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 7月 23日 星期六7 文 旅

珠峰之乡吃上旅游饭
本报记者 贺建明

走进西藏日喀则市定日县扎西宗乡“珠峰小

镇”，笔直的街道将小镇一分为二：一侧是当地村

民自建的住房、商铺等特色民居；另一侧是上海

援建的商业街广场、登山体验馆、房车营地、酒店

等建筑群落。

扎西宗乡位于“环珠峰生态文化旅游圈”核心

位置，距离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仅 49 公里，是

通往珠峰、洛子峰和嘎玛沟等旅游景区的必经之

路，地理位置得天独厚，资源优势突出。“以前每年

都有很多旅游观光、登山探险和科学考察的人从

门前经过，但也只是短暂停留，我们是手捧‘金饭

碗’，过着穷日子。”扎西宗乡乡长袁俊说。

如何破解困局？上海市第九批援藏干部在充

分调研的基础上，2020 年开始谋划，2021 年正式

启动“珠峰小镇”项目，通过不断提升配套设施品

质，逐步将扎西宗“珠峰小镇”打造成为“环珠峰生

态文化旅游圈”核心地标，助力当地群众吃上“旅

游饭”，走上致富路。

珠峰广场、卫生院、制氧站等提升旅游服务

保障能力的设施陆续竣工投用，西藏特色品牌酒

店落户运营，登山者之家揭牌迎客⋯⋯听闻家乡

变化，在拉萨工作的扎西宗乡扎西宗村村民罗桑

毅然选择回乡就业，成为一名酒店管理人员。“我

们酒店配备了地暖、全天候弥散式供氧设备等舒

适性设施，发展旅游业，使游客不再是过客，拉动

了小镇的消费链条，也带动了周边村民就业增

收。”罗桑说。

看到小镇日益繁荣的景象，村民们也都动了

起来：罗布将自家房屋翻新出租；次仁格旦经营起

了家庭旅馆；格桑编织邦典（藏族妇女围在腰上的

衣饰品，属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更加起劲儿

了⋯⋯小镇各式商业体如雨后春笋般成长起来。

“立足当地特色资源，发挥援藏优势，不断提

升文旅配套服务能力，打造旅游品牌，有效拉动

小镇客流量稳步提升。”上海援藏干部、定日县委

常务副书记李肖辉说，在打造“珠峰小镇”过程

中，上海援藏还始终坚持生态优先、保护优先，通

过建设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及中转处理中心，引进

先进技术进行污水处理，有效提升了扎西宗乡垃

圾污水处理能力，优化了乡容乡貌，保护了珠峰

周边生态环境。

“文旅产业拥有极具潜力的大市场，在巩固

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方面大

有可为。”上海市第九批援藏干部联络组组长、日

喀则市委副书记孟文海表示，上海援藏围绕“文

旅先导、三产融合、乡村振兴、智慧赋能”工作主

线，汇聚定日县在内的对口五县旅游景区、民宿

酒店、特色商品等优质资源，发展全域旅游，着力

打造“环珠峰生态文化旅游圈”。

依托日喀则市的独特资源禀赋，上海援藏在

不断完善旅游配套设施的同时，也大力运用数字

化、智能化手段推动文旅供给质量和服务效能的

提升。孟文海说：“通过智慧赋能对交通、餐饮、

住宿、购物、景点游览等线下行为进行线上精准

推送，能够有效实现服务与游客需求的精准链

接，有利于增加消费黏性。”

为实现智慧赋能，上海援藏努力发掘在沪企

业的专业优势、品牌优势、平台优势和人才优势，

将一站式旅行服务平台携程集团引入日喀则。

“之前，我们接待不到游客，游客也不了解我们家

庭旅馆的信息，生意一直不好。如今，我们进驻

了在线酒店预订平台，游客通过网络可以看到各

种房型，直接预订，生意好了不少。”次仁格旦说。

“在上海援藏的大力支持下，我们乡的基础

设施不断完善，旅游产业不断升级，乡亲们吃上

了旅游饭，过上了好日子。”袁俊说。

孟文海表示，下一步，上海援藏将进一步挖

掘日喀则当地文化旅游市场潜力，加快设计丰富

具有地方特色、文化特点、民族特征的主题文创

产品和品牌标识系统。同时，将加速旅游目的地

数字化转型升级，为游客精准“画像”推送文旅产

品，不断推动文旅消费提质扩容，为乡村振

兴提供有力支撑，让珠峰之乡——日

喀则文旅产业不断“攀登”新

高峰。

山东跨区域整合旅游资源——

一水相依带来一体发展
本报记者 王金虎

“荷叶连天地，碧波水荡漾，荷花万里

香，映日染霞光⋯⋯”一曲轻歌飘荡在夏

日的微山湖上。7 月 15 日，文化和旅游部

发布《关于确定 12 家旅游景区为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的公告》，山东省济宁市微山

湖旅游区正式跻身国家 5A 级景区。

微山湖，我国北方最大的淡水湖，京

杭 大 运 河 傍 湖 而 过 ，是 鲁 南 旅 游 的 闪 亮

名片。

为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大运河文化，做

大做强大运河这一中华文化重要标识，今年

6 月份，在山东省枣庄、济宁两个地级市及其

下辖的微山、鱼台、滕州三个县市的共同努力

下，红荷湿地（滕州）—南阳古镇（微山）—惠河

湿地（鱼台）“运河之旅”航线，已成功实现通

航，一幅崭新的“运河之旅”画卷正徐徐展开。

谋求一体发展

微山湖上，济宁市微山县南阳古镇景区与

枣庄市滕州微山湖红荷湿地景区共享一湖水，

均建有旅游码头，但却因为分属两市，没有直

达的湖上航线，隔湖相望，景区难往来。

红荷湿地景区附近的村民马爱菊说，因为

缺少直达的湖上航线，她经营的微山湖特产咸

鸭蛋、荷叶茶、莲蓬、莲子以前销量非常一般。

从济宁市南阳古镇到枣庄滕州红荷湿地

航道全长 25 公里，其中 2 公里在枣庄，23 公里

在济宁。早在 2020 年 3 月，滕州微山湖湿地管

委会曾提交一份名为《关于开通滕州微山湖红

荷湿地景区渡口至独山岛渡口、南阳古镇红色

旅游码头航线的报告》。其中提到，“景区与微

山县政府、山东微山湖旅游发展集团进行了洽

谈，双方就共同发展，开通滕州微山湖红荷湿

地景区渡口至南阳古镇红色码头、独山岛渡口

航线达成一致意见”。

因为要跨地区，济宁市政府和枣庄市政府

要同时审批，因此开通航线的问题短时间内没

有得到解决。

“一水相依”何时才能一体发展？2021 年

年底，山东电视台的《问政山东》节目提出这个

问题后，枣庄市和济宁市立即一起研究、共同

推进这项工作，确保在科学论证、有序开发的

基础上，共同开发、利用好这个景区，把微山湖

打造成鲁南地区大格局的旅游示范区。民有

所呼，我有所应。枣庄市、济宁市迅速成立专

班加速推进，现场协调南阳古镇景区至红荷湿

地景区通航等各项工作。

“ 开 通

微 山 湖 红 荷 湿 地

至南阳古镇旅游航线既

是顺应两地发展、游客及周边群众诉

求的迫切需要，更是促进枣庄、济宁两地及鲁

南经济圈交通运输互联互通、文旅项目融合

发展的重要举措。”滕州市文化和旅游局局长

刘书巨说。红荷湿地景区位于滕州市滨湖

镇，总面积达 90 平方公里，主要为湿地形态；

南阳古镇则属于济宁市微山县，位于微山湖

北侧湖中，由众多岛屿组成。这两个景区既

具有相近的历史渊源和文化底蕴，又具有差

异性与互补性，完全具备共同开发、联合营

销、抱团发展的条件和基础。两个景区通航

之后，会给游客一个全新的体验。“两地景区

实现通航后，联系将更为紧密，旅游合作空间

将更为广阔，有利于推动两地市场互建、客源

互送、信息共享，实现旅游合作共赢，区域融

合一体发展。”滕州微山湖湿地管委会生态管

理室主任张崇辉说。

如今，随着红荷湿地—南阳古镇—惠河湿

地“运河之旅”航线正式通航，进一步完善了大

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山东段的水陆立体交通网

络，连通了红荷湿地、南阳古镇、惠河湿地三大

景区，更拉近了三地之间的距离，塑造了鲁南

经济圈一体化发展的合作典范。

来自济南的游客张淼对新开通的这条航

线赞不绝口：“过去，从红荷湿地到南阳古镇，

需要通过公交辗转、轮渡往返，自驾汽车则需

要绕行，距离是水路的两倍以上，游览这两个

距离很近却不通航的景区费时费力很不方

便 。 现

在 这 条 航 线

非常好，我们

不 仅 领 略 了 南

阳古镇的历史风貌

与 丰 厚 底 蕴 ，也 被 红

荷湿地 13 万亩野生红荷

所惊艳与震撼，亲眼看到京杭

大运河上浩浩荡荡的运输船队，

这种亲水旅行给我们带来了前所未有

的丰富体验。”

“现在是旅游旺季，航线通了，游客自然多

了，在家门口卖特产的村民越来越多，大家的

腰包也越来越鼓了。”笑得合不拢嘴的滕州微

山湖红荷湿地景区商户李强说。

合作方能共赢

破壁才能共生共赢。旅游产业抱团发展，

打破资源壁垒，是旅游商业主体之间发展的必

由之路。水上全域旅游为大运河和微山湖周

边区域提供了“融合发展”的契机，推动旅游向

开放的“旅游+”融合发展方式转变，进而培育

生态领域、文化领域、公共服务领域的共建共

享共荣，实现全域的宜居宜业宜游。

当下，万亩红荷争奇斗艳，十里芦荡绿波

翻滚。在微山湖红荷湿地景区，游客由码头

乘船在湖上游览。百荷园内绿杨参天，流水

潺潺，500 多个品种的荷莲争艳，游客们乘坐

着小木船，在船妹子婉转的渔歌声中，尽享

“ 人 在 画 中 游 、宛 若 梦 境 中 ”的 人 水 互 动 体

验。如今，景区还围绕生态、业态两大重点，

在火车旅馆的基础上，倾心打造房车营地、生

态 船 坞 、微 山 湖 星 动 营 ，让 游 客 玩 得 好 、留

得下。

滕州本地游客陈艺琪说，自己高考刚结

束，特意约了同学一起来看荷花，大家一起乘

坐游船，穿梭在碧波如洗的湖面，一朵朵盛开

的荷花，一片片碧绿的荷叶近在眼前，仿佛从

书本里走出来的一样，让她和同学置身美景之

中流连忘返。

“多年来，我们景区坚持‘高端生态、亲水

交融，打造全国硬核旅游地’目标定位，形成了

‘八园九岛二林二水道’的旅游发展新格局。”

刘书巨说，滕州微山湖红荷湿地景区一直积极

与运河沿线相邻的景区加强沟通合作，已经先

后建成陆岸赏荷湿地游、微山湖岛屿游、高端

生态亲水交融体验游、生态文明红色印记研学

游四大旅游板块，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

体验。

近年来，滕州市突出改革创新，注重融合

共享，坚持以全域旅游引领发展模式全面创

新，坚持以多城同创、共建共享提升宜居宜游

城市品质，合力打造全域旅游高质量发展的

“滕州样板”。

截至目前，滕州市已连续成功举办十八届

微山湖湿地红荷节等节会活动，连续两年在中

国国际文旅博览会上设置滕州专题场馆，多主

题、多渠道、多形式开展旅游品牌营销推广，强

力打造“墨子鲁班故里·湿地红荷之都”的文化

旅游品牌，滕州旅游的知名度、美誉度和吸引

力、影响力持续提升。2021 年，山东省文化和

旅游厅正式公布第三批省级全域旅游示范区

名单，滕州市榜上有名。

南阳古镇景区与周边景区强强合作，打造

环南四湖旅游联盟，建立常态化联盟机制，通

过多途径连通徐州、枣庄、济宁等景区景点，实

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合作共赢。这将极大

促进淮海经济圈文旅项目融合发展，有助于做

强做大区域生态旅游品牌，构建全域旅游新

格局。

面对逐步活跃起来的旅游市场，微山县南

阳古镇旅游管理服务中心的党委委员、副主任

王凯说，航线开通之前，各地区基本处于封闭

的旅游自循环状态，景区景点建设单一，简单

的陆上旅游线路难以满足游客对旅游品质的

追求。航线的开通大大提升了游客的多元化

需求和体验满意度，虽然受疫情影响，但是游

客量和旅游收入比之前增加了近一倍，实现了

旅游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丰收。

如今，跟随“运河之旅”，看一湖清水、闻三

季花香、听四季鸟鸣以及品微山湖渔家美食的

丰盛与鲜美，正成为周边游客旅游度假休闲的

选择。

航线的开通，进一步擦亮了运河鲁西南区

域生态旅游品牌，有效促进了枣庄、济宁两地

及鲁南经济圈交通运输互联互通、文化旅游融

合发展，为大运河文化公园建设增添一道亮丽

的运河文化旅游风景线。

通航后的“运河之旅”航线从红荷湿地渡

运码头出发，经红荷湿地湖面游览区，进入京

杭运河湖区主航道，经微山县南阳古镇，到

达鱼台县惠河湿地渡运码头，航线单程全长

35 公里，用时 2.5 小时。红荷湿地景区将启

用 4 艘 100 客位以上的新购豪华游船来保证航

线运营，吸引三大景区游客及两地三县市民串

线游玩，预计每年新增旅游人数 15 万人（次），

综合营收超 5000 万元。

“微山、鱼台两地景区与红荷湿地紧密

合作、创新发展，携手推介‘运河之旅’精

品线路和文创产品，必将把‘运河之

旅’建成水清、岸绿、景美、文盛的

多彩廊道，让游客尽享‘接天莲

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的美景之旅。”滕州市委副

书记、市长周刚说。

文创助力乡村夜间经济

童

政

夜间经济正受到越来越多

城市的重视，各地纷纷打造各种

文化街区、特色夜市、网红打卡

点等夜间经济地标。大力发展

夜间经济可以促进经济繁荣，有

助于扩大消费，增加就业，集聚

财富、产业和人气，提高城市竞

争力和吸引力。在点亮城市夜

间灯火的同时，广大乡村夜间经

济能否被点亮、又如何被点亮

呢？笔者认为，乡村夜间经济不

但能点亮，而且还可以亮得如月

夜繁星般充满诗意。

疫情发生以来，城市周边

游兴起，露营、微度假等迅速热

起来。随着交通基础设施的完

善，城乡一体化进程加快，乡间

小道，虫鸣蛙叫，田园风光越来

越吸引人，受城里人青睐的乡

村成为周末游、周边游的重要

承载地。乡村旅游兴起，为发

展乡村夜间经济提供了基础。

然而，由于城乡不同的特点，发

展乡村夜间经济不能照搬照抄

城市，而要从乡村特色的资源

禀赋出发，用新的理念点亮田

园夜空。

用废弃的乡村小学教室还

原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生活场

景；在宁静的夜晚周围飞舞着

一闪一闪的萤火虫，萤火虫图

书馆给人带来美好的体验；成

片的火龙果园里催果的灯光亮起来，音乐节、夜间集

市等夜间经济就搞起来⋯⋯广西多地探索了发展乡

村夜间经济的新路子。

点亮乡村夜间经济，离不开文化创意。随着消

费升级，以传统采摘、吃农家饭为主要形式的农家

乐已越来越难满足人们的需求。如今人们更多地

追求文化认同，情感共鸣，更渴望体验乡村的别样

浪漫。与时俱进，把传统的乡土味升级为蕴含时尚

气息的土潮味，让人们爱上乡村的夜晚是乡村夜间

经济亮起来的核心。

乡村大地需要大批充满专业实力、创意力、行动

力的文化产业人才。文化创意赋能乡村资源，需要

专业激活乡村潮味，将传统的农村生产生活生成为

农耕文化，并利用现代技术和营销手段，将农耕文化

与都市文化有机衔接。而文化创意是一项非常专业

的工作，仅依靠乡村自己的力量难以实现，这就需要

吸引更多的文化创意机构下乡，与村民组成产业发

展共同体，共同发展乡村夜间经济。

乡村夜间经济还需立足特色资源精准定位。不

是所有乡村都适宜发展夜间经济，要因地制宜，找准

定位，避免盲目地一哄而上。乡村夜间经济不同于

城市，不能照搬城市，也不能一味地模仿其他乡村，

着力点要放在假日和周末上，突出自身特色，把低频

的旅游消费变成高频的休闲消费。同时，创意要立

足乡村特色资源，如当地村容村貌，农作物，土特产，

地方风情等，避免大拆大建，破坏耕地和生态环境。

此外，要建立专业文创机构与村集体、村民的利

益联结机制，让村民充分参与乡村夜间经济，让农产

品销售也变成高频销售。祖国大江南北，各式村落

各有千秋，点亮乡村夜间经济，将让乡愁浓起来，为

诗画田园披上浪漫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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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第九批援藏工作组帮

助西藏日喀则市定日县扎西宗乡

打造了“珠峰小镇”。图为“珠峰

小镇”广场。

（上海援藏联络组供图）

图图①① 济宁市微山县南阳古镇景区济宁市微山县南阳古镇景区

周围碧水环抱周围碧水环抱，，古运河从中间穿镇而过古运河从中间穿镇而过，，

形成了形成了独特北方水乡景观独特北方水乡景观。。

张张 磊磊摄摄（（中经视觉中经视觉））

图图②② 游客乘快艇在枣庄市滕州微游客乘快艇在枣庄市滕州微

山湖红荷湿地景区游览山湖红荷湿地景区游览。。

刘刘 军军摄摄（（中经视觉中经视觉））

①①

②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