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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发布的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对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作出部署，其中提出，开发休闲农业
和乡村旅游精品线路，加强农村资源路、产业路、旅游路和村内主干道建设等。两会上，委员
们就如何发展乡村游，绘就乡村振兴壮美画卷，建言资政——

阳春三月，走进铜钟乡大岭村龙泉
山，白云悬浮在半山腰，漫山遍野樱花
怒放，云海环绕着花海，景色十分壮
观。3月12日，2021年中国·崇阳第
二届樱花节在该县铜钟乡大岭村隆重
开幕。连日来，“落樱缤纷”汉服·旗
袍秀、“樱香雅韵”诗词会、“云赏
樱”网络直播等系列精彩活动陆续在该
县上演……

“每年三四月间，这里漫山遍野都
开满了野樱花，十分壮观！只是过去进
山来欣赏的人不多。”大岭村村支书吴
义勋说，自从幕阜山生态旅游公路修到
了村口，隐匿在龙泉山间的野樱花逐渐
被人知晓。一时间，前来观看“浪漫樱
花”的人络绎不绝。樱花盛开的1个月
时间内，游客累计近10万余人次。

绿色是核心

幕阜山区位于湘鄂赣三省连接处，
境内山峦起伏，沟谷纵横，生态自然景
点众多。然而也是因为这些山，阻隔了
这里的人们与外界的连通。咸宁市的崇
阳县、通山县、通城县就在其核心区域
内，是湖北省4个连片特困地区之一。
三个贫困县的攻坚战怎么打？2015年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创新、协
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
为咸宁市委市政府破解连片地区脱贫难
题指明了方向。

2016年，咸宁市成立了幕阜山绿
色产业带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决定充分
利用幕阜山咸宁片区资源和生态优势，
以绿色发展为核心，以产业为主导，以
项目为支撑，以企业为主体，以幕阜山生态旅游公路为依托，全
力将幕阜山绿色产业带建设成“生态带、旅游带、文化带、发展
带”。咸宁市政协主席曾国平任幕阜山绿色产业带建设指挥部指
挥长。

自2017年3月以来，咸宁市政协围绕“咸宁市幕阜山绿色
产业带生态环境保护及产业发展”主题，组织委员调研组和12
个专题的专家调研组，赴3县21个乡镇，进行深入调研。同时
考察学习浙江等地特色小镇发展经验，提出了在加强生态建设基
础上，以完善基础设施实现互联互通为先导，优化区域分工和产
业布局，1年做规划、2年打基础、3年出样板、5年成规模的要
求，实现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贫困村全部出列成果巩固，以
产业带建设带动集中连片贫困地区脱贫致富奔小康。

“2017年5月，这里多是崎岖的山路。这几年通过投资改新
建主线184公里，支线104公里的产业带生态旅游公路，为三县
铺上了一条‘产业路’‘致富路’‘民心路’，农村面貌变化太快
了。”2月28日，车行在平坦舒适且景色宜人的咸宁幕阜山生态
旅游公路上，咸宁市发改委副主任傅捷向记者介绍道。

产业为主导

“大畈麻饼”，一种有着200多年历史的当地传统食品，通山
大畈镇板桥村的杨春园食品有限公司以此为主打产品，在短短几
年时间里，成为湖北省民营经济的领军企业。

公司厂区就坐落在该村富水龙珠湾生态度假园景区旁。厂区
以仿古结构建筑，建设透明可参观生产线和纯手工制作体验车
间，把旅游观光和食品加工有效对接，产业链直接带动2000余
户农户开始种植芝麻、茶籽油、菜籽油、花生、桂花等，安置劳
动力300余人，可接待游客30万人次。

“绿色生态旅游公路不仅带出了我们的麻饼，更带来了农产
旅融合的新机遇。”该企业负责人说。“我们通城县幕阜山绿色产
业带涉及5个乡镇，对片区内两条主干线进行高标准打造，培育
宜业宜游绿色产业，同时结合本县小微企业相对较多，大众创业
热情较高的特点，一方面找准本地农产品深加工建立三大特色工
业园区，另一方面直接在村里建立了48个扶贫车间，制定产业
扶贫奖励政策，几年来新发展各类产业项目600多个，共吸纳贫
困户6000多人就业。”与记者一同走访脱贫户、参观扶贫车间的
通城县委书记熊亚平介绍说。

咸宁幕阜山绿色产业带的建设，也吸引了更多本地能人回来
创业，开发度假、康养和旅游项目。咸宁市委常委、崇阳县委书
记杭莺跟记者聊起了老百姓的趣事：“在崇阳县金唐镇畈上村柃
蜜小镇上，老百姓的农家乐生意火爆，有的一天卖当地绿壳鸡蛋
和矿泉水都能卖上几千元。游客高峰时，我们这里农村妇女都直
接‘撂锅铲’了，说‘膀子都炒肿了’……”

一路所见所闻只是咸宁幕阜山绿色产业带建设发展的一个缩
影。正如大岭村党支部书记吴义勋感慨的话：“以前我们大岭村
很贫穷，后来精准扶贫政策和党政各部门帮助下，路修通了，我
们的旅游发展起来了，部分老百姓已经返乡创业，大岭村彻底摆
脱了贫困，村民的生活也越过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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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春暖花开，到公园踏青赏花的游客市民逐渐增多，
北京市玉渊潭公园也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基础上，“开启”
2021 年春季赏花文化活动暨樱花鲁冰花花卉联展，满足广
大市民游客们的赏花愿望。公园严格落实测温验码、“一米
线”排队等防控措施，按最大承载量的 75%实行限量、预
约、错峰有序游园。

本报记者 贾宁 摄

北京玉渊潭公园开启京城赏樱之旅

读 图时代

春回大地，万物复苏，又
是一年赏樱时，河南省荥阳市
古柏渡丰乐樱花园盛装开园，
这里集齐了百余种近12万株来
自全国各地的珍稀樱花品种，
粉染黄河两岸，成为河南南水
北调古柏渡穿黄文化旅游规划
区域内的拳头生态观光旅游项
目之一。

“正是为了积极响应‘国家
黄河生态文明’战略，丰乐园
集团创新发展新业态、新经
济，先后开发完善了以樱花特
色景区及苗木种植销售、芽菜
产销一条龙及特色小镇建设等
特色行业，也带动了当地村民
就业致富。”全国政协委员、河
南绿色中原现代农业集团有限
公司董事长宋丰强谈起了建园
的初衷。

26年来，宋丰强沿着郑州
黄河滩区不断深耕农旅、文旅
项目，不断延长农业产业链，
带动沿黄美丽乡村建设，先后
建成了丰乐樱花园、马拉湾、
古柏渡飞黄旅游景区等3个4A
级景区和 1个国家级水利风景
区，使沿黄景观既有绿水青山
的颜值，又有金山银山的价
值，有效带动了沿黄老百姓走
上了富裕路。

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已经完
成，乡村振兴大幕正在开启。
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全
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
村现代化。对此，宋丰强表示
认同，要实现乡村振兴就要实

现机械化，其次还要实现标准化、自动化、信息化、数字
化，从而提高农业生产效率，降低农业生产成本，提高农
产品的质量和产量。他告诉记者，公司已经从国外引进了
的芽苗菜自动化生产流水线，替代了传统的生产设备，不
但提高了芽苗菜的质量、产量，而且按照绿色食品标准进
行标准化生产。

展望“十四五”，宋丰强干劲儿满满，“我将继续带领
企业围绕乡村振兴这一国家重大战略，布局新项目，加大
投资力度，在沿黄郑州段和南水北调沿岸打
造万亩樱花特色产业基地，锁住黄河风沙
源，大力发展樱花旅游，建设樱花特色小镇
项目，通过三产融合，带动沿黄美丽乡村建
设，打造出有说头、有看头、有玩头的沿黄
景观，让我们的村民有更多的‘赚头’，使
黄河早日成为造福沿岸人民的幸福河，力做
黄河追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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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乡村旅游是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
途径之一。全国政协委员、重庆市文化旅
游委主任刘旗表示，应进一步明确乡村旅
游发展管理体制，强化顶层设计，统一编
制“十四五”乡村旅游发展规划，规范乡
村旅游发展标准体系，进一步推动乡村旅
游高质量发展。

“乡村旅游为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作
出了重大贡献，已经成为乡村产业的重要
主力军，是推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有效
衔接的重要产业。”刘旗介绍，目前，重
庆市14个已摘帽国家级贫困区县有2060
个村开展乡村旅游接待，建设乡村旅游扶
贫基地8730个。全市乡村旅游从业人员
达130万人，带动33万贫困人口脱贫增
收。全市涌现出了一大批通过乡村旅游脱

贫致富的典型范例，形成了景区带动型、
农园依托型、双创就业型、能人带动型、
企业+农户型、移民搬迁型等乡村旅游扶
贫模式。

刘旗坦言，虽然乡村旅游取得了长足
的进步，但在发展过程中还存在不足，制
约了乡村旅游的高质量发展。

“首先是管理体制不明确。乡村旅游
涉及农业农村、文化旅游、自然资源、交
通、环保等多个部门，各地牵头部门不尽
相同，缺乏对发展乡村旅游的统筹规划和
行政资源的高效整合，甚至出现项目重复
建设和同质化恶性竞争，有限的财政资金
和乡村资源难以产生最大效益。其次是大
部分地区没有编制乡村旅游发展专项规
划，一些地方在乡村旅游开发中不注重自

身的特色和个性，许多乡村旅游项目以吃
喝、打牌、钓鱼‘老三篇’为主，对本土文
化内涵的深入挖掘不够，同质化、低水平，
小、散、弱情况突出。”刘旗表示。

基于此，刘旗建议，国家层面建立乡村旅
游发展协调推进机制，定期会商、研究推进乡
村旅游发展；农、商、文旅、财、规、建、管等各
个部门统筹制定“十四五”乡村旅游发展规
划，并与各部门专项规划有效衔接，充分发挥
规划的引领作用；统一全国乡村旅游各项标
准，包括乡村旅游景区景点、“农家乐”、旅游
民俗接待服务等标准，特色旅游产业项目技
术标准、管理标准、工作标准，乡村旅游发展
开发的环境保护标准、生态修复技术标准、开
发设计标准、效益评估标准等，形成一套完整
规范的乡村旅游标准体系。

刘旗委员：

明确管理体制 推动乡村旅游发展
本报记者 刘圆圆

“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以回归
自然、体验自然为主的乡村旅游越来越受到游客青
睐，而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更赋予了休闲农业和
乡村旅游新的使命。”全国政协委员、青海省工商
联副主席、青海花海旅游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韩文
林表示。

韩文林表示，乡村旅游在助力乡村振兴过程中发
挥着重要作用，并将成为乡村振兴的压舱石。“在刚
刚举行的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青海省互助
县班彦村、青海五三六九生态牧业科技有限公司获全
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称号，土族盘绣省级非遗代表性
传承人苏晓莉获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奖。这些获奖
项目和个人，均与文化和旅游产业直接、间接相关。”

文化和旅游产业的带动作用有多大？韩文林列出
了诸多数据：“十三五”以来，青海省累计接待游客
1.9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2100亿元，旅游业拉动全
省经济发展成效明显。截至目前，青海省共培育了
10家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基地、103家省级文化旅
游产业示范基地、191家省级民族手工艺品加工生产
扶贫基地，7个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
123家传统村落，直接或间接从事文化和旅游产业人
员达106万人。

在韩文林看来，乡村旅游是一种“更开放”的旅
游形态。“它不是一个限定区域里封闭式的开发，而
是与乡村融合在一起，具有文化性、社会性、产业性
等特点。”目前，乡村旅游市场存在供需不对等的情
况，高质量产品的供给相对不足，而人民群众的需求
不断上涨。因此，发展乡村旅游要挖掘乡村的独特
性、差异性和不可替代性。

韩文林说，青海是少数民族聚居区，撒拉风情、
土族风情、藏回风情等民族特色丰富多样。在乡村振
兴战略的实施过程中，要加大对少数民族聚居区的支
持力度，注重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和保护，保留特色
的民族风情，让乡愁代代相传。

“乡村旅游要与特色产业有机结合，要加大对民
族地区特色旅游产业的投资力度和扶持力度。”韩文
林说，“如果乡村旅游只考虑旅游消费而不能接入特
色产业，便会极度依赖假日经济，周末或寒暑假才能
有客群，其他时间相对萧条。如果能够把特色产业接
入进去，推动农旅融合、发展当地手工艺或导入其他
优势产业，会给当地带来更稳定、均质化的发展。”

总之，在新发展格局中，文化旅游产业将是乡村
振兴的重要抓手，通过大力发展传统文化产业、乡村
旅游，让一大批人因此而过上新生活。

韩文林委员：

让乡村旅游成为乡村振兴压舱石
本报记者 刘圆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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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旗 宋丰强 韩文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