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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 水 黎 乡 在 等 你
本报记者 潘世鹏

昌化江、木棉花、船形屋、棋子湾、沙滩

林，是游客到海南省昌江黎族自治县游玩不

可错过的美景。昌江这个藏在“深闺”的旅

游目的地，以其独特的地理条件、人文环境，

越来越让外界对它充满向往。

曾经的昌江交通不便，旅游景区开发

不足，一度制约了旅游经济的发展，这片美

丽的黎族秘境并没有给当地群众带来丰

盈的收入，反而因为交通不便、信息闭塞

成为海南旅游经济的后发地区。

要吃旅游饭，必须得开门把游客留

下来。在海南自贸港建设的大背景下，

昌江因地制宜、因势利导，大力推进全域

旅游示范区建设，富有黎乡特色的“山水

昌江”品牌越擦越亮，成为海南旅游的后

起之秀，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走进这

片神秘土地。

四季客来

高大的枝丫上，一片树叶都没长，一

朵朵木棉花却如火般绽放，一簇簇花朵将

木棉树装扮得分外艳丽多彩，成为早春原野

上的一道亮丽风景线。溪水边、梯田里、山

坡上，一株株木棉树争相绽放。

每年元宵节刚过，在外地还是寒风凛冽

的时候，昌江的木棉花却已早早盛放。

刚刚过去的一个木棉赏花季，在昌江七叉

镇尼下村的木棉红观景码头，大巴车、小轿车

载着各地的游客停满了景区停车场，每天都要

工作人员指挥交通才能疏导出行。曾经名不

见经传的山角落，在木棉花的品牌影响力带动

下，成为海南旅游的新地标。

“你看，那座山从东面看就像一个仰天

长啸的老虎头，所以山名就叫虎头岭。”4 月

2 日，尼下村党支部第一书记蒋拥文在游船

上客串了一回导游，绘声绘色地给记者介绍

自然景观。“以往，游客来昌化江就是奔着木

棉花来的，现在这里的山水美景也开始成为

游客的最爱。”

泛舟江上，赏热带自然景观，品黎族风

土人情，成为来到昌化江的一大新玩法。“以

前游客少，昌化江只有两艘大点的燃油船。

现在游客数量猛增，村里投入 150 万元乡村

振兴资金购置了几艘电动船，既美观又环

保，还能带动村集体经济发展。此外，民宿、

咖啡店等配套设施也有了，景区管理也越来

越规范化。”蒋拥文说，“以前昌化江只是打

造一季赏花旅游，花谢了游客也没了。自从

打造四季景区后，一年四季都有游客来。”经

过多年发展，“春赏木棉红、夏品芒果香、秋

游棋子湾、冬登霸王岭”已成为昌江旅游的

亮丽名片。

“棉山野宿”是昌化江畔一家新近开业

的民宿，工作人员张之栋告诉记者，民宿共

有 8 间房，今年正月初一试营业，节假日都是

爆满，平时来度假的游客也很多。“这里风景

好，加上木棉花这个景区‘符号’，来过的游

客都喜欢到这里看山看水看木棉花，体验这

里的星空露营，感受不一样的旅游。”

在宝山梯田景区，竹编老艺人符建清在

景区开设的工艺摊前展示着竹编技艺，每每

有游客前来咨询，老人总是耐心热情地介绍

竹编技术，“可别小看这个篮子，大的要编一

个月，小的要编四五天。这种纯手工编织篮

子很受游客喜欢”。

在昌江各大景区景点，像符建清老人一

样依托景区景点就业的村民还有很多。

看海经济

看海，已成为国内外游客来海南旅游的

首选。

除了海口、三亚，昌江也是来海南看海

的极佳旅游目的地。

棋子湾位于昌江西部，以礁石如棋盘、

鹅卵石似棋子而闻名。海湾岸线长 20 公里，

呈 S 形状，由大角、中角、小角组成。海岸线

一半为石林，一半为沙滩。海水清澈见底，

细软而宽阔的沙滩绵延 10 余公里，是冲浪游

泳、沙滩运动、露营等户外活动的好去处；海

岸奇石林立，形态各异的天然石景观遍布海

湾，是徒步探险、婚纱摄影的热门景点；夕阳

西下，可以欣赏到中国最奇美的日落景观。

去过昌江棋子湾的人，几乎没人不惊叹这里

的造化神奇和自然天成。

来自呼伦贝尔的游客崔红霞对海南情

有独钟，自从到昌江看过棋子湾后，几乎每

年都会特意赶来看看。“这里真的很美，而且

还很安静，在这里能看到不一样的落日和沙

滩，不虚此行。”慕名来棋子湾观看落日的还

有不少游客及摄影发烧友。每天傍晚，他们

纷纷拿出“长枪短炮”，记录下如画般的海上

落日美景。

在最大程度保护好原生沙滩和海防林

的基础上，如何让“看海”成就旅游经济？昌

江这几年加大了“看海+”业态的谋划，让文

旅融合文章越做越深。

去年 3 月，湖南卫视《向往的生活》节目

组来到昌江海尾镇沙渔塘社区拍摄，让这座

小渔村站上了流量风口，曾经默默无闻的海

边渔村成为游客慕名而来的“网红村”。

“坐在沙滩边，听听轻音乐，喝点小酒，

别有情趣。”为更好服务接待游客，海南盛蓝

文旅公司在沙渔塘社区打造起文旅产业全

新业态。节目组拍摄用的小木屋别样精致，

仅有的 4 间房吸引了众多年轻游客争相“抢

住”体验，酒吧帐篷将沙滩一角点缀得格外

时尚。该公司经理王山告诉记者：“我们项

目于今年年后试营业，一直都是满员接待。

来沙滩游玩的游客每天有上万人，特别热

闹。相信随着旅游经济的复苏，这里的旅游

将会更热门。”

山海联动

昌江除了有海，还有山。山海联动，成

为昌江旅游业的新“王牌”。

王下乡曾是昌江最偏远的乡镇，贫穷、

落后曾是它的“代名词”。如今，昌江充分挖

掘王下乡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资源和黎族

特色文化优势，开展王下乡“黎花里”文旅小

镇 建 设 ，3000 多 名 当 地 村 民 吃 上 了“ 旅 游

饭”，农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

“现在来这里的游客很多，特别是周末，

村里的民宿更是一房难求。”王下乡党委书记

杨荣辉笑着说。作为王下乡“黎花里”文旅小

镇中的一站，浪论村搭上昌江旅游产业发展

的“顺风车”，近几年到该村观光的游客络绎

不绝，村民们也因此开设了民宿、山兰酒作

坊、黎家生态餐厅、咖啡驿站等配套设施，在

家门口吃上了“旅游饭”，日子越过越甜美。

在昌江聚源花卉基地，葵花、格桑花、三

角梅、百日菊等各色花卉成片绽放，美不胜

收，每天都会吸引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在花

丛中拍照留念。

“基地目前都是免费旅游，希望为基地

积攒人气，努力打造昌江新的旅游目的地。”

聚源花卉基地办公室主任吕伟说，今年是基

地第三年开放格桑花海供游客赏花，今后还

要不断更新品种，才能将游客留住。基地计

划打造集观光旅游于一体的四季有花、四季

有香、四季有果、四季有绿的综合花卉园。

近年来，昌江努力实现热点变卖点，流

量变销量，人气变财气：加强旅游基础设施

建设，修建了山海旅游公路并完成了“白改

黑”，实现了山海相连的交通基础建设，加大

了旅游景区、栈道、停车场等公共服务设施

建设，逐步完善旅游基础设施，让游客到得

了、停得下来；提升旅游产品体系建设，推出

野奢露营、山野乡居、低空飞行、海钓比赛、

棋牌赛事、水上集市、农夫市集等活动，在

游、娱、购上下功夫，为游客提供丰富的旅游

产品，满足游客的消费需求，让游客留下来。

探索体育产业促乡村共富路径
本报记者 黄 平

地处浙江天台山的飞腾峡运动营地漂

流项目，是台州市漂流网红打卡地。风光秀

丽的漂流两侧，奇石林立、瀑布倾泻。海拔

900 米的高山泉水，极速冲刺而下，山水从

头灌入，让体验者感受到水上过山车般的动

感刺激，被誉为“山泉上的越野”。

飞腾峡漂流是天台县平桥镇峇溪村依

托山水和地理优势，瞄准乡村休闲体育市

场空白打造的一个运动休闲项目，全

长约 3 公里，总落差 128 米。村口的

闲置建设用地也由此盘活，打造成

一座既强身健体又能致富增收的

运动休闲乐园，填补了天台县

休闲体育乐园空白。

乐园引进卡丁车、摇摆

桥、旋转自行车、攀网、人力

过山车、蹦蹦床、溜索等多

个儿童游乐项目，2022 年

营业额超过 200 万元。同

时，村里设立了“体育扶

贫基金”，将该项目收益

的 5%无偿分红给低收入

农 户 。 峇 溪 村 也 从 原 来

的偏远贫困村，变为活力四射的体育特色

村、网红村。

峇 溪 村 的 变 迁 ，是 天 台 县 做 优“ 体

育+”，实现运动振兴乡村、体育助力共富的

缩影。

近年来，天台县把乡村旅游发展作为促

进共同富裕的着力点，每年拨出 2000 万元

全域旅游资金用于发展乡村旅游，出台《乡

村 旅 游 高 质 量 发 展 推 动 增 收 致 富 实 施 方

案》，探索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新路子。一

些乡镇依托自身优势，独辟蹊径培育体育品

牌，推出山区特色文旅项目。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石梁镇发挥冰雪

天然优势，打造“高山运动休闲小镇”。2021

年建成并运行绿城·天台山雪乐园，目前已

成为带动冰雪运动的强力引擎。当年，石梁

镇还成功举办第十三届天台山石梁避暑节

暨首届天台山冰雪节、第二届省生态运动会

冰雪嘉年华、冰雪进校园等系列活动，与冬

奥会同频，激发冰雪运动热潮。

依托天台山雪乐园资源，开发出拥有广

泛受众的“享滑雪魅力+探雾凇秘境+访石

梁冰瀑”组合休闲游，同时还拓展了运动休

闲旅游产业模式。石梁镇还推出冰雪运动、

徒步、登山、骑行、健身气功、森林探险、溯

溪、瀑降、瑜伽等多样化运动项目，打造了赛

事级、体验级、休闲级 3 种不同难易程度的

群众户外运动。

“这些休闲体育活动最大的特点就是以

带动全体村民致富增收为目标，带动村民在

家门口就业、村集体增收。”天台县委宣传部

副部长王绍沪说，峇溪村主动对接乡贤企业

天台荣升旅游发展公司回乡投资，发动村民

“自愿入股”，形成“乡贤投资+村集体参股+

农民持股”的模式，即乡贤公司投资 60%，村

集体以土地资源入股 10%，120 户村民每户

投资 1 万元占股 30%。项目建设完成后，农

民既可持股又能创收，每年接待游客近 10

万人次，为农户创造股权分红收入近 60 万

元，直接带动 70 多人实现就业。

据悉，在飞腾峡漂流、峇溪水上乐园、峇

溪谷运动乐园等一批特色体育项目基础上，

峇溪村又相继建成笼式足球场、全长 3500

多米的登山游步道、乒乓球馆、凤凰古道等

体育场地，进一步完善体育产业链，满足村

民锻炼、游客游乐的需求。

天台县委书记杨玲玲告诉记者，做优

“体育+”关键是要“一体化”推进融合惠民，

真正让体育成为共同富裕路上“全民健康的

基石、产业发展的支柱”。

一 是“ 体 育 +IP”，品 牌 助 富 树 立 新 风

尚。按照“政府主导、体育委员牵头、社会参

与”的原则，突出项目抓手，以项目树品牌，

开展乡镇、村居特色体育品牌培育，打造“一

乡一品、一村一品”系列特色 IP。

二是“体育+治理”，组团帮富构建新格

局。实施“以强带弱，联动帮扶”模式，以重

点村“传帮带”辐射周边村，推动片区均衡发

展，合力推进群众体育服务水平再提升。

三是“体育+产业”，造血创富产出新成

果。立足资源禀赋，发挥乡村体育委员纽带

作用，以农文旅体融合，推动山水资源转化为

“活力经济”，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如峇溪村

体育委员会协助引进峇溪综合户外运动休闲

项目，为该村提供就业岗位50余个，2022年直

接创收超 500 万元，村集体收入超 100 万元；

后岸村举办全国气排球交流活动、全国门球

争霸赛等大型赛事，成为引流聚客的重要渠

道，每年为村里带来 500 多万元收入。

“五一”小长假，消

费者出游热情高涨，旅游

市场快速复苏。在消费活力

迸 发 的 同 时 ，行 业 乱 象 也 随 之 出

现，比如，有些飞机、酒店、餐饮价格暴

涨，还有民宿为了涨价恶意毁约。此前

受疫情影响，旅游市场低迷，商家想通过

此次假期快速“回血”，心情可以理解，但

若不顾长远“狂捞一笔”，不仅影响消费

者体验，扰动市场秩序，也伤了自身发展

的根本。当前经济复苏良好态势来之不

易，需多方发力、共同呵护，打造健康有

序的旅游消费市场，为推动高质量发展

注入强劲动力。

以虔诚之心守护经营之道。对于价

格暴涨、恶意毁约的乱象，有人调侃，相

关商家这是抱着“三年不开张，开张吃三

年”的心态。面对疫情后迸发的游客需

求，抓住机遇追赶业绩无可厚非，但游客

多了就肆意涨价甚至毁约的失信行为是

不可取的。毕竟一旦根据现有价格形成

了订单，就意味着双方契约的达成，而基

本的契约精神是企业生存的基础，在任

何利益面前都不得随意放弃和违背。最

近爆火的淄博，之所以能让烧烤的流量

持续发酵和生根，靠的正是“诚信经营”，

正如商家所说：“我们做长期生意，缺斤

短两我们不干。”在旅游业全面复苏的当

下，抓住复苏的机遇，将守信、品质作为

根本，做长期生意，才是相关行业应该遵

循的基本原则，切忌为了几粒芝麻，丢了

自 家 声 誉 ，坏 了 城 市 品 牌 ，毁 了 经 营

根基。

以严明制度规范市场秩序。据了

解，各大旅游平台均有对商家毁约的惩罚制度。但为何部分商

家宁愿被罚款，也要坚持毁单？本质上还是惩戒力度不够，毁约

付出的代价和涨价带来的利润相差甚远，才会让一些商家有恃

无恐。对此，平台应对存在违规行为的商家加大惩戒力度，绷紧

守规经营这根弦。对于地方文化和旅游监管部门而言，一方面

要有限制假期过度涨价的相关规定，维护本地的旅游形象；另一

方面要对违约、失信企业给予相应的处罚，避免毁约事件蔓延，

影响本地旅游复苏发展。仍以淄博为例，在该城市刚刚通过烧

烤引发全国关注时，当地就及时强调，“谁砸我们的锅，就砸他

的碗”，以坚定决心持续搞好营商环境。

以主人翁意识呵护旅游市场。打造健康有序的旅游

消费市场，人人有责。对于消费者来说，一方面要加强自

身权益保护意识，对于违法违规商家不纵容、不隐忍，以正

规途径维护自身权益。另一方面要自觉维护良好的旅游秩

序，弘扬文明旅游新风尚。关注出行安全，不前往缺乏安全保障

的区域旅游。注重消防安全，严格遵守防火相关规定，不在易燃

物聚集地或有防火提示的地方吸烟、烧烤或者使用明火。谨慎

参与高风险旅游项目，不做可能危及自身及他人安全的举动。

中 国 旅 游 研 究 院 近 期 发 布《 中 国 旅 游 经 济 蓝 皮 书

（NO.15）》，预计 2023 年国内旅游人数约 45.5 亿人次，同比增

长 73%。当前，旅游需求在假期集中释放，相关各方应抓

住机遇着力完善供给，在营造健康的旅游市场环境

上下大力气，为快速升温的中国经济加一把火。

旅游业复苏更需诚信经营

杜秀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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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台州市天台县的市民和游客在天台飞腾峡景区体验漂流浙江省台州市天台县的市民和游客在天台飞腾峡景区体验漂流。。

王华斌王华斌摄摄（（中经视觉中经视觉））

游客在海南昌江的木游客在海南昌江的木

棉树间棉树间留影留影。。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金良快金良快摄摄

海南昌江航拍全景图海南昌江航拍全景图。。

（（视觉中国视觉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