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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贵州省有关部门对拟确

定的该省第三批“省级旅游休闲街

区”名单进行公示，贵阳花溪十字街

名列其中。

十字街作为贵阳市花溪区传统商

业核心区域，也是花溪区重要的旅游

名片，承载了大多数贵阳市民的历史

记忆。曾因年久失修、业态更新不及

时，十字街的状态与市民游客的期待

存在较大差距。2022 年 4 月，经过改

造升级后的十字街以焕然一新的面貌

重新开放，迅速成为花溪区乃至贵阳

市城景共生的会客窗口、主客共享的

生活空间、激情澎湃的潮玩部落、活色

生香的美食集会，被视作贵阳市推动

“文商旅”融合发展的样本之一。

花溪十字街精彩蝶变的过程，从

侧面说明了老旧街区改造升级是群众

的期待、市场的需要，大有可为，是一

举多得的好事。但是老旧街区改造不

能一味“大拆大建”，不是简单推倒重

来、另起高楼，必须在原有基础上做足

绣花功夫，做到传统与现代兼顾，既要

为城市留住文脉、为市民留住文化记

忆，也要为群众生活改善、经济发展打

下基础。

首先，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老

旧街区改造作为城市更新、推进城镇

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根本目的在于

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

待，因此改造工作在“谁的城市，为谁

更新”的问题上不能站错立场。在方

案设计之初就必须深入街区居民中，

加强调查研究，征求改造意见，充分尊

重群众意愿，动员群众广泛参与，科学

合理规划，使改造过程既符合城市发

展需要，又能方便群众生活，让“老居

民”过上“新生活”。

其次，要为城市留住文脉。老旧

街区是城市历史的见证者，不仅保存

了城市发展的痕迹，更是市民生活的

舞台，承载了大多数人对城市的记忆、情感的寄托。因此，老

旧街区的改造过程要注重延续城市历史文脉，将历史文化、

山水文化与城市发展相融合，突出地方特色，更多采用“微改

造”，以“串点、连线、成片”的街区式改造方式有序推进，加强

设计引领、统筹谋划，让老旧街区记得起历史沧桑，看得见岁

月留痕，留得住文化根脉。

最后，要创新商业形态。大胆采用现代科技元素，塑造高

品质的文化旅游消费场景，推进“文商旅”融合，支持文艺工作

者、非遗传承人传承和发展老街的文化传统与生活方式，发展

文创业态，让它们在现代社会中焕发新的生机。另外，也要通

过举办文化活动、展览和旅游推广等方式“引流”，让更多人走

进老街、了解老街，领略其魅力，体验其生活。

人的一生中有两样东西是永远不会忘却的，那就是母亲

的面孔和故乡的模样。在老旧街区改造中，既要为市民保留

珍贵的文化记忆，又要创造出独具特色的城市名片，有力推

动文商旅融合发展。

我们相信，随着城市有机更新的纵深推进，必将有更多

的老街巷、老社区，将以全新的风貌，再展风华、再聚人间烟

火气。

到东极赏冰乐雪
本报记者 苏大鹏

“屈膝，慢慢往前来，不要着急……”近

日，黑龙江省佳木斯市郊区松花江敖其湾

滑雪场开“板”迎客。在这里，畅玩冰雪成

为居民冬季旅游新时尚。

“我非常喜欢滑雪，一听说今年滑雪场

开业我就立刻过来了。”来自上海的游客林

梓说，此次不是他第一次来东北滑雪，几年

前在领略过冰雪的魅力后，今年再度来到

东北体验深度冰雪游。

“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围绕佳

木斯提出的“中国东极、快乐冰雪”旅游

IP，佳木斯市郊区委、区政府做实集群化、

做优协同化、做亮品牌化，推动松花江敖

其湾滑雪场项目提档升级，同时以该项目

为 牵 引 ，大 力 发 展“ 大 冰 雪 ”“ 大 旅 游 ”

经济。

今年，松花江敖其湾滑雪场基础设施

改造升级，设有 4 条初级、中级、高级雪道，

总长度达 4000余米，开放雪圈滑道、雪地摩

托、戏雪乐园、单板公园等项目，可同时容

纳 300 人进场滑雪。景区配备了餐饮、商

超、沙发休息区，是当地唯一的冰雪旅游、

休闲娱乐服务区综合体，更是佳木斯冬季

冰雪旅游的新名片。

在佳木斯郊区，越来越多的游客在这

里 玩 得 好 、玩 得 尽 兴 ，从“ 头 回 客 ”变 成

“回头客”，进一步促进当地冰雪经济可持

续发展。

12 月 15 日，刚刚结束的“东极之冬，燃

情冰雪”职工滑雪邀请赛，共吸引了来自全

省各地的 77名职工运动员报名参与。参赛

者们凌雪飞扬、勇往直前的风采带动更多

人了解冰雪、参与冰雪、热爱冰雪。

今年冬天，郊区以哈尔滨市获得 2025

年第 9 届亚冬会举办权为契机，趁热打铁、

乘势而行，依托丰富的冰雪资源，大力开展

大众参与度高、娱乐互动性强的“冰雪旅游

百日行动”。同时，滑雪场也开启夜场运

营。当夜幕低垂，滑雪场雪道两侧灯光依

次亮起，洁白的雪道与灯光交相辉映，游客

可以感受不一样的浪漫。

此外，郊区还将陆续开展“汽车拉力

赛”“中小学生冬季研学游”等各类冰雪活

动，拓展开发雪地足球、雪地保龄球等冰雪

体育新业态，持续巩固“带动 3 亿人参与冰

雪运动”成果。

来到郊区，能够感受到的不只是冰雪，

还有独具特色的民俗文化。

“第一次看到鱼皮画，没想到赫哲族文

化这么有创造力。”参观过郊区的佳木斯马

华赫哲鱼皮画展馆后，来自哈尔滨的游客

刘丽感慨道。

在 赏 冰 乐 雪 的 同 时 ，游 客 还 可 以 欣

赏独一无二的鱼皮工艺，品尝赫哲族传

统美食杀生鱼、正宗东北农家饭，观看赫

哲族舞蹈《赫哲鼓韵》《鹿神舞》，聆听弘

扬传统文化孝亲精品歌曲《兰花碗》等。

据介绍，郊区积极探索冰雪经济和文

化产业融合发展新思路，加深了游客对地

域文化特色的认知程度，使游客在旅途中

感受到郊区的别样风采。赫哲故里敖其赫

哲新村、望江新合朝鲜村等民俗村，以及四

丰休闲采摘观光村，靠文旅增收的村屯蔚

然成林。

除此之外，郊区还有玫瑰精油、鹿胎膏

等特色产品。值得一提的是，今年郊区的

梅花鹿、鹿茸被评定为全省首批龙江森林

食物“九珍十八品”品牌产品，为郊区冰雪

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动能。

文 旅 融 合 兴 铅 山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赖永峰赖永峰 刘刘 兴兴

北武夷山下，络绎不绝的游客让

当地民宿产业人均年增收 1.8 万元；千年古

镇石塘，古建筑群和红色文化与旅游产业完

美融合，让当地村集体经济年收入近 100万

元；铅山县城河口，“夜经济”旅游品牌“清补

凉之夏”，仅今年就带动就业 1000 余人，人

均增收上万元……

江西省上饶市铅山县不断放大资源优

势，推进茶、文、旅、康“四位一体”融合发展，

瞄准长三角经济区、海西经济区的旅游消费

群体，多措并举持续打响“走遍千山 还是

铅山”旅游品牌，做旺了旅游经济，大力促进

富民强县、乡村振兴，先后获评“中国最佳文

化生态旅游名县”“中国天然氧吧”“中国茶

叶百强县”等荣誉称号。

美丽颜值转化经济价值

铅山县山清水秀、生态优美、风光秀丽，

地形以山地丘陵为主，山水相接、林荫覆盖，

气候湿润、环境温和，生物种类丰富多样，现

有 森 林 面 积 242.5 万 亩 ，森 林 覆 盖 率 达

74.25%，是“七山半水半分田，一分道路和庄

园”的生态农业县。

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该县在丰富

“吃、住、行、游、购、娱”等要素的基础上，进

一步拓展“商、养、学、闲、情、奇”等旅游要

素，大力发展民宿、文创、休闲农业等业态，

形成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乡村旅游发展

新格局。铅山湖坊镇和紫溪乡每年都举办

芋头节，不但让铅山红芽芋成了响当当的农

产品品牌，还让铅山红芽芋形成了一条从种

植到采收再到深加工的产业链，带动了全县

2.5 万人就业，户均增收达 3000 元以上；太

源畲族乡蟠桃节上，除了蟠桃供不应求，当

地畲民种植的畲菇、蜂蜜、茶叶也一同受到

“追捧”。

与此同时，铅山县还探索出一条“生态

绿+武夷河红茶”的“两山”转化新路径，通

过“政府引导、茶企带动、合作社经营、茶农

入股”的经营模式，做大做强茶产业，打造茶

旅一体化乡村旅游，实现茶农、茶企、茶产业

抱团发展。铅山县河红茶产业发展中心负

责人罗建军说，截至目前，武夷山国家公园

铅山县范围内建设生态茶园面积 6.8 万亩，

年产河红茶 2730 吨，产值达 9.3 亿元，带动

当地茶农人均年增收1.8万元。

“近几年我们投资了 1300 多平方米的

河红茶精深加工车间，购买了 4条智能化生

产线，通过项目实施新增鲜叶 40多万斤，直

接带动农户 400 多户，其中脱贫户 30 余人，

实现每人年增收 3000多元。”铅山县绿和有

机资源开发公司经理江平说。

大山里的生态乡村游也异常火爆。在

政府积极引导下，武夷山镇、篁碧、太源、天

柱山等山区乡村，依托世界双遗产地、国家

公园的金字招牌，大力发展民宿产业，将

“美丽颜值”转化为“经济价值”。目前，仅

武夷山镇民宿、农家乐就达 130 余家，从业

人 员 500 多 人 ，全 年 综 合 收 入 超 过 2000

万元。

以文塑旅推进融合发展

铅山是南唐古邑，县城河口镇是万里茶

道第一镇，更是江西四大古镇之一，天下四

大书院之鹅湖书院、中华灵宝第一山之葛仙

山、国家非遗之连四纸制作技艺、辛弃疾晚

年寓居地……铅山境内人文荟萃，民俗风

情、秀美乡村、美食美景琳琅满目。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坚持以文塑旅、

以旅彰文，推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

为我们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铅

山县委副书记徐彦峰介绍，铅山大力实施以

“文旅融合”为引领的“旅游+”战略，坚持

“以城市旅游为核心、以重点景区为支撑、以

乡村旅游为基础”的全域旅游发展思路，规

划了“红色旅游”“非遗探源”“研学旅游”“休

闲民俗”4条旅游线路，全力推动“旅游+”多

业态深度融合发展。

花鼓灯、乌饭节、蟠桃节、红茶节等各种

节日庆典旅游一个比一个火爆；“辛弃疾文

化活动周”“蒋士铨文学奖”“三月三畲族文

化节”等文化主题活动，以文促旅，相得益

彰。如今，在铅山已经形成了“季季有节会，

月月有活动”的文旅节会体系。

今年 5 月 20 日，由铅山县河红茶产业

发展中心申报的“铅山县生态茶乡·环武夷

山国家公园茶研学之旅”获得 2023 年全国

茶乡旅游精品线路推介。

近年来，铅山县结合“江西铅山武夷

山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地”品牌效应，把

茶文化融入旅游，“以茶促旅、以旅带茶、

茶旅结合”打造乡村生态茶园旅游、茶旅

特色小镇，围绕“茶风情、茶文化、茶养生、

茶景观”四大主题，把茶文化融入特色旅

游体系，探索并挖掘打造“铅山河红茶”核

心文化。以河红茶产业为基础、河红茶文

化为核心的生态旅游目的地正在逐步发

展和形成。

持续培育塑造旅游品牌

11 月 1 日，铅山县在杭州举行“2023 年

武夷山国家公园（江西片区）铅山茶文旅推

介会·杭州专场”活动，文化搭台、经济唱戏，

现场签约项目 14个，涉及文化投资、旅游合

作、红茶销售等领域，合同资金达39.2亿元。

为提升旅游核心竞争力，铅山县全力

培育塑造旅游品牌，大力推进旅游景区品

质提升和品牌创建，着力打造出一批具有

竞争力的国家 A 级旅游景区，并精准开展

旅游宣传营销，综合运用线上推介、事件营

销、目标市场推介等方式，持续打响文旅

品牌。

夜幕降临，江西铅山县葛仙村度假区内

华灯初上，实景演艺、文化体验、美食餐饮等

多种业态一应俱全，游客身着汉服漫步青石

小巷，在灯火阑珊中感受乡村迷人夜色。

葛仙村度假区营销总监马增告诉记者，

景区以东汉末年葛玄在此修行的故事为线

索，将中国传统美学贯穿其中，按照“山上观

光游览、文化体验，山下养生度假、休闲娱

乐”的旅游发展思路，打造一个“仙气”十足

的世外桃源。

“景区通过品牌打造，拉长旅游服

务链条，全方位满足游客旅游消费需

求，让我们有更加充分的理由‘留下

来’。”来自南昌红谷滩区的游客曲倩

影说。

如今，“来葛仙村过几天

神仙日子”已产生巨大的品牌

效应，葛仙村成为名副其实的“江西夜

游文化旅游新地标”和网红打卡地。品牌

响、价值高，葛仙村夜游品牌持续引爆铅山

全域旅游。

铅山县副县长王城辉说，铅山县以全域

旅游发展规划为统领，先后编制《铅山县旅

游发展总体规划》《铅山县旅游产业发展规

划》《葛仙村度假区总体规划》《河口历史文

化名镇保护规划》等文件，构建了从全域到

局域再到项目的规划体系。同时坚持以项

目建设为抓手，建立健全县重点文化和旅游

产业项目库，按照“储备一批、开工一批、建

设一批、运营一批”的思路，全力推进葛仙村

二期（葛仙湖）项目、武夷岭文旅度假项目、

河口明清古镇项目、文和里美食不夜城项

目、环武夷山国家公园康养度假项目、鹅湖

书院改造提升项目等重点项目建设，提升产

业发展整体竞争力。

走一走明清古街，品一品武夷河红，尝

一尝铅山小吃，听一听千古一辩，看一看国

家公园，过几天“神仙日子”……当前，铅山

旅游业正在不断丰富体验度、增强参与性、

延长产业链、提高附加值，呈现出高质量发

展的良好态势。今年1月份至11月份，全县

接待游客 1181 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

93.58亿元。

铅山县委书记危岩说，目前，铅山县正

瞄准长三角经济区、海西经济区的旅游消费

群体，紧盯旅游消费需求，打造全域、全景、

全时的丰富业态，形成城市、景区、乡村共融

共生的“全景铅山”，推动从铅山“景点游”向

“全域游”及“旺季游”向“全季游”转变，持续

打响“走遍千山 还是铅山”旅游品牌，加快

打造长三角经济区、

海 西 经 济 区 群 众

最喜爱的生态

和文化旅游

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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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江西省上饶市铅山县的葛仙山风景区位于江西省上饶市铅山县的葛仙山风景区。。

丁铭华丁铭华摄摄（（中经视觉中经视觉））

位于江西省上饶市铅山县的鹅湖书院位于江西省上饶市铅山县的鹅湖书院。。

丁铭华丁铭华摄摄（（中经视觉中经视觉））

游客游客在佳木斯市郊区松花江敖其湾滑雪场体验冰雪旅游项目在佳木斯市郊区松花江敖其湾滑雪场体验冰雪旅游项目。。

张瀚文张瀚文摄摄（（中经视觉中经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