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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南川藏线”风景道的求变之路

锐观察

风向标

□□ 朱跃武

位于安徽省东南部的宣城市中部

深山里有一条县道，翻山越岭，盘旋上

下，是那个时代人定胜天的杰作。近些

年，这条县道被江浙沪城里人逐渐知

晓，纷纷自驾前往，成为这些自驾爱好

者眼中的“皖南川藏线”。随着旅游业

的发展，乡村游再现生机，该线路颇受

当地政府重视，更是有意将“皖南川藏

线”可辐射的四县市区进行统一打造。

秘境归来的洼地机遇

“云上天堂”仍有隐忧

今年 9 月，一首《皖南川藏云上天

堂》的歌曲深受热捧，本地文化人谱写

“皖南川藏线”主题歌，确实是一次积极

尝试。

“皖南川藏线”区域是宣城的生态

宝库，这一山水秘境中千米高峰矗立，

保护区、森林公园镶嵌其中。这里也

是古宣州文化的重要遗留地，如土著

乡音——宣州吴语在该线路的溪口、

青龙、泾县西部还有着广泛分布，此外

留有不少的古代制窑、造纸、做伞、制笔

等手工业遗址。

在传统旅游阶段，宣城受制于各种

条件，亮点有限，敌不过近邻“两山一湖

古村落”的黄山等旅游地。在投资型旅

游发展阶段，鉴于投资环境、政策力度

等的制约亦表现不佳，但在全域旅游新

趋势下，宣城旅游以“皖南川藏线”为代

表的旅游新业态，已经收获了很好的市

场声誉，并领先皖南国际文化旅游示范

区其他城市，带来很大的综合效益，将

成为宣城旅游的突破口。

良好的生态、活态乡土文化也沉淀

出市域的乡愁高地，袖珍小村散落山

乡，祥和安宁。而适宜休闲品质生活

的良好环境，正是城市人追求的归隐

乡野诉求，因此也是未来发展的潜力

高地，通过发展以旅游休闲为主的现

代服务业，是区域经济社会综合发展

的有效契机。

然而，无论是歌曲《皖南川藏云上

天堂》中所唱到的“春来山花齐开放”的

风物景致，“烟雨点染”的灵动情趣，还

是“一百零八道曲曲弯弯”的险峻天路，

“梦里寻芳”的心扉寄怀，基于地理环境

的相似性，周边同类资源很多，产品供

给层出不穷，“皖南川藏线”优势似乎难

续。尤其是临省旅游创新不穷，自驾

游、风景道爆发也许只是时间问题。

在旅游日新月异的当下，火了好些

日子的“皖南川藏线”逐渐慢了下来，囿

于观光游的思维惯性，资金和创意的不

足，没有足够的趁热打铁，自驾游本身

产品单一，配套和衍生不足，乡村和农

业受惠不明显，沿线的景观氛围还尚未

形成，目前可能还是“野驾”阶段。

另外，作为新业态的自驾游，本身

就是“私家车+ 户外游”的结果，融合

创新是其贯穿始终的核心。换言之，

着眼中高端市场的自驾游，如果没有

后续产品业态的创新创意，生命或许

戛然而止。能否在“皖南川藏线”未来

的产品、设施、运营、衍生等方面有更

多的动力和支撑，将决定“天堂”会不

会成“天坑”。

此外，“皖南川藏线”目前仅仅是一

条东起宁国青龙、西至泾县汀溪的盘山

公路，能否从全域旅游和区域发展全局

出发，谋划自身未来，也是其能否走下

去、走出去的关键，因为局部和整体相

伴相生。

乡土文化的现代表达

营造乡愁氛围和自驾空间

“皖南川藏线”是宣城旅游实现弯

道超车、异军突起的重要高地，是推动

全域旅游下宣城旅游创新的重要实践，

更是通过创新产品业态在皖南国际文

化旅游示范区赢得与黄山、池州同等地

位的重要机遇。

“皖南川藏线”是市场捧出的业态，

紧跟游客需求是生命和生机的保证。

笔者认为，基于全域旅游、大众旅游和

度假旅游的规律，“皖南川藏线”应以休

闲度假为产品和收益方向，把流水的车

辆和游客留下来体验消费；应以自驾活

动特征为开发建设基础，整体规划，整

合资源，整治秩序；应以资源条件为基

础，防止大兴土木，劈山填水的自戕。

其中，该线路尤其应以整体利益实

现为机制。皖南川藏线要以宁国和泾

县段为精华区段，以宣州和旌德段为重

要区段，精华区段应紧抓市场热度，壮

大自身，辐射带动重要区段，重要区段

应认识自身资源，整合打造，支撑丰富

精华区段。两大区段务必形成资源有

特色、产品有差异、功能有主次、交通有

疏解、发展有共享的局面。

对于宣城旅游未来的发展，笔者认

为，要从宣城综合发展高度看待“皖南川

藏线”。该线路涉及宣州、宁国、泾县、旌

德四县市区，是全市的生态高地、发展洼

地，市域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和创新破

解的希望都可能在这里找到答案。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皖南川藏线”

的生命，同时也庇佑了众多的乡土文

化，而环境优先的原则需要我们动用

智慧，最大限度、充满创意地利用存量

资源。尤其需要注意的是，要跨越传

统观光景区的成长模式来看待“皖南

川藏线”的发展，进一步研究风景道、

自驾游产品及自驾游客的行为特点和

需求，研究本地资源环境与自驾游的

契合度和不适性。在此基础上，把资

源和环境转化为以自驾游为主，以交

通旅游产品为特色的旅游产品体系，

并放眼同类风景道，扬长避短，提前谋

划升级产品，做好市场与产品的对接。

乡土文化，长在乡村，成于过往。

笔者认为，在“皖南川藏线”的规划建设

过程中，可研究挖掘文旅融合点，并以

现代人喜闻乐见的方式包装成可体验

的旅游服务，从而激活乡土文化中乡愁

的现代价值，通过用现代方式表达乡土

文化，营造轻松的乡愁氛围和时尚的自

驾空间。

打造自驾游风景道综合产品体系

“皖南川藏线”沿线适当留白，既是

自然环境保护之必需，也是未来发展空

间之必需，能为更有时代特点和市场前

景的产品留下空间。

笔者了解到，目前“皖南川藏线”沿

线地形多变，闭塞不便，农业应对市场

能力有限，多数仍处于传统阶段，第三

产业停留在满足本地的乡村服务业阶

段。由此内生发展动力极弱，加之得

不到大城市的辐射带动，如溪口、方

塘、汀溪、云乐，工业模式下早已疲态

尽显，转变思路，旅游休闲引领是当下

的可靠选择。

风景道自驾游产品虽然是新事物，

但它的适应性很强，门槛并不高。周边

省市县都在尝试推动，不久应会井喷，

供过于求。因此，在规划设计阶段，“皖

南川藏线”就要考虑到自驾游衍生产品

的策划，结合资源条件和市场区位，谋

划更多旅游产品业态。

与此同时，在宣城层面可牵头整合

四县市区的资源、资金、资产，统一规

划打造，必要时可以基于旅游发展考

虑县乡级行政区划调整；做强做足汽

车主题产品，如汽车文化小镇、自驾山

乡，发展汽车关联业态；开发景观类、

文化类、运动主题类以及低空道、小火

车道等多类型的交通旅游产品体系。

此外，还应承接自驾游的溢出带动效

应，开发乡村休闲度假、文化探秘体

验、创意农业、康体运动等产品，做实

与周边的差异化发展。

此外，要以互联网思维构建自驾游

服务系统。互联网时代，旅游开发供给

和分享反馈，已呈扁平化、即时化之势，

互联互通，共建共享应成为旅游，尤其

是自驾游服务系统构建的重要导向。

自驾游对应中高端旅游市场，“皖

南川藏线”首先要在交通信息化层面下

大力气，做好设施建设与维护、信息发

布与互动、服务提升与定制，这也可以

成为未来竞争力和差异化的重要筹码；

其次是基础旅游服务体系完善，并与区

域内的村庄、居民点、保护区、森林公

园、湖泊、溪流做好对接，实现服务共

享；再次，自驾游的救援急救等安全保

障，要与沿线和附近的优质医疗和救援

资源做好无缝对接；最后是完善通用机

场、集散乡镇、单行自驾支线、停车场、

骑行驿站等内部旅游交通，与规划建设

中的外部高铁、高速和城际做好选线、

设站、换乘等对接，达成未来快速进入、

畅通自驾、便捷服务、精准到达、自助休

闲、安全离开的目标。

（作者系浙江省杭州华清旅游规划

设计院副院长）

视野平台

旅游景区该如何创新文化和生活？本报讯 （记者马霞）由中国传媒大学广告学院、海南省旅游发展委

员会、海南省琼海市政府共同主办的 2017第二届博鳌国际旅游传播论坛

将于 11月 19日在琼海市举办。本次论坛将贴合国际旅游传播发展新趋

势，以“旅游传播的全球智慧与中国路径 II”为主题，打通旅游与传播的行

业壁垒，加强国内外旅游业界交流，为旅游传播产业的发展提供学术和

平台支持，从而促进国际旅游营销的推广交流，为中国旅游传播产业的

发展提供创新思路。

同时，为了进一步带动我国旅游传播和旅游营销的创新活力，针对

在旅游传播领域有过突出贡献及优秀作品的旅游委/ 局/ 景区、旅游企

业、传播代理公司、自媒体及个人，中国传媒大学广告学院将联合全球旅

游传播创意联盟特别设立国内首个从“品牌、营销、传播”角度综合衡量

旅游传播成果及效果的奖项——T C 奖，并在论坛现场公布评奖结果，进

行颁奖。

第二届博鳌国际旅游传播论坛将举行

本报讯 11月 22日至 26日，第八届眉山东坡文化节暨首届四川音

乐周，将在四川省眉山市举行。本届活动以“世界的苏东坡”和“音乐连

接世界”为主题，由四川省文化厅、眉山市人民政府主办。

作为东坡故里，眉山是一座底蕴深厚的历史古城。立足博大精深、

底蕴厚重的东坡文化，眉山市正深入推进文化立市战略建设文化强

市。该活动期间，将举办“世界的苏东坡——东坡文化国际学术高峰论

坛”，19个东坡遗址遗迹地城市将共襄文旅发展大计，还将开展拜东坡、

品东坡、读东坡、写东坡、画东坡等活动。 （龙飞吟）

四川眉山东坡文化节暨音乐周将办

□□ 唐茗熙 王和洋

“我认为美既是个体的一种感情，一

种判断能力，同时也要符合山川自然法

则，符合审美规律……小镇是多业态的

空间、文化包容的空间、持续生活的空

间、艺术的空间。”蜗牛（北京）景区管理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蜗牛”）创始人徐挺

认为，旅游目的地发展建设也要建设新

空间、营造新生活、迎接旅游新时代。

构建满足于新需求的空间和生活

新空间、新生活有两种发展路径，

第一就是基于传统文化，使用传统建筑

元素和生活美学理念建设新空间，营造

新生活。

乌镇的建设者陈向宏曾说：“我在

乌镇做了一个壳，然后往壳里装新东

西。”徐挺表示，南北双镇（浙江乌镇和

北京古北水镇），便是基于中国传统文

化，构架了新空间，营造了新生活。

徐挺指出，在乌镇的整个规划和建

设中，便充分体现了传统文化。比如建

设元素中，砖、木、石等是主要的构建材

料，从空间的格局来看，乌镇是一个江

南水镇的空间格局。所以在整个街区

的建设肌理和使用建材等文化元素方

面，都是基于中国传统文化所形成的特

色新空间。

另一个构建新空间、新生活的发展

路径就是，基于自然景观和游客的休闲

度假需求，形成新空间和新生活。以浙

江裸心谷度假酒店为例，该酒店并不是

基于中国传统文化元素而构建的度假

区，而是根据地形地貌以及游客旅游度

假需求所形成的一个新空间，也成功地

营造了一个新生活。

民宿也是一种典型的新空间，这个

新空间的发展源自于我国随着社会经

济进步发展所产生的新需求。民宿是

一个更适合于现代生活需求、更符合人

们对未来期待的新的空间。

因此，人们对新空间、新生活的渴

望，也构成了新的需求。这也对应了十

九大报告中对中国新时代的社会主要矛

盾的论述“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

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

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对于当前一些地方打造戏曲小镇的

做法，徐挺认为：小镇是多业态的空间、

文化包容的空间、持续生活的空间、艺术

的空间。戏曲小镇首先要解决小镇的规

划和建设问题，然后才能注入内容。

旅游目的地的文化应用

蜗牛在帮助国内景区创 5A 的过

程中，徐挺发现，目前国内景区在运营

中存在一些共性问题：一是规划、建设

景区如何统一思想，二是文化，三是美

感，四是能否上大项目。

徐挺认为，旅游景区文化的表现包

括：认识、呈现、解读、转化 4 个方面。

只有在认识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对一个

地方的文化进行解读、呈现，再进行转

化。这 4 个方面中，呈现是尤为重要

的，呈现即旅游目的地的文化应用，它

是由“符号、空间、行为”组成。

符号较为容易理解，其实文字就是一

种符号，每个民族都有各自通用的符号，

如何在景区中运用符号，大家也已经形成

了共识，比较清楚符号的运用。但在景区

文化的构建中，仅有符号是不够的，重要

的是空间和行为。空间是根据人们的环

境和需求构建的一个功能性空间。比如，

游客中心会根据游客到达和离开建设购

票、咨询、寄存等功能空间。

将品位和趣味融于景区之中

对于旅游景区来说，在发展建设过

程中如何让它显得更“美”是景区的首

要目标。因此“美”也是旅游从业者在

景区建设运营规划过程中所面临的问

题。旅游景区的品位和趣味也是旅游

从业者的哲学。

徐挺认为，目前，旅游景区在发展

过程中加强了服务设施和功能的变化，

往往会发现椅子不仅有坐的功能，还具

备公共艺术的价值，变得具有品位和趣

味，甚至能够成为景区亮点。

在迪士尼游览大家会发现有很多

具有艺术感的垃圾桶，当游客在景区休

息时，垃圾桶就会主动说话和唱歌。它

不仅实现了功能趣味，也形成了一种很

强的吸引力。在旅游景区发展过程中，

围绕品位和趣味开展工作，才能让游客

对景区更有兴趣。

例如泰国清迈的四季酒店，它将传

统的农耕生活方式与奢侈品酒店环境

相结合，通过农田构建了品位十足的

酒店空间，也形成了趣味。比如酒店

用稻草做椅子、草垛、稻草人，还在稻

田边上做了无边际的游泳池，餐厅也

修在稻田边上。无论是农田的表演、

祭祀、插秧体验，还是每天早上水塘边

上带客人做瑜伽，这些做法都是从环

境的品位和趣味角度为住客提供了更

丰富更美好的体验。

因此，在发展的过程中，我们要始终

以很好的方式进行旅游景区的构建，让

其具有品位和趣味。当然，在增加景区

趣味时，也要做好成本控制。徐挺认为，

趣味要统一在该旅游景区的主题范围

内，配合主题进行活动与景观构建。

浙江裸心谷度假酒店一隅

鸟瞰“皖南川藏线”

本报讯 10月 27日至 29日，山东省潍坊市滨海区国际马术文化节

成功举办，吸引了来自俄罗斯、日本等 10个国家和地区的马术协会和马

术组织前来参加，80多位马术表演艺术师同台表演，还有来自全国各地

的 120名马术运动员参赛。

本届马术文化节分国际马术比赛、马术表演、马术嘉年华、马术与

旅游产业论坛四大板块，其中，马术比赛分为 40公里耐力赛、骑射大赛、

定向越野、美国夸特西部马术公开赛，马术演出包含世界名马秀、阿拉

伯马选美、盛装舞步、野人放马等。该节会活动以马文化为主题，为潍

坊市民和游客呈现了一场文化大餐的同时，也打造了新的旅游和产业

发展亮点，进一步提升滨海区休闲旅游品牌价值。 （李荣坤）

潍坊滨海国际马术文化节吸引游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