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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凤庆县做强“滇红符号”文旅小镇

本报记者 林茂阳

近日， 福建泉州市鲤城区召开文

旅经济发展大会暨泉州古城创建国家

级旅游度假区推进会。 会议传达贯彻

福建省文旅经济发展大会精神， 现场

发布并解读《鲤城区文旅经济发展三

年行动方案》和《鲤城区推进新型文商

旅融合发展的若干措施》，印发创建国

家级旅游度假区工作方案、 旅游住宿

载体扩量提质工作方案、“世遗人家”

旅游民宿等级评定方案、 促进文化空

间发展提升十八条措施、 扶持文创产

品开发利用十条措施等政策文件。

根据《鲤城区文旅经济发展三年

行动方案》，鲤城将围绕“一年快起步、

两年见成效、三年铸品牌”工作目标，

以“三大活动年”为抓手，实施六大突

破行动 20 项重点任务，加快补齐“吃

住行游购娱” 六大要素短板， 力争到

2025 年，全区规上文化企业营业收入

达到 50 亿元左右，旅游综合收入达到

250亿元左右。

《鲤城区推进新型文商旅融合发

展的若干措施》 则从鼓励文化空间提

档、 特色街区建设、 产业基地升级等

13 个方面入手，推出一系列奖励优惠

政策， 旨在进一步推进鲤城文化、商

贸、旅游大融合、大发展、大繁荣。

大会现场还举行了鲤城区文旅发

展专家顾问聘任仪式，聘任 12 位知名

人士担任鲤城区文旅发展专家顾问。

今后， 专家顾问将充分运用自身资源

和专业知识， 为鲤城文旅经济发展支

招助力， 共推鲤城文旅事业高质量发

展。

此外还举行了鲤城世遗文化保护

与发展基金捐赠仪式。据了解，自鲤城

世遗文化保护与发展基金筹备成立以

来，广大社会团体、知名企业家积极响

应，慷慨捐资，目前已筹集 1800 万元。

该基金将助力鲤城闽南文化生态保护

传承、世界遗产及文物保护利用。

会议期间还举行了文商旅项目集

中签约仪式，10个项目现场集中签约，

总投资 70 亿元，涉及文旅影视、数字

文创、酒店住宿等领域。 此次签约的项

目与鲤城资源禀赋、 产业布局和发展

规划高度契合， 将为鲤城新型文商旅

产业发展注入新动能、增添新亮点。

鲤城区委书记黄辉灿在会上指

出， 各级各相关部门要形成人人都是

主人翁、人人都是代言人的理念，齐抓

共管， 全力营造优越的文商旅发展环

境。 全区上下要形成打造常态化、365

天有客有文有戏的度假区共识， 全力

配合市里落实古城整体规划和项目推

进部署要求以及国家文化和旅游消费

试点城市、 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

范区创建任务，共同打造“宋元中国·

海丝泉州”城市 IP；同时，要发扬争优

争先争效精神，敢于担当，着眼于“保

护”和“利用”，在古城保护、文物保护、

文化展示传承、文旅经济发展、城市联

盟等方面做出更大贡献。

近年来，鲤城区在策划主题街区、

住宿载体提升、老旧小区改造、背街小

巷提升等工作上下足功夫， 并重点推

进城市综合执法改革， 让群众生产生

活和城市文明和谐共融。 要继续通过

引导、服务，补齐游客集散、转乘接驳、

餐饮服务、 公共厕所和交通安保等方

面发展短板，着力提升服务水平，让城

市治理和城市“烟火气”相互交融、相

互成就，成为古城旅游的一大特色。

目前，鲤城区已成立工作专班，建

立联席会议、项目调度、产业分析、形

势会商、专家咨询等工作机制，定期调

度重点任务进展情况， 科学考核评价

文旅经济高质量发展成效。 同时，加强

政策引导，加大招商引资力度，着力推

行产业链与资本招商联动模式， 推行

链主招商、建圈强链，组建专业化招商

队伍和智库平台， 推动大企业、 大项

目、特色优质项目集聚发展，进一步做

大做强鲤城文旅品牌。

本报记者 刘群

为助力“5·19”中国旅游日和 5·20 安徽

文旅惠民消费季， 聚合合肥优质美食品牌，5

月 17 日—5 月 21 日， 安徽合肥打造了一场

味觉与视觉的盛宴———“一次尝遍合肥美食”

主题活动。 据悉，截至 20 日晚间 9 点 50 分，

活动现场客流量突破 10万人次。

民以食为天， 淳朴独特的家乡味儿是人

们最难忘的美食记忆。 合肥历史文化底蕴深

厚，千百年来不断传承发展美食之道。合肥大

胆探索，挖掘美食文化，推广特色品牌和提升

美食市场占有率。

据介绍， 为提升本次活动消费的热度与

质量，合肥市创新打造美食市集，精心挖掘、

筛选餐饮商户，共同营造合肥多元、繁荣的餐

饮消费氛围。 来自合肥各地的 100 余家美食

店（厂）的 500 多种特色美食悉数登场，展现

合肥餐饮特色，提升市场供给。活动汇聚合肥

优质美食品牌，提供最具合肥特色的小吃、糕

点、炒货、饮品等美食，集中体现当代合肥美

食文化的精致、独特和开放的韵味。

记者了解到， 本次活动通过多元的互动

沉浸式体验活动，对合肥特色美食进行了“大

梳理”“大起底”， 解决市民游客对合肥美食

“不知道”“吃不到”问题，同时打造美食主题

城市 IP， 提升合肥特色美食品牌知名度和新

兴旅游产品吸引力。

随着餐饮消费持续复苏，丰富多“滋”的

美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消费者线下就餐，而

安心舒适的就餐环境显得尤为重要。 此次活

动的打卡点位于合肥市最美的特色文化街

区———圩美磨滩。值得关注的是，圩美磨滩的

消费环境助燃了此次活动的消费激情， 也为

商家盈利带来了更多可能。

据了解， 圩美磨滩已经被打造成合肥最

美的特色文化街区，小桥流水人家，充满诗情

画意。 活动开街第一天就出现了令人欣喜的

场景：现场人头攒动、热闹非凡，人们尽情享

受着温暖甜美的“人间烟火”。

政府组织引导，平台企业参与，才能做大

消费规模。 为打响合肥小吃品牌，让合肥特色

小吃走进更多人视野， 本次活动为游客提供

了具有合肥特色的美食， 汇聚同庆楼、 刘鸿

盛、卡旺卡、詹记等知名品牌，让市民大饱口

福。

同时，线下还开展了“大众点评”，设置

“人气美食”投票点赞墙，为自己喜欢的美食

现场投票。 为了让吃客们“尝得到、吃得好”，

合肥可谓做足了功课。

另外， 本次活动大胆尝试了新鲜美味的

美食节与音乐节、艺术展、灯光秀、青年市集

的融合，以跨界创意演绎，打造了多元消费场

景，受到消费者的追捧。 一站式尝遍休闲美食

“大餐”， 也让人们看到了合肥美食的更多可

能性。

值得一提的是， 为带动各参与主体合力

促消费、夯实消费增长基础的长效推动力，合

肥市可谓诚意满满， 在百家美食与精彩活动

基础上，以一大波“消费券”俘获万千来客的

吃货心。 活动期间，每天 10000元无门槛消费

券现场发放，为消费者带来实实在在的利好，

这让吃货们满心欢喜， 深切感受到合肥的诚

意，让人暖胃又暖心。

幸福旅程，烟火依然。 合肥市相关部门负

责人表示，如果本次未能“逛吃”磨滩大街，也

不会留下遗憾。“一次尝遍合肥美食”活动今

后将会常态化举办， 合肥市主办部门也将会

及时发布相关公告。

美食市集丰富多“滋” 优质品牌悉数登场

合肥美食盛宴点燃消费烟火气

福建鲤城区出台方案

着力深化文商旅共融

本报记者 李虎 文/图

2023 年“5·19 中国旅游日”，甘肃

省定西市临洮县“花开临洮·香誉世

界” 第七届紫斑牡丹文化旅游系列活

动开幕。 近年来，临洮县把紫斑牡丹作

为“独一份”产业倾心培育，紫斑牡丹

传统地方品种多达 280 多个， 先后在

世界园艺博览会、 中国花卉博览会上

摘得各类奖项 70 余个。 目前，全县牡

丹、芍药等种植面积近 1.9 万亩，产值

逾 1.2亿元。该县今年将新增花卉种植

8000亩， 力争增加产值 6000余万元，

进一步提升“芳香经济”实力，推进旅

游产业与花卉产业的相互融合发展。

临洮县委副书记、 县长张振亚介

绍， 近年来临洮精心打造了南屏国际

紫斑牡丹园、 曹家坪原野紫斑牡丹园

等七大千亩牡丹基地， 临洮群众种植

紫斑牡丹蔚然成风， 境内星罗棋布的

“牡丹园”已成为陇中大地一道独特亮

丽的风景线。

本次旅游节以“花开临洮·香誉世

界”为主题，在南屏山生态旅游景区、

洮阳镇车刘家村曹家坪牡丹园、 玉井

镇朱家坪村天香园牡丹园、 新添镇机

场村机场牡丹园设立“一主三分”会

场，旨在通过宣传临洮文化旅游资源，

提升临洮紫斑牡丹知名度， 打造具有

地方特色的文化旅游品牌， 持续扩大

临洮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推动全县经

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近年来，临洮县委、县政府高度重

视紫斑牡丹的保护研究、药用加工、产

业开发和艺术交流， 连续七年举办紫

斑牡丹文化旅游活动， 将花木作为六

大特色产业之一， 大力实施“产业富

县”战略，精心建设六大核心景区，不

断推动文旅康养产业发展壮大。“十四

五”以来，全县以建设全国紫斑牡丹种

质资源库和打造全省栽培中心为目

标， 投入花木产业资金 2414 万元，培

育紫斑牡丹传统地方品种 281 个，引

进新品种 40 多个，谋划建设千亩紫斑

牡丹种植基地 7 个， 发展规模种植户

8000多户，全县栽培面积达到 8600 多

亩，年产值 3000余万元。 同时，培育发

展花卉企业、合作社 15 家，建成运营

花木销售市场、花店、摊点花市 55 个，

研发牡丹酒、花芽茶、鲜花饼、牡丹籽

油、丹皮等紫斑牡丹产品 11 种，开发

牡丹观赏旅游线路 5 条， 每年吸引游

客达 76 万人（次），新增旅游收入 1.3

亿元以上。

甘肃临洮牡丹花开

芳香经济实力提升

本报记者 李锦兰

近日，趁着 2023 红茶大会在云南省临沧

市凤庆县举办间隙， 中国商报记者一行乘车

前往凤庆县凤山镇安石村采访。据悉，距离凤

庆县城 6 公里的安石村茶叶种植历史悠久，

1938 年底，滇红茶的创史人冯绍裘用安石村

的茶叶原料试制成功第一桶红茶， 安石村也

因此被誉为“中国滇红第一村”。至今，用于试

制第一桶红茶的古茶林尚存。此外，安石村因

现有古茶园 2000亩，也被称为百年古茶园。

进入安石村， 平坦的柏油路四通八达。

“安石村以前是凤庆县最穷的村子，现在的安

石村种茶、 制茶， 已经成为凤庆县富裕的村

子。 ”安石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陈维菊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说起茶叶，陈维菊如数家珍。“一定要把

茶园管好。 ”任职 10 年来，在陈维菊的推动

下，村两委达成共识。她常常组织专家引导培

训茶农， 并对效益差的老茶园进行了合理换

植，加强了老茶园的植保工作。

为了加快有机茶园的建设步伐， 陈维菊

在安石村禁用巨毒高残留农药， 引导村民引

进太阳能杀虫灯、 黄色粘虫板等绿色防治技

术，推行零农药、零化肥，对茶园实行标准化

管理。

不仅如此，村委会还推行了“农户联保”

措施， 即一片茶园涉及的农户是一个联保区

域，一家茶园打农药，整个片区农户都将受牵

连，将告知和村委合作的 10 多家收购商不再

收购该片区内农户的茶叶。

针对原有茶叶加工企业设备陈旧、 不适

应现有茶园基地和当今茶业发展需求的问

题，陈维菊积极引资招企，通过努力，先后引

进了凤庆稳隆茶业有限责任公司和凤庆香竹

箐古茶叶有限责任公司两家茶叶加工企业，

形成了“公司+基地+农户”的生产经营模式，

不仅盘活了原来 3 个茶叶初制所的资产，而

且有效解决了全村农民茶叶销售难和农村富

余劳动力转移的问题。

作为滇红茶的主要原料基地， 两户茶叶

龙头加工企业的引进， 对安石村茶叶产业的

拉动效应十分明显。陈维菊说，安石村今年的

春茶由于天干缺水，茶叶发芽情况不是很好，

但好在春茶的价格不错。“我们主要售卖鲜

叶，单芽的价格在每公斤 60 元左右，一芽一

叶的价格 20 元一公斤，今年村里售卖鲜叶产

值已经达到 2100多万元。 ”陈维菊说，干茶的

价格最高可达每公斤 1000元左右。

目前，安石村已经和 18 家企业签订合作

协议，这些公司只收安石的茶，收购价也较普

通市场高许多。 目前安石村共有茶园近 2 万

亩， 其中高优生态茶园 6664 亩， 总产值达

3000 多万元。

这几年， 安石村在产业发展过程中成立

了“中国滇红第一村”茶叶产业协会，制定了

原料、工艺、价格、包装“四个统一”产品标准。

陈维菊坦言，在做优茶产业的基础上，安

石村还借力乡村旅游发展，通过文化墙绘制、

茶文化历史挖掘、 旅游基础设施建设等工作

的开展，统筹一体化推进乡村振兴。

乡村振兴路上滇红茶飘香。 在陈维菊的

带领下，如今的安石村是“全国一村一品示范

村”“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且拥有“全国创

先争优先进基层党组织”“国家级文明村”“省

级民主法治示范村”“省级文明村”“云南省百

强农技协会”“云南省生态文明教育基地”等

荣誉。

时下，安石村的面貌得到彻底改变，村民

的“钱袋子”越来越鼓，日子一天比一天富裕。

安石村也成为临沧市第一个名副其实的“茶

叶专业村”“中国滇红第一村”。

近年来，凤庆县采取大村带小村、强村带

弱村、优势互补、强强联合的方式，以安石村

为核心，辐射周边 4 个村，探索成立了凤庆县

“滇红第一村党委”，创建“中国滇红第一村”

茶叶联盟。

展望未来， 陈维菊表示， 安石村将紧扣

“滇红符号”，围绕基地、生产、加工、研发、体

验、集散、茶旅、康养八大功能板块，以“茶为

基础、旅为融合”的茶旅融合滇红茶产业，实

现“以茶促旅、以旅带茶、茶旅互动”一体化发

展，着力将“滇红第一村”打造为以滇红茶为

核心的乡村振兴文旅小镇。

游客在观看艺术表演。

美食制作现场。

（谢文君/图）

以茶促旅 以旅带茶 茶旅互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