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ZHEJIANG DAILY旅游浙江
2014年10月29日 星期三

编辑：朱国良 版式：沈瀑

2014年10月29日 星期三

编辑：朱国良 版式：沈瀑18

喝杯高山茶，钓钓鱼、赏赏
花，尽情地呼吸山区纯净的空
气，享受临安山村不一样的“慢
生活”——如今这已经成为了越
来越多都市“逃”客的休闲养生
之选。

“ 临 安 生 态 旅 游 走 过 了 16
年，如今基本处于巩固、停滞期，
旅游部门所要做的，就是及时更
新换代，培育新的、符合需求的
升级产品和核心品牌，增强发展
后劲。”临安旅游局局长帅建筑
说，临安从“生态旅游”转型到

“生态养生旅游”，虽然只有二字
之差，但内涵却发生了极大变
化。

为了实现由观光胜地向养
生福地转变，由旅游大市向旅游
强市转变，临安积极打造“旅游
升级版”，推进旅游资源一体化、
旅游产品特色化、旅游市场多元
化、旅游产业融合化、旅游服务
品质化。一个个发展生态养生
旅游的重大决策落地，生态养生
旅游产业发展三年行动计划也
如火如荼。

“升级版”的临安旅游不再
满足于举步皆景的视觉体验，将
以“动静兼宜、乐寿兼修”为己
任，更关注对“城市病”、“喧嚣
症”、“亚健康”的舒解和调剂，使
都市一族在雪海竞逐中释放身
心；在玫瑰温泉里舒筋解乏，在

“负氧 SPA”中涤尘洗肺，在静思
禅悟中平和心绪⋯⋯临安将依
托天赋异禀，用好山好水为天下
游客精心烹制一道道新概念旅
游大餐。

近段时间，湍口温泉酒店高
管 徐 志 荣 已 数 次 去 了 方 回 春
堂。他们想把方回春堂行医济
世数百年的“功夫”搬到酒店，把
中医养生的理念嫁接到温泉疗
养中来，为喜欢泡温泉的游客提
供更多的增值服务。与徐志荣
一样马不停蹄的还有大明山风
景旅游公司老总曹亚平。近来，

他也一直忙碌穿梭于政府各部
门间。因为滑雪场现有的接待
能力已远远不能满足如潮水般
涌来的游客，提升改造已迫在眉
睫。

一直以来，小而散的业态格
局始终是临安旅游的一块“短
板”。如今，随着清凉峰省级旅
游度假区的授牌落户，随着临安
市打造“百里画廊，千里画卷”新
愿景的绘就，临安将以“全域景
区化”的理念，着力加大旅游资
源的整合和优化，以全新姿态拥
抱“旅游国际化”时代的到来。

成绩已属过往。临安人清
醒意识到，“生态观光旅游已走
过黄金期，临安旅游想要持续振
兴，转型升级已势在必行。”

临安为此制定了旅游业优
先发展战略。将用三年时间，投
入近 300 亿元，“提升一批、增加
一批、突破一批、做精一批”生态
养生旅游产品，重点建设 20 个旅
游项目，构建“1+3+X”的生态养
生旅游产业发展新格局。

未来三年，临安将整合优化
中西部地区的优质旅游资源，倾
力 打 造 清 凉 峰 省 级 旅 游 度 假

区。还将以青山湖旅游商务区、
天目山旅游朝圣区、柳溪江旅游
休闲区为核心，构建三大生态养
生旅游组团。做大做强温泉养
生、运动养生和康复养生旅游，
做优禅修养生旅游。通过开展
品牌大营销，擦亮“江南氧生殿”
金招牌。不断强化临安“春踏
青、夏纳凉、秋赏叶、冬滑雪”的
四季宜游品牌。围绕“百里画
廊，千里画卷”建设目标和“全域
景区化”理念，编织“景区景点
——风情小镇——美丽乡村”三
维一体的旅游发展新格局。

临安：乐寿兼修的“江南氧生殿”

临安青山殿渔船临安青山殿渔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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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里旅游发展

“城、山、海、岛”，塑造椒
江旅游品牌

椒江，位于浙江省沿海中部
台州湾入口处，旧称“海门”，被誉
为“中国黄金海岸线上的心岸新
城”。在椒江，戚继光抗倭的历史

被人熟知。明洪武年间大将汤和
拆黄岩城墙建海门卫城，嘉靖年
间，戚继光在海门卫征招与训练

“戚家军”，取得了九战九捷的抗
倭战绩。

据椒江区旅游局局长陈宝国
介绍，椒江挖掘海防文化、古章安

文化、一江山红色文化和大陈垦
荒文化等文化资源，建设海门卫
海疆文化旅游、卫温首航台湾纪
念广场、古章安文化旅游区、一江
山红色文化旅游区、大陈岛垦荒
文化旅游区和海门大世界慢生活
文化特色街等项目，实现文化与

旅游“联姻”，必将为旅游带来生
机，为文化产业发展注入活力，发
展“蓝图”将变“版图”。

近年来，椒江区委、区政府高
度重视旅游业的发展，将其摆在
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位置，编
制了海洋海岛旅游、革命红色旅
游、海防文化旅游、城市休闲旅游
等专项规划，形成了“城、山、海、
岛”为一体的旅游发展格局，有力
地推动了椒江旅游业的快速发
展。相关负责人介绍说，接下去
他们将继续加快文化旅游深度融
合，发展绿色、红色、蓝色“三色”
旅游，塑造椒江旅游品牌，着力打
造浙东南旅游目的地和台州旅游
集散地。

智慧旅游，加强旅游市场
营销

2014 年是中国智慧旅游年，
是旅游营销推介工作创新的一
年。椒江也紧跟时代步伐，更加
注重网络的作用。今年就精心制
作了各类网络宣传的基础资料，
椒江旅游官方微信、微博平台和

椒江旅游微电影，拍摄椒江旅游
宣传片等，提升智慧时代椒江旅
游的对外影响力。

同时，加强和省旅游局信息
中心、微信等平台的合作，积极借
助外力做好市场营销。上半年，共
推出多条椒江旅游微信，并积极参
与“支付一分钱，浙里美景任你邮”
活动。在加强网络营销的同时，进
一步加强节庆营销，改变之前形式
上的节庆模式，举办更接地气、更
从游客角度出发的旅游节庆，办好
东海文化旅游节、老街旅游文化
节，积极推动形成“一镇一节”的节
庆格局。其中，联合海峡旅行社和
华夏旅行社举办了“首届浙江老年
旅游文化节”和“台州之春”系列活
动，并举行了椒江旅游专题推介
会；积极参与策划“5.19 中国旅游
日”活动，大力推介潜艇观光基地
等景区；认真做好“看晚报游浙江”
媒体团大陈岛采风活动，并参加了
2014 浙江（山东）旅游交易会，台
州旅游赴临沂、济宁促销活动，义
乌旅博会，温州旅游产品（瑞安）展
卖会等。

椒江：让文化与旅游联姻椒江：让文化与旅游联姻

“四季仙果之旅”：省内采
摘休闲旅游最佳模式之一

走进上虞，游客就会发现这
里瓜果几乎每月都有，沿途乡村
自然风光旖旎，生态环境优越。
游客深入基地，采摘水果休闲旅
游，就能悠然享受一曲甜美的

“四季仙果之歌”。上虞也因此
一炮而红。

“2014 年，我们要充分挖掘
‘四季仙果之旅’品牌内涵，积极
拓展品牌外延，深入实施《“四季
仙果之旅”品牌提升规划（2013~
2015）》和《上虞区旅游营销策划
暨三年行动方案》，建设智慧旅
游系统，实现从‘品牌’到‘名牌’
转变，保持水果采摘在全省的领
先地位，成为长三角地区著名的
水果采摘休闲旅游品牌。”上虞
旅游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加快推进基地建设，全力打
造精品工程。按照《“四季仙果
之旅”采摘基地质量等级评定标
准》和《浙江省果蔬采摘基地服
务与质量管理规范》，大力实施
水果基地“七化”工程（种植规模
化，生产精品化，栽培设施化，农
民组织化，基地景区化，管理智

慧化，服务品质化）。
开展头脑风暴、辩论赛、金

点子征集等活动，问计专家，求
策群众，完善品牌培育政策引导
体系。修订星级基地评定实施
办法，继续实施星级采摘基地评
定工作。指导推进二都杨梅森
林公园、覆卮山景区创建国家 4A
级景区，陈溪乡创建国家 3A 级
景区；做好章镇猕猴桃基地创 3A
级景区规划。

实施生产精品化，引导果农
引育水果新品、精品，提高水果
品质。拓展水果产业链，推进水
果深加工。积极引导民间资本
建设集吃、住、游、娱和采摘为一
体的大型休闲旅游综合体。

“接下去，我们要把‘四季仙
果之旅’培育成上虞乡村休闲旅
游的核心产品，为全区乃至全省
基地发展树立样板。”

“都市会客厅”+“虞舜文
化游”：形成三大品牌相得益
彰的市场格局

提出打造“沪杭甬都市会客
厅”品牌这一构想始于两年前。
此前，“四季仙果之旅”吸引了无
数长三角游客。另一方面，凭借

优越区位条件和良好的商贸基
础，上虞近年来还多次举办购物
节，以集聚人气。每逢购物节或
水果采摘日，绍兴、余姚、慈溪、
新昌、嵊州等周边县市的大批消
费者纷至沓来，使得其大小酒店
宾馆往往一床难求。

随着宁杭甬高铁、嘉绍跨江
大桥相继建成通车，上虞已成为

“北上沪苏、南下温台、东连宁
波、西接杭州”的交通枢纽，进而
真正纳入沪、杭、甬等长三角主
要城市“1~2 小时经济圈”。在省
内一家旅行社专门负责会务接
待的人士看来，会务旅游通常是
一种高端旅游业态。上虞不仅
有 乡 村 美 景 ，还 盛 产 四 季“ 仙
果”，完全可成为沪、杭、甬等周
边大城市田园牧歌式的“会客
厅”。

上虞旅游部门计划在未来 3
年，继续提升中华孝德等三大景
区的管理和服务接待能力，加快
推进曹娥江旅游度假区等核心
项目建设，打造具有上虞特色的
会议综合体。围绕“美丽乡村”
建设目标，完善、提升和改造旅
游景区特色项目，把一些特色会
议和餐饮，逐步吸引到乡村休闲

农庄来。上虞区旅游局有关负
责人表示，接下来将按照“会议+
采摘”、“会议+景点”、“会议+购
物”、“会议+休闲”等形式，精心
设计特色会务旅游线，形成以会
务带动旅游、以旅游促进会务的
产业融合模式。

另一方面，上虞历史悠久，
文化资源丰富，是不可多得的
旅游元素。据旅游局相关负责

人介绍，目前他们正在重新梳
理和定位上虞文化旅游资源，
在与“四季仙果之旅”和“沪杭
甬都市会客厅”两大主打品牌
产品的有机融合，提升两大品
牌产品市场竞争力的同时，将
上虞文化旅游捆绑推向市场，
提高“虞舜文化游”的市场占有
率，为进一步开发和推广奠定
市场基础。

上虞：田园牧歌式的“会客厅”

椒江大陈渔港一瞥

上虞四季仙果采摘

徐云松

桐乡市在 2013 年 10 月获批全国
第一个县级旅游综合改革试点，其改
革的核心内容是“一业驱动四化”，即

“加快推进旅游产业体制创新，通过
深化产业融合发展，探索旅游促进新
型农业化、工业化和城镇化建设中政
策利用和扶持”。可以说，桐乡是全
国县域旅游综合改革的第一块“试验
田”，是经济发达县市、工业强县（市）
以旅游协同或者促进其他产业转型
升级的第一个“实验室”。

“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
愁”，旅游业融合乡村发展，可以促进
乡村文脉的传承和创新，大力发展乡
村旅游，又是解决三农问题的一把有
效钥匙，是做好城乡统筹工作的重要
途径。基于上述认识，目前阶段桐乡
发展乡村旅游，强调政府主导，通过
打造几个样板，让农民看得到眼前实
实在在的标杆。我们大力发展现代
农业旅游庄园，坚持个性发展，使其
成为一产的农业和三产的旅游业高
度融合的载体。

桐乡以旅游业协同联动城镇化
发展，主要应该处理好以下五对关
系：一是把握好历史人文与城市的关
系。要注重保护现存的历史人文资
源，如文保单位、古镇和历史街区等，
防止城镇建设破坏历史遗存；要合理
利用历史人文资源，将城市旧区的改
造与旅游发展紧密结合起来；要大力
推进与历史人文资源相关的品牌营
销，将桐乡众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与
节庆活动、时尚活动、传统民俗展览
等紧密结合起来，设计好旅游线路，
让这些资源“动”起来、“活”起来。二
是把握好空间布局与城市的关系。
明确城镇功能的划分，防止相互排斥
的功能区块混杂。通过城市空间布
局调整，引导工业、居住、商业和公共
活动空间合理布局，从而为城市形象
品质提升奠定良好基础；加强重要空
间景观轴线的建设。如东部绿带，使
其成为展现城市形象的区域。三是
把握好建筑风格与城市的关系。城
市肌理和城市格局要充分吸收江南
水乡古镇原有特色，将江南古镇的小
尺度、人性化与水系、田园紧密结合，
特别是突出桐乡传统的“十字水街、
临水而居”的特色；四是把握好产业
布局与城市的关系。强调“产业”、

“旅游”与“城市”的融合，形成“产城
一体”、“一镇（街道）一园区”、“一镇

（街道）一品牌”格局。五是把握好城
区与乡村的关系。统筹兼顾城市与
乡村的发展需要，合理分配资源，有
所侧重，联动发展。

桐乡旅游业与现代服务业的深
度融合发展要围绕旅游休闲、市场、
物流、文化、科技创新、金融六大功能
的提升，在未来 3~5 年，重点抓住以下
三 个 方 面 。 一 是 做 大 做 强 旅 游 本
业。以旅游业协同联动服务业现代
化，必须以旅游业自身强大为根基；
要将旅游业置于现代服务业的核心
地位，根据“景区全域化、全域生态
化、旅游大众化、休闲常态化、品牌国
际化、产业融合化”的建设要求，优
先、重点发展旅游业，夯实旅游业发
展的微观基础，进一步凝练提升旅游
业核心竞争力，着力把旅游业打造成
为桐乡最具标志性的战略性支柱产
业 。 二 是 提 挡 升 级 现 代 商 贸 服 务
业。要优化功能布局，充分发挥八大
重点服务业集聚区（乌镇国际旅游
区、濮院毛衫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
崇福皮草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桐乡
中心商务区、振东市场集聚区、梧桐
综合现代物流园区、高桥现代服务业
集聚区、临杭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
的功能，突出区域商贸特色，促进游
客流动和商贸资源的共享。要通过
商品品质和服务水平的提升，来强化
桐乡市场购物旅游的口碑效应，推动
专业市场向“批零结合、游购娱结合”
转化。三是拓展时尚创意产业。要
充分发挥文化创意产业的产业链作
用、群聚作用和溢出效应，以“名人文
化”、“毛衫名镇”、“皮草名镇”、“漫画
之乡”、“江南水乡”及特色旅游等为
载体，以特色主题为核心，融入文化
创意元素，打造创意产业高地。

桐乡全国旅游综合
改革的路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