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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鞭草、郁金香、百日菊……各色花
朵争相怒放，骑行爱好者、跑团的身影时
隐时现……

夏日的贵州省桐梓县娄山关街道杉
坪村黔北花海，既是花的海洋，更是运动
爱好者的乐园。

“这里以前是一片荒坡，近年来通过
打造万亩花海，引得游客纷至沓来，成了
户外运动爱好者的乐园。”桐梓县副县长
李小静告诉记者，自 2014 年以来，县里
着手打造黔北花海，积极推进“体育+旅
游+扶贫”融合发展，通过举办体育活动，
吸引了一批重庆、四川及贵州本省贵阳、
遵义等地的跑团，扩大了知名度，目前已
接待游客96万余人次。

如今，“体旅融合”正成为遵义新的
经济增长点。上半年，全市共接待游客
7381.69 万 人 次 ，实 现 旅 游 综 合 收 入
660.28 亿元，旅游接待总人数和旅游综
合收入均排名贵州第二位。

做优“长板”——

放大体育旅游效应

置身黔北遵义，无论身处喧嚣的城
区，还是漫步宁静的山村，只要热爱运
动，总能觅到一处空气清新、环境优美的
运动场所，释放激情。

发展体育旅游，良好的气候不可或
缺。遵义四季分明，雨热同期，无霜期
长，绝大部分地区冬无严寒，夏无酷暑，
气候宜人，是开展登山、攀岩、划船等户
外运动的好地方。

依托良好的生态和气候优势，遵义
市紧扣“体旅融合”发展目标，加快建设
城乡公共体育设施，形成了较为完善的
体育公共服务系统。

目前，遵义市除了建设汇川体育中
心、奥体中心等大型综合体育场馆（基
地）工程外，还按照相关标准，打造了 2
个生态体育公园和9个山地户外生态体
育公园及山地体育旅游基地。

今年，遵义又申报了 6 个生态体育
公园、6个运动休闲特色小镇和6个体育
旅游综合体项目。其中，余庆县松烟万

亩茶海生态体育公园是国家体育总局命
名的国家体育产业示范项目，建有骑游
广场、拉膜会场、茶园木栈道、山地自行
车赛道、专业自行车赛道、绿化带等设
施，是集生态体育、户外极限运动、休闲
养生、观光娱乐等于一体的综合性健康
旅游度假体验运动公园。

此外，遵义市还建设完成了上百个
全民健身项目，在全市 49.9%的社区实
施了全民健身路径工程，78.73%的村落
建设了村级农民体育健身工程，63.79%
的乡镇配套建成了镇级农民体育健身
工程。

举办赛事——

培育发展新动能

在完善基础设施的同时，遵义市在
打造权威运动赛事上也下了一番功夫。

“遵义在红色文化、生态发展与体育
旅游融合上做了很多文章，值得点赞。”
喜欢户外运动的黄先生曾参加过娄山
关·海龙屯国际山地户外运动挑战赛，良
好的参赛体验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之
后的每年他都会到遵义旅游。

娄山关·海龙屯国际山地户外运动
挑战赛是遵义市倾力打造的一项体育赛
事，目前已连续举办九届，涵盖越野跑、
定向越野、山地自行车、定点穿越等项
目，活动吸引了来自新西兰、美国、捷克
等 1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选手参赛。如
今，该项赛事已成为贵州唯一的山地户
外运动国际 A 级赛事，赛事骑行路线被
中国自行车协会、中国风景名胜区协会
命名为“中国最适合骑行游览线路”。

此外，中国·习水北纬28.3穿越挑战
赛被授予中国体育旅游精品赛事，已连
续举办 3 年的遵义·中国茶海山地自行
车赛更是别具特色，湄潭、凤冈、余庆穿
越茶海山地自行车赛，赤水穿越侏罗纪
自行车爬坡赛，绥阳、仁怀的攀岩、探洞，
在国内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遵义市旅游发展委员会主任令狐绍
辉表示：“体育赛事的举办，将文化、体育
和旅游巧妙融合，成为全面整合遵义旅

游资源，打造城市旅游新形象、助推旅游
快速发展的有力推手。”

通过举办系列赛事，更加彰显出遵
义的城市特色，激活了发展潜力。

“体旅”融合——

醉美遵义更精彩

体育赛事挥洒激情，体育旅游强身
娱心。

位于遵义市西北部的赤水河谷旅游
度假区，是集生态河、美酒河、英雄河等
美誉于一身的赤水河，以及全国第一条
旅游公路和 160 公里的骑行绿道，串连
起茅台国酒文化小镇、土城慢活休闲古
镇、赤水国家级风景名胜区等重要资源，
形成以运动健身、康体疗养为主题度假
特色，集滨水度假、山地度假、乡村度假、
古镇度假、地域文化体验于一体的新兴
综合型旅游度假区。

目前，赤水河谷旅游度假区以赤水
河为主题资源，开发了以赤水河谷绿道
骑行、万亩竹林健身步道、中国丹霞第一
漂、河谷低空飞行基地为代表的标杆性

运动健身主题度假产品；以国酒文化城、
杨柳湾酒文化主题街区、“云上酱香”茅
台酱酒文化体验馆、九九坊酒庄、国酒门
温泉、金钗石斛康养中心为代表的高品
质康体疗养主题度假产品。

同时，度假区还开发了《天酿》实景
演绎、张家湾国际房车营地、十八帮文化
VR体验馆、四渡赤水战役VR体验中心、
土城国际艺术中心、赤水河谷国际公路
自行车赛、“四渡赤水”赤水河谷挑战赛
等一大批高品质的度假产品和活动
项目。

近年来，遵义市结合地形地势，打造
了一批精品体育旅游线路。其中，中国
第一骑游小镇——松烟骑行线路、赤水
河谷体育旅游公路、中国·习水北纬28.3
穿越挑战赛等项目，已被中国体育旅游
博览会纳入 2017 年中国体育旅游精品
项目。

以体兴旅、以旅促体、体旅融合、共
谋发展。遵义市相关负责人表示，遵义
市未来将紧密围绕推动全民健身发展，
加快体育产业与旅游休闲产业融合发
展，让醉美遵义更精彩。

以体兴旅 以旅促体

“体旅融合”挥洒遵义激情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吴秉泽 王新伟

贵州遵义市围绕“体旅

融合”发展目标，全面整合

旅游资源，将文化、体育和

旅游巧妙融合，打造城市旅

游新形象，加快体育产业与

旅游休闲产业融合发展

天津市发挥港口资源核心
优势，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积
极开展跨境贸易便利化改革试
点，通过实施“一站式阳光价格
清单”等多项措施，压缩通关时
间、降低通关成本，为万千企业
提供方便、快捷的通关服务。

今年3月份，北京、天津两
地商务、海关、国检、口岸等多
部门联合召开新闻发布会，出
台措施，聚焦降本提效、便利透
明，重点提升跨境贸易便利
化。天津市还专门启动实施了

“天津港口岸降费提效治乱出
清优化环境专项行动方案”，清
理规范口岸收费、推进口岸服
务升级，为实体经济发展创造
国际一流的营商环境。

从今年 4 月份起，天津港
集团公司主动推行“上限封顶，
总额控制”和“明码标价，公开
透明”的“一站式阳光价格”清
单。通过“一次缴费，全港通
行”和“去繁就简、再造流程”，
实现“一单到底、全程无忧”。

“阳光价格”“阳光物流”，
目的是为实体经济减负。此次
降费提效，天津港对标新加坡
等世界一流海港口岸，减免部
分服务收费，全力为外贸进出
口企业减负，促进实体经济高
质量发展。同时，通过流程再
造、优化服务，实现数据共享互
通，提升跨境贸易便利化水平，
打出提质增效的“组合拳”，促
进天津港口岸形成规范有序、
公平竞争、健康高效的营商
环境。

今年 5 月底，在天津港航
管理局、天津口岸办公室、天津
港（集团）有限公司和马士基航运、地中海航运、法国达飞
航运的支持下，天津外轮代理有限公司与天津富士达科
技有限公司、唐山英良石材有限公司等5家进出口企业
签署“一站式阳光价格协议”；与天津兴港物流有限公司
等4家货运代理企业签署“出口阳光价格协议”和“阳光
价格协议”。

北京华嘉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业务经理朱爱春告诉记
者：“天津外代货运有限公司推出阳光价格一站式服务，
40英尺集装箱货柜成本仅有301美元，较之前下降了94
美元。”

同时，天津海关等多部门联合出台措施，打出政策组
合拳，打通便捷通关的“最后一公里”。天津海关推行当
日申报报关单“日清”机制，优先实行机检查验，机检查验
比例提高至 60%以上。检验检疫部门设立北京进口货
物专报检务窗口，“审单放行”全流程不超过2小时。同
时，行业组织正在制定国际货运代理服务规范，明确货代
企业资质、服务和行业组织指导等要求，加强自律，推动
制定货代企业信用等级管理、代理服务收费目录和指导
价，推进行业诚信体系建设，并在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和
口岸现场公示，为进出口企业提供更多选择。

据统计，从今年4月1日至8月8日，天津港“阳光价
格”受益集装箱数量达40.5万标箱。7月份完成18.1万
标箱，环比增长29%，受益集装箱量占到口岸外贸进出口
总量的40%，累计减免费用达1.2亿元。

目前，天津港年集装箱吞吐量70％以上来自京津冀
地区。未来，天津市将依托在京冀设立的10个无水港和
多家区域营销中心，推进“阳光物流”直营店进园区，尽快
释放“阳光价格”红利，将“港口直营、阳光价格、一站服
务、全程无忧”的便捷服务送到企业家门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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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周斌报道：云南省打好降成本组合拳，
持续降低企业交易、融资、用地、用能、物流成本，最大限
度发挥政策效应，确保今年全省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
780亿元左右。

降低用能成本，云南不断完善电力市场化交易机制，
扩大交易规模，积极开展水火置换交易，促进水电消纳，
力争今年电力市场化规模达750亿千瓦时。通过清理电
网环节收费、临时性降低输配电价、进一步提高两部制电
价灵活性等综合措施，分两次降低一般工商业电价，不断
降低企业用电成本。同时，落实取消临时接电费，降低高
可靠性供电费，免收余热、余压、余气自备电厂系统备用
费等。

降低用地成本，鼓励采取长期租赁、先租后让、租让
结合等灵活方式，实行工业用地弹性年期出让制度。进
一步盘活存量用地和闲置地、荒废地，优先满足重点产业
发展的合理用地需求。加快用地审查报批，提高用地配
置效率。

降低物流成本，深化落实云南省加快推进现代物流
产业发展10条措施。积极推进公路通行费“营改增”改
革，推进高速公路通行费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开具工
作。大力发展先进运输组织方式，充分发挥各种运输方
式比较优势，积极调整运输结构，在通铁路的地方减少公
路运输量，增加铁路运输量，提高运输组织效率。开展无
车承运人试点，加快发展多式联运。推进物流配送网络
建设，实施城乡高效配送行动。支持“互联网+”物流新
业态发展，促进物流资源合理配置，降低货车空驶率，提
高物流运作效率。深化收费公路制度改革，降低过路过
桥费用。加快探索高速公路分时段差异化收费和标准货
运车型计重收费ETC应用。落实货运车辆年检年审依
法合并工作。加强物流领域收费清理和整治，着力解决

“乱收费、乱罚款”问题。省财政每年预算安排3.6亿元
企业扩销促产铁路运输专项资金。

云南以政策组合拳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
覆盖融资、用地、用能、物流等方面

8月8日，跨越吉林省、内蒙古自治
区的长春—白城—乌兰浩特快速铁路开
通运营一周年。据统计，该线路开通以
来累计安全开行动车组列车6861列、运
送旅客 501 万人次，旅客运量不断增
长，运输安全保持稳定，服务品质不断
提升，为东北地区振兴注入了强劲动力。

动车开行城际化
长白乌快速铁路开通运营，让吉林

省白城、松原及内蒙古乌兰浩特等城市
迈入了高铁时代，极大地方便了沿线群
众出行。乘坐高铁从乌兰浩特至长春的
时间由原来的5小时18分缩短至3小时
25分。来自长春的张先生一家乘坐高铁
到松原市查干湖旅游区游玩，他告诉记
者，准备下一站通过终点站乌兰浩特转
车到风景旅游区阿尔山，“盼得太久了，

就是交通不方便，现在这个难题解决
了”。一年来，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
公司通过市场调查，优化开行结构，增
开列车班次，目前该条线路共开行列车
15对，包括动车组列车8对、普速列车
3对、“周末线”“高峰线”动车组列车4
对，列车最短运行间隔仅14分钟。长白
乌快速铁路向西通过白阿线、伊阿线、
锡乌线连通呼伦贝尔、霍林河及锡林郭
勒等蒙东地区，向东与哈大、长珲高铁
相连，与盘营、沈丹高铁和丹大快速铁
路，共同构成了东北地区高效、便捷的
铁路快速客运网。

打通经济大动脉
长白乌快速铁路打通了一条粮食、

煤炭、石油、钢铁和汽车制造等资源和
产品相互交换的高效、便捷铁路运输通
道，运行一年来，货运量增长近 20%，
增强了区域经济发展的后劲，成为带动
区域合作发展的“新引擎”、促进吉林与
内蒙古融入“一带一路”的重要纽带，

对拉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对增
进少数民族地区旅游、经贸、文化等交
流合作发挥了积极作用。一年来，长白
乌铁路沿线城市与沈阳、长春、大连等
中心城市实现了无缝对接，快速铁路为
东北地区搭建起了“协同发展、共谋振
兴”的桥梁。

长白乌铁路沿线旅游资源十分丰
富，不仅有辽金文化、草原文化等历史
文化资源，还途经净月潭国家森林公
园、嫩江湾国家湿地公园等旅游名胜
区。长白乌铁路串起了沿线一道道美丽
风景，更为“说走就走的旅行”提供了
便利，为发展旅游经济提供了重要支
撑。据兴安盟旅游局负责人介绍，兴安
盟旅游资源十分丰富，交通不便这个

“瓶颈”长期制约当地旅游业的发展。长
白乌铁路犹如一条旅游黄金线，开通一
年来，兴安盟接待全国各地游客数量大
幅增长。以乌兰浩特市为例，长白乌铁
路开通一年来，当地游客人数增长了
27%，创下历史新高。现在，乘坐动车

看“冬捕”成为查干湖旅游的新时尚。

建设最美“长白乌”
长白乌快速铁路途经高寒地区，为保

障铁路安全畅通，沈阳局集团公司针对区
域气候特点，制定了各类应急预案，并加
强应急演练。为提升线路质量，沈阳局集
团公司通过先进技术设备动态测量分析
数据，及时维护整治线路。

为打造最美“长白乌”，一年来沈阳
局集团公司不断加大投入，完善服务设
施，提升服务标准。他们在车站增设“温
馨驿站”“儿童乐园”“母婴候车室”“爱
心服务台”等服务设施，推出“蒙汉双
语”购票咨询、上门代订车票、站车爱心
接力等特色服务，以满足不同旅客的服务
需求。由于长白乌快速铁路沿途少数民族
旅客较多，因而列车开设了蒙、汉语“双
语”广播，对乘务员开展蒙古族语言和风
俗礼仪培训，每名乘务员都能熟练掌握蒙
古族日常用语，列车上处处洋溢着“民族
团结一家亲”的浓浓亲情。

铁路沿线城市与沈阳、长春、大连等中心城市实现无缝对接——

长白乌铁路为东北振兴注入动力
本报记者 李己平

游客在贵州省遵义市杜鹃花景区游玩。 新华社记者 杨 楹摄

走进贵州省遵义市湄潭县“七彩部
落”，彩色的农家院落在翠色欲滴的茶园
间错落有致，农家院墙上“仙女”和“蝴
蝶”正在嬉戏，茶园上空挂着无数把七彩
雨伞。2015 年开始，村民们集体将茶
园、土地、房屋等通过合作社入股，全体

“村民”变“股民”。去年接待游客量超过
50万人次，人均纯收入达3万多元。

“七彩部落”获得成功，得益于近年
来贵州茶产业迅速发展。2007年以来，
贵州茶叶产量连续10年保持30％以上
的年均增长速度。

随着茶产业规模化水平不断提升，
贵州茶叶开始逐渐“走出大山”。2017

年贵州茶叶直接出口达2852.6吨，出口
金额7730.8万美元，连续6年保持持续
增长。

在茶叶“走出去”的同时，大量游客
也开始涌入茶园。年轻的茶艺师党先艳
在“七彩部落”开了一间体验式茶馆，一
边教游客学习茶艺，一边把湄潭的茶叶
卖出去。

不光是湄潭，目前贵州大部分产茶
区均有茶园旅游基地。贵州将“茶园旅
游”作为一种新的旅游业态重点发展，

“茶旅一体”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
“以茶促旅、以旅带茶”模式正在贵州遍
地开花。 （据新华社）

茶园旅游为乡村振兴添动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