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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广告告··国国家家 AAAAAAAA 级级景景区区——荷荷美美覃覃塘塘

“壮美潮涌，荷韵清风”是对广西贵港市覃塘区
的完美诠释。

覃塘地处郁江平原，旅游资源富集、人文气息浓
厚，是一座具有2000多年历史的古郡，因荷而闻名，
享有“莲藕之乡”“茶叶之乡”“甘蔗之乡”和“鱼米之
乡”的美誉。九凌湖、平天山、七星山、灵龟宝山、平龙
水库、八台山、五指山、凤凰山、花山茶海、三里罗村
等山水景观引人入胜，布山文化、茶文化、莲文化、
“三月三”壮歌节、师公戏、东龙彩灯、木偶戏等民俗
文化浓郁多彩，覃塘莲藕、覃塘毛尖、富硒红黑米、金
花茶、巨子鸡蛋等产品享誉广西内外。

近年来，围绕“荷美覃塘，布山古郡”的品牌形
象，覃塘区创新体制机制，积极培育旅游消费新热
点，努力打造业态丰富、品牌集聚、“荷文化”鲜明的
广西全域旅游示范区。

推进旅游景点打造，不断丰富旅游品牌。覃塘区
大力推进“荷美覃塘”景区建设，新建成“藕遇荷田”
精品园、荷家坞广场、游客中心、精品民宿、赏荷栈道

平台等。“荷美覃塘”景区、九凌湖旅游风景区获评国
家AAAA级旅游景区；古风岩景区、三里罗村景区、
花山茶海景区、凤凰山景区、布山古郡景区、五指山
景区获评国家AAA级旅游景区；覃塘街道龙凤村被
评为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灵龟宝山创建广西五星
级乡村旅游区、覃塘叁袋茶原宿农家乐创建广西五
星级农家乐获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公示。

完善游客服务体系，统一旅游品牌形象。目前，
荷美覃塘景区和九凌湖旅游风景区的游客中心、布
山古郡的旅游集散中心及广西旅游咨询服务中心已
投入使用。此外，覃塘区发布了全域旅游品牌及形
象——“荷美覃塘，布山古郡”，设计统一LOGO和品
牌形象标识、吉祥物、文创产品等，并摄制旅游宣传
片进行大力推介。

推进产业融合发展，“旅游+”格局初步形成。覃
塘区大力推进“旅游+”融合发展，目前，覃塘区被评
为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县，荷田水乡获评
为全国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示范点、九凌湖锦绣乡

村获评为广西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点，龙凤江、
九凌湖获评自治区级水利风景区。拥有覃塘花山茶
海毛尖茶种植园、富伟茶业公司、龙凤覃建禄茶场、
名星茶业有限公司、和顺食品公司等获国家地理标
志、专利的名优农产品生产企业。荷美覃塘景区、九
凌湖旅游风景区创建自治区级生态旅游示范区获自
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公示；荷美覃塘景区获评广西中
医药健康旅游示范基地。同时，覃塘区大力作好“旅
游+文化”文章，至今已成功举办了六届“荷花节”；积
极探索“旅游+工业”发展模式，开发出覃塘莲藕、覃
塘毛尖等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鲜明地方特色的商
品，并引进华奥等企业进驻石卡工业园，推进工业旅
游发展。

覃塘区还采取措施优化旅游发展环境。通过在
旅游服务场所张贴《文明旅游公约》、文明旅游“进校
园、进社区”系列主题宣传活动等，开展文明旅游意
识教育，让文明旅游成为最美风景。

文/覃富、黄雄强 摄/韦东保
灵灵龟龟宝宝山山乡乡村村旅旅游游区区

新华社南宁 11 月 20 日电（记者王念、徐海涛）“江作青罗
带，山如碧玉篸。”在广西桂林市，以自然为底、文化为魂，宜人的
山水风光与诗意的历史文化碰撞，不仅装点着游人的记忆空间，
也激发了当地旅游经济发展活力。

桂林是世界著名的旅游名城，同时也是历史文化名城。
在推进国际旅游胜地建设进程中，当地以文促旅、以旅兴文，
推动文化旅游生态融合发展，文旅产业提质升级，“一城文化
满城绿”的风韵不断彰显，让诗意更浓，远方如家。

重现经典让历史“活”起来

立冬后的桂北渐增凉意，农妇丁秀珍在家门口仍能遇到
外地游客，她家所在的兴安县严关镇江西坪村紧靠灵渠，清澈
河水环村而过。村庄民居古色古香，古樟树掩映着青石灰瓦，
新修的“三米驿站”古街再现着昔日灵渠码头商贸繁荣的
景象。

跨越 2000 多年的灵渠是中国文化重要的历史遗存。在灵
渠沿线，近年结合历史、人文打造起的文旅项目，让这个世界灌
溉工程遗产“活”起来，河段经过修缮陆续复航，绿道串联起的
“灵渠人家”旅游线路成为游客追捧的新热点。

行走在桂林可以看到，众多历史文化经典正散发着新活力。
独秀峰下的明代靖江王城古韵尽显，“逍遥楼上望乡关，绿水泓
澄云雾间”的名楼胜景重现，“老桂林街巷标本”正阳路东西巷经
过打造，还原明清历史风貌，成为城市的新地标……

在灵川县大圩镇，被誉为广西“四大古镇”之一的大圩古镇
将历史文化、古建筑文化、商埠文化等人文资源进一步融合，沿
岸青石板街老式作坊、店面林立，年接待游客达 120 多万人次，
旅游消费逾 10 亿元。在古镇周边的村庄，旅游收入成为村民收
入的支撑，同时村集体经济每年增收 10 余万元。

山水间的历史文化再现，得益于保护工作的跟进。据介绍，
2014 年以来，桂林大力实施“寻找文化的力量、挖掘文化的价

值”战略，对“散珠碎玉”的历史文化进行搜集整理，加大研究
和文化精品打造力度，并成立桂林历史文化研究院，开展桂林
历史文化资源调查，整理发掘了 9 大类 12 个专题历史文化资
源名录。这些宝贵资源逐步在文旅一体战略中显现出重要
价值。

挖掘民俗资源展“全景”桂林

唱山歌来，这边唱来那边和……轻轻一哼，一曲刘三姐山
歌激荡起许多人记忆的涟漪。每当傍晚，阳朔县田园路附近
车流人流便密集起来，方圆两公里的漓江水域，山峰隐现、水
镜倒影，山水剧场《印象·刘三姐》让人沉醉。

作为国内山水生态实景演艺项目典范，《印象·刘三姐》以
桂林山水资源与广西特色文化资源为基础，将文化和旅游紧
紧相融，自 2004 年正式公演以来，每年演出 500 多场次，几乎
场场满座。

“以前游客主要是白天坐船看山水，有了《印象·刘三
姐》，现在晚上也热热闹闹。”阳朔县阳朔镇木山村村民徐全
光白天务农，晚上参与《印象·刘三姐》演出，至今已 10 多
年。融合了文化元素的旅游项目带富了这个漓江边的村
庄，“村里田地少，大部分家庭都参与演出活动，户均年增收
3 万多元。”

“桂林有山水，更有文化。”经典影片《刘三姐》里“刘三姐”
扮演者黄婉秋已年过七旬，提到漓江的山水与文化热情不减。

“刘三姐现象”是桂林以文促旅、以旅兴文的生动案例。
桂林不断挖掘民族民俗文化，打造出一批精品文化演艺项目，
“演艺之都”的新名片日趋闪亮。

在桂林走访，记者看到，整合民族民俗文化元素的特色
旅游项目层出不穷。在龙胜各族自治县，当地将多姿多彩
的传统文化、民族文化进行深度发掘和包装，村民们带来的
梯田耕作、红瑶长发舞等项目，让人流连忘返。目前，桂林

全市已有阳朔、龙胜、兴安等 6 个县（市、区）荣获“广西特色
旅游名县”称号。

“旅游+”助推产业融合升级

当前，伴随着旅游产业的发展，桂林文旅融合的文化“调
色板”越用越活，红色文化、节庆文化、体育文化、康养文化，各
类文旅融合项目在“旅游+”业态下日渐红火，推动当地产业
提质升级，文旅资源优势成为发展优势。

据统计，今年以来，以各种形式到桂北参加“游动湘江、弘
扬伟大长征精神”和“翻越老山界、走好长征路”等红色主题活
动的人员逾 100 万人次，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红军长征
突破湘江纪念馆、新圩阻击战史实陈列馆自今年 9 月开馆
(园)以来，接待游客已超过 30 万人次。

与此同时，“旅游+节庆”等业态也带动着桂林全域旅游、
乡村旅游的发展。“现在许多县都有特色节庆，比如阳朔渔火
节、恭城桃花节等，我们本地也有美食节，既吸引客流，又有利
于打造地方文化品牌。”漓江流域“最后一村”南佛村党支部书
记黎长发说。

在康养、体育方面，会仙湿地度假小镇等一批投资 100 亿
元以上的健康旅游项目落地实施，桂林国际智慧健康旅游产
业园获评国家中医药健康旅游示范基地，形成“医养游”融合
发展新模式。举办环广西公路自行车世界巡回赛、桂林国际
马拉松赛等一系列重大赛事，“旅游+体育”硕果累累。

着眼于“旅游+”，桂林实现了文化、旅游“ 1+1>2”的效
果，产业不断融合升级。统计显示，2018 年桂林实施文化
旅游重大项目 110 项，总投资 1260 亿元，全年接待游客数
突破 1 亿人次，旅游总消费首次超过 1300 亿元，以文化旅
游业为龙头的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 50%。今
年预计接待游客量将超 1 . 3 亿人次，实现旅游总消费 1700
亿元以上。

“最美山水”用活文化“调色板”
广西桂林文旅融合推进国际旅游胜地建设观察

新华社南京 11 月 20 日电（记者郑生竹、潘晔、杨洋）伴随
智能电视走进千家万户，长短不一、预先植入、无法“一键关
闭”的开机广告问题日益成为困扰广大消费者的痛点。今年
10 月，江苏省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就智能电视开机广告问
题，约谈了海尔、创维、长虹、夏普、小米、海信、乐视 7家厂商。
“开机广告”引起哪些问题？何以成行业通病？怎样有效治理？
新华社记者对此展开调查。

消费者：商家各种招，电视机里藏广告

记者从江苏省消保委了解到，当前智能电视预植入开机
广告长度 15 秒到 40 秒不等，大多不能跳过或一键关闭，遭到
大量投诉。记者在多地调查发现，消费者在选购智能电视时，
难以对开机广告情况充分了解。

——开机广告“店无家有”。“在卖场，电视开机后是主界
面；买回家，开机后却蹦出各种广告。”记者在盐城一家卖场见
到，一些品牌供消费者挑选的样机并无开机广告，当地消费者
徐先生告诉记者，要买回家后才会发现“藏”在自家智能电视
中的开机广告。

——导购介绍“闭口不提”。南京市民郭女士说，此前她在
苏宁网上商城购买了一款夏普电视，客服并未及时告知有开
机广告。回家使用才发现不但有广告且不能取消关闭。记者以
消费者身份走访了北京、南京、盐城等数地几家卖场，TCL、
创维、海信等品牌导购无一人主动提起有开机广告的情况。

——网站告知“雾里看花”。记者还发现，某电子商务平台
小米官方旗舰店中，在不显眼的位置处用较为模糊、颜色较
浅、字号很小的字标注了小米电视的开机广告政策。为开机广
告烦恼的北京消费者胡先生很不理解：“这些信息是真想让消
费者看到吗？”

根据艾媒咨询发布的相关调查数据显示，有超过三成的
消费者因为感到权利受侵犯而反感智能电视开机广告。

“电视是显示设备，消费者按标价付款购买电视机硬件，
硬件中不应在消费者不知情、不同意的情况下包含开机广告
等这些无关功能。”江苏省消保委秘书长陆惜春表示，智能电
视机制造商发布开机广告应征得消费者同意。

一些厂商：“不选广告，就选涨价”，“闲着

也是闲着，看看广告无妨”

多家智能电视厂商负责人向记者表示，开机广告已成智
能电视行业普遍现象，甚至被视为“新型商业模式”。

自称是为消费者谋利。“当前，开机广告是智能电视行业

重要的利润来源，如果禁放商业广告，会让企业受损很大，并
直接影响消费者利益。”四川长虹电器股份集团有限公司广告
产品总监邵魏说，智能电视的低售价相当于向消费者让利，但
如果失去开机广告收入，消费者就要面临涨价的结果。

根据第三方机构奥维云网的数据显示，自去年以来电视
单品价格持续下降。2019 年 1 月-5 月，国内电视的均价已降
至 2986 元，而到了第 3季度，均价更降至 2700 元左右。

多名业内人士向记者透露，2017 年时电视机行业净利润
估算已不足 1%，当前形势并不比当时好。多家智能电视厂商
负责人称，受品牌价格战等多种因素影响，智能电视行业利润
枯竭，只能通过“开机广告”增加收入。根据某智能电视厂商公
布的数据，开机广告收入曾达 170 万元/天。

还有些品牌厂商告诉记者，智能电视开机需要几十秒自
启时间，消费者“闲着也是闲着”，不如让消费者看看广告。小
米集团副总裁卢伟冰曾公开表示，几十秒的开机广告相对消
费者几小时的观看时间，占比极小。

拼多多广告部一工作人员称，消费者对智能电视开机广
告的反感只是因为还没习惯。

专家：“一键关闭”开机广告应入国标，行业

发展不能饮鸩止渴

那么一些厂商口中“不选开机广告，就选电视涨价”“闲着
也是闲着，看看广告无妨”等说辞成立么？

中国消费者协会专家委员会专家邱宝昌认为，智能电视标
价和厂商盈利策略不可混为一谈。电视机可以自主定价，消费
者是否购买由消费者自主决定。商家无权通过强制广告来向消
费者转嫁成本。而且所谓用开机广告收入“贴补”消费者的说
法，具体信息既不公开又不透明，难以取信消费者。

江苏省消保委投诉部主任傅铮介绍，开机广告并非智能电
视启动必备功能。经营者有义务向消费者明确告知智能电视开
机后加载并播发广告的情况，否则涉嫌侵犯消费者知情权。

“如厂商将必须接受无法自主关闭的开机广告作为购买智
能电视的条件，这对消费者显然不合理不公平。”江苏苏源律师
事务所律师张明明介绍，广告法规定，在互联网页面以弹出形
式发布的广告应确保能一键关闭。不能自主关闭的开机广告，
无偿占用消费者的时间资源，侵害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的
公平交易权。

“当前开机广告带来的短期利益无助于智能电视行业创新
发展，反而可能让行业继续陷入‘低价血拼’的死循环。”家电行
业分析师梁振鹏等多名专家均认为，相关部门应加强监管力
度，加速出台政策标准，规范市场行为。陆惜春等业内人士还建
议，应将智能电视开机广告可“一键关闭”列入智能电视生产经
营国家标准或规范性要求，根除智能电视“开机广告依赖症”。

邱宝昌还提醒，预植入开机广告侵权问题有其分散、琐碎
的特点，个案中通过诉讼等方式维权往往成本过高，导致大量
消费者被迫忍气吞声。这要求行业主管部门和消费者权益保护
部门应积极作为，采取措施集体维权、源头治理。

中国电子视像行业协会副秘书长彭健锋认为，开机广告
运营应在遵守法律法规的前提下，尊重企业和消费者的选择。
他同时强调，当前智能电视内容服务产业还处在发展初期，需
要更多的包容、规范和扶持。通过建立健全广告服务规范，保
护消费者、终端厂商和广告商各方利益，促进行业健康可持续
发展。

据记者了解，海尔、创维、长虹、夏普、小米、海信、乐视７家
企业均在被约谈后提交的整改方案中表明：在履行告知义务和
投诉机制方面尽快改善，
但对于消费者最关心的
“一键关闭”功能调整仍需
时日。

买前不说、无法关闭、“威胁”涨价

智能电视“开机广告依赖症”咋治

新华社石家庄 11 月 20 日电
（记者高博、杜一方）河北省邢台
县前南峪村地处太行山深处，是
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旧址所在
地。自 1964 年起，每月 15 日，村
里的党员都会聚到一起参加主题
党日活动，村里的重大决策，也在
党日活动中形成。

如今的前南峪村，已从穷山
沟变成了花果山，有“太行明珠”
之美誉。55 年主题党日活动坚持
了什么，又带来什么？记者近日在
前南峪村进行了蹲点采访。

55 年坚守 主题党

日活动聚民心

11 月 15 日晚上，前南峪村
会议室里人头攒动，每月一次的
主题党日活动如期进行。这一次
主题是围绕冬季淡季旅游配套上
档升级和果树品种更新换代开展
讨论。

前南峪村现有村民 396 户，
1456 人，其中党员 106 名。对前
南峪村民来说，15 日是一个特殊
的日子。这一天，不论风吹日晒，
党员们都会在晚饭后自发聚到一
起，议议村里的大事小情。

前南峪村党委书记郭天林
说，1963 年 8 月，前南峪发生了
特大洪水，几乎毁掉所有山场植
被。1964 年 1 月 15 日，村里召开
党员会议研究洪灾后村里怎么
办。最终定下改造山川的 20 年发
展规划：5 年垫地，5 年上山植
树，3 年兴水利，7 年治山。

“在最艰苦的年代，这样的会
议凝聚了人心，当时也没有叫主
题党日。会后大家约定，今后无论
谁在台上，就要把这个活动和这
个规划坚持下去。”郭天林说。

到了 1977 年，前南峪村修出河滩地和梯田 400 多亩，栽
种板栗万余棵，他们再也不为吃饭发愁了。此后，村里无论植
树造林、发展集体经济上工矿企业还是后来砍掉工矿企业走
绿色发展之路，重大决议都是在党日活动中讨论出来的。

前南峪村党员张桂书告诉记者，在前南峪村，凡是涉及
群众利益的重要事项，都会在党员中进行研究讨论。通过党
日活动统一思想，将全体党员群众凝聚在党组织周围，也牢
固树立起“全村一盘棋”的大局意识。

与时俱进 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

初冬时节，寒意袭人，但前南峪村张小军家中却暖意融
融。“家里今年装了新型秸秆气化壁挂炉，党支部想着咱老
百姓嘞。”张小军指了指家中的温度计，美滋滋地说，“室内
温度超过 20 度，关键咱们烧气做饭、取暖不花钱，栗树上剪
下来的树枝兑成气，足够全家整年烧。”

这是前南峪村新上的秸秆气化炭化联产项目，以板栗、
苹果等果树枝干为原料，经过高温热解反应，生成一氧化
碳、氢气、甲烷等可燃气体，由供气系统送入农户家中。郭天
林说，“我们村果树枝比较多，用秸秆燃气既改变了烟熏火
燎取暖做饭的传统方式，又节约了村民生活费用，村里的环
境也得到了改善。”

冬季供暖是事关民生的大事，这是前南峪村党支部为
民服务的一个缩影。55 年来，前南峪村主题党日活动的场
地从山场上到果园里再到如今的会议室里，场地虽有变化，
但不变的是为民造福的宗旨和一张蓝图绘到底的决心。

新形势下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如何发挥？前南峪
村坚持做到学习内容与时俱进，先后与中国农业大学、河北
农业大学等科研院所建立联系，利用党日活动指导讲学，实
现了村有土专家、家有技术员；同时学党的最新方针政策，
确保中央和上级政策，在前南峪村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家家户户有果树，科学管理要跟上。春节前要邀请河北
农大专家，到村里为果农开展技术培训。”前南峪村党员郭海
庆表示，目前村里山场上一些果树品种较老，我们正利用冬
季农闲时节进行更新换代，以丰富采摘种类，提高果品品质。

培养后备力量 增强基层组织凝聚力

近年来，前南峪村积极推动把技术能手、管理人才培养
入党，把党员培养成村里骨干。郭天林说，前南峪村采取传
帮带制度，老中青结合，每年都会发展两三名年轻党员，“既
然我把老书记的接力棒接起来了，我也要把接力棒传给年
轻人。”

36岁的郭静波是前南峪年轻党员的代表，去年 9 月，
他当选为村委委员。郭静波告诉记者，全村 106 名党员中，
像他这样的“80 后”年轻党员有 34 名，他们成为前南峪发
展的中坚力量。

如今，前南峪村走上了红色文化与绿色观光相结合的
生态发展之路。现每年村里吸引游客 45 万人次，全村 80%
的家庭都在从事与旅游相关的农家乐、生态采摘等行业，林
果和旅游两方面收入超过 1 . 34 亿元，全村总收入 1 . 99 亿
元，人均纯收入 186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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