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阳春四月，新疆春意勃发，开启了赏花季——

杏花、巴旦姆花、梨花、桃花、玫瑰、郁金香、薰衣

草等将依时序次第开放，一直持续到初冬。坐拥

如此丰富的花卉资源，近年来，新疆多地以花为

媒、以花惠民，大力发展“赏花经济”，“一朵花”开

始结出“增收果”。

据不完全统计，清明节假期，新疆赏花、踏青

等旅游活动吸引国内游客约 180万人次，同比增

长近 30%。今年，新疆“赏花经济”火热开局，正

在孕育新动力、展现新活力。“赏花经济”已成为

新疆促进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

一朵鲜花如何“开出”一项产业？“赏花经济”

能否突破花期局限？同质化竞争难题如何破

解？在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以花兴

农”文章该怎样落笔？新疆各地在发展“赏花经

济”过程中，如何实现协同发展？带着这些问题，

入春以来，经济日报记者深入天山南北采访

调研。

“走马观花”如何破

“火得很！火得很！”刚刚过去的清明节假

期，吐尔丁·叶塞依身体劳累着，心里却高兴着。

作为新源县吐尔根乡金色杏花旅游专业合作社

负责人，他开了一家农家乐，最近 5 年都在杏花

季接待游客。“花儿开了，游客就到了，生意就来

了。”吐尔丁·叶塞依告诉记者，这几年大家都在

围绕杏花琢磨增收，让春天也成为丰收季。

春风徘徊，杏花盛开。杏花是新疆的“报春

花”，新源、库车、轮台、托克逊、塔什库尔干等地

都举办了“杏花节”，推介赏花旅游线路。清明节

假期，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塔莎古道上，杏

花竞相绽放，每天吸引自驾游客千余名。“2021中

国·那拉提杏花节”开幕当日，接待全国各地游客

7200多人次。

记者在采访调研中了解到，虽然新疆“赏

花经济”火热，但仍存在旅游产品单一、同质

化明显，中高端旅游产品供应不足等短板。如

何告别“走马观花”式旅游？突破“赏花经

济”发展天花板？

卡西比西村地处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轮台

县哈尔巴克乡，被称为“杏花村”，也是远近闻名

的网红村。清明假期，记者来到这里，只见杏花

绽放、村路整洁、农家院粉刷一新，游客除了观赏

杏花，还可体验采摘、品尝特色美食。村民艾尼

瓦尔·乃再尔告诉记者：“这几年赏花游客特别

多，我把两间房子租出去开餐馆，生意特别火

爆。”

与此同时，新疆还通过推广“赏花＋演艺”

“赏花＋赛事”“赏花＋摄影”“赏花＋研学”“赏

花＋疗养”等多种形式破解“走马观花”式赏花

游，均取得了良好效果。比如，阿克苏地区库车

市将民俗风情植入赏花游，游客可在杏树林体验

古风古韵、欣赏民族舞蹈、聆听“杏林演唱会”，广

受游客好评。

喀什地区莎车县是全国最大的巴旦姆种植

基地，随着巴旦姆花季到来，各地游客赶赴这里

赏花、游春。在该县最近举办的巴旦姆花节期

间，“美韵莎车”系列时装秀、婚纱系列主题时装

秀、“寻找巴旦姆王”“健康单车”骑行赛、五人制

沙滩足球比赛、沙漠排球比赛等系列文体活动精

彩亮相，吸引游客眼球。

记者梳理近期新疆各类赏花活动发现，主办

方均打出“特字牌”、挖掘“独字号”，努力丰富特

色旅游产品，以提高赏花游黏性，吸引游客延长

驻留时间。有专家指出，要告别“走马观花”

式旅游，就不能局限于赏花，应坚持按照“赏

花＋”模式，植入本地特色，拓展传统“赏花

经济”范畴。

“昙花一现”怎么解

“花无百日红”，受花期限制，“赏花经济”普

遍存在难以持续的问题。比如，杏花的盛花期仅

10 天左右，遭遇雨雪会更快凋谢。如何避免“昙

花一现”，实现“四季常开”？这是发展“赏花经

济”面临的难题，也是新疆各地近年来积极求解

的课题。

记者通过对旅游管理部门、旅游企业、景区

采访了解到，培育区域赏花旅游品牌，走品牌化

道路，成为一个重要突破口。新疆旅游协会旅游

营销分会会长陈剑文告诉记者，“文化是旅游的

灵魂，‘赏花经济’要‘四季常开’，需植入文化基

因，培育优势品牌”。

英吉沙县位于喀什地区，拥有 15 万亩杏树

林。当地在吸引游客“游杏林、赏杏花”的同时，

大力开发文化体验旅游项目。游客赏过杏花后，

可到邻近的“传统土陶制作村”参观、制作土陶制

品。“通过赏花，接触到了土陶制作，可以常来体

验，不受花期制约。”来自乌鲁木齐的游客刘晶

蕊说。

花期有限是难以打破的规律，以花为媒介、

以花为招牌吸引游客在赏花的同时体验不受花

期限制的特色旅游项目，是破解“昙花一现”的重

要思路。记者调查发现，新疆一些地区已经意识

到这一点，并付诸行动，注重借花聚集人气。然

而，从新疆整体上看，赏花游仍以看花为主，其

“穿针引线”作用并未得到充分发挥。

“要想吸引游客，就不能因循守旧，可以开发

和种植花田画、花卉迷宫，建设‘花样旅馆’‘花样

餐厅’，以及举办插花培训、普及花茶文化等，开

发有创意的旅游产品。”山东游客祝爽是名背包

客，清明节期间到那拉提景区赏花。她认为，赏

花期虽短，但创意无限，破解“昙花一现”，要在旅

游产品开发上不断推陈出新。

记者发现，除花期影响，“年年岁岁花相似”

带来的审美疲劳，特别是由此导致的市场疲乏，

也是一道亟待破解的难题。如何让“头回客”成

为“回头客”，新疆各地仍需要下大功夫。

“其实，真正功夫在花外。”伊犁河谷农业科

技集团有限公司坐落在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集

农业科技开发、服务，以及林木、花卉、芳香植物

种植、加工、销售等于一体，打造了万亩薰衣草主

题公园。该公司董事长张蕴力告诉记者，“发展

‘赏花经济’，必须通过创新发展、科技研发，延伸

种植优势，开发下游产品，培育全产业链”。他们

立足万亩薰衣草主题公园，不仅做观赏基地，还

做加工生产基地，培育优质薰衣草苗木，开发生

产薰衣草精油、化妆品，以及薰衣草蜂蜜、茶、点

心等食品。“薰衣草是资源，薰衣草吸引的流量也

是资源，要充分利用好，在薰衣草深加工方面做

文章。”张蕴力说。

“以花兴农”如何推进

发展“赏花经济”，一个重要着眼点是如何助

力乡村振兴，实现“以花惠民”“以花兴农”，带动

农户持续增收。那么，“以花兴农”应该如何

推进？

补齐基础设施短板。赏花景区大多在乡村，

记者采访发现，面对赏花期内游客集中涌入，接

待能力备受考验，一些地方因基础设施建设跟不

上，存在停车难、吃饭难、如厕难等问题。通过加

大投入，补齐接待能力不足的短板，无疑更容易

吸纳客源，也为农户开办农家乐、民宿等创造了

条件。

紧贴需求发展农产品。去年，新疆印发了

《关于推动新疆农产品进景区的意见》，大力推进

农旅融合，让更多优质农产品走进景区，变身游

客伴手礼，以扩大销售。为此，新疆各赏花景区

紧贴需求发展农特产品，有力促进了“以花兴

农”，拉动了农牧民增收。

精心打造“特中之特”。新疆一些地区将赏

花与本地其他特色旅游资源结合，让特色叠加、

打造“特中之特”，有效推进了“以花兴农”。记者

在阿克陶县塔尔塔吉克族乡看到，今年当地不仅

推出杏花游，还举办了鹰舞、鹰笛、民俗婚礼等本

地特色活动，并让当地群众参与其中，拓宽了农

牧民增收空间。

开发生产“花样产品”。有的地区立足本地

丰富花卉资源，引进生产加工企业，研发鲜花加

工产品与“花谢后”产品，生产花卉特色食品、特

色手工艺品、花卉文创产品等。这些举措不但延

长了产业链条，还解决了当地农村富余劳动力就

业难题，间接通过发展“赏花经济”增收。

记者调查发现，博湖县乌兰再格森乡依托博

斯腾湖以及“花海世界”“桃花园”等旅游景点建设

了多条美食街，让村民端稳旅游饭碗。库车市的

白杏主产区伊西哈拉镇杏树林面积达2400亩，近

年以赏花游为主的乡村旅游在当地风生水起。去

年，该镇人均纯收入达 1.7万元，其中三分之一来

自乡村旅游业。“以花兴农”取得了积极成效，但新

疆“赏花经济”的带动效应、溢出效应仍未充分释

放，“以花兴农”潜力仍有待进一步挖掘。

有专家建议，应进一步拓展“赏花经济”内

涵，通过丰富旅游项目、旅游产品，将赏花游转化

为度假游，让“过客”成为“过夜客”，进一步提升

“赏花经济”综合效益。

“百花齐放”咋布局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放眼天

山南北，新疆有条件的地区都在大力发展“赏花

经济”。如何形成区域联动、推进协同发展，进而

营造“乘数效应”，是一道现实课题。记者了解

到，新疆从时间、空间两方面入手，推动各地“赏

花经济”协同发展。

一方面，因各类花卉开花时间不同，错时赏

花成为可能。新疆一些旅行社根据时令，开发了

系列赏花游产品。“4 月看杏花、桃花，5 月看玫

瑰、郁金香，6 月看薰衣草，7 月看油菜花，8 月看

向日葵，9 月看菊花……”新疆雪莲花国际旅行

社有限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的赏花游产品

已形成系列，从春到秋，月月可赏花。

记者分析了主要旅行社的订单后发现，这类

“花儿新疆”系列旅游产品对游客特别是国内游

客具有一定吸引力。但目前各地州市间尚缺乏

有效联动，各旅行社也大都各自为政，没有完全

形成合力。因此，需要培育一个新疆赏花游区域

公用旅游品牌，共同做大全区“赏花经济”蛋糕。

另一方面，从空间上看，新疆完全有条件打

造多条“赏花经济带”。近年来，新疆文旅部门引

导全区各地州市突破行政区划，组建区域旅游联

盟，为打造“赏花经济带”奠定了坚实基础。实际

上，各地对于联手协力发展“赏花经济”已形成共

识，这不仅可以双赢或多赢，还在一定程度上破

解了新疆“旅长游短”难题。

新疆地域辽阔、旅游景区分散，推动各地“赏

花经济”协同发展，离不开交通支撑。为此，新疆铁

路部门精心设计了“新疆是个好地方·坐着火车游

新疆”春游系列产品，今年计划开行“花样南疆

寻香觅色”“这么美，这么近”——石河子赏桃花一

日游、“情定达坂城”踏青徒步游、“油画塔城”山花

之旅等旅游专列，为发展“赏花经济”助力。

“基于越来越完善的网络，铁路将主要赏花景

区串联成线，在部分区域间开行了‘公交化’旅客

列车。我们制定了《2021 年开展春季旅游行动方

案》，设计了 8个方向春季旅游产品，以方便游客

出行、赏花。4月初，赴伊犁的3趟赏杏花专列一经

推出，火车票即销售一空。”新疆铁路旅游发展集

团有限公司旅游事业部副总经理林闻告诉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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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花经济赏花经济””发展潜力可不小发展潜力可不小

每年4月，新疆都将开启赏花季。今年，新疆“赏花经济”开局火热，清明

节假期吸引国内游客约180万人次，同比增长近30%。一朵鲜花如何“开出”

一项产业？近年来，新疆各地发挥花卉资源优势，以花为媒、以花惠民，大力

发展“赏花经济”。经济日报记者日前在天山南北采访调研发现，“赏花经济”

已成为新疆旅游产业的亮丽名片、促进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

杏 花 启 示 录

四月新疆，杏花烂漫。近年来，走进

“杏花村”、徜徉“杏花谷”、参与“杏花节”

成为新疆春季旅游的招牌。杏花，成为新疆

“赏花经济”的一张金名片。

梳理新疆各地开展以杏为媒，发展“赏

花经济”的思路、成效和经验，具有一定意

义。那么，一朵杏花，带来哪些启示？

启示一：加大投入力度。“赏花经济”是

旅游经济的一个分支，目前发展仍不够充

分，配套建设不足，这就需要加大投入力

度。其实，当初栽培杏树林主要是为了培育

林果业，发展赏花游则是“无心插柳”，因此

需要围绕旅游业发展需求弥补短板。目前，

新疆一些地方已对杏树林整合、提质，让赏

花基地更具规模化、更具看点；另外，有的

地方通过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大幅提升了接

待能力，从而释放了“赏花经济”发展潜力。

启示二：开掘产业深度。库车市作为

“中国小白杏之乡”，明媚春日里，杏花灿若

云霞。最近几年，当地坚持深挖“赏花经

济”文化内涵，让旅游经济与民俗文化互

动，提升了杏花游品位，为“赏花经济”注

入了新活力，孕育了发展新动力。比如，库

车市将民俗风情植入赏花游，在杏树林开展

民族歌舞表演，举办“杏林演唱会”“杏林故

事会”等，通过开掘产业深度，提高了杏花

游的热度，深受游客欢迎。

启示三：坚持拓展广度。旅游业的显著

特点是融合度高，推动“赏花经济”高质量

发展应着眼于旅游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跳出

花来看花，并将其作为载体和媒介，融合更

多业态，营造“乘数效应”。在推动“杏花经

济”发展过程中，新疆各地就注重在产业融

合上做文章，开展“赏花＋”模式，丰富了

旅游产品，产生“1+1＞2”的效果，有力带

动了“赏花经济”兴

起 ， 激 发 了 发 展 新

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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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莎车县2021年巴旦姆花节开幕式现场。 努尔比叶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