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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城”牡丹江:

打造镜泊湖冰火梦幻世界

10

月

17

日，“镜泊湖冰火梦幻世界”———

2023

冬季旅游产品发布会举行，“雪城” 牡丹江

诚邀八方宾朋走进镜泊湖，游雪堡、赏冰瀑、观冬

捕，体验别样冰雪乐趣。

今冬，牡丹江市依托龙头景区———镜泊湖大

冰场、大雪场、大渔场、大冰瀑等优质“冷资源”，

策划推出“镜泊湖冰火梦幻世界”项目。 该项目将

围绕镜泊湖景区“一核一路三片区”展开，以镜泊

湖国际冬捕季为核心，打造镜泊湖北大门至镜泊

山庄广场沿路冰雪主题景观， 重点推出北门雪

堡———奇幻冰雪区， 火山冰谷———魔幻冰瀑区，

山庄码头———梦幻冰湖区等三大核心主题游览

区。 通过“冰雪

+

文化

+

科技”完美融合设计理

念，创造更加真实场景效果，打造集故事性、互动

性和参与性为一体的创新沉浸式冰雪主题乐园，

为广大游客和市民朋友们开启一场冰与火的欢

乐盛宴。

作为黑龙江省区域性旅游中心城市，牡丹江

素有“林海雪原中的塞北江南，白山黑水间的鱼

米之乡”美誉。 今年夏天，该市在镜泊湖景区策划

推出了“印象渤海国·海东盛世情” 音乐盛典

&

市井集市、 花车巡游、 夜游龙舟、 打铁花、 渤

海礼乐等文旅产品项目； 在火山口国家森林公

园推出了萌宠动物园、 森林浴场等文旅产品项

目； 在镜心园景区推出了竹筏悠游镜心湖等文

旅产品项目； 在三道关国家森林公园推出了三

道关雾溪秘境全息夜游项目。 通过深化“旅游

+

”

融合发展，牡丹江将绿水青山、清凉避暑的资源

优势转化为旅游市场消费优势， 进一步提升了

“北国好风光，美在黑龙江”品牌影响力。 今年中

秋、国庆长假期间，牡丹江共计接待游客

271.94

万 人 次 ， 较

2019

年 、

2022

年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76.16%

、

154.72%

； 实现综合旅游收入

88486.85

万 元 ， 较

2019

年 、

2022

年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86.11%

、

365.63%

，旅游市场呈现高开稳走、持续

向好的态势。 （周冰 德健宇 姜辉）

江西铜鼓：

以水为“笔”

绘就生态文明新画卷

“映着清清修河水，你仿佛在梦里，座座青山

荡起了涟漪……”一首《我到铜鼓来寻你》，道出

了江西省铜鼓县数不尽的美丽风光。

潺潺绿水环绕江心沙洲，青葱树影掩映红蓝

步道，这里是位于铜鼓县定江河上的河长制主题

公园。“公园建好后， 我们休闲的地方又多了一

个，这里水清岸绿，带小孩子来走一走，心情都变

好了。 ”退休在家的市民丁先生常常带着孙子来

到河长制主题公园散步，他笑盈盈地称赞起铜鼓

日渐变好的水环境。

迈出家门是公园，山环水绕成乐园，河长制

主题公园是铜鼓县水利工程建设的一个缩影。 近

年来，铜鼓县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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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开展水陆共治、干支

流同治， 实施铜鼓县河湖水系综合治理工程、定

江河“一河两岸”工程和中小河流治理工程，既有

效形成县城和乡镇集镇防洪闭合圈，又全面提升

了两条干流的水生态环境。 通过河道功能的恢

复，提高河道的防洪标准，保障沿岸群众和两岸

农田的生产生活用水，呈现“河畅、水清、岸绿、景

美”的新面貌。

河更畅、水更绿、景更美……守着“聚宝盆”，

作为全国水土保持示范县，铜鼓县不仅要守护好

绿水青山，更要从绿色发展中受益。

从“沉睡资源”到“美丽经济”，“两山转化”

让梁

塅

村尝到了甜头。 近年来，在江西省政府办

公厅驻村帮扶下，围绕“修河源头，五彩梁

塅

”的

发展规划， 统筹

3000

余万元对高桥梁

塅

村开展

生态清洁型小流域建设，取得较好成效。 通过建

设生态护岸、河道清淤清障、修建步道骑行道、绿

化美化沿途景观以及营造经济林、水土保持林等

措施，有效治理水土流失，做优生态、做美村庄、

做强产业，显著改善当地人居环境，因水土改善

而种下的多种经济作物也进一步增加了当地居

民收入来源。 （陈清雨 喻川雪）

“前一桌客人还没吃完，后面

的客人就等上了。 ”樊瑞清一边擦

桌子一边说， 她的农家乐最多可

接待

40

人。 说话间， 有游客打来

电话订餐 ，“实在是来不及了，过

会儿还得去鱼塘捞鱼。 ”她连声说

着抱歉。

樊瑞清开了

20

多年农家乐，

近几年她明显感觉游客多了。“今

年，葡萄

1

斤能卖到

7

元，过去只

有

3

元多。 游客多了以后我们的葡

萄和鱼就地都卖光了。”樊瑞清说，

她家有

8

亩葡萄园和

30

多亩鱼

塘，在旅游业带动下，每年收入

10

多万元不成问题。

托克托县已有数百年种植葡

萄的历史，葡萄园和鱼塘是沿黄农

民的“标配”。 目前，当地种植着

20

多个品种的葡萄，种植面积达

1

万

亩， 年销售收入可达

6000

万元以

上。 过节期间，“托县葡萄”成为人

们走亲访友的热门礼品。

目前， 托克托县共有

67

户农

家乐。

2023

年前

8

个月，托克托县

共接待游客

69.4

万人， 旅游收入

7481

万元， 其中农家乐接待游客

数量和旅游收入占比均超过

60%

。

托克托县文化旅游体育局局

长赵永光说：“黄河流经托克托县

37 . 5

公里 ， 托克托县旅游业必

须以黄河为依托，充分突出黄河文

化，彰显黄河魅力，乡村旅游就是

一个让人们体验当地风土人情的

好方式。 ”

赵永光介绍 ， 在黄河保护方

面， 托克托县编制了沿黄文化旅

游保护发展规划和黄河保护规划，

明确了黄河岸线的旅游发展和保

护路径， 为今后旅游开发建设提

供遵循。 力争到

2025

年， 将文化

旅游业培育成重要的战略性支柱

产业。

黄河从托克托县向南流淌 ，

进入呼和浩特市清水河县 。 不同

于托克托县村民自己开办农家乐，

在清水河县 ， 一群返乡创业的年

轻人成了带动乡村旅游的“排头

兵”。 他们利用沿黄河分布的自然

和文化旅游资源，开发形式多样的

乡村旅游产品。

在清水河县高茂泉村，高茂泉

乡土中心负责人郭瑞正忙着接待

游客。游客可以在村子里寻找古老

的农事工具，向村民了解用法和原

理后，再亲手操作一番。 郭瑞也会

带着游客去黄河一级支流———浑

河徒步，带游客参观河北岸的龙山

时代后城咀石城遗址。

高茂泉乡土中心原本是村里

的学校， 学校停办后废弃成了羊

圈。

2020

年，高茂泉村一家农业企

业将其改造为特色民宿兼大学生

乡村社会实践基地。 郭瑞介绍，乡

土中心能接待

40

人左右住宿。 游

客住在窑洞式的房间，平时可以在

院子里烧烤，或去村子里观光。

乡土中心里许多装饰是由来

高茂泉村参与 社 会 实 践 的 大 学

生们设计制作的，其中一个写着

“高茂泉”三个字的装饰牌格外醒

目。 它由内蒙古工业大学学生周

佩妍和王宇佳制作， 上面画着小

米、海红果、黄河“几字弯”等当地

特色。他们还在字牌上用麻绳编了

一个小人，象征着回乡村创业的年

轻人。

“乡土中心是由一帮爱玩、会

玩、 爱带别人来玩的年轻人运营

的。 ”郭瑞笑着说，乡土中心为年轻

人干事创业提供了平台，让他们能

够发挥创意，在继承优秀传统文化

的基础上设计开发新奇有趣的旅

游产品。

郭瑞介绍 ， 今年以来 ， 乡土

中心共接待游客

3000

多人次， 收

入

60

万元左右。 他表示， 下一步

乡土中心会利用年轻人集聚的优

势， 一方面继续开发创意旅游项

目， 另一方面探索与农家乐的衔接，

合作发展。

清水河县文化旅游体育局局

长乔楠说：“我们在保护传承弘扬

黄河文化的基础上，立足全县旅游

资源禀赋，建设中国知名黄河与长

城文化生态旅游目的地，让黄河成

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 ”

呼和浩特市文化旅游广电局

副局长王菁表示，近年来呼和浩特

市加强黄河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

作，全力打造“南部黄河湾”特色旅

游带，将黄河流域文旅资源串点成

线、连线成片，推动文旅融合发展。

下一步呼和浩特市将继续高标准

建设旅游景区， 发展特色乡村旅

游，将当地沿黄流域打造成为更具

辐射力、影响力的旅游目的地。

（赵泽辉）

行天下

资料图片

河南辉县：探索沉浸式文旅新模式

10

月

19

日 ，

游 客 在 河 南 宝 泉

旅游度假区的观景

平台游玩 （无人机

照片）。

近年来， 河南

省辉县市依托南太

行 山 优 质 旅 游 资

源， 积极探索沉浸

式文旅新模式 ，打

造以“崖”为主题的

景区， 建成投运了

“空中巴士”、 蹦极

等悬崖文旅项目 ，

让广大游客沉浸式

游览在悬崖峭壁之

中。 李嘉南 摄

依托黄河自然和文化资源，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托克托县乡村旅游发展如火

如荼。游客在游览完黄河风光后会前往附近农家乐吃黄河炖鱼、体验葡萄采摘。随便走

进当地一处农家院，地上晾晒着黄澄澄的玉米、红灿灿的辣椒，葡萄架上还挂着一串串

紫红的葡萄。 一到饭点，几乎每个农家小院里都停着几辆车，都是前来用餐的游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