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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 庸 置 疑 ，虽 然 文 旅 康 养 资 源 丰

富，但是由于认识不到位、融合不紧密、

产业发展无名牌、基础设施不完善等，

我市资源优势并没有充分发挥出来。

“受财政压力大、动员社会资本参

与 不 够 有 力 有 效 等 因 素 影 响 ，全 域 旅

游 创 建 资 金 投 入 不 足 ，全 域 旅 游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项 目 进 展 缓 慢 或 停 滞 ，直 接

影响创建工作的整体进展。”舞钢市旅

游 发 展 中 心 副 主 任 王 宁 认 为 ，目 前 平

顶山旅游产业的发展多为利用现有的

自 然 山 水 资 源 进 行 开 发 建 设 ，产 品 结

构 单 一 ，多 产 业 融 合 发 展 程 度 较 低 。

就 拿 舞 钢 市 来 说 ，冶 铁 文 化 和 钢 铁 冶

炼加工相融合的工业旅游产品开发进

展缓慢，独特性不够，对游客吸引力不

强 。 另 外 ，破 解 门 票 经 济 向 产 业 经 济

转变的办法不多、措施不力，缺乏能为

游客提供精神层面体验和感受的核心

产 品 ，产 业 链 条 短 板 明 显 ，宾 馆 民 宿 、

餐 饮 美 食 、旅 游 商 品 、娱 乐 场 所 等 质

量、数 量 不 能 满 足 游 客 的“ 吃、住、行、

游、购、娱”等体验需求。

市假日旅行社总经理王春杰说，我

们既要打造时尚城市，又要建设诗意田

园 ，开 发 具 有 浓 郁 风 土 人 情 的 特 色 产

品，促进乡村文化旅游业多样化、个性

化、专业化发展，使游客在文化演艺、节

庆和农事体验中感受乡土民风，在农业

采摘园、观光园中领略田园生活，在城

乡互动、文旅融合、独具魅力的旅游体

验中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留得住乡情。

打 造 文 旅 名 城 ，人 才 特 别 是 高 端

人 才 是 重 要 的 支 撑 。 2017 年 7 月 ，原

市旅游局（现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联

合 河 南 城 建 学 院 成 立 市 旅 游 研 究 院 ，

旨 在 打 造 平 顶 山 的 旅 游 智 库 、业 界 智

源、学术高地，为我市发展全域旅游提

供人才保障。

市旅游研究院院长孙亚辉建议，我

市应当在全力打造全域旅游目的地上

着力，推动以陶瓷文化、曲艺文化、根亲

文化等为代表的品牌影响力显著扩大，

推动文化和旅游服务质量、服务效能明

显提升，实现旅居者心怡、远来者心悦。

（本报记者 田秀忠 卢晓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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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域旅游，打造鹰城新品牌
——平顶山聚力打造文旅名城系列报道之一

我市是古地新城，旅游资源丰富，文化底蕴

深厚，旅游资源单体 4205 个，名列全省第二，有

千手观音证道祖庭香山寺、千年古刹风穴寺、国

家重大考古发现汝官窑遗址、苏轼父子三人的安

息地三苏园、全国保存最完整的明代县衙叶县县

署、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马街书会等名扬中外

的文化瑰宝。

把文旅资源优势变为经济发展优势，打造文

旅强市、文旅名城，多年来一直是市委、市政府孜

孜不倦的追求。我市把文旅产业作为一项战略

性支柱产业，坚持以市场为导向、服务为核心、项

目为支撑、资源整合为抓手，全力打造海内外知

名的旅游目的地，在实现“近者悦，远者来”美好

愿景的生动实践中留下一串串铿锵足音。

项目建设加快实施。我市以大平台、大项目

建设为载体，加大旅游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开发

建设了一大批重点旅游项目。仅去年，我市就争

取省级以上资金 6487 万元，用于文化旅游项目

建设。20 家景区实施提升工程，28 个重点文旅

项目有序推进，鲁山花瓷小镇项目开工建设，宝

丰县创建成为我市首个省级旅游标准化示范县，

汝州市成功创建成为首批省级全域旅游示范区。

全域旅游持续推进。我市坚持“宜融则融，

能融尽融”的发展思路，成立工作小组，下发《平

顶山市全域旅游发展三年行动计划》《关于加快

推进乡镇全域旅游发展的意见》等文件，编制《平

顶山市全域旅游总体规划（2017-2030 年）》，全

域旅游创建工作有序推进。同时，我市充分发挥

旅游业融合能力和集成作用，大力推动旅游与生

态、文化、工业、农业等其他相关产业深度融合、

创新发展，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旅游环境不断优化。我市一手抓硬环境提

“颜值”，完善道路交通、标识标牌、集散中心等基

础配套设施，深入推进城市美化和“厕所革命”；

一手抓软环境增“内涵”，出台实施行政执法公

示、执法全过程记录、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三

项制度”，开展专项整治活动，从严查处违规违法

行为，确保文旅市场健康有序发展。

品牌形象显著提升。仅 2019 年，我市就举

办文化旅游宣传推介交流活动 100 余场次，初步

确立“老家河南·乐享平顶山”形象品牌。今年 4

月 14 日，市委宣传部邀请 8 名省内知名文化和媒

体专家学者莅临平顶山，举行为期 3 天的“文化

名家鹰城行”建言献策暨集中创作活动。专家学

者们盛赞鹰城厚重文化，纷纷为文化发展献计献

策。

目前，我市有 A 级景区 45 家，旅行社和服务

网点 100 多家，星级饭店 23 家，乡村旅游经营单

位 7000 多家，旅游商品生产企业 200 多家，旅游

业从业人员 10 万人，拥有“中国曲艺之乡”“中国

汝窑陶瓷艺术之乡”“中国观音文化之乡”“中国

优秀旅游城市”“国家园林城市”等光彩夺目的城

市名片。2019 年，全市接待海内外游客 6039.2 万

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 314.3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13.6%和 18.2%，均创历史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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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市十一届人大三次会议闭幕式上，市委

书记周斌指出，要把文旅康养作为战略性支柱

产业来培育，作为各类资源融合转化的重要载

体来抓实，作为展示鹰城形象的亮丽名片来打

造，作为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产业来

经营，“憋大招”、打“组合拳”，大力发展观光游、

文化游、工业游、乡村游、健康游，实现旅游业由

观光型向体验型、景区化向全域化、过境地向目

的地转变。

蓝图已绘就，奋进正当时。我市将坚持文化

引领、产业融合、生态优先、开放合作、创新驱动，

以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为主线，以全域旅游为

主导，融入红色文化，“强点”“优线”“扩面”相结

合，多业态发展，提供优质文化旅游产品和服务，

着力打造“老家河南·乐享平顶山”文化旅游品

牌，加快文旅名市建设。

目前，“一核两带四集群”的壮美文旅画卷正

在鹰城大地徐徐展开——

建设辐射带动明显的文化旅游休闲度假核

心。以白龟湖国家城市湿地公园、平顶山博物馆、

香山寺、花山小镇、市游客中心、应国遗址、香山古

镇、高科技和工业研学游为依托，以市城乡一体化

示范区为龙头，文化旅游资源全面整合、一体打造，

建设文化旅游核心休闲度假区。

建设资源特色突出的山水文化带和生态休

闲带。以汝州、鲁山、宝丰、郏县的山水、古村落、

寺、瓷、酒、汤、曲剧、曲艺、魔术、红色文化等为支

撑，建设山水文化产业带；以舞钢、叶县、卫东、湛

河的田园生态农业为支撑，建设集观光、采摘、餐

饮为一体的生态休闲产业带。

建设业态类型多样的四大文化旅游产业集

群。汝州、鲁山以“山、水、佛、汤、寺、林”特色优

势资源为基础，全面整合辖区旅游资源，加快重

点旅游项目建设步伐，建设山水康养度假集群。

舞钢、叶县以丰富的乡村旅游资源、生态农业为

基础，完善度假设施、生态绿道等基础服务设施，

构建田园休闲观光集群。汝州、宝丰、郏县整合

文化资源，实施精品化战略，加大科技投入，培育

文化消费市场，以“说唱文化+传承体验”“特色文

化+特色小镇”“古寨文化+美丽乡村”“汝窑文

化+乡村公园”为支撑，建设文化旅游体验观光集

群。汝州、鲁山、宝丰、郏县发挥古村落、山水优

势资源，大力支持民宿行业发展，打造特色品牌，

建设民宿助力乡村振兴集群。

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徐渊向记者展示

了文旅产业发展的美好前景：到 2025 年，我市文

化旅游产业日益壮大，竞争力持续增强，近悦远

来的文旅名城初步形成。到 2035 年，全市文化

旅游空间布局更加优化、综合效益进一步提升，

国际文化旅游目的地基本确立，综合实力位居全

省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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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严重冲

击，市委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

而为，进一步提出要聚力打造包括

近悦远来的文旅名城在内的“四个

城”。这必将为我市高质量发展注

入强劲动力和活力，也必将在鹰城

发展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在今年全市两会上，政府工作

报告提出，要“树立全域旅游理念，

推动文化旅游深度融合，充分挖掘

观音、曲艺、陶瓷、魔术、温泉、姓氏、

冶铁等文化资源，用好红色文化及

工业遗存资源，大力发展乡村旅

游、工业旅游、研学旅游、智慧旅游，

抓好游客服务中心、花瓷古镇、树

雕艺术博物馆等项目建设，打造国

际文化旅游目的地”。这为我市聚

力打造近悦远来的文旅名城描绘

了蓝图、标注了路径。

本报今起推出“平顶山聚力打

造文旅名城特别报道”，展示近年

来我市在发展全域旅游、推进文旅

融合中采取的创新举措和取得的

显著成就，找出存在的短板与不

足，为加快文旅融合发展、推动鹰

城更加出彩贡献“党报力量”。

编者按

云 禅 湖 、丹 阳 湖 、
望 嵩 湖 、天 青 湖 、鹳 鱼
湖五大湖区微波荡漾，
水 草 丰 茂 ，鹭 鸟 嬉 戏 。
汝 州 市 城 市 中 央 公 园
空 气 清 新 、恬 静 迷 人 ，
市民漫步林荫小道，悠
然自得。

与此同时，距离汝
州市区 15 公里的陵头
镇 窑 洞 民 俗 村 王 湾 则
是另一番景象：竹影摇
曳 ，山 花 烂 漫 ，曲 径 通
幽，流水潺潺，工分墙、
龙 盘 古 井 等 老 物 件 随
处可见，氤氲着浓浓的
乡愁。

如今的汝州，已是
“绿廊相连、水网相通、
文 脉 相 续 、城 园 相
融 ”。 5 月 11 日 ，在 全
省文化旅游大会上，汝
州 市 作 为 全 省 首 批 10
个 全 域 旅 游 示 范 区 之
一受到表彰。

潮平两岸阔，风正
一 帆 悬 。 鹰 城 大 地 处
处 演 绎 着“ 诗 ”与“ 远
方”相携相随的人间佳
话，全域旅游不断萌生
新的景象、锻造新的品
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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