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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州国家农业公园”在京举行共建签约仪式

本报讯 2016 年 12 月 29 日，安

徽黄山市徽州区人民政府与道生旅

游控股集团共建“徽州国家农业公

园”战略合作协议签约仪式在北京

举 行 。 国 家 发 改 委 、农 业 部 、国 家

旅 游 局 有 关 司 局 领 导 ，农 林 、旅 游

及 规 划 设 计 专 家 近 百 余 嘉 宾 出 席

签约仪式。

据介绍，徽州国家农业公园初

步选址位于徽州区潜口镇东山村，

拟规划面积约 1 万亩。公园将挖掘

整合该区域现有资源潜力，以构建

国 际 旅 游 度 假 、生 态 农 业 、休 闲 观

光、健康养生于一体的现代新农业

旅 游 区 为 目 标 ，形 成 有 人 文 、有 特

色、有效益的“吃、住、行、游、娱、购、

体、疗、学、悟”休闲养生产品。

出席仪式的相关专家指出，国

家 正 在 大 力 发 展 休 闲 农 业 和 乡 村

旅 游 。 徽 州 国 家 农 业 公 园 建 成

后 ，将 对 黄 山 市 社 会 发 展 和 现 代

农 业 转 型 发 展 起 到 强 大 促 进 和 引

领 作 用 。 道 生 旅 游 控 股 集 团 董 事

长 戴 景 明 谈 到 ，徽 州 国 家 农 业 公

园 是 文 旅 农 旅 结 合 的 理 想 模 式 ，

可 有 效 带 动 县 域 经 济 发 展 ，提 升

县 域 农 业 竞 争 力 。 黄 山 市 副 市 长

李 高 峰 表 示 ：黄 山 市 将 秉 承“为 投

资 者 着 想 ，帮 投 资 者 盈 利 ，促 投 资

者 成 功 ”的 宗 旨 ，以 最 大 诚 意 ，尽

最 大 努 力 ，为 项 目 建 设 提 供 最 优

质 服 务 ，营 造 最 优 越 的 发 展 环 境 ，

全 力 保 障 徽 州 国 家 农 业 公 园 顺 利

实施。 （谭超芳）

2017，不一样的文旅视界
邢晨声

作为一个小小的窗口，“文旅视

界”以自己独特的思考和真诚的情

怀给了 2016 年一个满满的自信。尽

管起步蹒跚、常见局促，但毕竟以一

份真诚和不一样的观察映照和放大

着这个精彩的世界，解读了文化与

旅游那全新的视点和状态，留给了

我们带着思想温度的感怀。年根岁

末，我们知道没有结束的释然与放

松，只有继续的期待和展望，当然，

这点希望是读者奖赏给我们的，我

们必须继续。无论是对文化旅游融

合的全新产业世界的拓展，还是作

为产业前沿舞者的舞台期待，或者

是我们对散发着纸香墨香的那份纸

媒记忆的信赖与坚守，我们依然会

把带着对世界感恩的思想和理解不

断地传递给世界，我们坚信：2017 一

定又是一个不一样的年份。

回望 2016，文化这个话题越来越

让我们倍感鼓舞。密集的文化政策

的出台和涌动在神州大地的文化产

业发展激情，让我们国家的战略发展

体系发生着跨时代的变革。文化成

为国家话题、民生主题、专业课题，无

论是“十三五”规划的定位，还是总书

记文艺座谈会讲话，投射出的都是充

满文化自信的信号。这是因为，文化

不仅仅是我们灵魂的充实和自信，而

且还是我们生活的快乐与富足。而

于国家，文化成为精神的支撑，成为

我们与世界对话的底气，那份尊严、

那份从容、那份优雅、那份淡定，让世

界在这个年度对中国的崛起肃然起

敬。2016 文化、旅游、创新、创意、数

字化、互联网，成为出现频率很高的

热词，文化让我们每个人存在感十

足，我们的生活每时每刻都在与文化

相遇、与文化碰撞、与文化融合，于是

我们感到每天的精彩不断，这个世界

精彩不断。文化的激情成为我们生

活的激情，文化的力量就是我们生命

的力量，于是我们关注中央党纲国政

的宏伟战略，关注“一带一路”的鸿篇

巨制，关注“互联网+”的产业活力，

关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民生激

情，关注 G20 峰会的中国风采，关注

整肃党风之后的清风正气，关注全域

旅游带来的系列思考。我们同样注

目于南海争端、萨德入韩、股市涨跌、

美国大选、台风肆虐、楼市拐点、影院

票房、食品安全、女排夺冠等等，似

乎文化激活了我们每一根神经，让

我们在激情与理性中寻找和定位我

们的价值观，我们对这个世界瞪大

探索的眼睛，兴致勃勃寻找了解世

界 、丰 富 生 活 的 话 题 ，这种关心都

是催生文化发展的理由。回想 2016

给我们的自信，是因为我们做到了

对每一天的认真坚守，在时间的卷

轴上挥洒出翰墨丹青般的精彩，是

我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执着，把

自己手头的事兢兢业业做好，没有

遗憾。我们让自己生命的脉动和着

时代的节律，让我们的思想融入这场

惊天动地的伟大变革中，这正是我们

这个民族血脉不断的传承。

意犹未尽的 2016 就这样悄然与

破门而入的 2017 做了交接，交接的

无声无息、了无痕迹。生活如常，却

在有序的铺排中延伸着新的希望和

更深的期待。也许是这个信息化时

代打破了惯常的时空概念，我们已经

不需要太多的铺垫，在键盘点击与

视屏的搜索中定位自己，在微信互

动与电子支付中消费着思想，在足

不出户、手盈方寸之间实现 运 筹 和

把控。文化让这个世界日新月异，

也 让 我 们 在 瞬 间 穿 越 时 空 日 行 千

里 。 我 们 的 思 维 模 式 和 生 活 方 式

都已改变。走进“创意时代”，2017

注定是一个令人期待的年份，我们

会共同参与对这个新的年份的注解

和定义。我们兴奋是因为我们肩负

了不一样的责任，我们期待是因为

我们具有了不一样的实力。2017，

注定是生命中的唯一，值得我们倍

加珍惜。

前些日子去江苏镇江采访，抵金

山寺暮时，雪花横飞。次日清晨，再

到西津渡，便是冬日暖阳了。看来，

西津渡的好客，是“天若有情”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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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不废，渡口隽永。有人说，

西津渡是一座天然的历史博物馆，每

一处建筑都镌刻着历史印记，都是研

读镇江这座文化名城的关键所在。

西津渡古街位于镇江城西云台山麓，

依山临江凿栈道而建，一条不足千米

的古街闪亮着工匠精神，足可以让人

整整走上千年，看到千年。西津渡现

离长江有 300多米远，起始于六朝，唐

代 曾 名“ 金 陵 渡 ”，宋 代 后 称“ 西 津

渡”。规模空前的“永嘉南渡”，北方流

民有一半以上是由此登岸。东晋隆安

五年，农民起义军领袖孙恩率“战士十

万，楼船千艘”由海上直抵镇江控制

西津渡，切断南北联系并围攻晋都建

业（今南京）。公元 684 年，唐高宗李

治驾崩，皇后武则天临朝称帝，徐敬

业、骆宾王等在扬州发动武装暴动，

兵败后徐、骆等渡江“奔润州，潜蒜

山下”，在此写下千古檄文《为徐敬

业讨武曌檄》。宋代这里是抗金前

线，韩世忠曾驻兵蒜山抗御金兵南

侵。宋熙宁元年 （1068 年） 春，王安

石应召赴京从西津渡口登岸，壮士一

去不复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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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 望 青 史 ，古 江 南 的 倩 影 在 哪

里？亦是“文学嗜好”使然，我发现西

津渡曾有李白、孟浩然、张祜、王安

石、苏轼、米芾、陆游等很多文人骚客

驻足，连大旅行家马可·波罗也曾在

此候船登岸。宋代陆游遍游名胜古

迹，伫立西津渡时对每日运送上千兵

源感叹不已。宋代王安石从西津渡扬

舟北去，舟掠瓜洲，吟诵出经久不衰的

《泊船瓜洲》：“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

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

照我还。”从古到今，西津渡扮演繁华市

井角色，招呼南来北往的游子、商贾、官

宦，査慎行“舳舻转粟三千里，灯火沿流

一万家”写不尽镇江繁华。更有清代

诗人于树滋所叹“粮艘次第出西津，一

片旗帆照水滨。稳渡中流入瓜口，飞

章驰驿奏枫宸”，难以描绘西津渡人

来舟往繁忙景观，只有暗暗维系那数

代王朝经济血脉的通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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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街不远处，“镇江英国领事馆

旧址”孤独支撑，高高石阶上铁栅栏

门紧锁，人去楼空，殖民主义幽灵早

已逃遁，但很多游人仍希望能走进去

纵览，看看“日不落帝国”凭啥奴役蹂

躏了一个东方文明古国？转过两道

弯，展现在眼前的就是全国唯一保存

完好、时光久远的过街石塔。该塔建

于元代，高 5 米，分塔座、塔身、塔颈、

塔顶，呈亚字形，上刻有佛门八宝。

狭窄小街上，来往行人每每从塔下经

过，便经历一次顶礼膜拜。石塔左侧

门洞是观音洞，右侧是救生会。城隍

庙戏台坐南朝北，紧紧依偎着云台山

麓的石壁，远看仿佛镶嵌石壁之中，

正面却有着强烈向外舒展之势，不为

陡峭山势所羁绊。戏台为二层单檐

歇山顶，三面飞檐。每到周末，常有

民间剧团在这里演出淮剧，吸引许多

戏迷票友和游客来此观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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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入时光隧道，西津渡历史跨越

千年。因渡而生，多元聚合，人文荟

萃。古渡文化是津渡文化的基础和

前提，由此衍生出了以济度救生、平

安和谐为核心价值的津渡文化。融

合以义渡局、救生会为代表的救生文

化，以观音洞、超岸寺、铁柱宫为代表

的宗教文化，以江南民居、宗教建筑、

西洋建筑、民国建筑等多元聚合的渡

口建筑文化，以宝盖山、云台山、长

江、运河为主题的山水文化等，西津

渡作为古代津渡文化保护区成了镇

江文物古迹和文化胜迹保存最多、最

集中、最完好的地区，是镇江“文脉”标

志。街区内现存有昭关石塔、英国领

事馆旧址、西津渡古街 3 个国家级文

保单位，观音洞、救生会、待渡亭、超岸

禅寺等 14个省市级文保单位，充分体

现着津渡文化、租界文化、民国文化和

工业文化 4个不同时代的历史文化层

面，展示着镇江古城的个性风貌和发

展脉络，是城市文化特色最集中的体

现，名副其实的“中国古渡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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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街青石板路面上那深深的车

辙，一条条中间带着凹槽的青石板顺

着石阶方向蜿蜒而去，这是以怎样的

洪 荒 之 力 勾 勒 江 南 古 渡 的 斑 驳 沧

桑？当年一派繁荣兴旺景象背后，则

是推着独轮车的劳工汗流浃背吃力

地在石板路上日夜躬行！错落有致

的建筑，多为明清遗迹。翘阁飞檐、

青砖雕花、斑驳柜台、杉木板门、众多

古迹、古朴生态、淳厚民风、诱人美食

“锅盖面”等等，无不让人有乡愁“重

重复重重”之感。对新潮的青年游客

来说，觉得西津渡文艺气息已盖过古

风遗韵，更适合小资情侣在午后暖阳

中喝杯卡布基诺，吃块英式甜点，度

过一个悠闲的其乐融融的下午。这

里有茶肆、酒吧、诗社、画院、wifi，文

人雅士慢生活的好去处，古街复古自

不待说，古风里也不失网红小清新

呐！“渡客酒吧”乃以茶会友，其宣言

“宣”得好：“不要承诺，不要誓言，只

要一杯茶的温度”！逛一逛，古街上

的小饰品买点什么好呢？禁不住买

几件好玩的旅游小物件回去分送友

人。万顺昌老字号 5元状元饼店真有

“揽客意识”，看看上面的涂鸦，都是

手写宣传他家状元饼的知名度，上过

央视二套、《中华遗产》《扬子晚报》，

这饼你还能不买不尝吗？走过一家

乐器小店，一位优雅女子正用十二孔

陶笛吹奏时下流行的《卷珠帘》，声音

婉转悠扬，沁心入胸，悦耳动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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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着保护，久久为功。同行的旅

游界朋友告诉我：西津渡历史文化街

区保护坚持高起点，自 1998年起制定

《镇江市西津渡古街区保护规划》等系

列保护规划，明确规划范围和规划目

标，并编制修建指导项目予以实施。

同时，西津渡历史街区的保护更新通

过货币安置及实物安置方式，降低人

口密度、改善人居环境、统一街区管

理、减少人为破坏。对文物建筑坚持

“保持原状，修旧如旧”的修缮原则；

对历史风貌建筑立足“迁危拆违、保

持风貌”的维修策略；新建景点园区

采取“呼应得当，品相相容”的营造思

路；工业文明建筑采用“保存形态，功

能再造”的操作手法。如今，在西津

渡累计投资已达 8 亿元，修复各类历

史文物建筑 5200平方米，维修传统民

居 4.5 万平方米，完善了街区配套、景

观和亮化工程，街区内修复了许多历

史建筑和展馆。西津渡历史文化街

区 2001年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

太地区历史文化遗产优秀保护奖”，

2008 年获得“江苏省文化产业示范基

地”称号，2010 年荣获全国最受欢迎

的“20 个 世 博 体 验 之 旅 示 范 点 ”称

号。西津渡历史街区未来发展，将南

面环山、北部亲水，规划占地面积约 1

平方公里，保护建筑和规划建设面积

达 40万平方米，其中核心文化区津渡

文化保护区 6.3 万平方米，使西津渡

之“人文”、云台山之“青山”、西津湾

之“绿水”交相呼应、相得益彰，以西

津渡古渡文化为核心，以“一山一湾

一渡三街”为特色文化集聚，一个功

能齐全、配套服务完善的国家级示范

综合旅游度假区，将呈现在镇江城边，

长江之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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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上三竿，我终于读到了那首题

壁诗，是唐代诗人张祐亲笔题写在西

津渡某墙壁上的。诗意境凄美，画面

感极强，与张继《枫桥夜泊》同写“客

愁”，各臻妙境：“金陵津渡小山楼，一

宿行人自可愁。潮落夜江斜月里，两

三星火是瓜洲。”当年康熙皇帝南巡登

上西津渡码头后，在这里驻足休憩，品

茗专赏此诗。俱往矣！古韵犹在，生

机勃兴。不由让人感叹：西津渡是古

老的、历史的，但它又是年轻的、现代

的。每一个置身古街的居民和游人，

沐浴在这冬日温和的煦光暖阳中，不

忘初心，逐梦前行，这是一种多么惬

意的生活，多么美好的享受啊！

本报讯 2016 年 12 月 19 日，由

中国旅游报社主办，浙江省仙居县委

宣传部、仙居县风景旅游管理委员会

承办的“2016美丽中国行”聚焦神山秀

水的仙居大型中央媒体采风宣传推介

活动启动仪式在仙居举行。

启动仪式上，仙居县副县长邵海

丽说，仙居是一块积淀着千古文明而

又充满勃勃生机的厚土，境内有距今

9000多年的下汤文化遗址、皤滩古镇、

石头禅院等。全县森林覆盖率高达

77.9%，有国家级风景名胜区158平方公

里，有5A级景区神仙居等。作为“美丽

中国”十佳旅游县、首批国家全域旅游

示范区创建单位、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

旅游示范县、最佳乡村旅游度假目的地

的仙居，热烈欢迎采风团的到来。

中国旅游报社社长助理吴晓梅

表示，“美丽中国行”大型系列采风活

动得到各地旅游部门和旅游企业的高

度认可，受到社会各界广泛关注。仙

居作为县域旅游的代表，采风团要从

建设精品景区、以文化与旅游融合为

突破建设美丽乡村，形成“精品带动、

多点支撑、产业融合、行业跟进”全域

旅游新格局等多方面给予重点报道。

本次采风是“2016 美丽中国行”

大型采风宣传推介活动第 15 站，启

动 仪 式 后 ，采 风 团 走 进 仙 居 绿 道 、

神 仙 居 景 区 、皤 滩 古 镇 、淡 竹 休 闲

谷 、台 创 园 、上 横 街 、神 仙 居 山 庄 、

德 丰 农 庄 、九 品 莲 庄 等 景 区 ，宣 传

仙居的特色旅游产品和全域旅游发

展经验。 （龙 坪）

本报讯 （记者金晏）2016 年

12 月 31 日，由九九艳阳天红色旅游

有限公司与北京大华国际旅行社

联合主办的《柳堡的故事》红色旅

游推介会在北京举办。

九九艳阳天红色旅游有限公

司董事长朱长茂表示，将以上世纪

50 年 代 拍 摄 的 经 典 电 影《柳 堡 的

故 事》和 剧 中 歌 曲《九 九 艳 阳 天》

为 契 机 ，精 心 打 造 特 色 小 镇 柳 堡

镇和其重点村“团庄”的原生态水

乡 特 色 旅 游 ，努 力 创 建 中 国 最 佳

红色原生态旅游村镇。

宝应县柳堡镇地处江苏扬州

里下河平原，是秀丽的鱼米水乡，

有 着迷人的田园风光。九九艳阳

天红色旅游有限公司将以“珍爱自

然、融于自然”为生态理念，以现代

特色精品农业为主题，以高科技农

业 产 业 为 依 托 ，通 过 自 然 资 源 开

发，人文景观建设，生态农业发展，

将团庄建设成集旅游观光、度假休

闲于一体的多元化绿色生态休闲

观光区。

推介会上，电影《柳堡的故事》

二妹子饰演者、陶玉玲和宝应县副

县长杨洪国、柳堡镇党委书记朱葆

荣先后致辞。陶玉玲希望柳堡镇和

九九艳阳天红色旅游有限公司将红

色品牌文化和水乡生态特色旅游

拓展得更好。电影表演艺术家谢

芳和 150 余名嘉宾出席推介会。

《柳堡的故事》红色旅游推介会在京举办

“2016 美丽中国行”聚焦神山秀水的仙居

石板路上阅不尽历史沧桑

坐南朝北的城隍庙大戏台

古街巷里游人如织

本报讯 新 的 一 年 ，包 括 万

达、恒大、万科、碧桂园、观澜湖等

众多房企进军旅游地产，从开发商

向运营商转型。

去年，恒大集团 500 亿元布局

京北，打造恒大文化旅游城；叫板迪

士尼的万达集团的又一个文化旅游

城在安徽合肥开业。似乎每个大型

房企心里都装着一个旅游梦。旅游

方式由观光型转向休闲度假型，这

一转变为旅游房地产发展带来巨

大市场空间，使得旅游地产已成为

房企发展的新引擎和突破口。

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表示，

旅游是最长寿的投资，旅游投资跟

所有投资一样，都要占用资源，但

是旅游投资有个好处是一 次 性 占

用 资 源 ，因 此 旅 游 是 最 环 保 的 投

资。旅游还是能富民的投资。无

论 是 从 财 政 收 入 ，还 是 从 富 民 角

度 来 看 ，旅 游 投 资 都 是 非 常 好 的

资源选择。旅游投资在中国还有

很 大 的 增 长 空 间 ，是 最 好 的 投 资

领域之一。 （钱 梓）

2017国内大型房企加快布局旅游地产

本报讯 旅游标准化是全域旅

游的专业支撑。国家旅游局去年宣布

推进全域旅游以来，旅游标准化建设

在各个领域顺利推进，取得良好成果。

全域旅游的核心是做大做强

旅游支柱产业，形成市县区域旅游

发展的大合唱。旅游标准化是全

域旅游的助推剂。旅游标准化是

一套有明确工作规范的标准体系，

包括具体内容、施行目标、组织机

构、经费保障、工作机制等。对于

发展全域旅游来说，旅游标准化是

破解发展瓶颈和薄弱环节、实现产

业要素全面提升的重要抓手。

有关专家指出，在统筹谋划全

域旅游时，积极推进旅游标准化的

建设：一是把旅游标准化列为全域

旅游的重要工作范畴；二是把旅游

标准化作为检验各相关部门参与全

域旅游发展的考评尺度；三是把旅

游标准化作为全域旅游发展突破的

工作基础；四是把旅游标准化贯彻

与旅游特色化打造作为全域旅游

提升的和谐两翼。 （曹 敏）

全域旅游呼唤旅游标准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