅游产业发展委员会，邀请国内国外
旅游管理方面的权威专家，组成专家咨
询委员会，为安顺旅游发展出谋划策，以
全球视野、中国角度、贵州特色，打造好
旅游升级版。

为把黄果树打造成贵州的龙头景
区，安顺市按照景城互动融合的理念，先
后投资 20 多亿元完善景区基础设施，完
成了半边街搬迁和覆土绿化、道路改造、
停车场建设等项目，并启动了西游亭、6D
影院、西游步道等项目建设。如今，一个
集观光、休闲、度假于一体的大黄果树旅
游圈已初见雏形。

同时，安顺打破景区由省、市、县多
头管理的旧格局，成立景区管委会单独
管理，担当起发展的主体责任。

“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旅游是文化的
载体。”在做优做强生态、舞好龙头的同
时，安顺抓实抓牢人文，将大屯堡当做黄
果树的姊妹篇来发展，以实现黄果树自
然风光和大屯堡人文景点两颗明珠的交
融发展。

景城融合
构筑“大安顺旅游圈”

“旅游产业发展，不能只依靠一两个
景区。”安顺市委书记周建琨认为，黄果
树景区虽说是全市旅游产业的旗舰，但
只是全市产业体系中的一个重要角色，
要把旅游产业培育成为战略支柱产业，
必须全市发力，打造全域景区，加快构建

“快旅慢游”体系。
去年以来，安顺借助承办第十届贵

州旅发大会的契机，按照市域景区化的
发展理念，投资 450多亿元，实施 93个旅
游项目，提升了景区品质和旅游接待能
力，丰富了旅游产品供给。

“要致富，先修路”，打造全域景区，
交通要先行。安顺开展交通建设 3 年攻
坚行动，优先建设旅游公路 300 公里，逐

步打通市域南北交通瓶颈。同时，结合
贵广、沪昆等高速铁路，着手研究开通城
区到旅游景区景点旅游公交专线、景区
之间的环保车、小火车和城区观光巴士，
让整个城市成为紧密相连的一个大景
区，推动旅游城市向城市旅游跨越。

同时，安顺市还引进了深圳盛鹏达
等大型企业集团，高起点布局建设了一
批旅游景区景点、精品客栈、汽车露营、
游客服务网点，旅游服务能力逐渐提升。

此外，该市还包装推出了以高速网
络为主、景区公路为辅，覆盖全市、带动
全域、延伸周边的精品旅游线，打造了以
西秀区浪塘村、黄果树石头寨村、龙宫桃
子村等为代表的一批乡村旅游精品。这
些“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
旅游产品让更多游客放慢了脚步。

丰富业态
打造旅游全产业链

“发展旅游不能仅仅盯着微薄的门
票收入，还要积极丰富旅游业态，扩大游
客消费支出。”安顺市市长曾永涛表示，
推动旅游的转型升级，必须打破“一日

游”的状态，围绕“吃、住、行、游、购、娱”
等要素做文章，实现旅游市场供给由浅
层观光向深度体验转变。

酒 店 一 直 是 安 顺 旅 游 接 待 的“ 短
板”。近年来，该市先后引进了希尔顿等
一批高水平酒店，开发建设了集养老、健
身、疗养等为一体的综合休闲度假高端
酒店，旅游接待能力大幅提升。

同时，安顺积极推动民族工艺品技
术创新，提升旅游小商品的品质。镇宁
波波糖在保留传统工艺的基础上，通过
对包装、口味的升级改造，日渐成为当地
最具影响力的“伴手礼”。蜡染、刺绣等
工艺品也在观赏性、艺术性和实用性上
得到大幅提升。

建设“国际知名、国内一流旅游目的
地和休闲度假胜地”是安顺的发展目
标。该市提出坚持旅游、文化、农业、体
育、科技、创意相融合，加快发展一批新
兴旅游业态，开发一批健康养生基地，培
育一批高端旅游商品，建设一批度假型
酒店，着力打造独具特色的体育健身、科
考教育、休闲度假、避暑养生、民族文化、
乡村旅游等“六大旅游产品”，谱写转型
升级新篇章。

瀑 乡 再 绘 新 美 景
——贵州省安顺市推动旅游产业转型升级

本报记者 吴秉泽 王新伟

多彩贵州素有“公园省”的美誉，而
安顺则为“公园”中的“明珠”。安顺旅游
业担当着贵州旅游龙头的作用，如何立
足资源优势打造旅游产业升级版？记者
对安顺市委书记周建琨进行了专访。

记者：安顺市有举世闻名的黄果树

大瀑布，境内旅游资源十分丰富，在旅游

发展上如何定位？

周建琨：这些年来，安顺市坚持绿色
发展，坚持保护好绿水青山，坚持旅游业
同城镇化同步发展，将安顺建设成生态
文化旅游融合发展示范区。2014 年，全
市接待游客总数 3175 万人次，实现旅游
总收入 307.6亿元。

记者：特殊的地理条件形成了安顺

独特的喀斯特自然风景，安顺在坚守“两

条底线”、保护绿水青山、夯实旅游业发

展基础上有哪些具体做法？

周建琨：我们重点在“山”“水”“气”
上下功夫。

在“山”上下功夫。以退耕还林、天
然林保护、珠江防护林、石漠化综合治理
等重点林业工程为依托，大力实施“绿色
造林攻坚行动”计划，开展绿化造林和石
漠化治理。为了恢复黄果树大瀑布的自
然风貌，市里投资近 10 亿元实施黄果树
半边街生态覆绿工程，提升了景区品
位。2014 年，完成造林 36.8 万亩，全市
森林覆盖率达到 44.6%，基本实现市民
出行 500米见园的需求。

在“水”上下功夫。以开展环境保护
大检查和“六个一律”环保“利剑”执法专
项行动为突破口，全面排查整治环境风
险和隐患，严厉查处各类污染环境和破
坏生态的环境违法行为，全市工业污水
达标排放率达 93％以上。

在“气”上下功夫。全面开展工业企
业污染治理，对现有的国控、省控重点火
电、水泥等工业企业的工业气体排放量
实施严格管控，安装废气排放自动监控
设施、增设烟尘监控因子，与国家环保部
门联网，随时监管企业废弃物排放情况。

记者：旅游业升级版离不开良好的

生态环境，发展旅游业的过程也是保护

建设生态环境的过程。安顺在这方面是

如何推动发展的？

周建琨：根据旅游资源的禀赋和现
阶段旅游业发展的特征，安顺坚持“三
个并重”，着力盘活绿水青山，推进旅
游业快速发展。

坚持保护与开发并重。强化规划引
领，高起点、高标准编制市县两级旅游
业发展规划、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总体规
划及景点详细规划、村庄整治规划、旅

游商品产业发展规划等旅游专项规划，
以召开省、市旅游发展大会为契机，从
市和县区的层面投入 39.9 亿元，加大对
全市景区景点、旅游公路、旅游设施的
建设，加强对具有 600 年历史的屯堡村
落 修 葺 保 护 ， 深 入 挖 掘 旅 游 资 源 的
内涵。

坚持政府与市场并重。强化政府在
旅游业发展中起主导作用的同时，高度
重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充分激
发市场活力，形成政府与市场良性互
动、协调推进的发展格局。

坚持强市与富民并重。树立“开发
一方景区、繁荣一方经济、致富一方百
姓”的发展理念，依托旅游业发展推进
扶贫攻坚，促进困难群众稳定就业和增
收致富。2014 年，全市减少贫困人口
12万人，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 6671元。

立足山水做文章 打造旅游升级版
——访贵州省安顺市委书记周建琨

本报记者 王新伟

每逢假日，浪塘村邢江河畔游人如
织，或在亲水平台戏水，或在休闲广场娱
乐，或在乡村饭店享用美食。

“长期以来，浪塘村由于交通不便，
产业单一，一直戴着国家‘二类贫困村’
的帽子。2013 年 9 月，贵州省‘四在农
家·美丽乡村’创建活动开展，旧州镇紧
紧围绕‘产业强村、文明塑村、环境美村、
特色靓村’的总要求，打造邢江河沿岸文
化建设示范村，浪塘才有了翻天覆地的
变化。”安顺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郑汝林告
诉《经济日报》记者。

贵州有山有水的乡村并不少，而浪
塘仅用一年时间，就改变了原来“守着
好山好水、吃着粗茶淡饭”的穷模样。

村党支部书记刘兆明带我们参观生
态污水处理系统时说：“我们正在升
级，马上实现雨污分流。”记者在现场
看到，污水先是进沟入网流到沉淀池，
然后过滤进湿地床，再经过砂石和菖
蒲、美人蕉等植物分解、净化，达到国
家卫生标准后，直接流入河道。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浪塘在产业
上打好“乡村旅游、农业产业结构调整”
两张牌，产村互动；在景观上打好“环境、
文化”两张牌，景村互动；在连线上打好

“旧州会客厅、浪塘后花园”两张牌，村镇
互动，并初见成效。

如今，城里人享受的生活，浪塘村民
同样能够享受。

村委会主任陈平荣说：“近几年村里
的经济实现了大步跨越，村民人均收入
接近翻番。”

水墨乡村 美丽浪塘
本报记者 王新伟

位于雷公山麓的贵州省黔东南州西江苗寨，今年已连
续 4次遭遇洪水，却依旧游人如织，宾客满堂。

西江苗寨是我国目前最大的苗寨，其旅游业的快速发展，
主要得益于2008年承办了第三届贵州旅游产业发展大会。

“举办旅发大会极大地提升了西江苗寨在国内外的知
名度，此后旅游业呈井喷式增长。”雷山县委外宣办主任李
雪告诉《经济日报》记者。

在贵州，像西江苗寨这样因承办旅发大会而实现快速
发展的景区景点还有不少。

为推动旅游产业快速发展，贵州省决定从 2006年起每
年举办一届全省旅游产业发展大会，吹响了贵州举全省之
力发展旅游业的“冲锋号”，建立了该省旅游产业“后发赶
超”的平台。

借助旅发大会，贵州快速聚集了政府、市场和社会各方
面资源，高效改善了旅游业基础设施，降低了旅游经营项目
的投资门槛，集中解决了旅游业发展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

首届旅发大会之后，贵州逐渐明确了各市（州）提出申
请，通过竞争轮流承办的申办方式，明确了“举办一届旅发
大会，抓一年大会举办地”的支持模式，通过引入竞争机制，
调动各地发展旅游的积极性。

由于集中扶持大会举办地，每召开一次旅发大会，都使
举办地的旅游业和经济社会发展在较短时间内实现突破性
进展。

与此同时，政府的投入还吸引了大量社会资本。毕节
市通过承办第七届贵州省旅发大会，完成城市基础设施建
设、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景区建设、配套服务设施建设等项
目 314个，总投资达到 521亿元。

除此之外，每一届旅游发展大会都会邀请省内外主流
媒体和境内外旅行商、投资商前来参会，使得旅发大会成为
举办地重要的营销平台。为此，每届旅发大会之后，举办地
的旅游业往往进入高速发展的快车道。

铜仁市 2010年承办第五届贵州旅发大会后，旅游产业
呈现爆发式发展。2014 年，该市接待游客 2540 万人次，实
现旅游收入 194.48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25%和 23.8%。

贵州省旅游局副局长余泠认为，旅发大会已经成为促
进旅游业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的重要平台，成为地方经济
社会发展的强力助推器。

自首届贵州旅发大会举办以来，贵州旅游人数从 2005
年的 0.31 亿人次增加到 2014 年的 3.21 亿人次，旅游收入
从 2005 年的 254 亿元增加到 2014 年的 2896 亿元，增长速
度超全国平均水平。

贵州旅游产业发展大会：

搭建“后发赶超”平台
本报记者 吴秉泽

本版编辑 陈 艳 秦文竹

贵州既不能走先污染后治理、

边污染边治理的老路，也不能走

“守着青山绿水苦熬”的穷路，必须

守牢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建设

好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走出一条

发展新路。

大力发展旅游业，是贵州因地

制宜发挥生态环境优势的精准选

择，对于贵州适应新常态、推动绿色

化、实现全面小康意义重大、影响深

远。从守住发展底线看，旅游业涉

及面广、带动力大、综合性强、开放

度高，具有富民强省的战略意义和

“兴一业旺百业”的带动作用，发展

旅游业是促进贵州产业转型升级的

重要支撑。从守住生态底线看，加

快旅游业发展，有利于形成节约资

源、保护环境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

式，唤起人们对自然生态的珍惜和

关爱，更加自觉地成为环境保护的

拥护者和实践者，发展旅游业是推

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载体。

近年来贵州省以超常举措推动

旅游发展，旅游总收入、接待总人数

以年均 25%以上的幅度快速发展，

在保护好一方山水、传承好一方文

化的同时，促进了一方经济，造福了

一方百姓，推动了一方发展，为实现

百姓富与生态美的有机统一作出重

要贡献。尤其是去年以来，贵阳至

广州、长沙的高速铁路相继通车，贵

州与周边客源市场的时空距离进一

步缩短。同时，一系列旅游基础设

施的建设和完善，提升了旅游服务

接待能力，丰富了旅游市场。旅游

正成为贵州经济社会发展中最为动

人的篇章。

好山好水好风光，贵山贵水迎

贵人。我们相信正在加快转型升级

的贵州旅游，必将助推贵州走向更

加美好的明天，多彩贵州亦将风行

天下。

旅游是贵州绿色发展的动人篇章

吴秉泽

图① 半边街观大瀑布

图② 龙宫龙字田

图③ 云山屯

图④ 屯堡酒店

图⑤ 屯堡民居

（安顺市委宣传部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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