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洞庭湖边走走，连风
都带着诗的味道。”三月春光

里，郴州日报社党组成员、
副社长、副总编辑叶龙斌
重访岳阳时，用诗意语言
解 码 这 座 千 年 古 城 的 气
质。他感慨道：“这里山水与

人文的化学反应，有一种‘来
了就不想走’的魔力。”

对于岳阳古城的印象，叶
龙斌认为味蕾与视觉同样忙碌，尝过火辣的烧烤夜市，
品过鲜香的洞庭三鲜，还笑称“小龙虾钳住了游客的
胃”。他表示，岳阳正以科技感与沉浸式体验重塑文旅
格局——既要让千年名楼焕新颜，也要让文创产品成

“种草”利器。
美食成为双城对话的密钥。岳阳烧烤的烟火气与

郴州烧鸡公的鲜辣味在交流中碰撞，折射出不同的城
市性格——前者是长江码头的豪迈，后者是岭南门户
的包容。正如叶龙斌所言：“文旅融合既要讲好山水故
事，也要用味觉记忆留住脚步。”

当被问及对此次大会的期许，叶龙斌目光灼灼：
“期待岳阳乘势孵化更多文化 IP，让‘大美江湖’真正名
动天下。”

洞庭湖的风飘来诗意，
旅发大会串起双城故事

郴州日报社党组成员、副社长、副总编辑 叶龙斌

 20 年 前 ，常 德 日 报 社
党组成员、副社长、副总编

辑魏仙耘就曾到访岳阳
楼。而这次前来，她领略
到了岳阳楼烟雨朦胧的
独特美感。

 她感慨道：“岳阳楼
自带流量和滤镜。千百年

来，它一直是不折不扣的网
红打卡地，李白、杜甫等大

诗人都曾到此留下足迹。我们在中学时期都读过《岳
阳楼记》。”

常德和岳阳同属洞庭湖经济圈，在文化层面一脉
相承，都有着浓郁的水文化与洞庭文化。魏仙耘对岳
阳洞庭南路的历史文化传承和老街区保护工作称赞
有加：“这非常值得我们学习，保留一座城市的记忆，
对当代人和后人都意义非凡。”

对于第四届湖南旅游发展大会，魏仙耘满怀期
待。她认为，常德与岳阳在文旅开发领域存在诸多合
作契机。岳阳有著名的《岳阳楼记》，常德有知名的《桃
花源记》，两地完全可以加强合作，整合优势资源，共
同推动文旅产业发展，让更多游客领略到洞庭湖经济
圈独特的文化魅力，促进区域文旅繁荣。

岳阳楼自带流量和滤镜
常德日报社党组成员、副社长、副总编辑

魏仙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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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4日至6日，全省14家市州主流党媒的社
长、总编辑齐聚岳阳，共同参加湖南省党媒联动助
力第四届湖南旅游发展大会全媒体行动。

岳阳，傲立湖南北部，乃三湘通衢，有着深厚
的文化底蕴和独特的生态旅游资源。

为全力助推第四届湖南旅游发展大会，充分展
现岳阳文旅魅力，本报特别策划《社长总编说岳阳》
栏目，邀请省内党媒社长、总编辑，以专业视角解读
岳阳文化底蕴与生态旅游特色，带你领略“大美江
湖 天下岳阳”的无限风采。（采访排名不分先后）

3 月的岳阳，春意盎然。长沙晚
报社党委书记、社长、总编辑洪孟春

面对岳阳楼、洞庭湖等美景，心潮
澎湃。他盛赞岳阳地理位置独
特，坐拥大江大湖，人文历史资
源在湖南独树一帜。洪孟春提

到，关于岳阳的古诗词如“气蒸
云梦泽，波撼岳阳城”以及《岳阳楼

记》等经典，让岳阳的山水人文深深
扎根在人们心中。他用“风流尽占，

风景独好”概括岳阳的文旅特色。
在文旅融合发展的时代背景下，洪孟春认为，岳阳的关键

在于“做大流量，将流量变现”。近年来，岳阳在文旅融合方面
进行了诸多探索，文旅热度不断攀升，而留住游客的关键在于
提升配套服务，如住宿、餐饮、交通等，通过优化游客体验，更
能有效实现流量变现。

洪孟春还分享了《长沙晚报》在推广地方文旅方面的实践
经验。他表示，党报应充分发挥主流媒体作用，多角度多元化
做好地方文旅的宣传推介。《长沙晚报》通过高立意、高站位的
大策划，深入挖掘地方的历史、人文和旅游资源，精心制作封
面特稿、新媒体产品等，以新颖形式吸引受众，并通过多渠道
广泛传播，展现地方文旅的独特魅力。

最后，洪孟春用宁乡话送上祝福：“大美江湖，天下岳阳。
预祝第四届湖南旅游发展大会取得圆满成功！”他相信，岳阳
凭借独特的文旅资源和深入的探索实践，一定能交出一份亮
眼的文旅答卷。

坐拥大美江湖，岳阳风景独好
长沙晚报社党委书记、社长、总编辑 洪孟春

对岳阳，衡阳日报社党
委书记、社长、总编辑王迎华
主要有以下几点深刻印象。

首先是“忧天下”的格
局情怀。从屈原的“求索”，
到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
忧”，再到左宗棠的“身无半
亩，心忧天下”，充分体现岳
阳是一座有大格局、大情怀
的城市。

其次是“达天下”的交通枢纽。岳阳拥有城陵矶港
口，可通江达海，又位于京广大动脉上，交通便捷。

最后是“竞天下”的城市发展。在百舸争流、千帆竞发的
发展态势下，作为省域副中心城市的岳阳，正在极力推进乙
烯项目等一批大项目，未来发展前景广阔，必将迈上新台阶。

去年9月，第三届湖南旅游发展大会在衡阳成功举办。
谈及衡阳的成功，王迎华说他有四点深刻体会：一是核心在
项目建设，紧扣“文化+旅游”“文化+科技”两道融合命题，
依托地方旅游资源布局和建设文旅项目；二是关键在组织
领导，旅发大会是一项庞大系统工程，需建立严密的组织体
系，压实责任，强化调度，推动落实；三是满意在会务接待，
要热情周到细致地做好服务工作，让嘉宾开心而来、满意而
归；四是出圈在宣传推介，媒体部门要紧扣主题，策划并开
展有影响力的宣传推介，让国内外游客慕名前来。

对于第四届湖南旅游发展大会，王迎华期待越办
越好，展现岳阳的独特魅力。

“天下岳阳”的三重解读
衡阳日报社党委书记、社长、总编辑 王迎华

“岳阳我来过 3 次，每一次都会被
这 座 千 年 古 城 的 独 特 魅 力 所 震

撼！”株洲日报社党组成员、副社
长、副总编辑、高级记者叶新福
走进中洲通航岳阳飞行营地时
表示。在这里，游客可以乘坐飞
机，鸟瞰烟波浩渺的洞庭湖，甚

至还能见到麋鹿。“株洲就生产这
种 轻 型 运 动 飞 机 ，还 建 有 通 用 机

场。”作为来自制造名城株洲的媒体
人，他对高科技产品总是充满热忱。

 叶新福对岳阳印象深刻。他说，岳阳作为千年古城，在文化
与科技赋能文旅产业发展方面成绩斐然。岳阳历史厚重、文化深
邃，如承载“先忧后乐”精神的岳阳楼，以及丰富的民俗文化等，是
文旅发展的宝贵资源。要通过文化与旅游融合、文化与科技融合，
以文化加持、科技赋能，让传统与现代相互融合、交相辉映，不断
绽放文旅新活力。而像中洲通航岳阳飞行营地这样的项目，借助
先进的航空科技，让游客以全新视角领略江湖名城的秀丽风光，
极大拓展了文旅体验边界，这便是科技赋能的生动体现。

当前，锚定“三高四新”美好蓝图，长株潭都市圈建设加速推
进，株洲与岳阳在港口联动、文旅融合、产业协同等方面的合作不
断深化。叶新福说，两地党媒都肩负宣传与助推的重任，希望与岳
阳媒体同仁携手合作，运用全媒体多元手段，深度挖掘“大美江
湖 天下岳阳”的精彩故事，以独特视角展现岳阳文旅魅力，为湖
南文旅高质量发展贡献媒体力量。

 文化加持，科技赋能，
不断绽放千年古城文旅新活力

株洲日报社党组成员、副社长、副总编辑、高级记者

叶新福

“ 在 岳 阳 邂 逅 大 熊 猫 ，
是 生 态 与 人 文 的 美 妙 共
鸣 。”3 月 5 日 ，湘 潭 日 报 社
编 委 会 成 员 、新 媒 体 中 心
主 任 、高 级 记 者 翁 灵 娜 在
岳阳中华大熊猫苑发出如
是感慨。

 漫步熊猫苑，憨态可掬
的“国宝”引得媒体人频频驻
足。“从前跨省看熊猫，如今

生态红利就在‘家门口’。”翁灵娜表示，这座湘北熊猫
家园不仅承载着生物多样性保护使命，更折射出岳阳

“生态塑形、文化铸魂”的发展智慧。在她看来，“江豚
的微笑”与“大熊猫的萌态”，都是生态岳阳最动人的文
旅名片。

登临焕新的岳阳楼，翁灵娜感叹，景区既守住了
“先天下之忧而忧”的精神内核，又让传统文化可触可
感。她还特别关注到景区与周边商业业态的共生共荣：

“正如湘潭万楼的开发思路，文旅发展不能囿于景点本
身，要让文化价值转化为市场活力。”

谈及区域联动、文旅协作的新构想，翁灵娜提出
“以媒为桥”的协作路径：党媒应当搭建资源互通平台，
让湘潭的红色基因与岳阳的江湖文章碰撞出新火花。
这种跨区域的文旅对话，正为湖南旅游高质量发展注
入新动能。

以媒为桥，绘就文旅发展精彩画卷
湘潭日报社编委会成员、新媒体中心主任、高级记者

翁灵娜

这次来到岳阳，邵阳日报社党组
成员、副社长刘成群感慨良多。他认
为，“大美江湖 天下岳阳”这句大会
口号精准地定位了岳阳的文旅特色。

大江奔腾，大湖浩渺，自然景观
美不胜收，尽显大气磅礴之美。名山、
名楼与名人相互映衬，展现人文历史
深厚底蕴。在这里，自然景观与人文
历史完美交融，展现出独特的魅力。

“尤其是走进岳阳中华大熊猫苑
以后，觉得很震撼。看到这些可爱的
大熊猫，感觉岳阳就是不一样。”刘成
群说道。

对这次湖南省党媒联动助力第四
届湖南旅游发展大会全媒体行动，他用
两个词“互动”“联动”进行了高度概括。
14家市州主流党媒展开深入交流，碰撞
出思想的火花。党媒之间抱团发展，共
同推广文旅事业，意义非凡。他相信，通
过党媒的联动宣传，岳阳的文旅资源将
得到更广泛的传播，“大美江湖 天下
岳阳”的形象也将更加深入人心。

党媒抱团共推文旅事业意义非凡
邵阳日报社党组成员、副社长 刘成群

岳阳日报社党组成员、
副社长、副总编辑黄海洋在
谈及文旅融合发展时，热情洋

溢地表示：“有朋自远方来，不
亦乐乎。”他深感荣幸能与全省
主流媒体同仁共聚岳阳，为文旅

事业的繁荣发展鼓与呼。
当前，岳阳文旅融合发展的势头如日中天。从岳阳楼的千

年历史沉淀，到洞庭南路的焕新蝶变；从大熊猫的“萌态”出
圈，到国际龙舟赛的激情四溢，岳阳文旅以“江湖胜景”为核
心，不仅凸显了千年文化脉络，更平添了新时代的时尚风采与
鲜活场景，让游客流连忘返！

“从‘一纸风行’到‘智媒深融’，我们始终不敢有丝毫松
懈。”黄海洋表示，媒体融合与文旅融合同频共振，正催生“1+1
>2”的聚变效应。“AI 时代，媒体更应以创新思维和技术手段
突破传统宣传的边界，实现传播效能与文旅价值的双重释
放。”他认为，新闻供给不仅要“出彩”，更要“出圈”“出效”。

黄海洋还提到，岳阳市正紧锣密鼓筹备第四届湖南旅游发
展大会。作为东道主城市的主流党媒，将始终贯彻“服务大局、创
新表达、赋能城市”的理念，按照岳阳市委、市政府的要求，努力
为塑造“大美江湖 天下岳阳”的文旅超级符号贡献力量。同时，岳
阳日报社将以此次党媒联动活动为契机，开设“闪闪文旅心”栏
目，用全媒体讲好岳阳故事，让“诗和远方”真正扎根于这片江湖
热土，为湖南，也包括岳阳的文旅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让“诗和远方”真正扎根于这片江湖热土
岳阳日报社党组成员、副社长、副总编辑 黄海洋

“如果说张家界的奇
峰秀水是深闺碧玉，那么
八百里洞庭就是当之无
愧的大家闺秀。”张家界
市融媒体中心副主任卓

志华表示，自己被洞庭湖的水所震撼，大江大湖、
气势磅礴，“从范仲淹笔下的‘气象万千’到如今文
旅融合的‘万千气象’，岳阳正书写着新时代的江

湖传奇。”
他表示，岳阳文旅发展优势巨大，有依托长江

经济带战略区位形成的“大江大湖”格局，有基于
人口基数的内生型消费市场培育，还有创新资源
整合形成的示范效应。“岳阳本身的人口基数较
大，可以鼓励本地人来支持旅游发展，然后通过全
省联动扩大声量。像这次我们能够把全省各地党
媒联合起来，共推岳阳的文旅景点，就是很好的创

新，岳阳的发展势头非常好。”
在采风过程中，卓志华对于南湖旅游交通三圈

的规划非常关注。“大手笔的投资魄力，将城市公园
升级为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转型智慧，立体交通体
系的设计理念，破解了滨水城市生态价值转化难
题。”卓志华指着湖岸星罗棋布的文旅配套说，多措
并举，既保护了生态环境，又创造了文旅新地标，南
湖旅游交通三圈的经验值得研究和学习。

从洞庭南路走过，卓志华看到了不少岳阳小
吃。“我计划四月份带家人来一次岳阳。”原来，他
的妻子和孩子非常喜欢吃小龙虾，而岳阳的小龙
虾则早就声名在外，“这就是美食 IP 的魅力，是文
旅融合的鲜活样本。期待和岳阳的再次相逢！”

洞庭湖是“大家闺秀”
张家界市融媒体中心副主任 卓志华

蒙 蒙 细 雨 中 ，飞 檐 翘
角 的 岳 阳 楼 若 隐 若 现 。
“‘若夫淫雨霏霏’的意

境 ，今 日 算 是 领 略 到
了。”益阳日报社党委
委员、副社长、副总编
辑杨治军在青石台阶上

道出诗意感受。
在岳阳中华大熊猫苑，

杨治军看着憨态可掬的大
熊猫啃食竹子，点赞这里的生态保护理念：“熊猫苑建
设保留原生态的做法，正是践行‘守护好一江碧水’的
生动实践。这里完全有底气打造华中熊猫文旅新地
标。”谈及岳阳、益阳、常德三市协作，他直言：“我们同
享八百里洞庭的馈赠，完全能在旅游产品开发、线路
设计上深度抱团，让‘江湖名城’的故事传得更远。”

作为媒体融合的践行者，杨治军对文旅传播创
新颇有心得。“新媒体不是报纸的对手，而是战友。”
他说，就像这座千年名楼，既要做好“深度报道”深挖
文化内涵，也要让即时资讯“飞入寻常百姓家”。

当被问及两地美食文化时，杨治军笑言：“岳阳
街上飘着益阳麻辣烫的香，益阳巷尾藏着岳阳烧酒
的醇，这不正是文旅交融最生动的注脚？”

 深度抱团，
让“江湖名城”的故事传得更远

益阳日报社党委委员、副社长、副总编辑
杨治军

细雨为洞庭湖蒙上一层薄

纱。永州市融媒体中心党委副

书记、副主任曾锐执伞立于岳

阳楼景区，望着湖面若隐若现

的货轮感慨：“雨中探访岳阳实

属首次，这‘淫雨霏霏’的意境，

恰似范仲淹笔下的水墨长卷活

了过来。”

曾锐每次来岳阳都必打卡

岳阳楼，他表示，“忧乐精神”既

是士大夫的家国担当，也是中

华文化中“仁者爱人”的具象化

表达，是超越建筑本身的文化

图腾。今年是《岳阳楼记》问世

979 周年，“先忧后乐”的精神穿

越时空，与现代文旅形成了奇

妙共振，身在其中，能深刻感受

岳阳历史文化的厚重。

但这次他新增加了一个必打卡的地方，那就

是岳阳中华大熊猫苑。细雨纷飞中，10只大熊猫

在苑内生活嬉戏，憨态可掬的国宝们引得采风者

拍个不停。占地约 24.5 公顷的园区更汇集科普

馆、文创集市等，成为岳阳又一网红打卡地。

“这座大熊猫苑真是大手笔，这应该是华中

地区最大的熊猫基地了。岳阳能有这样一个基

地，真是非常好的旅游品牌。”他表示，以往他不

常带家人来岳阳玩耍，因为有了这座大熊猫苑，

他计划带着家人、孩子常来岳阳，“过去总觉得

岳阳是文化朝圣地，现在发现这里既有千年文

脉的厚度，又有现代文旅的活力。来岳阳，所有

年龄层的文娱需求都能得到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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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月 5 日，全省 14 家市州主流党媒负责人和
媒体记者组成的采风团，开启了一场沉浸式的岳
阳之旅，深度感受这座城市的“江湖之美”与“天
下情怀”。采风团一路走访考察了飞行营地、充
满诗意的洞庭湖小镇、古韵悠悠的南津古渡
码头等景区景点，不仅沉醉于岳阳如诗如画的
自然风光与独特的城市魅力，还对那些新奇有
趣的事物兴致盎然。

在首次踏上岳阳这片热土的怀化日报社党组
成员、副社长、副总编辑兰卓湖眼中，这里的山水
与人文交相辉映，相得益彰，每个文旅项目都充满了独特的魅力。漫步在南
湖之畔，只见辽阔的湖面波光粼粼，碧绿的湖水清澈见底，实在是休闲度假
的绝佳之地。而且岳阳的交通十分便捷，鲜美的湖鲜美食也极具吸引力。“我
们从怀化乘坐高铁到岳阳仅仅两小时左右，今年有时间打算带着家人再来
好好游玩一番。”

 南湖的旖旎令人难忘，洞庭湖之滨的景色更是震撼。“衔远山，吞长江，
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范仲淹曾用这样优美的文字描
绘洞庭湖的壮美景色。兰卓湖说：“其实在来岳阳之前，我就一直心向往之，
一直渴望能登上范仲淹笔下的岳阳楼。今日一见，春雨中的岳阳楼景区，恰
似一幅淡雅的水墨丹青画，令人陶醉；而登楼远眺，则是深切感受到了其水
天相接的壮阔与悠远，令人震撼。”

 这次采风，让兰卓湖领略到岳阳独特魅力，也看到其文旅发展的巨大
潜力。他相信在各方努力下，岳阳文旅必将迈向新高度，吸引更多游客前来
感受这份独特的美好。

 岳阳的山水人文令人陶醉
怀化日报社党组成员、副社长、副总编辑 兰卓湖

作为深耕媒体领域、时刻关
注文旅产业动态的资深从业者，
娄底日报社党组成员、副社长、
副总编辑李向红深知一座城市
文旅资源的独特价值与潜力。此
次岳阳之行，让他印象最深刻的
当属岳阳中华大熊猫苑。

踏入苑内，李向红迅速捕捉
到这一场景背后所蕴含的巨大
文旅传播价值。他认为 10 只憨
态可掬的大熊猫，将成为吸引大

众目光、传播岳阳文旅魅力的绝佳素材之一。
李向红不禁感慨：“岳阳，总是能给人带来

意想不到的惊喜。作为媒体人，我曾多次到访岳
阳，却从未料到能在此与可爱的大熊猫相遇。”
他说，在媒体传播语境中，提及大熊猫，大众往
往率先联想到四川、重庆等地。而如今，岳阳成
功引入大熊猫资源，这一举措极大地拓宽了文
旅品牌的传播维度。

 在当下文旅融合成为媒体报道重要主题的
大趋势下，岳阳凭借丰富的文旅资源积极探索
发展路径。岳阳中华大熊猫苑的成功运营，已然
成为一张极具传播力的文旅名片，吸引着来自
各地的游客。李向红认为，从媒体传播效果的角
度考量，岳阳可以在进一步提升游客体验方面
发力，这样有助于在游客群体中形成良好的口
碑传播，让岳阳的文旅品牌持续焕发出新的光
彩，在媒体报道的版图中占据更为重要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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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岳阳楼外古老城墙的斑驳砖石，无声诉说着
千年沧桑；汴河街的传统建筑与市井烟火相互交
融……穿过瞻岳门来到热闹的巴陵广场，再踏
入韵味十足的洞庭南路，湘西团结报社副社
长、副总编辑龙文玉深切感受到，这里已成为
岳阳文旅融合的生动写照，不仅是岳阳人的休
闲之地，更吸引着八方游客。

龙文玉说：“岳阳对我意义非凡。学生时代背
诵《岳阳楼记》，就对这座城市充满向往；如今身为
岳阳女婿，更觉亲切。”从媒体人的视角看，龙文玉
感叹岳阳文旅资源得天独厚：岳阳楼承载深厚文化；君山以秀丽风光和丰富
传说引人入胜；洞庭湖浩渺壮阔，为岳阳增添灵动之美，三者共同勾勒出震
撼人心的文旅画卷。洞庭南路则是岳阳文化传承的鲜活载体。还有“岳阳楼
日”“洞庭渔火季”等节会活动，在媒体助力下，品牌影响力持续扩大，成为岳
阳文旅走向更广阔舞台的有力推手。

谈及岳阳文旅发展，龙文玉凭借丰富媒体经验建言，当下，岳阳要进一
步强化媒体传播策略，提升全国乃至全球知名度。深度挖掘文旅资源背后的
故事，通过精心策划的报道、创意新媒体产品等多元形式呈现给受众。他期
待岳阳能够借助第四届湖南旅游发展大会的东风，充分发挥优势，在文旅发
展道路上勇攀高峰，书写更辉煌的篇章。

 深度挖掘文旅资源背后故事
湘西团结报社副社长、副总编辑 龙文玉

3 月 5 日，浏阳日报社总编辑刘海雄深度
探访岳阳的文旅地标。在千年名楼对话、非遗
工坊寻艺、熊猫乐园采风等行程中，他的脑海
里不断碰撞出湖湘文旅融合的新火花。

“青铜编钟与忧乐精神，共同奏响的是湖
湘文脉的和鸣。”驻足岳阳楼前，刘海雄说，浏
阳文庙以礼乐传承儒家精髓，岳阳楼以《岳阳
楼记》书写家国情怀，两者共同构筑起“修身齐
家治国”的文化图谱。这种精神共振，恰为两城
文旅联动埋下伏笔。

移步洞庭南路非遗街区，岳州扇轻摇生风，浏阳花炮的璀璨仿佛跃然
眼前。“我们要让非遗在当代文化生活中‘活’起来。”刘海雄描绘“非遗体验
游”线路蓝图：游客既可体验浏阳花炮的“火树银花”，也能在岳州扇面题写
诗意，让洞庭湖畔的非遗工坊串珠成链。他说，两城应携手深挖“洞庭 IP”

“浏阳河 IP”的文化富矿，构建学者、媒体共建的叙事体系。
在岳阳中华大熊猫苑，萌态可掬的国宝引发文旅新构想。“熊猫手工

坊+科普剧场+生态研学，这套组合拳能打响亲子游品牌。”刘海雄建议浏阳
也可以引入熊猫主题文创，打造沉浸式体验空间。

谈及两地吉祥物联动，刘海雄妙喻“江小豚”与“花炮娃娃”犹如“敖丙”与
“哪吒”——水与火的交融既能演绎洞庭生态故事，亦可绽放文旅的魅力。

岳 阳 楼 对 话 浏 阳 文 庙
“江小豚”牵手“花炮娃娃”

浏阳日报社总编辑 刘海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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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岳幕阜山云海天岳幕阜山云海    巴山巴山  摄摄

▼▼飞越洞庭飞越洞庭  李敏李敏  摄摄

社长总编

岳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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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美南湖秀美南湖      色闪色闪  摄摄

岳阳楼岳阳楼    巴山巴山  摄摄

俯瞰君山岛俯瞰君山岛      巴山巴山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