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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贵州省百里杜鹃管理区坚持统

筹“花区之外、花期之外”，全力补齐产业发展

短 板 ，提 升 文 旅 活 动 服 务 水 平 ，推 动 运 动 健

身、休闲康养、观光避暑、旅居度假融合发展，

不断丰富产品供给，让更多游客认识百里杜

鹃、走进百里杜鹃、爱上百里杜鹃。

5A 级景区遭遇“尴尬”

“杜鹃花似海，穹山留异香”。坐落于乌蒙

山脉腹地的百里杜鹃景区，绵延百里有余，是

迄今为止、已查明的世界上面积最大、种类最

多、保存最完好的原始杜鹃林，拥有杜鹃花全

部 5 个亚属的 40 多个品种，被誉为“地球上最

美彩带”。2013 年成功晋升为 5A 级景区，成为

毕节乃至贵州旅游的一张亮丽名片。

每年 3 月中旬到 5 月底，各种杜鹃花竞相

怒放，千姿百态、五彩缤纷，前去百里杜鹃景区

一睹风姿的游客络绎不绝。

“花无百日红”，花期之外的将近 10 个月时

间内，百里杜鹃景区游客寥寥无几，在景区周

边开办农家乐的农户甚至关门打烊、外出务

工。更让人尴尬的是，如果遇上一场大点的冰

雹，漫山杜鹃花就可能所剩无几，游客随之大

幅减少。

忙时人山人海，闲时门可罗雀，让百里杜

鹃景区的旅游产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难以吸

引社会资本的注意。景区建设投入不足，餐

饮、住宿等服务设施跟不上，在一定程度上影

响了游客的旅游体验。

长期在贵州从事导游工作的张晓告诉记

者，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该社在制订旅游线

路时，基本没有想到过安排游客在百里杜鹃景

区住一晚。“自驾的游客绝大多数也是游览完

景区景点后，另寻住处。”

贵阳市民陈小红曾给记者谈起过一次“极

端”的百里杜鹃景区之旅。当时正逢景区免收

门票，她到景区总共花费不到 50 元，“观光车票

35 元，然后在游客服务中心门口买了一碗炸土

豆豆，，花了花了 1010 元元”。”。

久而久之，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景区除

了门票和观光车票的收入外，很难有新的增长

点，严重影响了百里杜鹃景区文化旅游产业的

发展。

同时，对不少游客而言，百里杜鹃景区作

为一个纯粹的自然观光旅游景点，“一生去一

次足矣”。如何满足游客更高的消费需求，让

更多的游客愿意“回头”，成为景区推动旅游产

业高质量发展的一道必答题。

此外，百里杜鹃景区的旅游产业几乎全部

局限在 120 多平方公里的原始杜鹃林带及其周

边地区。如果按照传统的思路，景区旅游接待

能力已经趋于饱和，如何打造新的增长点，让

将近 700 平方公里的整个管理区都能从旅游产

业中受益，通过旅游产业让 16 万辖区群众走向

共同富裕，也是一大现实问题。

“花期游”变成“四季游”

“发展的痛点就是新的增长点。”百里杜鹃

管理区党工委书记张东告诉记者，反复思考

后，该区决定着力在“花期”“花区”之外求突

破，做足花、延长花、不唯花、超越花，探索激活

“百里杜鹃”的产业价值。

走进山环水抱的百里杜鹃彝山花谷景区，

花开满目，生机盎然，五颜六色的花卉编织成

色彩斑斓的花海。远处的帐篷区、烧烤区正进

行着最后的收尾工作，即将完全开放。

彝山花谷是百里杜鹃景区打造的一处看

花打卡地，集观光、度假、养生于一体。在约

1.57 万亩的土地上种植了各种花卉，在杜鹃花

凋谢之后次第开放，填补了景区每年 5 月至 11

月游客无花可赏的空白。

如今，到百里杜鹃景区不仅能看花，更能

买花。步入汇境花卉科技园，艳丽多彩的杜

鹃 、软 萌 可 爱 的 欧 石 楠 ⋯⋯ 各 色 花 朵 映 入

眼帘。

近年来，百里杜鹃管理区与贵州大学等合

作打造汇境花卉科技园，通过对野生杜鹃采种

研发、组培试验、温室培育等手段，实现了杜鹃

花的人工培植、错季开放，初步形成了集科研、

种植、生产、加工、销售及旅游服务于一体的杜

鹃花产业链。

“一年四季都有花，即便以前只在春天开

的杜鹃花，在我们这里都四季盛开。”花卉科技

园副总经理樊龙远一脸自豪地给记者介绍他

的新“宝贝”。据介绍，该园已育高山冷凉花卉

60 余种。

“订单源源不断，我们虽然开了直播间，但

不敢大力宣传，现有普通温室大棚已无法满足

市场需求。”樊龙远告诉记者，他们已投资近

2000 万元打造集施肥、灌溉、保温、加湿等现代

化技术于一体的全智能温室大棚，“建成投用

后，可年产高山冷凉花卉 100 万盆”。

高山冷凉花卉源源不断地“飞”出大山，同

时也有人持续走进山中。

“这里气候凉爽，太适合过夏了，我每年都

来这里避暑。”来自四川宜宾的游客陈永力已

在贵州百里杜鹃景区连续度过了几个夏天，成

了“半个当地人”。

百里杜鹃管理区年平均气温 14.8℃，夏季

平均气温 19℃，紫外线强度低，空气负氧离子

含量平均每立方厘米超 1.6 万个，是天然氧吧、

避暑养生胜地。近年来，景区发挥气候优势，

大力发展避暑旅游，成功打造避暑旅居小区 17

个、乡村旅游点 33 个，床位、餐位、车位分别扩

张到 1.3 万张、3.4 万个、2 万个。避暑旅游已经

发展成为“清新空气、凉爽天气”换“充足人气、

旺盛财气”的“转换器”。

“截至目前，到百里杜鹃景区避暑旅居的

游客已有 200 余人，预计 7 月至 9 月将达到避暑

游高峰期。”百里杜鹃管理区旅游局局长黄飞

告诉记者。

如今，一个春赏花、夏避暑、秋休闲、冬康

养的旅游产品供给体系正在百里杜鹃景区成

型、壮大。数据显示，百里杜鹃管理区去年接

待的游客有 40%来自传统的花期之外。

“景区游”升格“全域游”

“打水仗、泡温泉，小孩子在这里玩得很开

心。”毕节市民吴伟因为工作原因，曾是百里杜

鹃景区的常客。

与吴伟经历差不多的游客在百里杜鹃越

来越多。端午小长假，景区迎来了一场游客小

高峰。区内的濯缨谷温泉酒店、花舍锶锂温泉

酒店的客房出租率达到 100%。

濯缨谷温泉酒店负责人梁程告诉记者：

“省内游客占绝大多数，都是奔着温泉来的。”

温泉休闲康养是百里杜鹃近年来快速崛

起的业务板块，也是当地为吸引回头客尤其是

周边地区游客而打造的核心产品。

近年来，百里杜鹃管理区主动求变，发展

健康养老、健康养生、健康服务和健身休闲运

动产业，建立“查、治、研、养”康养服务体系，推

动“医疗+康养+旅游”跨界融合，相继建成投

运花都民族医药养生堂、中草药医养中心，提

供中医理疗、休闲养生、药膳等服务，医疗康养

产业体系正在加快形成。

随着业态的不断丰富和发展局限的不断

突破，社会资本参与百里杜鹃旅游产业发展的

积极性日益高涨。

坐落于彝山花谷景区内的阳光云漫 1660

项目，由阳光大地集团主导打造，项目定位为

“全家人的旅居·孩子们的王国”，以家庭旅居

为核心，以亲子度假为特色，规划有“一谷”“一

湖”“一镇”三大组团，将打造旅游度假、抗衰康

养、温泉度假、研学教育等七大体系，是百里杜

鹃康养旅游提档升级龙头项目。

同时，当地也加大了招商引资力度，力争

吸引更多的社会资本参与到百里杜鹃景区的

旅游产业发展之中。百里杜鹃管理区投资促

进局副局长刘毅表示，景区将持续围绕旅游、

康养、花卉等领域开展招商引资工作，推进产

业补链强链。

如今，曾经的单一赏花景区正在一步步成

长为多业融合发展的旅游综合体，百里杜鹃已

在“百里”之外为游客提供更多高品质的旅游

产品。

时下，受疫情影响，百里杜鹃的游客接待

量 较 往 年 有 所 下 降 ，但 腾 飞 的 力 量 正 在 蓄

积。张东表示，百里杜鹃景区将紧紧围绕“花

间阡陌·山水归程”文旅品牌定位，持续统筹好

“花期之外、花区之外”，着力丰富优化旅游产

品体系，为游客打造高品质旅游环境。

以花为媒做足融合文章

吴秉泽

抱 着“ 年 年 岁 岁 花 相

似”的心态，笔者已经好几

年没有走进贵州百里杜鹃

景区的大门了。今年再次

来到这里，确实被它的巨变

给惊着了——景区变大了、

游玩项目更加丰富了，曾经

的单一赏花景区正逐步成

长为多产业融合发展的旅

游综合体，给人完全不一样

的体验。

百 里 杜 鹃 景 区 曾 经 的

尴尬或者说是困境，在旅游

业甚至其他行业有一定的

普遍性，而且也不只在贵州

有，在其他地区也存在。它

的 探 索 与 发 展 ，对 其 他 景

区、其他产业的发展多少具

有一些借鉴意义。

要 全 力 补 齐 短 板 。 小

到 一 个 景 区 ，大 到 一 个 产

业，要想走得稳、走得远，必

须 把 短 板 补 齐 ，把 根 基 夯

实，消除发展瓶颈，把“卡脖

子”问题解决好。百里杜鹃

景 区 能 放 眼 花 期 、花 区 之

外，首先在于当地通过长期

的建设和发展，核心产品已

经取得长足发展，在业界具

有了一定知名度，积累了较

高人气。

要 善 于 扬 长 避 短 。 绵

延百里的原始杜鹃是百里

杜鹃景区独一无二的核心产品，当地近年来以稀缺的

杜鹃花资源为核心，发挥气候凉爽的优势，尽力延长

花期，做足赏花经济，推动差异化发展，形成了声势，

得到了消费者的认可。这说明要做到人无我有、人有

我优、人优我强，必须发挥出自己的优势、长处，做到

极致，培育起自己的核心竞争力，才能赢得更大发展

空间。

要有链式思维。过去，一些地方在产业培育、招

商引资中，“捡到篮子里都是菜”，各自为政，导致产业

集中度低，结果企业没做大，地方发展也起色不大，优

质资源没有发挥出应有效益，教训不少。百里杜鹃景

区之所以能有所突破，与其紧盯旅游产业建链补链强

链，心无旁骛推动集群发展不无关系，也与其主动突

破时间、空间限制，统筹花开花谢、区内区外，不唯花、

超越花，多方培育跨越时空的产品有关。

要做足融合文章要做足融合文章。。百里杜鹃景区的巨变启示我百里杜鹃景区的巨变启示我

们们，，发展产业要跳出产业本身来看待产业发展产业要跳出产业本身来看待产业，，站在全局站在全局

的角度谋划发展的角度谋划发展，，才能行稳致远乃至超越才能行稳致远乃至超越。。近年来近年来，，

百里杜鹃景区以花为核心载体百里杜鹃景区以花为核心载体，，从消费者需求出发从消费者需求出发，，

推动旅游与康养推动旅游与康养、、体育等多业态融合体育等多业态融合，，既丰富了产品既丰富了产品

供给供给，，满足了游客更高的旅游消费需求满足了游客更高的旅游消费需求，，也增强了产也增强了产

业之间的黏合度业之间的黏合度，，提升了整体竞争力提升了整体竞争力。。

蝉鸣荔熟的夏天，坐上东莞轨道交通 2 号

线，车厢里的“莞荔天团”八大荔枝品种动漫

IP 形象，看得乘客们眼前一亮、口舌生津：脸

蛋粉嫩的“小萝莉”是果味浓甜的糯米糍，头

戴桂花饰的少女是微带桂花香气的桂味，如

观音般手持玉净瓶的是清甜爽脆的观音绿，

身材微胖憨态可掬的唐朝妃子则是有名的妃

子笑⋯⋯不仅线下，“荔枝天团”成员近日也

亮相“乐购东莞”微信小程序、京东商城东莞

馆等线上平台，吸引了全国各地荔枝爱好者

的眼球球。。

少有人知道少有人知道，“，“潮玩之都潮玩之都””东莞东莞亦是高端荔亦是高端荔

枝产区枝产区。。美食家蔡澜曾数次公开称赞美食家蔡澜曾数次公开称赞：“：“尝遍尝遍

岭南各地荔枝岭南各地荔枝，，挑来挑去始终还是东莞荔枝最挑来挑去始终还是东莞荔枝最

好吃好吃！”！”莞荔种植可追溯到唐朝莞荔种植可追溯到唐朝，，以色明以色明、、香清香清、、

味甜的出众品质味甜的出众品质，，多次在全国斩获金银铜奖多次在全国斩获金银铜奖，，

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入选中国重要农业入选中国重要农业

文化遗产名录文化遗产名录。。广东省主推的十大荔枝品种广东省主推的十大荔枝品种

中中，，有有 44 个选育自东莞个选育自东莞。。东莞植物园收集了荔东莞植物园收集了荔

枝种质资源枝种质资源 322322 份份，，品种之多品种之多，，国内罕有国内罕有，，被圈

内誉为“荔枝王国”。

千年莞荔如何才能走出深闺、“叫好又叫

座”？今年，东莞结合其国潮动漫文化优势，创

意打造了“莞荔天团 给荔中国”区域农产品

IP，期待以“莞荔+文化”模式助莞荔品牌走出

东莞，赢得全国消费者青睐。

“莞荔天团”是如何诞生的？记者从东莞

市农业农村局了解到，为从众多品种里优中选

优，确定莞荔“代言人”，该局和东莞市荔枝协

会去年便开展网上投票，从本地常见的 36 个荔

枝品种中，选出糯米糍、桂味、冰荔、岭丰糯、唐

夏红等 8 个消费者最为认可的品种，针对其各

自特色进行创作提炼，赋予其独特动漫形象，

打造出全国独一无二的荔枝 IP。

“莞荔天团”走出去的首发推介活动近日

在湖南长沙举行。青红色的外壳、晶莹剔透的

果实⋯⋯一颗颗从东莞荔枝园摘下的新果，经

3 小时高铁路程来到全国第三大农批市场——

湖南红星全球农批中心，亮相线上线下联动的

推介活动，在微博直播中引爆了主题为东莞喊

长沙人民吃荔枝的话题。

农业品牌实战专家、农优一百创始人李恩

伟在直播中向长沙乃至全国消费者讲述东莞

“荔”史及“荔”志产业的故事：“东莞荔枝虽然

规模不是最大，但种质资源丰富；名气不是最

响，但品质却享誉全国；荔农不是最多，但十大

荔枝种植匠就有两位；荔枝界天花板级的品种

观音绿和冰荔，更是卖出百元以上的高价。东

莞是大湾区的核心腹地，周边拥有巨量的具有

强大消费力的群体，东莞一定能成为名副其实

的高端荔枝核心产区！”

鲜美的荔枝、动听的故事点燃了消费者的

热情。“以前湖南人每年只能看着广东人炫荔

枝，还好东莞荔枝来红星批发市场了！”“这个

季节就应该吃荔枝啊！为什么首发要选择长

沙，真的不考虑一下武汉吗？”⋯⋯长沙、武汉

等地的网友纷纷回应。

深挖历史文化、借力“果业航母”，令“莞

荔”品牌在华中地区一举打响了名气。“此次推

介会的举办，是因为看好湖南乃至华中消费市

场。”湖南红星全球农批中心副总经理汤志军

表示，此前农批中心的绝大多数商户并不知道

东莞荔枝，即使听说过，对东莞荔枝的文化、品

种、品质也不甚了解。通过推介，商户们刷新

了认知。红星市场销售范围辐射四川、江西、

湖北等地，覆盖人口达 1.2 亿人，未来将与东莞

荔枝保持共建共赢的战略合作关系，助力稀缺

高端的东莞荔枝提销量、振名气，擦亮“高端荔

枝”金字招牌。

借助强劲的物流渠道，“莞荔天团”一天

之 内 便 可 抵 达 国 内 大 中 型 城 市 的 消 费 者 家

中。汤志军介绍，东莞是首批国家级骨干冷

链物流基地城市，可实现空地立体化全程冷

链配送。荔枝采摘后 8 小时内，可由顺丰专线

配送到红星市场，通过一级批发商的销售速

率，最快可保证在 24 小时内让新鲜荔枝出现

在消费者的餐桌上。

除了莞荔入湘，整个 6 月，丰富多彩的“莞

荔天团 给荔中国”系列活动将接连上演，陪

伴荔枝爱好者度过一个丰盛甜蜜的荔枝季。

如近日举办的第八届中国（东莞）互联网荔枝

节，以“莞荔+文化”为主线，通过动画展示、云

品鉴、云推介等活动，让国内外消费者全方位

了解千年莞荔的历史文化底蕴；又如新近推出

的 4 条荔枝精品旅游线，涵盖东莞市 51 个休闲

采摘点，充分挖掘和利用了莞荔文化和都市休

闲农业旅游资源。

“东莞荔枝是传递甜蜜的上乘佳品。近年

来，东莞扎实开展国家荔枝优势特色产业集群

建设，聚力打好荔枝产业、市场、科技、文化‘四

张牌’。接下来，我们将以互联网荔枝节等系

列活动为契机，将东莞荔枝推向全国、销往世

界。”东莞市农业农村局局长吴美良说。

如何进一步打好莞荔“文化牌”？华南农

业大学教授、国家荔枝龙眼产业技术体系科学

家李建国认为，东莞应坚持把“卖产品”与“卖

文化”相结合，通过打造新品种荔枝的亮点，策

划挖掘“千年莞荔·岭南佳品”文化，讲好“中国

荔乡”故事，提升东莞荔枝文化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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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①① 贵州百里杜鹃景区贵州百里杜鹃景区景色怡人景色怡人。。 李李 华华摄摄（（中经视觉中经视觉））

图图②② 百里杜鹃戛木管理区中塘村百里杜鹃戛木管理区中塘村，，工作人员正在采摘月季花工作人员正在采摘月季花。。 周燕林周燕林摄摄（（中经视觉中经视觉））

①①

②②

““莞荔天团莞荔天团””农产品动漫农产品动漫 IPIP 助力助力——

千 年 莞 荔 出 深 闺千 年 莞 荔 出 深 闺
本报记者 郑 杨

延长花产业链延长花产业链，，不唯花不唯花、、超越花超越花——

百 里 杜 鹃 超 出百 里 杜 鹃 超 出““ 百 里百 里 ””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吴秉泽吴秉泽 王新伟王新伟

第八届中国第八届中国（（东莞东莞））互联网荔枝互联网荔枝

节活动现场展示的荔枝加工食品节活动现场展示的荔枝加工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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