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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全域旅游的“广东图景图景””
本报记者 张建军

一场全域之旅，唤醒了沉睡于人们内心的山河大

地。国家级、省级全域旅游示范区已经成为重要旅游

目的地。仅以今年国庆假期为例，广东省共接待游客

4438.6 万人次，旅游收入 236.8 亿元。事实上，近 10

年来，广东省游游业总收入、旅游外汇收入、入境过夜

游客数量稳居全国第一。但旅游大省如何创建旅游

强省？广东大力推动以乡村旅游为重点的全域旅游

发展，不断增加品质旅游产品的有效供给，奏响了文

旅融合发展新乐章。

颇具活力的共富增长点

绿鞭枝条上挂满了硕大紫红的火龙果，与玫瑰园

里的玫瑰花争艳，满园的醉蝶花、鸡冠花、格桑花、海

棠花、百日红更是争先恐后绽放，向游人展示出笑脸。

记者日前来到广州市从化区西和村，与北方已是

寒意袭人不同，岭南还似春天般温暖。

时近中午，村里各个景区游人如织，西和小院、花

雨间等精品民宿已客满。“从化生态环境一流，适合近

郊周末休闲度假，我们与亲朋隔三差五都会过来住上

两天润润肺。”在广州越秀区居住的老广州市民陈永

健笑称。

西和村以花卉产业为基础，大力发展乡村旅游先

后荣获“中国美丽休闲乡村”“省级休闲农业与乡村旅

游示范镇”等，并鼓励村民自主经营农家乐餐馆、商

店、农副产品零售、民宿等，带动当地群众增收。

今年国庆节前，文化和旅游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

委公布了第三批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和第一批全国

乡村旅游重点（镇）乡名单，西和村入选第三批全国乡

村旅游重点村，是广州市唯一入选的乡村。

近年来，都市人走向省内及大都市近郊休闲游成

为新潮，一些融入了新元素、新体验的周边游和乡村

游，尤其受到游客热捧。比如，国庆 7 天假期，仅广州

全市乡村游接待游客就达 570.2 万人次，占接待游客

总量的 49.44%。

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党组书

记、厅长汪一洋介绍，2017 年 5 月，

广东省第十二次党代会提出

“以乡村旅游为重点发展全域旅游”，广东依托绿水青

山、田园风光、南粤古驿道、历史文物古迹、红色革命

遗址、岭南特色乡土文化等独特的优势资源，把“粤美

乡村”作为六大全域旅游品牌之一加以重点打造，推

动产区变景区、田园变公园、劳作变体验、农房变客

房，扩大乡村旅游综合消费，激发文旅消费潜力。

目前，广东已打造 42 个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镇、

202 个省级文化和旅游特色村、150 条广东省乡村旅

游精品线路、50 个省级旅游风情小镇，并大力发展

“乡村+文创”“乡村+演艺”“乡村+节庆”等模式，将文

化资源、农业资源、生态资源转化为旅游资源，满足现

代人回归田园乡居、感知乡愁记忆的美好生活需求。

“一业兴百业旺”，乡村游带“火”了乡村经济，成

为农村居民共同富裕颇具活力的收入增长点，不少地

方农家乐生意火爆。

星罗棋布的全域缤纷图

从金融街·巽寮湾五星级酒店群到双月湾色彩斑

斓的“集装箱”主题酒店，一大批游客错峰出行，躲开

了国庆假期这里的人潮，在南海边细白沙滩上沐浴阳

光，悠然自得。这是秋冬之际，记者在广东省惠东县

海滨所见的一幅美丽图景。

“今年国庆假期，我县滨海旅游、乡村旅游代表产

品深受市民游客欢迎，周边游、自驾游、短途游也成为

假期旅游主流，珠三角城市群及本地大量游客前来旅

游。全县共接待游客 81.48 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

40085 万元。”惠东县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罗

运锋介绍。

在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日前公布的第四批广东

省全域旅游示范区名单中，惠东县是上榜的 19 个县

（市、区、镇）之一。多年来，惠东将全域旅游作为构建

山海统筹发展示范县、加快乡村振兴发展的重要抓

手，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旅游业已经成为惠东

县主导产业。

2016 年，广东启动全域旅游示范区建设以来，全

省 14 个市县区列入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单位，

63 个市县区列入省级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单位。

从冬天暖和的温泉泡，到夏季清凉

的漂流爽，近年来，广东省清远市清新区

投入 20 多亿元，不断增加多样性、

全季节性的旅游产品供给，

强化乡村文化旅游提

档 升 级 ，推 广

“ 餐 饮 +

精品住宿+深度体验”的乡村

旅游 2.0 模式。

清新区目前已开发旅游景

区（点）23 个，其中国家 4A 级旅游

景 区 3 个 ，国 家 3A 级 旅 游 景 区

1 个，旅游精品线路 5 条，红色旅游

景点 3 个。

清远市的清新区、英德市也在刚

刚公布的第四批广东省全域旅游示

范区名单之列，再加上此前几年已经创

建成功的清城、佛冈、连山、连南、阳山 5 个

县区，清远市辖的 8 个县（市、区）中已有 7 个

广东省全域旅游示范区，是广东创建省级全域

旅游示范区最多的地市。

借全域旅游创建契机，广东不断促进旅游业全

区域、全要素、全产业链高质量发展，实现全域宜居宜

业宜游，全域旅游的版图不断增添新地标。

目前，广东已成功创建 5 家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

和 44 家省级全域旅游示范区，并有 42 个村镇入选全

国乡村旅游重点村镇，走出了独具特色的广东全域旅

游发展之路。

精心打造的“四梁八柱”

在泥巴岛体验花式“鱼塘”玩泥，在渔鱼岛玩转全

景式“渔”乐场⋯⋯自从今年国庆假期试营业以来，江

门鹤山古劳镇古劳水乡嗨翻了天。这里是华侨城集

团打造的首个水乡童年游戏生态乐园。

古劳水乡又称围墩水乡，有 700 多年历史。明洪

武年间古劳人兴建古劳围，古劳从滩涂泽国逐渐变成

美丽的岭南水乡，历经几百年风华渐褪。

在 10 月 1 日才露出芳容的华侨城古劳水乡古劳

圩滨水商业街，有水乡童年互动游戏，街头咏春会馆

里有剧本杀，耳朵里展览馆传出古劳童谣⋯⋯“水乡

围墩上再现的 700 年水乡渔商盛景，把我带入了千塘

渔家的乡趣生活。”陪着儿孙一家来的 70 多岁游客梁

光道兴奋地说。

近年来，在全域旅游建设过程中，广东加大旅游

产业融合开放力度，提升科技水平、文化内涵，着重对

在地文化活化应用，增加创意产品、体验产品，发展融

合新业态，古劳水乡就是一个最新缩影。

华侨城华南集团副总经理冯晖说：“华侨城古劳

水乡提出‘新型城镇化+乡村振兴’创新融合发展模

式，是华侨城集团在文旅业态及旅游发展模式上的又

一次创新尝试。”而这也正是广东全域旅游向着以景

区联动、产业联动、服务联动、要素联动等“旅游+”“+

旅游”为模式的全域联动发展新探索。

2018 年 7

月 ，广 东 省 政 府

召 开 全 省 全 域 旅 游

工作现场会，印发《广东

省促进全域旅游发展实施方

案》，提出优化全域旅游大格局、塑

造全域旅游大品牌、培育全域旅游大产

业、打造公共服务新体系，广东全域旅游发展

迈入新时代。

汪一洋表示，广东将继续以全域旅游为抓手，

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培育“文旅+”“+文旅”新

业态、新模式、新产品，全力打造高品质旅游景区

等全域旅游的“四梁八柱”，奋力将文化和旅游业

打造成为全省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支撑、物质文

明建设的重要支柱，努力塑造与经济实力相匹配

的文化优势，加快打造粤港澳大湾区世界级旅游

目的地，建设更高水平的文化和旅游强省。

露营经济不是快餐消费

万

政

近来很多人在朋友圈会看到这样的露

营动态：或三五好友齐聚篝火，或独自漫

步日出霞光，“户外美学”“精致露营”等关键

词在社交平台逐渐走热。伴随许多“拎包入

住”式的营地降低传统露营门槛，众多露营“小

白”参与其中，使得这一曾经小众的旅游方式，

开 始 进 入 大 众 视 野 ，并 成 为 当 下 旅 游 圈 的

新宠。

露营热情带动了相关产品在电商平台的搜

索量和销量爆发式增长，也使得营地市场快速

扩大。但不可否认这一新兴业态仍处于起步阶

段，面临着许多挑战。绝大多数游客是一次性

消费，营地建设缺陷导致体验感不佳，酒店民宿

的差异化程度不高、市场定位不清晰等问题，都

是露营经济成长过程中的烦恼，想实现可持续

发展还需“步步为营”。

首先，找准市场定位、探索经营模式是亟待

克服的难题。当前，露营经济仍然面临营地水

平参差不齐、多数难以盈利的困境。从行业形

态上来看，露营营地其实是重资产行业，涉及拿

地、建设、规划、报规、环评等环节，前期成本投

入大，回报周期长。对于建设来说，很多营地建

设之初都没有专门规划，建设者和经营者之间

缺乏有效沟通，导致事后补建成本高；对于经营

来说，当前露营项目单一，模仿者众而深耕细分

市场者少，“赚一波热度”的快餐式消费显然不

足以支撑营地的长久生存，惟有加强事前规划，

才能避免追高成本。

其次，要研究细分市场，提供特色产品。露

营经济不是一处美景、一顶帐篷、一次打卡的简

单生意，而是一道集体育户外、休闲娱乐、住宿

体验等各方面的综合考题。经营者要挖掘营地

特色，宜山则山、宜水则水，在一次次实践中边

摸索边改进，不断推陈出新，避免同质化运营，

解决游客观光性强、参与感低的问题，逐步培育消费者的露营习惯，才

能做成细水长流的买卖。

最后，露营经济要深耕美丽乡村，助力乡村振兴。露营区别于酒

店民宿的最大特点在于“野趣”，是露营者对于真正亲近自然、感受和

谐之美的追求。我国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经济发展如火如荼，已有

上千个特色突出的美丽休闲乡村，这些地方不仅符合露营者的消费

心理，也具备相对完善的旅游设施，可以为露营经济提供更为广阔的

舞台。如果露营经济深耕美丽乡村，必能打破目前乡村旅游单一的

观光形式，开拓更为多元的地域旅游模式，起到相互促进、相互成就

的作用。

百米深坑上的欢乐奇迹
本报记者 刘 麟 谢 瑶

“欢乐雪域娱滑通单人票

要上架了，准备好了吗？倒数

三、二、一，上架！”在刚刚过去

的“双 11”购物节，“湘江欢乐

城”直播间人气火爆，产品线

上渠道预售破百万，创造淡季

销售新增长。

11 月 14 日 ，手 持 提 前 购

买的“娱滑通”，从娄底市自驾

来的周莹格外兴奋，她和几位朋友身着滑雪服，在欢乐

雪域各式冰上娱乐项目前合影留念，“现在是冬季，我

们在悬浮于百米深坑之上的‘欢乐雪域’滑雪玩雪。今

年夏天，我们在悬崖上的‘欢乐水寨’冲浪戏水，这样浪

漫的游玩体验，湘江欢乐城都安排满了！”周莹在朋友

圈分享照片并感叹：“银装素裹的北国雪境与冰蓝城堡

错落相间，一秒穿越到北极童话小镇。”

位于湖南长沙湘江新区大王山度假旅游区的湘江

欢乐城被称作“矿坑上的冰雪王国”。“这个标签是长沙

市进行生态修复、城市修补的新尝试。从昔日寸草不

生、千沟万壑的废弃百米深坑，变身成为悬浮于矿坑之

上娱雪嬉水一体的‘欢乐奇迹’，湘江欢乐城是长沙老工

业基地向绿地新城转化的代表作，也被视为国内生态修

复的典型。”湖南湘江新区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相关负责

人说。

记者了解到，上世纪 50 年代以来，湘江之滨的长

沙坪塘集聚了 30 余家建材化工企业，持续多年的开

采，仅一家水泥厂就留下了深 100 多米、敞口面积 18

万平方米的不规则状矿坑，在湘江之滨剜出一道巨大

“伤疤”。

2007 年 12 月，长沙成为国家探索“两型”城市建设

的先锋之一，将目光投到了生态亟需修复的坪塘老工业

基地。湘江新区经过大胆设想和科学论证，由湖南湘江

新区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投资建设运营，利用深坑“保温

蓄水”特征，摒弃常见的填埋等处理方式，以生态修复的

方式大胆将百米深的矿坑转化为室内“欢乐雪域”和室

外“欢乐水寨”的两型主题乐园。“两型社会”的理念贯穿

于项目的整个建设过程，利用本身独特的地形高差条

件，在原坑内修建滑雪场，节约建设坡度结构的相关费

用；欢乐雪域需要常年供冷，而欢乐水寨有全年热水需

求，项目通过回收制冷机组冷凝热，用于加热欢乐水寨

游乐用水，极大降低了欢乐水寨热水负荷，同时提高制

冷机组效率，减少冷却水消耗，降低区域热岛强度，使项

目热量基本达到平衡，节约运行成本。

2020 年 7 月 11 日，湘江欢乐城正式开园迎客。湘

江欢乐城借助长沙作为网红城市的优势，凭网红经济

赋能文旅经营，与知名 IP 开展跨界联名，制造营销热

点，官方抖音号爆款视频、网红直播加速引流，一跃成

为 新 晋“网 红 ”，吸 引 了 各 地 众 多 游 客 前 来“打 卡 ”游

玩。室外暖阳和煦，室内大雪纷飞、气温常年保持在零

下 5 摄氏度⋯⋯从常德市驾车过来“尝鲜”的肖先生被

眼前童话般的冰雪世界惊艳：“一直想来看看欢乐城是

什么样子，周末特意带家人过来游玩，不仅可在深坑内

观赏工业遗址实景，还能体验‘冰火两重天’的独特趣

味，我已经开始期待明年夏天在上方‘屋顶’欢乐水寨

游玩的乐趣了。”

随着湘江欢乐城的建成开园，朗豪、洲际、华谊等一

线品牌入驻，越来越多主题鲜明的标杆性文旅项目在大

王山片区拔地而起，一个以文旅、智慧、通航产业为特色

的文旅融城核心圈雏形初显。

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下，湘江欢乐城创新旅游营

销模式，运用新媒体直播电商拓宽景区销售渠道，推进

文旅企业传统电商向直播电商转型升级。今年 9 月开

始，湘江欢乐城与周边景区联动，推出“金标绿码”“万圣

节·不给糖就捣蛋”“抢 go 双 11”“空中潮玩·直升机游

览”等主题鲜明的景区产品，为整个景区聚拢人气，拉动

淡季消费新需求。随着 2022 年冬奥会日益临近，景区

响应国家发展冰雪运动的号召，正在策划“冰雪进校园”

等品牌活动，推广冰雪运动，让游客在冰雪世界里充分里充分

感受冰雪运动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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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 广州从化吕田镇桂峰村秋景。

耳东尘摄（中经视觉）

图② 广州黄埔中新知识城迳下村举办乡村

旅游嘉年华。 本报记者 张建军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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