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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与蒙古国是近邻，随着国家
“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通过旅游这条路
径，双方合作日渐紧密。

11 月 10 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大
图们倡议”第四届东北亚旅游论坛与项目
磋商暨中俄蒙旅游合作会议在吉林珲春
边境经济合作区举行，旨在落实国家“一
带一路”战略，推进东北亚旅游，特别是中
俄蒙旅游合作。

本次论坛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大图
们倡议”秘书处、吉林省旅游局主办，延边
州政府协办，珲春市政府、东北亚多目的
地 旅 游 促 进 中 心 承 办 ，200 多 名 代 表
参会。

建设远东地区国际陆海联运核心
区，是吉林省落实“一带一路”战略的
新设想。吉林提出要把长春建设为中蒙
俄经济走廊节点城市、建设延吉 （长
白） 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培育哈长城
市群腹地支撑、推进吉林省对俄远东地
区陆海联运合作。其路径是，东出中国
珲春经俄罗斯的扎鲁比诺港、通过日本
海抵达欧洲，同时开辟北冰洋航线。更
宽广的道路是在陆路，从珲春向西，经
吉林—长春—白城—蒙古国—俄罗斯到
达欧盟。在经济贸易中，服务贸易特别
是旅游起着黏合剂的作用，促进人们在
对文化的追寻、对自然美景的欣赏中找
到思想与行为的共鸣。

本届论坛取得的重要成果之一，是
中 俄 蒙 3 国 地 方 政 府 发 布 了《吉 林 宣
言》。宣言中说，中俄蒙 3 国交往密切，
文化多元，旅游资源组合良好、彼此互
为客源市场，拥有合作发展区域旅游的
优势条件。今天，3 国旅游业界的代表
齐聚我国吉林省，就是为达成该区域旅
游业共同繁荣的美好心愿。相信通过
大家的精诚合作与共同努力，必将在实
现区域旅游有效联接的同时，推动各地
区旅游产业的共同发展。

经过友好协商，与会代表达成共识：

一是建立旅游交流合作长效机制。通过
建立联席会议制度，不定期召开旅游产业
政策说明会以及旅游资源、产品推广会，
就旅游产业发展、产品推广等问题进行交
流与探讨；二是共塑旅游形象，共建旅游
品牌；三是共同营造区域旅游发展的良好
环境。

内蒙古旅游局负责人表示，中国与
蒙古国接壤，现在北京—呼和浩特—二
连浩特出境线路已经建立起来，内蒙古
愿意与大家合作开发赴蒙古国的旅游
线路。

从 上 世 纪 90 年 代 初 起 ，联 合 国 计
划开发署就倡导开发中俄朝交界的图
们江经济区，但因国际形势复杂，发展
规划一直进展缓慢。我国从 2009 年起
实施长吉图战略，提出长春、吉林与图
们江地区联动，使延边州特别是前沿城
市珲春得到长足发展。因势利导，联合
国开发计划署“大图们倡议”秘书处倡
导把旅游业作为东北亚区域交流合作

的重要载体与突破口，吉林省正式提出
中俄朝 3 国共同开发建设图们江旅游
三角洲合作区的提议，得到俄罗斯滨海
边疆区与朝鲜罗先市的认同，珲春市在
本次会议上通报了编制规划进展情况，
协作倡议有望“落地”。

来自中国、蒙古国、俄罗斯的官员与
企业家都在会上纷纷亮出各国跨境旅游
的产品，陆上线路，海上线路，甚至深入内
陆地区，琳琅满目。中俄蒙 3 国旅游借助
我国的“一带一路”战略全面起航。

从“倡议”到“落地”，是实实在在的市
场行为，各国实现了互利共赢发展。

从“倡议”到“落地”，满足的是人民的
需求。在尊重各国的文化传统前提下，面
对不同的经济形态和发展水平，化繁为
简，寻找共同点，挖掘互补性，逐步实现

“落地”。
从“倡议”到“落地”，是我国“一带一

路”战略结出的硕果。吉林、黑龙江、内
蒙古在“一带一路”战略中承担着向北向

西开放的重任，旅游业作为突破口率先
实现合作发展，开了个好头。

会 议 达 成 的 实 质 性 成 果 异 彩 纷
呈，最引人注目的是珲春市政府所做
的“图们江三角洲国际旅游区”规划
报告，参与国家涉及东北亚 6 国，中
方预计投资 110 亿元。同时争取吸收
东北亚成员国开发商投资、申请亚洲
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贷
款。该项目能够使东北亚地区的 3 亿
多人口从中受益。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
心相融。以文化旅游交流为先导，提
振 人 气 ， 能 带 动 服 务 贸 易 和 货 物 贸
易，进而实现投资合作。当前，图们
江三角洲旅游出现许多积极的有利因
素 ， 中 国 东 北 四 省 区 形 成 大 旅 游 格
局，吉林省在“十三五”规划中，已
明确将图们江三角洲旅游区建设作为
一项重要内容，加以推进，旅游合作
会越来越紧密。

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大
图们倡议”第四届东北亚旅游
论坛上，记者感受最深的是务
实。踏着时代的节拍，顺应民
意，东北亚各国根据本国发展
战略，积极推进旅游业发展。
论坛期间，记者对吉林省旅游
局副局长林天进行了专访。

吉林省主办的以吉林省珲
春市为永远举办地的东北亚
旅游论坛，得到了各国积极
响应。林天说，旅游业作为
东北亚区域交流合作的重要
载体与突破口，作为推进区
域经济繁荣，实现区域共同
繁盛的强大引擎，已经得到
越 来 越 广 泛 的 关 注 与 重 视 。
本届论坛增加“项目磋商暨
中俄蒙旅游合作会议”，由各
国旅游投资企业和旅行社介
绍旅游产品，更加务实。经
历了 4 年的风雨历程，在东
北亚各国的共同努力和耕耘
下，东北亚区域旅游交流与
合作结出了丰硕的果实。

本次论坛的主题是“落实
‘一带一路’战略，推进东北
亚旅游务实合作”，这是东北
亚各国代表共同关注的话题，
吉林省有哪些构想？林天说，
结合吉林省独特区位优势和悠
久历史传统，我们提出打造

“一带一路”吉林旅游版的基
本构想，旨在实现吉林省旅游

“东延西拓，北联南发”的发
展格局。向东深化与俄罗斯和
朝鲜旅游合作，并通过陆海联
运形式，扩大与韩国、日本旅
游合作；向西、向北通过与黑
龙江省、内蒙古自治区合作开
发跨境旅游线路与产品，加强
与蒙古国和俄罗斯赤塔州、哈
巴罗夫斯克边疆区等的旅游合
作；向南辐射我国纵深市场。
通过线路连接，构建和完善东
北亚六国、中国东北四省区旅
游合作机制。

林天说，本着“以我为主、先行启动”的原则，做
好自己。比如已经签署的建设“图们江三角洲国际旅游
合作区”计划，在国家旅游局和吉林省委、省政府的高
度重视下，珲春市已率先启动敬信功能区的设计规划。

为进一步推进东北亚旅游合作，林天提出 5 点建
议:一是完善区域旅游合作机制,本次会议召开了中俄蒙
旅游交流合作会议，就建立三国旅游交流合作机制，开
发旅游新产品、新线路等事宜进行了充分深入的谋划；
二是实施旅游便利化措施；三是打造跨境旅游新产品；
四是加强旅游基础设施建设；五是塑造区域旅游整体
形象。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大图们倡议”第四届东北亚旅游论坛举办

东北亚区域旅游合作再结硕果

进一步完善区域旅游合作机制

—
—访吉林省旅游局副局长林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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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自 俄 罗 斯 的 娜 塔 莎 是 吉
林省延边州珲春市的常客，5 年
前 退 休 以 后 来 到 珲 春 养 老 。 她
告诉 《经济日报》 记者：“这是
个 温 暖 的 地 方 ， 副 食 供 应 和 医
疗 条 件 都 很 好 ， 是 我 一 直 就 向
往的地方。”

今年前 9 个月，珲春市共接
待 国 内 外 游 客 141 万 人 次 ， 同
比 增 长 20% ； 实 现 旅 游 收 入
17.8 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17% 。 今
年 “ 十 一 ” 黄 金 周 期 间 ， 珲 春
市 旅 游 市 场 异 常 火 爆 ， 全 市 全
口 径 接 待 国 内 外 游 客 22.4 万 人
次，同比增长 111%，出入境游
客 2.4 万人次。

珲春旅游迅速增长，因为有
“景”。中俄朝 3 国交界独一无二
的资源，形成了防川“一眼望三
国”的景观，今年“十一”黄金
周期间，防川景区接待游客 12.6
万人次；珲春有“特”，孟岭村
盛产富硒苹果。长假期间采摘期
日接待游客超过 6000 人；珲春
靠“海”，是吉林唯一临海的城
市 ， 冬 季 不 那 么 寒 冷 ， 夏 季 凉

爽，空气洁净，水质甘甜；珲春
有“美食”，有朝鲜族等多民族
美食文化交融的特点，集东北亚
各国餐饮文化于一身。珲春旅游
更得益于国家的“一带一路”战
略：作为我国参与东北亚地区合
作的重要平台，东北亚国际大通
道 的 重 要 组 成 部 分 ， 吉 林 融 入

“一带一路”，正是从珲春出发向
西经过长春进入蒙古国、欧洲，
向北通过白令海峡开辟北冰洋向
欧洲的航线，成为带动图们江区
域合作开发的“新引擎”。

珲春市委书记高玉龙说，“地

处东北亚地理的几何中心，相邻
各国文化、经济等有极大的互补
性，这是珲春这个只有２６万人
口的小城魅力无限的所在，潜力
无限的所在。近年来珲春充分利
用国家长吉图战略，加快对外开
放步伐，外向型经济迅猛发展，
纺织服装，海产品加工，林产品
加工、农产品加工等六大产业吸
引了大量劳动力，也促进了旅游
产业发展。”

今 年 9 月 ， 吉 图 珲 高 铁 通
车，东西横亘吉林省吉林市、延
边州，直抵珲春，像一条玉带穿
行 在 长 白 山 脉 间 。 其 间 重 峦 叠
嶂，绿树花海，泉水淙淙，堪称

“最美高铁”。吉图珲高铁与长吉
城际、哈大高铁、盘营高铁、沈
丹高铁和即将开通运营的丹大快
速铁路等共同构成东北地区铁路
快速客运网。

珲 春 旅 游 业 经 过 25 年 的 发
展 ， 已 经 形 成 了 设 施 完 善 、 功
能 齐 全 、 质 量 上 乘 、 产 品 丰
富 、 交 通 便 捷 的 旅 游 综 合 配 套
体 系 ， 成 为 吉 林 省 乃 至 东 北 亚
的 重 要 旅 游 目 的 地 。 珲 春 旅 游
正 步 入 以 品 牌 赢 得 市 场 的 健 康
发展轨道。

11 月 10 日，珲春市在联合
国开发计划署“大图们倡议”第
四届东北亚旅游论坛会议上，提
出了编制中俄朝 3 国三角洲国际
旅游合作区建设规划的建议，标
志 着 “ 金 三 角 ” 的 核 心 区 建 设
起步。

吉林珲春：

构建东北亚旅游“金三角”

珲春地处东北亚几何中心，
中、俄、朝3国陆路在此相连。

珲 春 森 林 覆 盖 率 高 达 85%
以上，拥有全国唯一的东北虎
自然保护区，拥有“吉林八景”
之 一 的 防 川 国 家 4A 级 风 景 名
胜区。这里气候温润、冬暖夏
凉 ，是 旅 鸟 齐 聚 的“ 候 鸟 天

堂”，是避暑度假胜地和长寿养
生之乡。

珲春历史悠久。珲春曾经商
贾云集，大小货船顺珲春河入图们
江出海，往来于俄、日各港口及我
国沿海城市。这里民族文化多元，
少数民族占全市人口47%，民俗风
情极具特色。

亚太旅游协会首席执行官 张科德：
东北亚旅游论坛已成功举办三届，合作的范围也越来

越广泛，影响力在逐步扩大。希望亚太旅游协会能继续与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大图们倡议”秘书处以及“大图们倡议”

成员国各部门一起合作、努力、繁荣大图们区域旅游市场，

共建东北亚旅游经济。

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地区司副司长 邹勇：
加快发展旅游业，是适应人民群众消费升级和产业结

构调整的必然要求，既有利于扩大就业规模、增加居民收

入，也有利于促进相关地区生态环境改善。

国家旅游局规划财务司司长 彭德成：

东北亚旅游发展态势良好，周边国家地区政府和各地方

相关部门对推动图们江区域、东北亚地区旅游发展有高度共

识，相关方面的旅游企业对加强东北亚旅游合作有着强烈的

合作愿望，人民群众对东北亚旅游的发展充满期待，形成了

机遇叠加、政策叠加、动力叠加。在一系列政策的推动下，相

信东北亚旅游发展将迎来新的机遇。希望在未来的合作中

瞄准关键点，找准共同点，寻求突破点，创造出新的增长点。

珲春市委书记、珲春国际合作示范区党工委
书记、示范区管委会主任 高玉龙：

珲春市位于图们江下游中、俄、朝 3 国交界处，在发展

旅游业特别是跨境旅游方面具有独特优势和潜力。今后一

段时期，我们将全力推动服务业创新发展，紧紧围绕“建设

百亿级旅游产业，打造东北亚著名休闲旅游城市”目标，全

力打造防川、张鼓峰、龙山湖等景区景点。积极引进战略投

资者，加快推进图们江三角洲国际旅游合作。

俄罗斯滨海边疆区国际合作与旅游发展部旅
游发展司司长 乌达纹科·娜杰日达·根娜捷耶
夫娜：

希望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大图们倡议”各成员国进一步

加强合作，提高合作水平，使滨海边疆区得到更好发展；希

望在东北亚地区边境合作方面取得更好成就。

蒙古国环境、绿色发展与旅游部公共行政管
理司司长 苏米亚巴特尔·乌勒兹奥希赫：

希望东北亚国家进一步加强合作，特别是跨境旅游合

作，并在达成共识的基础上及时执行。

韩国司法部调查与执行司司长 尹炳成：
希望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大图们倡议”各成员国进一步

达成合作共识，增进理解，实现共赢。

中国图们江区域合作专家组成员 李铁：
经济合作重在贸易合作，贸易分为货物贸易和服务贸

易，服务贸易中最活跃的是旅游。随着中蒙俄经济走廊建

设的加快，特别是中俄陆海联运通道、中蒙铁路通道建设加

快，图们江区域旅游的基础条件日趋成熟，为区域旅游发展

营造了良好氛围。

图为防川日出美景。防川风景区是国家级风景名

胜区，地处我国最东方，素有“雁鸣闻三国，虎啸惊三疆”

之称。 珲 宣摄

经过多年发展，吉林珲春市已形成了设施完善、功能齐全、

质量上乘、产品丰富、交通便捷的旅游综合配套体系，成为吉林

省乃至东北亚的重要旅游目的地。日前，珲春市提出了编制中

俄朝3国三角洲国际旅游合作区建设规划的建议，标志着“金三

角”的核心区建设起步

在 联 合 国 开 发 计

划署“大图们倡议”第

四届东北亚旅游论坛

上，中俄蒙 3 国地方政

府发布了《吉林宣言》，

推动区域旅游产业共

同发展。

本报记者 李己平摄

来 自 俄

罗斯的娜塔

莎是吉林省

延边州珲春

市的常客。

本报记者

李己平摄

图为珲春大雁归来景象。珲春市空气清新，生态环

境优美。 珲 宣摄

图为珲春月榕湾小区。 珲 宣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