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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悟

旅游兴，百业旺。当前，湖南首

届旅游发展大会各项筹备工作正

紧锣密鼓，为抢抓大会契机，促进

邵阳旅游业发展，日前，市政府印

发《爱我湖南“湘”约邵阳 2022湖

南人游邵阳暨旅游消费季总体方

案》，就组织开展湖南人游邵阳暨

旅游消费季活动进行部署。活动内

容包括“山地邵阳·享受休闲时光”

山地休闲游、“邵怀一家亲”两地市

民互游、“幸福邵阳乐享健康”三湘

老人康养游等七大主题游等。今

天，本报就如何进一步挖掘、开发、

整合、宣传邵阳旅游资源，推动湖

南人游邵阳活动取得实效组织了

这期专题评论。

编 者 按

时下，我市举办的爱我
湖 南“ 湘 ”约 邵 阳 2022 湖
南 人 游 邵 阳 暨 旅 游 消 费 季
活 动 ，正 如 火 如 荼 开 展 。让
更多人爱上“邵阳游”，就要
激发邵阳人的热情，让邵阳
美 起 来 、靓 起 来 ，更 加 文 明
起来，进一步提升大美邵阳
的“知名度”，扩大影响力，
从 而 吸 引 全 国 甚 至 世 界 更
多的游客。

要优化环境。不管是农村
还是城市，不管是生活区域、工
作区域、学习区域还是旅游景
点，都要注重环境卫生，讲究文
明礼貌。杜绝随手丢垃圾、随地

吐痰、在景区随地大小便，维护
良好的生态环境。人人讲文明、
懂礼貌，自觉遵守《邵阳市文明
行为促进条例》，营造良好的人
文环境。

要加强宣传。宣传造势，
很有必要，一些景点、景观，
因为很多游客不知道，“养在
深闺人未识”。洞口江潭王氏
宗祠，2013 年被列为全国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至今已有
500 多 年 历 史 ，它 是 一 座 王
氏 祠 堂 ，也 是 一 所 中 学 ，可
学 校 的 一 些 学 生 都 不 知 道
这座祠堂的名气，也不知道
其 已 是 旅 游 景 点 。所 以 ，必

须加强宣传，把旅游景点的
名气传出去。

要讲好故事。一般比较
重要的旅游景点、景观等，都
有其神话传说或历史渊源，
要充分挖掘、利用。导游是与
游客沟通的桥梁和纽带，讲
解服务的质量和水平直接影
响游客的感受。山川不言，古
迹不语，不管是人文景观还
是名胜古迹，都需要导游阐
述它的故事。培养一批又一
批素质过硬的导游，是旅游
业“出彩”的基础性工作，应
切实抓好。
（作者单位：洞口县总工会）

让更多人爱上“邵阳游”
王凤宝

“十年去国吾何说，万里还乡
君且听。行遍欧西南北美，看山
须看故山青。”这是著名画家张
大千在自己一幅画作上的题诗，
体现他对家乡山水的深情眷恋。

“谁不爱家乡”“谁不说俺家乡
好”，这也是所有人的心声。所有
热爱家乡的赤子，应当像张大千
先生一样，多登临家乡的山水，
去寻找淡淡的乡愁，寄托深深的
眷恋。

去年以来，我市开展“邵阳人
游邵阳”系列活动，针对不同社会
群体推出各种主题游活动，为邵阳

人畅游邵阳，感受家乡好山好水好
风光，在山水间寻找乡愁，放松心
情，搭建了一个大平台。

也许有人会说，天下美景那
么多，邵阳山水算什么？其实，如
崀山这样的自然景观、花瑶那样
的民族风情，天下虽大，别处未必
就有。不然，艾青怎会发出“崀山
山水赛桂林”的赞叹。更何况，每
个人对家乡山水还有一份特别情
感。正因此，“读万卷书，行万里
路”的魏源，对家乡的高庙潭、望
云山、白马山和名不见经传的狮
子山、石龙山、沙洲情有独钟，都

留下了他游览后题写的诗联。有
人也许会说，邵阳的名山胜水我
都去过，没有再去的必要，但有道
是“横看成岭侧成峰”，同一处景
点，不同的季节，不同的天气，与
不同的人为伴，从不同的视角去
看，总会有不同的收获和享受。就
我本人来说，崀山、南山、黄桑、花
瑶、白水洞等地，去过的次数都在
两位数了，但只要有机会，我还想
再去。

常言道，“独乐乐不如众乐
乐”。家乡的这些好地方，自己去
看过，如果不邀请亲朋好友也去

看看的话，于情于理总有些说不
过去。说到这里，我想起曾在邵
阳任市委书记的蒋建国同志，他
在邵期间，专门印制了贺年卡，
卡上印着崀山、南山、云山图样，
以及他用毛笔书写的“情义重如
山，请您游三山”。一个外地来邵
阳工作的同志，把邵阳看作第二
故乡，不忘推介邵阳的旅游资
源，每一个地地道道的邵阳人，
更有责任 、有义务多多宣传家
乡，推介家乡，为邵阳发展贡献
自己应有的力量。
（作者系市委巡察办二级巡视员）

看山须看故山青
陈扬桂

旅游业是当今发展最
快、最富活力和最具潜力
的朝阳产业，前景无限，未
来可期。邵阳旅游资源十
分丰富，如新宁崀山、城步
南山、武冈云山、新邵白水
洞 、绥 宁 黄 桑 、隆 回 花 瑶
等，以及市区的“宝庆十二
景”和紫薇公园、宝庆森林
公园、北塔生态公园等。这
是邵阳发展壮大旅游经济
的重要基础。

充分利用和发挥邵阳
旅游资源丰富的优势，做大
做强邵阳旅游业，实现邵阳
旅游业高质量发展，除了各
旅游景区建立战略联盟、抱
团发展，开发新的旅游景

点、旅游线路，加大旅游宣传外，更为重要
的是，坚持以人为本，延伸旅游服务内容，
优化旅游服务质量，改善旅游环境条件，提
升游客旅游体验。让游客在邵阳游得开心、
吃得放心、住得舒心、玩得尽兴。

要加快景区基础设施建设。发展旅游
业，优化旅游服务，首要的是旅游景区的
基础设施建设要跟上来，景区的交通系
统、供水系统、排污系统、供气系统、供电
系统、通信网络这些硬件设施，具有先行
性和基础性，应加大投入，科学规划，合理
设计。游客中心、餐饮住宿、停车坪、旅游
购物、文化娱乐等涉及吃、住、行、游、购、
娱乐各方面，游客的旅游体验和感受主要
来自这些服务，直接影响游客对景区的评
价、印象，影响景区旅游品牌的打造与宣
传，应大力完善。

要规范旅游服务标准。为了提升游客
体验，让游客流连忘返，留下美好印象，景
区应当对所有服务企业和个人进行规范管
理，制定旅游服务的行业标准。比如吃，食
材可靠、量足质优、饭菜可口、价格合适；比
如住，干净卫生、环境舒适、热水供应、电视
网络服务等；比如行，景区通勤车环保、便
利、快捷，游道宽敞，路边有护栏、安全有保
证；比如游，路线规划合理、导游服务规范，
没有强制购物、宰客等行为。服务流程必须
科学、规范、合理。强化旅游服务管理，提升
旅游服务质量，为游客提供最好的服务。

要扩展旅游体验内容。邵阳是一座具
有深厚文化底蕴的城市，发展旅游业，应该
把邵阳的地域特色文化同秀美山水一同推
介出去，让世界全面了解邵阳。应把游山玩
水感受自然生态美，与感受富有邵阳地域
特色的民俗民风结合起来，与邵阳的历史
文化结合起来，延伸旅游体验内容，让游客
在欣赏自然风光的同时，深刻感受邵阳的
厚重历史、纯朴民风，让邵阳特色文化为旅
游发展服务、增值、赋能、提质，真正打造富
有邵阳山水人文特色的旅游品牌。

（作者系邵阳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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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市许多
地方得天独厚的自然
资源、丰富多彩的人文
景观相继被挖掘，风景
越来越好，“钱景”也一
片光明。加快发展旅游
业 ，具 备 许 多 有 利 条
件。首先，邵阳人杰地
灵，许多名人故里是红
色旅游的极好资源，许
多名山名川是天然的
风光旅游资源，一些地
方把乡村振兴与发展
旅游业结合起来，“脏
乱差”变成“洁净美”，
旅游产业焕发新生机。
大力开展“邵阳人游邵
阳”活动，鼓励和支持
旅游企业推出优惠措
施，游客越来越多。不
少农民把发展乡村旅游作为致富门路，
旅游产业潜力巨大。

要转变发展方式。过去相当长一段
时间，开发景区景点都是政府的事，社会
资本利用不充分，导致旅游服务设施落
后、服务意识不强、服务水平较低。应从
当前实际出发，引进民营资本发展旅游
业，并推动景区村民土地入股、房屋入股
等，唤醒“沉睡资产”，合理开发利用，让
资产变资金。

要用好优惠政策。近日，国务院印
发《扎 实 稳 住 经 济 的 一 揽 子 政 策 措
施》，其中，有不少关于促进旅游业恢
复发展的举措，包括对符合条件的交
通运输、餐饮、住宿、旅游行业中小微
企业、个体工商户，鼓励政府性融资担
保机构提供融资担保支持，鼓励银行
向文化旅游、餐饮住宿等其他受疫情
影响较大的行业企业发放贷款等。用
好优惠政策，充分发挥邵阳得天独厚
的自然资源优势，整合旅游资源，不断
提升景区的接待能力和服务水平，让
景区群众不仅是乡村旅游业发展的见
证者，更是参与者、受益者，将对旅游
业的发展产生推动作用。

让旅游业的发展速度更快些，这是
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紧迫要求，是
经济发展和乡村振兴的必然要求，是国
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方面。我们要高度重
视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高度重视旅游
产业政策的落实，加快推进旅游业发展，
让风景真正变成“钱景”。

（作者单位：市信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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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业发展关乎人民群众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诗和远方”
的期待，既是重要的民生工程，也
是新常态下耀眼的经济增长点。目
前，我市乡村旅游业正经历新冠肺
炎疫情之后的有序复苏，用好用足
乡村振兴政策机遇，抢抓全省旅游
发展大会即将召开的契机，大力推
动我市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助力
乡村全面振兴，大有可为。

在前瞻谋划上下功夫。发展
乡村旅游要有前瞻思维，有计划、
有规划，按资金成本和时间成本，
估算好项目运营和回收周期。因
为与传统旅游景区相比，乡村旅
游是无边界的，全域处处是景区。
旅游收费应当是无门票的，收入
来自游客的购物、休闲和体验消

费等。同时，乡村旅游的市场也应
当是开放和包容的，允许经营模
式、经营业态、经营主体、投资主
体的多元化共生。为此，必须加快
开放土地流转，明确用地标准，建
立乡村旅游行业规范，调动多方
力量、各种资源共同服务乡村旅
游发展。

在资源利用上下功夫。建设
游客中心、停车场、道路、观景台、
游廊、凉亭等设施，要充分利用现
有资源，坚持宜省则省、宜简则
简。但是标识标牌、安全防护设

施、急救设施、厕所等公共设施建
设必须达标且配套齐全。旅游住
宿、餐饮、购物、室内康乐等设施，
要依托并融入已有的自然生态环
境。农业景观是最好的景观，丰富
多彩的乡村原野，稻田、花田、茶
园、林地、溪涧、库区等，本身就很
美，只需加一点修饰和微调，就能
打造养眼的立体田园景观，让农
业身兼多职，既实现生产效益又
产生观赏价值，还能节约乡村旅
游成本。

在乡村元素上下功夫。乡村的

生产、生活、生态等元素就是乡村
旅游最好的资源，乡村旅游的核心
吸引力是浓郁的“乡味”“农味”“野
趣”。以农业生产为基础，发展农业
生态旅游，能真正实现全域旅游。
要明确乡村旅游功能定位，在全面
整合乡村旅游资源的同时突出个
性化发展，深度挖掘本地区乡村旅
游资源特色，立足特色开发、打造
独具当地风情的乡村旅游拳头产
品。同时，将吃、住、游、娱等产业要
素有机集聚，充分发挥旅游产品的
规模优势，用乡村旅游产品的热卖
刺激农业生产，并在此基础上形成
一定规模和影响力的旅游接待村
落或特色小镇，将有效提升区域旅
游业的竞争力。

（作者单位：市委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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