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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 花 灼 灼 产 业 兴桃 花 灼 灼 产 业 兴
本报记者 赵 梅

“ 在 那 桃 花 盛 开 的 地 方 ，有 我 可 爱 的 家

乡”——曾流传于大街小巷的歌曲《在那桃花

盛开的地方》，充分展示了被誉为“中国鲜桃之

乡”“中国优质白凤桃生产基地”的甘肃省兰州

市安宁区“桃产业”发展的魅力。

“桃文化搭台、唱经济大戏”。近年来，安

宁区深入推进“十里桃乡”再造工程，突出品牌

保护，致力保持桃园面积，促进农业与旅游业

有机融合，做足做好“桃产业”发展文章，推动

“桃品牌”资源不断发展扩大，“桃产业”收入节

节攀高。

再造“十里桃乡”

桃红柳绿，鸟语花香。走进甘肃省兰州市

安宁区安宁堡街道的桃林，一树树绚烂的桃花

营造出春日的美好景象。

4 月中旬，以“相约桃乡安宁 在那桃花盛

开的地方”为主题的 2023 年第 40 届兰州桃花

会开幕仪式暨招商引资项目签约仪式，在兰州

市安宁区仁寿山举行。

兰州桃花会始于 1984 年，从最开始的单纯

观景赏花发展到如今集文化交流、旅游推介、

招商引资于一体的综合性节会。此次桃花会

在观景赏花的同时，以文艺演出、非遗展、美食

嘉年华、田园体验游等多项精彩文化活动展示

了桃文化、黄河文化、丝路文化的独特魅力。

安宁堡曾经桃林面积很大，但随着城镇化

发展步伐加快，桃园面积逐年减少。

“十里桃乡”是安宁鲜明的地域特征，为留

住“美丽桃乡”记忆，安宁区提出再造“十里桃

乡”构想，从完善政策、增加投入、拓展发展空

间、实施保护等方面入手，全力实施桃子“稳

川、上山、进沟”项目，重塑因城市开发而逐渐

失去的桃产业优势。

安宁堡街道有效利用周边 800 亩山地，重

点发展山地桃林，打造“种养游”为一体的有机

白凤桃生产基地，通过利用番坡台、米地沟和深

沟原有山势地形地貌，对原型砂厂取砂后的土

地进行恢复治理，建成有机白凤桃种植基地 760

亩、景观桃园 500亩、定植桃苗 40000余株。

“我们采取‘稳川、上山、进沟’策略，依托安

宁堡原有的1600亩桃园，在山川发展了800亩有

机桃基地，在九合镇插花地发展桃产业 400亩左

右。”安宁区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吴照用介绍。

打造产业集群

在安宁区安宁堡街道农业服务中心精品

园的大棚里，一个个白凤桃长势喜人。

“现在已进入迅速膨果期，再经着色后就成

熟了，最迟 6 月 1 日可以上市。”安宁堡街道农业

综合服务中心精品园负责人刘有硕介绍，大棚

白凤桃的种植对温度的要求很高，有一定的

难度。

刘有硕说，2013 年他们进行了大棚反季节

白凤桃种植试验，2016 年获得成功。在近几年

的不断摸索中，他们总结出了成功经验。大棚

反季节白凤桃不仅可以提前上市，而且品质都

达到了标准。目前，如何降低种植成本并进行

推广是需要解决的难题。

在位于安宁区的范坡台“中国白凤桃示范

基地”，安宁堡街道农业综合服务中心技术员

朱家旭正在察看黄家滩社区村民朱宗培在基

地桃园疏花情况。

“疏果不如疏花，疏花不如疏苗，田间管理

水平最终决定桃子的商品率，所以在早期就不

能让养分流失。”朱家旭说。

今年 66 岁的朱家旭祖辈三代人都种桃，19

岁就开始种桃的他更是积累了丰富的种桃经

验，是安宁堡街道农业综合服务中心聘请的

“土专家”。他在管理白凤桃基地桃园，进行新

品种引进、示范、推广的同时，为桃农发放自制

农药等物资，指导桃农进行科学的田间管理。

提升品质、重塑擦亮“老字号”品牌，是安

宁桃产业发展的重中之重。安宁区在推进桃

园标准化建设的同时，聘请辖区土专家、田秀

才，对桃农进行桃树选种、育苗、树木定型修

剪、田间管理等方面的标准化操作指导。

“安宁‘白凤桃’品牌打出去了，我们的桃

子不愁卖！”种植户朱宗龙种的桃因品质好多

次获“桃王”称号，他有 4 亩桃园，早在成熟前

1 个月，桃子就已经被预订完了。

“我现在也通过线上销售，销往北京、上海、

广州等地。”朱宗龙说，随着安宁“白凤桃”品牌

的不断发展，他的销售版图正在不断扩大。

“我们建成了安宁堡白凤桃产业园。园区

占地 108 亩，有 8 亩设施温棚、100 亩大田，主要

针对白凤桃反季节种植和延长采摘期、提升口

感 等 方 面 进 行 试 验 性 栽 培 。 园 内 现 有 桃 树

6480 余株，历年来共引进新品种 106 个，其中

白凤桃、迟白凤、大久保、白龙等 16 个品种已推

广种植形成桃产业主打品种。”安宁区安宁堡

街道农业综合服务中心主任晏青说。

吴照用说，安宁区正在持续加大桃产业保

护力度，通过不断加强品牌建设，建设现代化

产业园；打造种植、康养、旅游为一体的经济

体，逐步打造“桃产业集群”。

升级乡村旅游

在安宁堡街道云锦苑农家乐后院，桃花正

艳，老板张树凯在忙碌着采购食材。

张树凯的奶奶是桃农，他在桃园中长大。

一次偶然的机会，开出租车的父亲看到了农家

乐发展商机，便办起了农家乐。4 年前，他开始

接手经营这个农家院。

“兰州烩菜、大骨头、糟肉等兰州特色风味

很受欢迎。”张树凯说，因为已经开了 20 多年，

他们吸引了很多老顾客。如今，他也常通过微

信朋友圈等形式推广农家乐菜品。

每到桃子成熟的季节，顾客不仅可以品尝

赠送的桃子，还可以自己体验采摘。

椰子树、凤尾竹等热带植物营造出的东南

亚风情，淘气堡、戏水池、羊驼⋯⋯与云锦苑传

统农家乐不同的是，定位面向年轻群体、装修

别具一格的南门小院农家院一开业就成了网

红打卡地。

“我们精心筹备的泰餐五一期间上市后，

很受欢迎。”南门小院农家院负责人刘正磊说，

他们的餐饮有中餐、火锅、涮羊肉等多种形式，

以川菜和陇菜为主，并根据经营情况，不断开

发新品。

“我们享受到了发展‘桃经济’带来的红

利，邀请更多游客来赏花、逛桃园，让桃乡发展

得越来越好。”刘正磊说，因为是乡村生态游，

除了观赏桃花和假日周末游外，桃子成熟时，

桃农会将一部分桃子放在农家院门口售卖，还

会送给游客品尝，不仅很好地宣传了安宁白凤

桃，还增加了收入。

“我们的农家乐采用‘农园+农户+旅游+

互联网’的运营模式，70%从业人员为本地居

民，解决固定就业人员 2000 余人。在安宁白凤

桃盛产的 8 月，游客数较多，农家乐还为周边高

校 学 生 提 供 勤 工 俭 学 和 社 会 实 践 的 机 会 。”

安宁区安宁堡街道农业综合服务中心副主任

朱家旺说，近年来，他们依托环境优势，大力发

展乡村旅游，成效明显。

为推进“桃经济”和乡村旅游的产业化融

合，安宁堡加快“美丽桃乡”建设，充分发挥安

宁特色桃品牌优势，大力推进农业与旅游业的

深度融合。

“我们充分依托‘桃花会’等节会经济，整

合休闲旅游资源，持续开发以农家乐、生态观

光游览为主的特色旅游产品。”安宁区文旅局

工作人员万梅娜介绍，安宁“农家乐”主打桃主

题特色，吸引了众多游客。

安宁区连续举办了 40 届兰州桃花会，通过

举办桃诗咏大赛、书画摄影大赛、评选桃花使

者、赛桃会、鲜桃采摘节等活动，极大提高了安

宁“桃乡”的美誉度和知名度，推动旅游业全面

发展。

中小城市应差异化做大文旅品牌

万

政

近段时间以来，一批中小

城市成为游客“心头好”。有以

烧烤、螺蛳粉等美食“出圈”的

淄博、柳州，有凭影视剧“圈粉”

的江门、大理，还有依靠英歌

舞、放风筝等文化活动火起来

的潮州、潍坊。不同的路径为

中小城市塑造文旅品牌打开一

片新天地，也同时抛出一个问

题，在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当

下，是否能有更多中小城市做

大文旅品牌？

当前，文旅产业底层逻辑

已经发生改变，从狭义游山玩

水迈向广义文旅融合，从传统

的自然景象、人文景观发展到

万物皆场景、处处皆可游。底

层逻辑的改变，极大地丰富了

产业的想象空间，为更多中小

城市脱颖而出奠定基础。

在通向做大做强文旅品牌

众多道路中，中小城市必须树

立差异化发展思路，在“千城一

面”中回答好“我是谁”，建立独

特的城市形象。我国拥有数千

年的文化历史，广袤的大地上

处处都有讲不完的故事，只要

肯挖掘、善挖掘，一定能找到属

于自己的城市符号。这种符

号是基于城市精神、历史、文

化、资源的独特概括，同时也要

有鲜活的具象表达。

鲜活在于动人。一个城市

的动人之处在于其故事生动，

此间的人与事，决定了消费者

的认知和期待，构成了文化产

品的底蕴和内涵。只有让以城

市形象为根基的文旅产品具有

更强的社会价值和情感触动能

力，才能使其成为连接城市与消费者的桥梁，具备成

长为品牌的前提。在文旅品牌建设过程中，中小城市

要始终紧扣自身特色持续经营，强化政策支持，用小

切口、精服务的运营思路，契合文旅融合新阶段的消

费需求，着力提升吃、住、行、游、娱各个环节的体验，

不断强化品牌辨识度，实现文旅业态、城市发展和民

生建设的多方共赢。

此外，中小城市发展文旅产业，还需要找准发力

点，切忌贪多铺大。实践证明，中小城市往往资源不

足，大拆大建的资金密集型做法风险大、见效慢。许

多地方新建的“仿古街”最终走向冷清，不仅造成了

资源浪费，也破坏了城市原本的文化脉络。在这一

轮的中小城市旅游热中，更多的城市应该学会“花小

钱办大事”，用较少的“硬投资”撬动“软环境”的提

升，把钱花在刀刃上，以人为本，从消费者出发，在

“烟火气”中经营文旅品牌；还要力戒“花大钱办小

事”，真正把资金与政策投入营商环境提升、人文素

质提高等需要久久为功又利于长远的事情，从根本

上筑牢城市发展的基底。

宁海的流量密码
本报记者 郁进东

浙 江 省 宁 波 市 宁 海 县 是

“5·19 中国旅游日”发祥地。400

多年前，一代游圣徐霞客在他的

游记里开篇第一句便写下“自宁

海出西门，云散日朗，人意山光，俱

有 喜 态 ”而 游 遍 中 国 。 自 2002 年

起，宁海县巧借《徐霞客游记》开篇

语已举办 20 届“徐霞客开游节”。如

今，记者再次来到宁海县采访，感受到

旅游市场持续升温的喜人态势。

4 月 15 日至 16 日，在宁海县西门

城楼，中国内地唯一加盟环勃朗峰超级

越野赛世界系列赛的宁海越野挑战赛

举 行 ，4500 余 位 参 赛 选 手 从 这 里 开

跑。宁海城区以及越野赛沿线的部分

酒店、民宿一房难求。

“相比今年 3 月，4 月的入住率提升

较为明显，提升幅度在 10%左右。”宁

海喜来登酒店总经理刘锶旺表示，“有

相当一部分客人在参加完越野赛之

后续住了一两晚。”

“‘越野跑’举办后，来村里旅游

的人也明显多了起来，村里的农家

乐生意也火了起来。”在宁海岔路

镇天河村，村党支部书记娄启余

激动地说，精彩的越野比赛促

进了村里吃、住、行、游等各

方面的消费。

与此同时，“2023 中国·强蛟海钓精英赛暨

浙江省锦标赛”在宁海县强蛟镇举行。众多精

英钓手角逐海上竞技垂钓赛，进一步让宁海的

酒店、民宿、饭店、特产小店等迎来一波旅游消

费热潮，促进了当地旅游经济全面复苏。胡芸

潇在强蛟镇经营了一家餐饮店，平常的营业额

保持在每天 3 万元左右。海钓节的举办，让营

业额翻一番的目标轻松实现了，“生意挺好的，

我们翻台都来不及”。

因体育赛事纷至沓来的“访问量”，极大地

推动了宁海文旅产业发展，其中住宿成为最大

赢家，按照数据估算，宁海各大酒店在近段时间

迎来今年的首个住宿小高峰。“赛事期间，不仅

经济型酒店爆满，而且高星级酒店也几乎满房

状态。”宁海县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正值亚运

年，为了迎接亚运盛会，接下去宁海还将举行

“环中国自行车业余赛”“全国青少年 U 系列英

式 7 人制橄榄球系列积分赛”“长三角滑翔伞邀

请赛”“长三角龙狮争霸赛”等大型赛事，进一步

提高餐饮、住宿、交通、旅游、展厅销售等方面的

经济效益，提升宁海旅游的知名度、美誉度。

“石头古村”轻奢音乐节、露天天幕烧烤、

自驾房车体验⋯⋯宁海县许家山房车露营公

园吸引了百余名来自长三角地区的自驾游爱

好者，他们以巡游形式游览了宁海前童古镇、

西门城楼、伍山石窟、十里红妆博物馆等网红

景点，体验轻奢露营音乐会，打卡“宁海式”微

度假生活。

这是宁海布局“露营游”新场景带来的热

效应。随着市场持续回暖，宁海县聚焦“谁来

玩”“玩什么”“怎么玩”，推动消费群体扩面、消

费供给提质、消费环境完善，从打造“风景”转

向打造“场景”，进一步激活消费潜能，促进旅

游市场复苏回暖。

吸引大量客流的不仅是许家村，宁海全域

场景合力形成了一股引力。雁苍山旁“小羊皮

洞瀑布”的古装大片攀上抖音热搜，一市虎头岩

风车营地节日期间一席难求，畅享冰雪之趣的

第一尖雪山欢乐谷让游客过足雪瘾，“赏花+露

营”让来强蛟镇骆家坑乡村旅游的游客络绎

不绝。宁海旅游频频出圈，霸占多个社交平台

热榜。

“这里海水特别蓝，风平浪静，是绝佳的海

钓基地。”上海选手俞申武对宁海湾优美的生

态环境赞不绝口。强蛟镇峡山村打造集品鲜、

垂钓、出海休闲于一体的生态休闲游，“蓝湾绿

岛”间的滨海美景和良好海钓鱼情，去年为全

村带来旅游综合收入超 5000 万元。

积极开拓潜在新客源，宁海聚焦学生群

体，做好“旅游+研学”。联合院校、企业、村社

打造国际研学基地、非遗研学体验馆、田园综

合体，开发乡根探寻之旅等研学产品，举办农

事体验类研学活动，增强研学魅力。如桑洲南

与舍民宿开设“南山文化讲堂”，已接待中小学

师生、家长 7000 余人次。聚焦美食群体，做足

“旅游+珍鲜”。摸排美食资源和地方菜系，统

筹商务、餐饮协会、酒店推出霞客宴，与前童豆

腐宴等共建“霞客宴+乡镇特色菜”品牌，邀请

美食群体尝鲜推广。

连续举办 20 届的“徐霞客开游节”，是宁海

精心烹制出的一道旅游盛宴。今年的第二十

一届徐霞客开游节以“美好中国，幸福旅程！

天下旅游，宁海开游！奔赴山海，喜迎亚运！”

为主题，设置了“霞客开篇”“全域开游”“文旅

开市”“惠民开享”“火热开赛”共五大板块近 20

项活动。

此外，宁海精心打造前童行会、胡陈桃花

节、岔路葛洪文化节等 50 余个特色节庆，形成

了“春赏花、夏品果、秋运动、冬养生”以及“东

美食、南民俗、西温泉、北滨海”的品牌节庆体

系。节庆活动数量之多、内涵之丰富、品质之

高，在全国县级城市中屈指可数。众多节庆年

均为宁海带来游客 800 万人次以上，带动消费

约 80 亿元。

截至去年，宁海全县共有 447 个“微改造、

精提升”项目竣工，这些项目串珠成链、以线带

面，推动乡村风情、滨海运动、森林温泉、古镇

养生、都市核心等旅游板块全域扮靓，让“一处

美”变成“处处美”，实现了宁海旅游业高品质

提升和高质量发展。

本版编辑 李 静 美 编 王子萱

游客在宁海县前童古镇体验当地游客在宁海县前童古镇体验当地““十里红妆十里红妆””

嫁女习俗嫁女习俗。。 蒋蒋 攀攀摄摄（（中经视觉中经视觉））

游客着汉服在安宁区仁寿游客着汉服在安宁区仁寿

山生态文化旅游景区内游览山生态文化旅游景区内游览。。

（（安宁区委宣传部供图安宁区委宣传部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