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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库车旅游新疆库车旅游

——

蓄力求变蓄力求变

突破自我突破自我
本报记者

乔文汇

新疆阿克苏地区库车市，古龟兹

国。作为南疆地区重要的交通枢纽，

库车坐拥天山神秘大峡谷、克孜尔千

佛 洞 、“ 纵 贯 天 山 脊 梁 的 景 观 大

道”——独库公路等独特资源，深具

旅 游 业 发 展 潜 力 。 2019 年 春 末 夏

初，当地旅游业迎来爆发式增长，甚

至出现一房难求的情况。然而，转年

的新冠肺炎疫情，让当地火热的旅游

市场突遇冰点。

“疫情影响在所难免，科学谋划

必会有所作为。”秉持这样的理念，库

车市积极应变、蓄力求变，从重点培

育本地游、深度游中寻突破，打造家

门口的“诗和远方”。库车市文化体

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局长索善武说，

面对疫情，必须要想转型、敢转型、谋

转型。

加法变乘法

走进库车市伊西哈拉镇库木艾

日克村，浓郁的田园风光映入眼帘。

每户农家院都别具特色，一些农户还

拆除后院墙，或搭建了凉亭，或安放

了 雕 塑 ，或 种 植 了 花 卉 ，供 游 人 休

憩。记者看到，村民们正在整修村

巷、清理垃圾。“环境变好了，人气就

旺了，我们要让村子美上加美。”村民

塔西·托合提说。

库 木 艾 日 克 村 发 挥 距

主城区近、果园多的优势，

发展起生态游、采摘游

带动村民增收。近两

年，该村重点发展

精品民宿、特色

餐饮，建起了 28

家 民 宿 和 8 家

农 家 乐 。 伊

西 哈 拉 镇 党

委 负 责 人

说 ，过 去 主

要追求人气，让村子热闹起来；疫情

发生后，更注重提升游客平均消费，

琢磨从过去做加法变成做乘法、对当

地经济发展起到撬动作用。

坐落在库木艾日克村的白园农

家乐休闲庄正进行改扩建。游客可

以在这里品尝特色美食、住宿和采

摘，客流多时一天能吃掉 10 只羊。

“我们主要瞄准本地客人不断推出新

菜品，今年新增加 18 个包房。”老板

艾买江·库尔班说。

今年 2 月，艾买江·库尔班专门

去海南三亚考察学习餐饮和民宿经

营先进经验，“弥补自己在管理上的

短板”。谈及如何应对疫情影响，他

认为，外地客人消费次数有限，需要

更多地吸引本地客源，通过创新经营

给客人常来常新的感觉。

与白园农家乐休闲庄相比，位

于齐满镇的齐满百味风情园因为特

色让游客产生了更强“黏度”：不仅

能品尝被誉为“齐满三宝”的凉粉、

土鸡和牛杂，还开设了儿童乐园、水

上世界、星空旅馆等，成为当地远近

闻名的网红打卡地。总经理欧阳志

军说，引客来是第一步，重点要做好

后面的文章。现在一到周末，就有

许多消费者来“微度假”，带上家人

玩一整天。

推进旅游业转型，在库车已初见

成效。统计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市

接待游客同比增长 5.5%，旅游收入

则 增 长 16.5% ，游 客 人 均 消 费 大 幅

提升。

快游到慢游

疫情下，旅游旺季游客少了，就

应让游客“走进来”后，能够住下来、

慢下来。为“留得住客”，实现从快游

到慢游、一日游到过夜游的转变，库

车市特别设计了慢游线路，吸引游客

观赏龟兹乐舞、品味馕城夜宴等。

库车大馕位列新疆非物质文化遗

产，不仅是当地饮食文化的招牌，还是

民俗文化的名片。库车大馕城原本以

生产、销售馕产品为主，经多次改造不

断变身，陆续建成了打馕体验区、馕文

化展示馆、老茶馆和夜市等，成为多功

能文旅综合体、外地游客“必游地”，游

客平均停留时间明显延长。

“这里有好吃的、好玩的、好听

的、好看的，不仅能品尝美味、了解馕

文化，还能欣赏龟兹乐舞。”4 月 25 日

晚，在库车大馕城，来自乌鲁木齐的

游客杜盛林和朋友一边品尝美食，一

边 欣 赏 歌 舞 演 出 ，不 时 举 起 手 机

拍照。

库车市阿格乡地处独库公路“南

大门”，为让从这条网红公路上“走下

来”的游客“走进来”“慢下来”，阿格

乡推出“独库第一村”“独库第一站”

招牌，大力改善基础设施，引导乡亲

们开办民宿，并开展亮化美化，建文

化广场、修休闲步道等，努力吸引独

库公路自驾游客留下来。

阿格乡北山村还搭建了星空屋，

让这座山村成为游客在饱览独库公

路 美 景 后 ，可 休 整 放 松 的“ 北 山 驿

站”。去年，当地还邀请艺术院校的

师生，对全村 4000 平方米墙面进行

美化，在村中每一家农户的墙面上绘

制墙画。这些墙画包括自然风光、民

俗风情、动漫形象等内容，到夜间还

能变身为荧光墙画，令小山村“颜值”

大幅提升。

有专家认为，北山村拥有紧依独

库公路的良好条件，可以打造成具有

持久经济价值的村落。在疫情下，北

山村要吸引人住下来体味，不仅要成

为休闲驿站，也要成为文化空间，还

要成为消费场所。可喜的是，这座村

落正在向这个方向迈进。

锻造产业韧性

疫情期是攻坚期、转型期，也是

调整期、内功修炼期、锻造产业韧性

期。这在库车市旅游行业已成为共

识。当地认为，无论是打造家门口的

“诗意”度假地，还是成为各地游客向

往的“远方”，都要坚持锻造产业韧

性。据此，库车以

“古韵龟兹·丝路库

车”旅游品牌建设为抓

手，对旅游资源进行了全

面梳理、提升。

以 世 界 文 化 遗 产 苏 巴 什 佛 寺佛 寺

遗 址 、克 孜 尔 尕 哈 烽 燧 为 代 表 ，释

放 遗 产 之 魅 ；以 独 库 公 路 为 轴 线 ，

以 大 小 龙 池 、克 孜 利 亚 峡 谷 为 依

托 ，塑 造 公 路 之 美 ；以 文 创 作 品 为

内 容 ，展 现 民 俗 风 情 之 韵 ；以 塔 河

胡 杨 、巴 依 孜 湖 为 内 容 ，展 现 自 然

风光之美⋯⋯

库车市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

游局局长索善武说，通过地域旅游品

牌创建和培育，扩大了各景区知名

度；通过深入挖掘特色文化旅游资

源，加强各景区硬件建设、改善服务

质量，提升了“古韵龟兹·丝路库车”

品牌美誉度。

库车在锻造产业韧性过程中，特

别注重激发旅游业发展内生动力。

今年将全面运营的甬库振兴村旅游

项目，已引入特色餐饮、研学基地、房

车民宿、亲子乐园、9D 影院等。项目

负责人郑春丽介绍：“这个旅游项目

最鲜明的特点是景在村中、村在景

中，村民既生活在景区，又服务于景

区、受益于景区，确保景区发展与村

民增收同步。”

“我们鼓励和引导村民开办餐

馆、经营民宿、参与工程建设，或是将

院落租赁给酒吧、茶馆、咖啡店经营

者，以保障村民收益。”郑春丽表示，

坚持一步一个脚印，修炼好内功，与

村民共同进步，这样才能实现长期稳

定发展。

甬库振兴村旅游项目启动后，村

民阿散·塔什自己经营的 22亩地中的

19 亩，交给了合作社统一运营，准备

腾出手来开办农家乐。“现在土地分

红要远高于自己种地的收入，我对村

子搞旅游也十分看好，今后各方面收

入 会 是 以 前 单 纯 种 地 收 入 的 三 四

倍。”对未来旅游业发展，阿散·塔什

满怀信心。

美丽苗乡迎客来
本报记者 王新伟 吴秉泽

高坡苗族乡位于贵

州省贵阳市南端，是贵阳

市最偏远、海拔最高

的乡镇之一，曾经

是远近闻名的贫

困 乡 ，2014 年 ，

全乡建档立卡

贫困户 300 户

共 946 人，到

2019 年 底 全

部 清 零 。 农

民 人 均 年 收

入 从 2016 年

的 9966 元 增

加 到 现 在 的

18680 元。

走 进 高 坡 苗 族

乡大洪现代精品果蔬

示范基地，一排排温室

大棚矗立山谷间，占地

面积 676 亩的种植基地

已初具雏形。

“年前示范基地已经

完成 1000 万元投资建设，

相关的果苗也全部栽种，

明年就能见到收益。”高坡

苗族乡大洪村党支部书记

王光旭介绍。

近年来，高坡苗族乡结合生态优

势，持续做大农业基础，以“公司+合

作社+农户”和“种植大户+合作社+农

户”等模式，整合 1.61 亿元各类资金建

设 1615 亩现代精品果蔬项目、7000 余

亩刺梨基地、200 余亩摆龙蓝莓基地，

种植红米 500 余亩。

“我们的分红机制是‘流转+收益分

红’结合，预计2023年起，能给村民带来

18.6万元分红收益，每年给村集体增收

6.76 万元。”王光旭说，“高坡黑毛猪”

“高坡油炸小茨菇”“高坡特色牛肉”是

游客到高坡苗族乡旅游的必点菜品，

“一种农产品至少开发一道品牌菜”，成

为当地深挖乡村游潜力的缩影。

“楼下餐厅、楼上 6间客房，一年收

入 7万元左右。”罗世海说，一到周末和

节假日，他家的民宿就会被提前预订，

生意非常火爆。罗世海家位于高坡苗

族乡扰绕村，旅游火起来后，罗世海贷

款 18万元，将自家 2层老宅装修一新。

“老宅换新颜”是高坡苗族乡发展

特色民宿的缩影。截至目前，高坡苗

族乡共有中端型住宿业经营实体 23

家，共计 223 个房间 355 个床位，可接

待游客 469 人。

2020 年，心宿牧云被列为贵州省

级五星级农家乐、扰绕露营基地入选

贵州十佳精品酒店；2021 年星宿民宿

被列为省级精品级民宿。高坡苗族乡

已初步构建起高端引领、中端保障、民

宿补充的住宿新格局。

“高坡很好地利用了自身的地理

和生态优势，不断拓展旅游新业态，让

高坡的旅游更具有竞争力。”花溪区文

旅委相关负责人介绍说。100 多名机

车爱好者分成 5 个摩团，从花溪区板

桥艺术村出发，展开了一场“秀美花溪

摩旅骑遇”摩托车骑行环游活动，这是

花溪区推出的全新摩托旅游方式，骑

行的目的地正是高坡乡石门村。

“北京冬奥会带来滑雪热，我们的

教练团队都不够用。”高坡云顶滑雪场

负责人说，2022 年春节小长假期间，

仅云顶滑雪场就接待游客 3 万余人

次，旅游收入达到 400 余万元。

夏天看花，冬天滑雪，还有石门观

景台、云顶花海等 12 个网红打卡点

⋯⋯高坡苗族乡成了很多贵阳市民度

假的首选。2021 年高坡乡接待游客

26.5 万人次，乡村旅游收入达 1638 万

余 元 ，带 领 参 与 农 户 户 均 增 收 6000

余元。

路变宽了、产业兴旺、游客多了、

老百姓富裕了，一幅乡村振兴的迷人

画卷正在美丽苗乡徐徐展开。

文脉

﹃
活化

﹄
地域资源

王林生

深入挖掘地域特色文

化，打造特色文旅产业，是

“十四五”时期文旅产业发

展的重要内容。近年来，

在探索文旅产业特色化发

展中，北京“一城三带”、浙

江“诗画浙江”、江苏“水韵

江苏”等概念的提出，彰显

出地域文脉在“活化”地域

文化资源、打造特色文旅

品牌中的支撑作用。

长期以来，我国文旅

产业特色化不足的问题较

为突出。在文旅产品供给

层 面 ，存 在“ 千 城 一 面 ”

状况。区域文旅产业看似

供给琳琅满目、资源丰富

多彩，却不能有效把握和

提炼区域文旅产业发展的

特色化主线，更多是重复

无效或低效供给。实现文

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必须

走基于地域文化资源禀赋

的特色化之路。以文脉为

基础的文旅产业体系，应

成为区域文旅产业特色化

发展的重要实践。

文脉形成于历史，造

化于万象，是基于地域深

厚历史文化底蕴的一种再

创造。例如，以文脉“海上

雄州”为依托，海南打造了

自 贸 港 特 色 文 旅 产 业 体

系。基于区域文脉的特色

文旅产业，是以深厚的历

史积淀为依托，面向未来，

为自身文旅产业发展赋予

区域特有的文化标识，并

在此过程中实现对区域历

史文化资源和旅游资源的

活化、利用与创造。

文脉对当前发展特色文旅产业具有重要意

义，能够为现代文旅产业发展赋“魂”。文旅产业

不仅提供感官休闲和娱乐，还包蕴文化价值或文

化内涵，且价值内涵是文旅产业特色化的“灵魂”

所在。当前，之所以大量园区、景区或城市发展

文旅产业存在同质化现象，往往因为过于关注业

态本身的形式，相对忽略业态本身应有的价值

内涵。

以文脉为支撑，打造特色文旅产业体系，核心

在于围绕文脉本身打造文脉 IP。文脉 IP 更突出

文旅产业的区域性、历史性和创新性，需要围绕文

脉对区域的文旅资源进行要素整合；在超级文脉

IP 的统筹下，遴选若干“点”，将区域内的文物、非

遗、传统工艺、特色景区、文化园区、乡村民宿等文

化符号串联成“线”，形成一批能够传承弘扬区域

文脉的功能性场域，使文脉 IP 能够成为代表区域

最富个性化和特色化的整体文旅形象，进而带动

和实现区域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以文脉为支撑打造现代文旅产业体系，根植

于我国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是我国在走向世界

过程中为现代文旅产业体系发展提供的“中国方

案”。依托于文脉的文旅产业始终植根中华五千

年文明，中华文明既是新时代我国发展文旅产业

最坚实的文化基础，也是中国文旅产业走向世界

最耀眼的文化标识。

（作者系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文化所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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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下的库车天山神阳光下的库车天山神

秘大峡谷秘大峡谷。。

曾文平曾文平摄摄（（视觉中国视觉中国））

图图①① 游客在游客在

库车市比西巴格乡库车市比西巴格乡

水上乐园游玩水上乐园游玩。。

尼 亚 孜尼 亚 孜··热 合热 合

曼曼摄摄（（中经视觉中经视觉））

图图 ②② 库 车库 车

市 民 在 当 地 公 园市 民 在 当 地 公 园

漫步漫步。。

尼 亚 孜尼 亚 孜··热 合热 合

曼曼摄摄（（中经视觉中经视觉））

图图 ③③ 游 客 徒游 客 徒

步 在 库 车 天 山 神 秘步 在 库 车 天 山 神 秘

大峡谷景区大峡谷景区。。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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