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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旅

““霞浦霞浦，，作为闽东沿海的一颗明珠作为闽东沿海的一颗明珠，，以以‘‘中中
国最美滩涂国最美滩涂’‘’‘摄影人的天堂摄影人的天堂’’等美誉而声名等美誉而声名
远播远播。。””宁德市副市长吴允明说宁德市副市长吴允明说。。

近年来近年来，，福建省宁德市霞浦县瞄准福建省宁德市霞浦县瞄准““全域全域
旅游旅游””的发展定位的发展定位，，挖掘山海川岛资源挖掘山海川岛资源，，大力大力
发展滩涂摄影发展滩涂摄影、、休闲度假等旅游产业休闲度假等旅游产业，，知名度知名度
和影响力不断提升和影响力不断提升。。慕名而来的摄影爱好者慕名而来的摄影爱好者
让这座原本不起眼的海滨小城变得生机勃让这座原本不起眼的海滨小城变得生机勃
勃勃，，餐饮餐饮、、民宿等服务业得到快速发展民宿等服务业得到快速发展。。

擦亮滩涂摄影金名片擦亮滩涂摄影金名片

落日西斜落日西斜，，退潮后的滩涂上露出了一排退潮后的滩涂上露出了一排
排种着紫菜的竹竿排种着紫菜的竹竿，，赶海的渔人撑着小船穿赶海的渔人撑着小船穿
梭其间……这是宁德市文联副主席梭其间……这是宁德市文联副主席、、国家一国家一
级摄影师郑德雄镜头下的霞浦滩涂级摄影师郑德雄镜头下的霞浦滩涂。。

霞浦位于宁德市东部霞浦位于宁德市东部，，依山傍海依山傍海，，拥有拥有
400400多公里多公里的海岸线的海岸线。。因海岸线曲折绵长因海岸线曲折绵长，，滩滩
涂面积大涂面积大，，形成了独特的滩涂景观形成了独特的滩涂景观，，被中国摄影被中国摄影
家协会授予家协会授予““中国摄影地中国摄影地””称号称号，，是国是国内外摄影内外摄影

人必去的人必去的““十大风光摄影胜地十大风光摄影胜地””。。
郑德雄生在霞浦郑德雄生在霞浦，，长在霞浦长在霞浦，，以摄影为以摄影为

生生。。自自20022002年从商业摄影转为拍摄霞浦风年从商业摄影转为拍摄霞浦风
光以来光以来，，他将镜头聚焦在霞浦的海滨风光和他将镜头聚焦在霞浦的海滨风光和
传统渔耕文化上传统渔耕文化上，，致力于让霞浦走出福建致力于让霞浦走出福建、、走走
向全国向全国。。他说他说：：““我曾经在一些国内外较有影我曾经在一些国内外较有影
响力的摄影大赛上看到不少反映海滨风光的响力的摄影大赛上看到不少反映海滨风光的
作品作品。。我们霞浦的海滩风光并不比这些地方我们霞浦的海滩风光并不比这些地方
差差，，甚至更美甚至更美。。于是我也开始拍摄霞浦的海于是我也开始拍摄霞浦的海
滩滩，，积极参加摄影比赛积极参加摄影比赛，，有意识地推广霞浦有意识地推广霞浦。。””

随着郑德雄以霞浦风光为主题的摄影作随着郑德雄以霞浦风光为主题的摄影作
品不断亮相品不断亮相，，霞浦滩涂的美吸引了越来越多霞浦滩涂的美吸引了越来越多
摄影爱好者与观光游客摄影爱好者与观光游客，，霞浦的知名度不断霞浦的知名度不断
提高提高，，为当地百姓带来了美好为当地百姓带来了美好““钱钱””景景。。

霞浦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卢伟表示霞浦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卢伟表示：：““霞浦霞浦
文旅产业的发展文旅产业的发展，，离不开以郑德雄为代表的离不开以郑德雄为代表的
摄影爱好者的努力摄影爱好者的努力，，他们是推广霞浦最有活他们是推广霞浦最有活
力的主体之一力的主体之一。。””

立足滩涂摄影胜地这张立足滩涂摄影胜地这张““名片名片””，，近年来近年来，，
霞浦县紧紧围绕创建霞浦县紧紧围绕创建““福建旅游强县福建旅游强县””与与““闽闽
东旅游集散中心东旅游集散中心””目标目标，，按照按照““文化与旅游融文化与旅游融
合发展合发展，，全面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全面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发展的发展
思路思路，，依托得天独厚的海洋生态和文化旅游依托得天独厚的海洋生态和文化旅游
资源资源，，着力打造着力打造““休闲天堂休闲天堂，，度假胜地度假胜地””金名金名
片片；；先后编制完成先后编制完成《《霞浦县摄影旅游发展规霞浦县摄影旅游发展规

划划》《》《霞浦县全域旅游总体规霞浦县全域旅游总体规
划划》》以及半月里以及半月里、、上水上水、、渡头渡头、、八八
堡等堡等《《乡村旅游扶贫规划乡村旅游扶贫规划》，》，规划规划
设计了东设计了东、、西西、、南南、、北北44条摄影旅条摄影旅
游精品线路游精品线路；；举办滩涂摄影文化举办滩涂摄影文化
旅游周旅游周、、中国中国··霞浦国际摄影大霞浦国际摄影大
赛等活动赛等活动，，进一步提升霞浦文进一步提升霞浦文
化旅游知名度和美誉度化旅游知名度和美誉度，，增强增强
文化旅游品牌影响力文化旅游品牌影响力。。

霞浦县委书记郭文胜表霞浦县委书记郭文胜表
示示，，当前霞浦正值全方位推动当前霞浦正值全方位推动
高质量发展新阶段高质量发展新阶段，，发展文旅发展文旅
产业是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产业是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

的转换通道的转换通道，，是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是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
生活向往的现实需要生活向往的现实需要。。

民宿游成发展新引擎

为完善旅游配套，提升乡村旅游品质，近
年来，霞浦主动探索“摄影+民宿”发展新模
式，把滩涂摄影、滨海旅游等元素融入乡村旅
游发展中，依托自身的生态和山海优势，培
育、扶持具有地方风情和特色的乡村民宿示
范点，打造让游客进得来、留得住、住得下的
旅游目的地。目前，霞浦县有各类民宿285
家，房间约3000间，日接待游客能力5000多
人，带动群众就业3000多人。2019年霞浦

“拾间海”民宿荣获“中国最具品牌个性民
宿”，“拾间海”“先生的海”“半城里”3家民宿
入选2019年度福建民宿品牌。

位于霞浦县内的三沙镇三面环山，是全
国著名的闽东渔场所在地，长达40公里的海
岸线造就了这里独特的海岸风光。近年来，
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生态资源，霞浦县不断
优化生态环境，打造滩涂摄影风情名片，建设
了一批具有地方特色的民宿。

“民房改造民宿，不仅让当地百姓提高了
收入，还能对村落保护起到积极作用。”郑德
雄说。霞浦滩涂摄影有力推动了交通、餐饮、
商贸等服务业和乡村经济的发展，正逐步成
为霞浦经济发展的“新增长极”。

“滩涂摄影带活了民宿发展，反过来民宿
又为旅游摄影增添了无穷魅力。品牌的拉动
效应，更催生了云缦观海、榆村半舍、壹栖壹
宿等新一批民宿建设热潮。”霞浦县文旅局副
局长王良峰表示。为加强民宿的规范化发
展，霞浦县政府于2018年制定出台了《关于
促进乡村民宿规范发展的实施意见》《霞浦县
乡村民宿办理流程规定》。今年3月又重新
修订出台了《霞浦县民宿管理暂行规定》。民

宿的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成为
当前丰富休闲旅游业态、提

升旅游发展质量
的重要抓手。

在 一
系列政策
措施推动
下 ， 近 5

年来，霞浦共接待国内外游客近2000万人
次，平均增速20.1%，实现旅游综合收入近
180亿元，平均增速达23%。其中，2019年
全年接待游客 615.9 万人次，旅游总收入
64.94亿元。

滩涂摄影催生新职业

随着霞浦名气的与日俱增，一个新职业
——“导摄”渐渐兴起。“来霞浦拍摄的人
越来越多，当地人因为熟悉环境，逐渐出现
了专门为游客提供接送、餐饮、住宿及摄影
指导等‘一条龙’服务的‘导摄’。目前，
全县约有专业‘导摄’20余名，向导200多
名。”郑德雄告诉记者，他的徒弟王建任就
是其中的一员。

记者见到王建任时，他正在三沙镇东壁
村指导游客调整相机拍摄数据和构图，指挥

“渔模”正确走位。“15年前，这里还是一块摄
影处女地，现在霞浦滩涂已经成为中外摄影
爱好者的摄影胜地。”

每年都要来霞浦“打卡”的著名摄影家曾
庆旻说：“现在霞浦的旅游配套服务越来越
好，从原来几座破旧的招待所，发展到很多星
级酒店和高档民宿；原来只有几个摄影朋友
带队，发展成现在一两百号人的‘导摄’团
体。每次过来，都能看到霞浦的新变化。”

与“导摄”同时兴起的还有“渔模”，当地
渔民们时不时客串一把，把自己熟悉的滩涂
和浅水当作展示“T台”，乘船赶海、种紫菜，
一边向摄影爱好者展示自己的渔耕日常，一
边也能赚些额外收入。

“在霞浦，通过摄影衍生了一批‘导摄’
‘渔模’等新职业，每年带动群众就业8000多
人、旅游增收8亿元以上。”王良峰说，滩涂摄
影切切实实改变了霞浦，为当地经济发展作
出了贡献。

初冬时节，距离甘肃兰州市区8公里的
城关区伏龙坪街道头营村,每天都有大量来
皋兰山观景或锻炼休闲的市民。

近年来，搭乘兰州市推动农业农村发展
的“快车”，皋兰山的乡村正依托兰山生态公
园、南山景观等丰富资源，大力发展乡村旅游
休闲产业，农村发展、农业转型、农民致富的
融合发展之路越走越宽。

头营村龙泉生态园门口烤全羊、柴火鸡、
铁锅鱼的招牌引人注目。走进生态园，亭台

楼阁，树木葱茏，环境雅致幽静。
“头营村有农家乐136户，基本家家户

户都有农家乐。”伏龙坪街道办主任郭文昀
说，今年，皋兰山注册登记农家乐经营户达
220户。

“漫山garden”是头营村的“网红”农家
乐。创办者是29岁的头营村村民赵永龙。
他看中了农家乐的好前景，以一系列前卫的
营销方式为农家乐的发展注入了新鲜元素。

“从朋友圈到抖音，我们尝试以视频的形

式宣传农家乐，吸引了大量前来观赏风景、品
尝农家饭的客人，旺季收入达到三四十万
元。”赵永龙说。

“漫山garden”从“找客人”到“引客来”
的发展轨迹，是头营村农家乐发展的缩影，也
是头营村乡村旅游产业发展的生动注脚。

“皋兰山的农家乐发展经历了从村民三
两户自行经营到政府鼓励经营的过程，农家
乐从提供茶水、简单农家饭的1.0版升级到由
专业人士经营、成立合作社抱团发展的2.0
版。”郭文昀说，头营村立足资源禀赋，把发展
乡村休闲旅游业作为推动农业转型提效、增
加农民收入的支柱产业来抓。

去年5月，头营村成立了甘肃头营印象
乡村旅游农民专业合作社，现有社员114人，
入股资金395万元，开发闲置宅基地发展民
宿产业，打造集吃、喝、游、乐、购于一体的乡
村旅游产业基地。

去年7月，甘肃头营印象农民专业合作
社与甘肃桔子堂公司合作成立了兰山小镇文
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共同打造头营村一队
13户民宿。民宿已于今年7月正式营业，预计
年收入约1000万元。

“我们的初衷是以乡村旅游为主营业务，
重点通过合作社带动，有效推动农家乐的发
展。”甘肃头营印象乡村旅游农民专业合作社

负责人张有荣说。
伏龙坪街道办三农办干部王祺雅说，近

年来，为了进一步提高农家乐业主经营的积
极性，城关区对一些重点农家乐以“以奖代
补”形式给予奖励，并对旅游示范村打造、星
级农家乐创建、旅游厕所改造等进行全方位
指导，进一步优化服务环境，提升经营档次。

近年来，城关区先后投入200余万元
实施了城关区农家乐整体形象提升、“大兰
山”综合整治行动等一系列工程。头营村
新农村建设结合兰山公园整体开发，按照

“政府主导、统一规划、街道牵头、村民自
建”的原则推进实施。目前已经建成35户
新农宅，入住13户；为35户村民办理贴息
贷款总额700万元，截至目前，贴息额度
达35万元，还完善了基础设施。一系列工
程的实施，使皋兰山乡村旅游整体形象得
到明显改善。

农业产业的融合升级，以农家乐为主的
农业经营服务主体不断做大做强，日益成为
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引导力量。郭文昀说，伏
龙坪街道办还将抢抓乡村振兴的机遇，依托
乡村旅游农民专业合作社，继续加大招商引
资力度，打造商业圈、婚庆基地及康养等项
目，实现统一经营、统一管理和整体运营，使
乡村旅游产业走向新天地。

在买方便面的路上偶然入镜的藏族小伙丁真火了。
他纯净、阳光，浑身散发着一种原生态的帅气，视频在网
络上发酵后，丁真迅速收获了一批“颜粉”，热度不输一些
流量小生。

火了之后，丁真成了家乡的代言人。《丁真的世
界》——一段以他的视角拍摄的视频，让人领略了四川甘
孜州的自然之美，帅气的少年在清澈的高原风光中肆意
驰骋，那画面让人心生向往。

事情到这里还没完，丁真的藏族身份让很多网友误
以为他的家乡在西藏，于是西藏借势营销自己的旅游资
源，与四川你来我往地开始了“抢人”大战，其他省市也趁
机邀请丁真去作客。

这一轮关于旅游目的地的营销应该算是“出圈儿”
了。人们记住了丁真，也在心里对他的家乡“种了草”。
从去哪儿网数据看，自11月16日起，以甘孜康定机场、亚
丁机场为目的地的订单量同比去年增长近2成，17日单
日预订量较去年同期增长90%，酒店预订量也较去年同
期增长111%。

丁真和他的家乡一夜爆红，再次让人们见识了互联
网营销的无限可能。不久前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
支持“互联网+旅游”发展的措施中，就提到了鼓励景区
加大线上营销力度等内容。这之后，文化和旅游部、国家
发展改革委等十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深化“互联网+旅
游”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对加大线上旅游营
销力度作出具体部署。旅游圈的这波借势营销刚好成了
一个难得的案例。

互联网时代，信息如潮，千篇一律、泛泛而谈的营销
很难吸引人们的眼球，更别说留下深刻的印象。丁真的
火是个偶然，但当地敏锐地抓住了这个机会，通过丁真把
人们的关注点自然而然引到了他的家乡，营销不着痕迹，
摆脱了大而空。丁真是个长相帅气的普通人，容易让他
人产生代入感，看他在蓝天白云下悠闲漫步，纵马飞驰，
在篝火掩映下与朋友们唱歌跳舞，这样的日子城里人很
难体会到，“真是让人向往的生活啊”，这样就让观众产生
了深层次的情感共鸣。

互联网营销，时机很重要，这一次各方借势营销的
反应都很快，接二连三制造热度。四川甘孜州政府除了
在线上宣传造势外，还推出多项措施吸引游客前来，景
区免门票、酒店半价、机票打折……大手笔的优惠加上
网红效应的加持，让甘孜州的旅游资源在这个冬天火热
起来。不过，如何让一时的流量变成长久的客流，还有
很多工作要做。毕竟游客凭着一时兴起前往，除了当地
的自然风光、风土人情外，吃、住、行等硬件设施是否
跟得上，服务水平是否令人满意，对旅游市场的监督管
理是否到位等都会影响游客的满意度。把眼光放长远，
网红才有可能变长红。

秋末冬初，河南省平顶山市鲁山县仍然游客如织，众
多农家乐及山货铺生意红火，在鲁山县中国墨子文化旅
游区上演的大型水上实景秀表演赢得了游客的阵阵掌
声，各式各样的美食也吸引着游客驻足品尝。

“带孩子来这种文化旅游区，能让她学到很多传统文
化知识，玩得也很开心。”来自郑州的游客文女士说。

中国墨子文化旅游区位于鲁山县尧山镇，由墨子文
化体验园、墨子古街、田园牧歌爱情谷、印象尧山水世界
等各具特色的旅游景点组成，占地20万平方米，投资2.2
亿元，为国家4A级景区，区内的古城楼、古戏楼、庙宇祠
堂、古街区等建筑均以墨子时期的汉阙建筑为模板建造
而成，建筑布局别致、风格独特。

鲁山是秦巴山片区扶贫开发重点县，旅游单体2378
个，占全省的6%，是中国墨子文化之乡、中国牛郎织女
文化之乡、中国温泉之乡。鲁山县有尧山温泉国家级旅
游度假区、尧山国家地质公园和尧山—中原大佛5A级
景区。今年4月24日，依托“仓颉造字”的文化品牌优
势，鲁山县成功举办了首届世界汉字节，并利用古老的花
瓷文化品牌，整合现有花瓷生产企业，引进知名企业伟光
汇通公司投资50亿元，打造产学研一体发展的花瓷古
镇，擦亮“名窑之乡、花瓷之都”名片。

近年来，鲁山县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人文资源优势，
大力实施“旅游兴县”战略，走出了一条打造品牌景区带
动一批、激励旅游企业帮扶一批、发展农家乐致富一批、
推进农旅一体增收一批、促进文旅融合辐射一批、建设美
丽乡村改善一批的“六个一批”旅游扶贫融合发展之路。
当地形成了鲁山丝锦、张良腰带等返乡创业品牌，累计带
动就业14.95万人，其中贫困人口1.4万人，并通过建设
生态观光农业基地带动1.12万名贫困群众实现稳定脱
贫，使绿水青山真正变成了金山银山。

据了解，鲁山县已创建5A级景区1家、4A级景区
两家、3A级景区6家，涵盖休闲度假、温泉疗养、生
态观光、军事探秘、漂流滑雪等丰富多样的生态旅游体
系，年接待游客突破1000万人次，旅游收入30多亿
元，旅游从业人员2万多名，有近20万人从事旅游相
关产业。如今，该县乡乡有景点、旅游四季无空白，旅
游产业已成为该县经济发展的支柱和群众脱贫致富的主
要依托。

兰州城关
区伏龙坪街道
头营村的农家
乐。
本报记者
赵 梅摄

图图①① 福建宁德市霞浦县滩涂上福建宁德市霞浦县滩涂上，，渔民在劳作渔民在劳作。。
郑德雄郑德雄摄摄（（中经视觉中经视觉））

图图②② 福建宁德市霞浦县滩涂风光福建宁德市霞浦县滩涂风光。。
郑德雄郑德雄摄摄（（中经视觉中经视觉））

图图③③ 福建宁德市霞浦县特色民宿福建宁德市霞浦县特色民宿““望潮汐望潮汐””。。
王建任王建任摄摄（（中经视觉中经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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