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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6 月 6 日，由安徽省旅游发展委员会
主办，新华通讯社新闻信息中心承办的“2018 全域
旅游看安徽”主题采风活动正式启动。新华社安徽
分社、中新网安徽频道、央广安徽站、中国旅游报、
安徽广播电视台、安徽日报等 22 家中央及省内主
流媒体参与了本次活动。

“丹崖夹石柱，菡萏金芙蓉”，安徽是美丽中国
的浓缩版、文化中国的精粹版、生态中国的体验版。

此次大型采风活动共分为皖南、皖北、皖西、合
肥经济圈四条线路，为期约 40 天。皖南线路以“全
域旅游看安徽”为主题，“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为

亮点；皖北线路以“走基层，绘皖北”为主题，“旅游扶
贫，推开皖北致富门”为亮点；皖西线路以“红色皖
西”为主题，“游皖西，观历史，传承红色文化”为亮
点；合肥经济圈线路以“崛起在皖中”为主题，“城市
商务休闲旅游水平不断提升，实现安徽中部旅游崛
起”为亮点。

本次活动旨在挖掘全省旅游行业在贯彻落实
安徽省委、省政府《关于将旅游业培育成为重要支
柱产业的意见》，加快推进安徽旅游强省建设和“五
个一批”建设工程中，涌现出的成功经验和典型事
例，全面展现安徽旅游的新业态、新气象、新成就。

在皖南欣赏“马头墙、小青瓦”的古徽派建筑，去皖
西重走红色革命线路，往皖北去领略“道源问道”的深刻
内涵，再到合肥周边感受特色小镇的风采。安徽旅游，
结构在升级，产业在融合，特色在彰显。

近年来，安徽省以发展优质旅游为目标，依托独特
而丰富的自然、人文旅游资源，找准“绿水青山”和“金山
银山”的最佳结合点，大力开发“旅游+”新业态，激发旅
游新活力，迈入全域旅游新时代。

旅游新业态引来八方游客

游客可以前往位于合巢经开区半汤郁金香高地赏
花，品尝地道的农家土菜，留宿主题突出的特色民宿，
泡半汤温泉，再去三瓜公社预定当地农特产品，隔天便
可以在家收到快递。

省旅游发展委结合安徽省实际情况，立足产业“特
而强”、功能“聚而合”、形态“小而美”、机制“新而活”，高
品质地打造出一批省级特色小镇。

三瓜公社是安徽省首批重点打造的 25 个特色小
镇之一，它坐落于著名的温泉疗养胜地——— 巢湖半汤，
由南瓜电商村、冬瓜民俗村以及西瓜美食村三个不同
主题的村落组成。三瓜公社总设计师孙君介绍，秉承“把
农村建设得更像农村”的设计理念，遵循当地的风土人
情、民俗文化，带给游客的不仅是“修旧如旧”的民俗展
示区、民宿和特色农家乐，更有乡村原生态的“青山绿
水”和淳朴民风。优美的环境和时尚的电商相融合，在带
来越来越多游客的同时，更吸引了一大批青年来此创
业。

位于庐阳区三十岗乡的崔岗艺术村，则是“旅游+
文化”新业态上的创新。崔岗艺术村自 2012 年第一位艺
术家谢泽入驻以来，已有 53 位艺术家与该村签订合
同，43 位艺术家工作室建成并对外开放，越来越多的艺
术元素在崔岗村扎下了根。崔岗艺术村也因此被评为

了“安徽省环境优美乡”“合肥市第一批市级特色小镇”
以及“合肥市研学旅游基地”，一大批文艺爱好者、高校
学生和中小学生纷纷来到崔岗艺术村参观摄影展、绘
画展，亲身体验制作陶器、手工艺品，学习摄影、绘画、
书法知识，接受艺术的熏陶。

旅游新业态的不断扩大和多元化，吸引来皖游客
数量大幅提升，2017 年，全省接待国内游客达 6 . 26 亿
人次，接待入境游客达 549 万人次，旅游总收入达 6197
亿元。

全域旅游红利惠及群众

每年四月以后，是石台县的旅游旺季。沿着石台县
仁里镇醉山野景区蜿蜒的公路，映入眼帘的除了满眼
蓝天白云和青山绿水，还有沿途琳琅满目的农家乐。“缘
溪行”“醉山居”“养乐居”一连串各具特色的农家乐招
牌，或位于树旁溪边、或立于村头巷尾，成为一道独特
的景观。

石台县旅游局和仁里镇党委政府采取“景区+农民
+贫困户”的方式，让农户自主发展旅游项目，景区提供
固定就业岗位，并依靠扶贫政策扶持贫困人口就地开
办农家乐，帮助村民脱贫致富。景区还带动了农民就
业，醉山野景区市场部经理方骥说，这两年，仅发放农

民工工资就有 39 万元，景区还积极筹办各类民俗活
动，让村民从中受益。

2017 年，安徽省旅游扶贫成效明显，年度带动脱贫
约 10 万人，带动人均增收 640 元。在 333 个旅游扶贫
重点村中，已有 113 个村脱贫摘帽。

省旅游发展委相关负责人表示，藉助丰富的资源、
优质的生态，安徽旅游业正在不断释放活力，加强旅游
项目建设，推进“百景提升”计划，实施“1145”旅游精品
线路建设工程，“研学旅游”“红色旅游”等，正在为旅游
强省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为保护生态环境和红色遗迹，挖掘和传承红色文
化，近年来，安徽积极推进红色旅游品牌，大力促进
红色旅游融合发展。 2017 年，安徽省旅游发展委在
全省确立新增了 11 处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策划
了 39 个重点红色旅游项目，渡江战役系列景区、金
寨县革命烈士陵园等五个景区入选全国红色旅游经典
景区三期总体建设方案项目；启动了小岗村和金寨县
红军广场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创建工程，两景区分别
谋划实施 30 个和 9 个重点项目；推出了“中国革命
的重要策源地、人民军队的重要发源地之旅”等 7 条
红色旅游精品线路，助推全域旅游。

以“一镇十六将、独秀大别山”的六安市独山镇
为代表的红色小镇围绕“传承红色、留住绿色、保护

古色、打造特色”理念深入挖掘红色文化，彰显生态
特色，以红色带动绿色，打造旅游重镇，大力发展优
质茶叶、精品油茶、茶谷旅游、红色旅游等特色产
业。同时，独山镇还打造东西淠河风景道等一批特色
自驾游线路、特色步道等项目，发展全域旅游。在旅
游的带动下，服务行业也在优化提升，农产品的附加
值提高了，农民越忙越有劲头，很多外出务工人员选
择回到家乡从事旅游行业。

大别山旅游扶贫快速通道从大别山腹地穿过，沿
线分布有刘邓大军指挥部旧址等 7 个红色人文景点，
天堂寨、燕子河大峡谷、六安茶谷等 15 个景区，红
色旅游底蕴深厚。长期以来，受交通条件制约，沿线
资源鲜为人知，随着通道的相继贯通和外来游客的进

入，这些资源正在逐步被挖掘、保护、开发。列入全
国首批 100 个“红色旅游经典景区”之一的西镇暴动
旧址、天堂寨刘邓大军前方指挥部旧址等革命遗迹都
得到很好的修缮维护，并成为著名红色旅游景点和革
命传统教育基地。

近年来，金寨的红色景点接待量不断攀升，越来
越多的家庭、社会团体都愿意带着孩子走进革命博物
馆。金寨县革命博物馆的讲解员杨晓璐说，“我们受
到很大的启发和鼓舞，把青少年德育培养工作当作自
己的责任，通过讲解，让青少年在潜移默化中把红色
基因根植于心，使他们能够知史爱党、知史爱国、知
史爱家，让红色基因在我们一代又一代青少年的身上
焕发出更加永久的生命力。”

2017 年，安徽省旅游发展委专门举办了红色旅游
景区规范培训班，建立了省级红色旅游景区目录，着
力提升红色旅游的教育功能，推进红色旅游持续健康
发展。预计 2018 年红色旅游接待游客将达 5 千万人
次，实现综合收入近 200 亿元。

在 2018 旅游工作会议上，安徽省旅游发展委主
任万以学表示，未来将进一步推进红色旅游发展，支
持小岗村和金寨红军广场创建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
推出更多红色旅游精品线路；举办红色旅游“进校
园、进景区、进社区、进乡村、进企业”等系列活
动，让红色文化伴随着旅游根植人心。

2018 年 7 月 10 日，“道源问道”精品旅游线路研讨
会在亳州召开。“不忘历史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
善于创新”，经过实践和发展，“道源问道”精品旅游线路
已成为展示安徽旅游特色资源的一个重要平台。

找准地方特色，挖掘“老庄”文化

长江源远流长滋养着皖南的青山碧水，使它成为年
轻人热捧的“网红打卡地”，众多的古迹安坐于淮河两
岸，守着道家先贤的智慧默默修习，等待着有缘之人共
赴一次文化静心之旅。

每个地区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旅游资源各不相
同，找准最深沉的精神内核，是安徽旅游业生生不息的
丰厚滋养；找准最突出的文化优势，是安徽旅游业发展
壮大的魅力源泉。

道家文化源于春秋，皖北正是“老庄”的故乡。“老
庄”文化主张清静无为，与自然和谐相处。据安徽省旅游
发展委员会市场处处长储晓焱介绍，“道源问道”精品旅
游线路串起了皖北极具特色的旅游资源，把“老庄”文化
营造为安徽旅游的另一张王牌，可以逐步改变安徽旅游
北弱南强的现状。

转换传播形式，提高游客参与热情

“老庄”文化博大精深，巧用年轻受众喜闻乐见的传

播元素，以故事代替推介，以参与代替宣讲，是“道源问
道”精品旅游线路打造成功的决定性因素。

五禽戏是道家养生的传世典范，也是国家非物质文
化遗产。亳州市政府联合安徽省教育厅，将华佗五禽戏
引入校园，让高校师生更深入地体验道家文化，以五禽
戏为引路石，为道家文化开辟传播之路。

亳州市文化旅游局宣传市场科科长张立辉介绍，
“道源问道”旅游规划中还包含了一系列以体验为主的
研学活动，让学生们在晨钟謩鼓中切身体验道家生活，
了解道家文化。亳州将坚持研学旅行教育性、实践性、启
迪性和公益性的初心，打造“有温度”的研学旅行品牌。

搭建传播渠道，激活品牌新形象

在传播渠道方面，“道源问道”把新媒体作为营销的
重要渠道。目前“道源问道”专题网站与微信公众号都已
经成功建立并运营，将线路建设动态及时传播给旅游消
费者与投资者，并利用新媒体渠道收集社会建议，听取
意见，避免闭门造车。

“老庄”文化是世界文化瑰宝，积淀千年的地方特色
文化是安徽旅游业不断增强生命力和影响力的源泉。让
文化成为安徽旅游业的“经络”，让安徽旅游成为传承文
化的“枝蔓”，相依相长，共生共荣。储晓焱表示，只有充
分挖掘自身文化的价值，并积极践行，才能让安徽旅游
业的发展更富有魅力和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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