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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次让人不平静的回望。
2011年12月，“把桐乡打造成为‘世界知名旅游城市’

和‘休闲养生目的地’”相关字句第一次出现在该市党代
会报告显著位置。敏感的人们开始意识到：在桐乡，旅游
业的分量变得不一样了。

2012年 12月，桐乡市乌镇省级旅游试验区获浙江省
政府正式批复。桐乡开始以乌镇景区为圆心，通过“两区
两化”（镇区景区化、景区全域化）将全市 727平方公里划
成了一个大景区，“旅游强市”战略清晰浮现。

2013年 10月，国家旅游局批复同意桐乡作为全国首
个旅游综合改革试点县。这一刻，桐乡开始跳出旅游发
展旅游，用“一业驱动四化”下了一盘转变发展方式的大
棋。新型工业化、新型农业化、新型城镇化、服务业现代
化仿佛无不与之休戚相关。

时至今日，桐乡大地已经因旅游而发生了深刻而喜
人的变化：从全市兴起考“导游证”热到村里设起旅游办
公室，人人谈旅游折射的是理念之变；从两个百亿级养生
养老项目初具雏形、上亿元乡村旅游项目签约到旅游装
备业崛起、特色企业纷纷自建博览园，转型升级折射的是
产业结构之变；从乌镇景区内外“一张脸”到濮院“万人大
搬迁”保护古迹，折射的是景区建设之变；从百里京杭大
运河全面整治到“三偿机制”出台，折射的是环境整治力
度之变。

今年上半年，桐乡共接待游客775.26万人次，同比增
长 17.18%；实现旅游总收入 78.31 亿元，同比增长
34.51%。其中，乌镇景区共接待游客309.18万人次，同比
增长16.49%；实现门票收入2.14亿元，同比增长27.27%。

不久前，桐乡的干部们之间忽然
多了一句新的问候语：“你去考导游
证了吗？”原来，从今年 7 月开始，该
市由书记、市长带头，12 个镇、街道
20 个市级机关的 100 多名干部组团
上起了“国家导游证”培训课。这也
是桐乡首批干部“国导”培训课。

干部考导游证，这称得上一件新
鲜事。桐乡市委主要领导道出原委：

“热爱祖国，首先要从热爱自己的家
乡开始。特别是在旅游大发展的桐
乡，介绍家乡到底好在哪里，不能拿
稿也不能断章取义。干部们要带头
成为懂旅游、讲旅游、做旅游的行家
里手，成为一条流动的风景线。”

细节背后恰是理念的转变。
当前，中国处在一个发展的重要

机遇期，又处在一个发展的矛盾凸显
期。桐乡也概莫能外。过去长期粗
放式增长，透支了这个资源小市的环
境健康；高成本时代来临，又使这个
全国百强县市先一步体会到产业低
端锁定的窘迫。唯有变革，才能把握
机遇，赢得未来。

这个机遇于桐乡，正是旅游。桐
乡自古以来就是江南繁华富庶之地，
拥有得天独厚的区位、便利的交通、
遥遥领先的乌镇品牌、丰富多彩的资
源以及坚定清醒的战略。而旅游在
世界潮流中的大势所趋更是不言而
喻。

为了真正驶入科学发展旅游的
轨道，桐乡不断探索、求变、突破，并
最终将旅游业定位为最具标志性的
战略支柱产业和人民群众最满意的
现代服务业。发展目标则定为建设

“中国旅游第一大县”和“世界知名旅
游城市”，抓手为“双十双百双千”工
程，即要建立十大景区、十大系列旅

游，打造100个好景点、引进100位旅
游业领军人才，到 2020 年实现总计
1000 亿元旅游投入和全市年旅游收
入达1000亿元。

为此，桐乡专门建立旅游联席会
议制度，成员由市四套班子主要领
导、市委副书记、常务副市长组成，每
两个月召开一次会议，专题研究全市
旅游发展的战略性及重大问题。同
一时间，桐乡市旅游局升格为桐乡市
旅委，由市委书记兼任旅委党工委书
记。这是桐乡落下的旅游体制机制
改革第一刀。

改革的第二刀落在旅游管理体
制改革上。最近，桐乡市旅委主任金
水平一直在为梧桐街道民安村一个
1.3亿元风情庄园项目而奔波。为了
提前审核规划、消防等问题，旅委召
集相关部门连开数个协调会。“我们
正在寻找新通道，为旅游项目推进量
身定做机制。”他告诉笔者，旅游项目
如何推进是个新课题。而这个课题
将由旅委来破解。在桐乡，旅游行政
管理部门已经从单一行业管理转向
了产业统筹及促进部门。

不仅如此，桐乡 12 个镇、街道
均成立旅委，由党委书记担任旅委
主任，有条件的行政村成立旅游工
作办公室，由支部书记担任主任，形
成市、镇（街道）、村完善的三级管理
网络和一把手亲自抓旅游工作的管
理机制。

改革的第三刀落在投融资改革
上。桐乡专门打造政府融资平台，成
立旅游投资公司，全资控股或参股旅
游项目和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同时，
在政府统一规划下，探索建立旅游发
展基金，引进国内外资金和战略投资
者投资旅游产业。

理念之变 变到深处是机制

撰稿 张潘丽

以旅游发展定位改革新坐标以旅游发展定位改革新坐标

2013 年，桐乡乌镇接待游客将
近 600 万人次，在中国所有单个景
区里面名列前茅。然而，一枝独秀
的局面并不是桐乡希望看到的。
于是，该市727平方公里上“十大景
区、百佳景点”的布局在桐乡决策
者的脑海中形成：濮院历史文化街
区，凤凰湖水乡文化风景区，崇福
古城、白荡漾国家湿地公园；红杉
邨景区、福严寺景区，马鸣老茶馆
风情街……从一轮明月到众星捧
月，桐乡在旅游产业发展之路上的
手笔越来越大。

作为桐乡旅游发展的标杆，乌
镇旅游发展的高度在很大程度上
决定了桐乡旅游发展的高度。通
过十多年的开发，乌镇成功创造了
古镇保护与旅游开发的“乌镇模
式”，将一个江南小镇打造成了一

流的文化古镇。而今，乌镇正围绕
着“镇区景区化、景区全域化”战
略，打造“中国旅游第一大镇”、“国
际一流风情小镇”。

曾几何时，乌镇“景区里面是
欧洲，景区外面是非洲”一直为人
诟病。痛定思痛后是大刀阔斧的
整治。

通往景区的街道破烂不堪怎
么办？启动投资 6000 万元的子夜
道路、沿街建筑外立面改造工程，
对子夜路进行道路翻建、绿化提
升、管线地埋，并对近百幢建筑外
立面进行包装，使其更符合乌镇的
整体风格，真正打造一条“旅游样
板街”。历时一年，改造工程已全
部完工。

景区外人居环境差怎么办？
积极开展背街小巷改造工程。观

后街是启动背街小巷改造的第一
条街道，紧挨着东栅景区，总长度
约为 300 米，总投入资金约 500 万
元。改造了，老街重新“靓”起来，
老街居民们也告别了“倒马桶时
代”。

游客从景区出来后，还能去
哪里？谋划“一村一景”，以一个
大乌镇引领 16 个小乌镇。“一村
一景”的试点被放在了虹桥村一
个叫“乌村”的地方。目前，乌村
已经完成征迁，腾出的土地用于
建设以田园风光为主题的新型旅
游度假区。

事实上，以乌镇景区为圆点，
桐乡 727 平方公里都在为“旅游”
而跳动。今年，该市实施的多个景
点陆续开工。水网密集、大树繁
茂，有着“世外桃源”之称的大麻镇

海华村便是其中之一。眼下真人
秀节目《爸爸去哪儿》红遍中国，海
华村从中嗅到了亲子旅游带来的
商机，投资 1.5 亿元建设浙北最大
青少年素质教育实践基地。项目
预计明年年底建成。此外，海华村
还有一揽子计划：陆续开发中医养
生馆、水漾 GOLF 野奢俱乐部、白
荡漾湿地公园、纺织博物馆等旅游
项目。

同时，桐乡旅游景区提档升级
稳步推进：太师山庄、港龙木屋、坝
桥历史文化民俗基地、蚕桑产业观
光园正在创建国家 2A 级景区的指
导工作；桐乡世贸中心旅游综合
体、稻乡人家景区、桐乡市文化中
心正在创建国家3A级景区；福严寺
景区、红杉邨景区正在创建国家４
A级景区。

全域景区 这里不仅有乌镇

然而，发展旅游产业之于桐
乡的意义，又不单是关乎几个景
点能否成功打造的问题，而是在
于能否通过科学引领整合桐乡与
国内外各种资源，把旅游作为一
个超级支点，撬动桐乡整个经济
板块，亦为中国经济发达地区县
域经济的发展闯出一条令人耳目
一新的超常规绿色发展道路来。

开着自家的房车，带着一家
老小外出游玩、露营，这样的梦想
对于普通的中国家庭来说，也许
并不遥远了。今年 6 月 18 日，我
省首批拖挂式房车在位于桐乡经
济开发区的浙江隆翠汽车有限公
司批量下线，这意味着桐乡在发
展旅游装备业上迈出了重要一
步，同时标志着该市已经形成从
发动机、零配件制造到整车装配
的完整汽车产业链。

这 在 过 去 ，是 不 可 想 象 的 。
虽然桐乡连续十多年跻身“全国

百强县（市）”行列，但工业高速发
展的同时也面临着阵痛：传统特
色产业触及“天花板”、总体产业
层次偏低等“拦路虎”阻挡了桐乡
工业继续高歌猛进。

“工业与旅游结亲，让桐乡获
得了发展所需的新空间与载体。”
市政府主要领导表示，桐乡正结
合本地已有的与旅游相关的优势
产业实现产业链延伸，如利用玻
纤产业、汽车产业加快引进发展
游艇、房车、直升机等旅游装备制
造业，通过文化创意加快毛衫、皮
草、皮鞋等传统产业向时尚产业
转变等。

以旅游之名，一座座冒着黑
烟的烟囱轰然倒塌，一条条落后
生产线被拆除，被更先进更高效
更环保更智能的新技术新工厂取
而代之。百里大运河整治成效明
显，沿岸砂石加工场全部清理完
毕。过多依赖低端产业、过多依

赖低成本劳动力、过多依赖资源
环境的局面，将一去不返。

这就是以“生态至上，主客共
享”为最高价值取向，推动旅游业
发展与新型工业化、新型农业化、
新型城镇化和服务业现代化深度
融合，从而绘就桐乡经济转型的
基本路线图。

在桐乡农村大地，惊喜也在
不断上演。在石门湾四季果园项
目现场，笔者看到各个大棚框架
已经搭建，工作人员正在施肥。
简介牌上，日本甜柿、以色列水果
黄瓜、韩国沙梨……新奇的水果
名无不令人垂涎欲滴。据石门镇
党委书记陈东介绍，这是一家现
代休闲观光农业庄园，预计 2014
年 底 建 成 ，年 产 值 可 达 800 万
元。该庄园一年四季生产高品质
水果，被很多游客期待为乌镇景
区的“后花园”。

被乌镇旅游名牌效应引来的

还有乌镇雅达、中国平安两个百
亿级项目。6 万平方米的医疗公
园、1 万个养老床位、60 个班级的
老 年 大 学 …… 经 过 两 年 多 的 建
设，乌镇雅达国际健康生态产业
园这个复合休闲健康养老主题
园区已初现雏形。该项目总投
资超百亿元，已吸引长三角地区
许多消费者。养生养老产业的
快速崛起，让桐乡打造“中国休
闲养生目的地”的梦想逐渐照进
现实里。

作为首个国家级旅游综合改
革试点县，桐乡推动浙商回归与
旅游业发展紧密结合，以“风光产
业”引来了一批重大旅游休闲项
目。今年 1 至 8 月，该市新引进项
目 27 个，省外投资本年已累计到
位 18.5 亿元，其中涉旅游项目占
比超九成。这些项目的落地将对
桐乡的产业结构调整产生极其深
远的影响。

旅游驱动 打造绿色经济板块

总之，只有全方位做好“大旅游”
这篇文章，全国首个旅游综合改革试
点县这块金字招牌才能真正成为桐
乡经济从量变到质变的转折点，并最
终完成一个关于从旅游驱动一二三
产到一二三产深度融合的“超级实
验”。

在桐乡，这个“超级实验”已经开
始。试想有一天，你走进一个占地近
400亩拥有100幢异国风情木制别墅
的大景区，你坐了英式马车，打了高
尔夫球，体验了果蔬采摘，吃到了正
宗的日式料理……最后你才惊讶地
发现：原来你还可以将任何一幢你看
中的木屋搬到自家空地上，或者随意
购买景区里的物件、摆饰。你甚至开
始疑问，这是到底是景区还是超级市
场。

这一切，大概会在两年后成真。
这也是浙江港龙木结构科技有限公
司的第二个“梦工厂”。项目彻底冲
破一二三产之间的藩篱，并已于近日
正式签约。

“港龙”本是一家纯粹的木屋制
造企业。就桐乡战略性发展旅游之
际，老总徐谦突发奇想，决定在厂区
内用自己的产品建造一个“世界木屋
博览园”，既当样品间又是景区。为
此，他特地找到桐乡市领导探讨思
路，并得到热烈回应。很快，“港龙”
的首个“梦工厂”就在一片惊叹声中
建成了。

今年 7 月 12 日晚，在新建成的
“世界木屋博览园”里，2014 港龙木
屋艺术嘉年华惊艳亮相。同时，桐乡
市文化创意产业基地揭牌仪式也在
此举行，这也是桐乡文化创意产业基
地的首面铜牌。这一夜，车展、茶道、
香道、走秀、画展、乐队表演……畅
饮、观赏、聊天，好似一场夏日派对。
说是派对，也不尽然。巴厘岛风格、
毛里求斯风格、北欧风格、俄罗斯风
格……各种特色木屋以街区形式徐
徐展开，置身其中的人们仿佛在经历
一场环游世界之旅。

从木屋制造到木屋展示，产品从
效果图走到了触手可及的现实
中。有了实物，客户对港龙木屋
有了更直观的感受，也为企业赢
得了更多的订单。据悉，来“世

界木屋博览园”看过的客户八成以上
都签下订单，今年上半年，仅儿童木
屋和海景度假木屋这两块，就为港龙
带来了超过4000万元的订单。

异曲同工的还有桐乡的恒基“特
色旅游园”、百年“丰同裕染坊”、巨石

“玻纤馆”……近年来，一种新的旅游
模式——“工业旅游”逐渐在桐乡兴
起。众多制造业企业依托自身独特
的工业资源，加大开发特色旅游产品
的力度，提升企业品牌价值，探索出
了一条新的转型发展之路。

以修桥造路起家的“恒基建设公
司”，不仅在厂区内的“特色旅游园”
建造了3个桥梁博物馆，还利用特长
与当地政府一起开发建设横港村美
丽乡村旅游项目。按照董事长吕德
坤的想法，在“新常态”之下，单纯的
工程建设业务量已经很难再有质的
飞跃。未来，旅游收入很可能成为该
公司最大的经济增长点。

在产业混搭领域，庄园经济可算
是一枝独秀。不管是可住可玩可买
的木屋博览园，还是对接台湾果
蔬培植技术的石门“蓬莱仙岛科
技农场”、“秋之林休闲场”，它
们都是特色庄园经济的雏形，
也是一二产与三产“合体”最
好的载体。为了加快这种
融合，在最近召开的桐乡
市十五届市政府第 32 次
常务会议上，讨论并原则
通过了《关于大力发展现
代 庄 园 经 济 的 实 施 意
见》。消息一出激起千
层浪。按照最新规划，
在正在建设的总长为
30 公里的桐乡“旅
游 风 情 大 道 ”两
边，桐乡将致力
于建设中国最
集中的各式
庄园聚集
区。

深度融合 擦亮试点金字招牌

桐乡市濮院镇曾以出产精美绝
伦的濮绸而名扬天下，与当时的湖州
南浔等并称江南五大名镇。如今已
发展成全国闻名的羊毛衫市场名
镇。然而，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小
镇的老街老巷急需保护和修缮。今
年 3 月，当地正式启动旧镇搬迁改
造，镇上3300多户居民2万多人正在
经历一场建镇千年来前所未有的大
搬迁。

灰墙黑瓦、老街旧巷，时光仿佛
停留在上个世纪……这里就是濮院
的老镇区，将近 1 平方公里，它们始
建于南宋时期，距今已有800多年的
历史，跟其他江南古镇一样，依水而
建，依水而息。时过境迁，如今这里
交通拥堵、设施陈旧、发展滞后。老
镇被现代化的羊毛衫市场包围，仿佛
与现实脱节。每逢台风天，住在里面
的老人总要担惊受怕。由于电线老
化，每年这里都要发生火灾，消防车
却进不来。

除了改变老镇落后的设施和陈
旧的面貌，这里也将迎来全新的发
展。“对马上要消失的，或是马上要倒
塌的房子进行集中修缮。以旧修旧，
能够使濮院的历史传承下来。”从小
在濮院长大的濮院镇党委书记沈根
潮对这里有着浓浓的乡愁。他认为，
濮院拥有全国较大的毛衫市场，还有
透着深厚文化底蕴并且保存良好的
古建筑群，两相结合，正是桐乡“一业
驱动四化”的绝佳妙笔。

经过一轮又一轮的工作，如今濮
院古镇“万人大搬迁”已经完成了
90%，濮院历史文化与时尚购物集聚
区建设也有了良好的开端。未来的
濮院将形成“这边是适宜居住的江南
水乡古镇，那厢是适宜创业的毛衫交
易市场”的美丽图景。

其实，在桐乡，像濮院这样的千
年古镇并不稀缺。乌镇、濮院、石门、
崇福都是底蕴深厚的千年古镇。为
加快实现旅游驱动新型城镇化，围绕

“景区全域化”目标，桐乡正切实加大
对这四大千年古镇的保护开发力度，
全力打造各具特色的江南风情休闲
小镇。除了已经遥遥领先的乌镇以
及后起之秀濮院镇，石门乡村休闲体
验小镇和崇福运河文化小镇也在大
力推进中。

沿着崇福镇崇德中路的小巷走
去，曾经斑斑点点、寂静得有点落寞
的老旧街区被“小桥流水人家”的江
南风光取代。乌黑的瓦片、仿古的窗
户……在一排排江南古代建筑群中，
过往人流熙熙攘攘，沿街店铺迸发活
力。在崇德中路开了一家小饭馆的
吕老板说：“现在来旅游的人多了很
多，生意明显比以前好。”

在崇福小城市建设的蓝图中，彰
显千年古镇风情的运河古镇旅游开
发有声有色。“在今后3年，我们将投
资 1.3 个亿，打造全景式运河古镇风
貌，整合大运河、护城河、古街区、良

渚文化遗址等，把崇福运河文化打造
成国家4A级景区。”崇福镇党委书记
徐鸣阳说，通过古城开发与新区、乡
村的联动，还将带动皮草购物游和乡
村休闲游的发展，“争取至 2016 年，
全镇旅游业总收入达 10 亿元，接待
国内外游客 80 万人次以上，这将有
力带动服务业的发展。”

随着旅游升级，桐乡旅游基础设
施建设水平不断提高，人性化、特色
化的景区标识、资讯服务中心、旅游
风情大道、智慧旅游系统成为桐乡旅
游的又一道亮丽风景。

“你好，请问去乌镇要怎么乘
车？”日前，乘高铁来桐乡的游客欣喜
地发现，一下高铁眼前就矗立着一栋
别致的小木屋，上面写着“桐乡市旅
游咨询服务中心”，这让他们畅游桐
乡有了方便专业的咨询渠道。

原来，这是桐乡正式开放的第二
个旅游咨询服务中心，第一个已设在
市客运中心。该服务中心面积约 30
平方米，四周是全市旅游的导览图和
形象图，除了提供交通、景点、住宿、
餐饮等旅游信息咨询，还提供乌镇景
区的门票和客房预订服务等。

与乘坐高铁或客运大巴来的游
客不同，这次中秋假期，上海游客吴
玉婷选择了自驾来乌镇。“现在我们
都喜欢自驾游，方便、自由，而且景区
的指示牌在高速和进镇公路上都能
看到，一路很顺畅。”她说，这次自己
还尝试通过“智慧旅游”增加了桐乡
世贸中心和崇福皮草大世界两站，一
站吃美食，一站买皮草。

吴玉婷所说的“智慧旅游”，是去
年7月桐乡市旅委推出的“桐乡智慧
旅游手机客户端”。用户只要在手
机、平板等终端上安装该软件，景区
语音、图片介绍、周边吃住行等都可
以在“手指”上玩转，并轻松获得一系
列能够吸引他们留下继续消费的优
惠措施。

其实，不管是到达还是在途中，
桐乡总有惊喜在等待着每一位游
客。比如斥资上亿元为公路打造四
季景观和绿道。两年内，桐乡将有一
条连接南北的“旅游风情大道”，这条
大道全长约 30 公里，途经高铁桐乡
站和客运中心两大交通枢纽，以及平
安养生养老社区、雅达国际健康生态
产业园、乌镇景区等多个重要景点。

据桐乡市交通局局长王利浩介
绍，这既是一条通向乌镇景区的快速
路，又是展示桐乡旅游的一个亮点。
届时，公路两旁将呈现出“花团锦簇”

（春花）、“水乡浪漫”（湿地秋色）、“缤
纷锦带”（四季）以及“夏荫林景”（夏
荫）四大主题，保证四季都有不同的
美景。除此以外，在此次设计中，还
创新加入了公路边“绿道”这一概念，
利用道路履带的空间景观建造绿道
贯穿全路段，以宽 1.5 米的小路形式
蜿蜒舒展，供市民和游客散步和骑
行。

留住乡愁 全力建设美丽桐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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