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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统一规划和开发

“黄河金三角”文旅融合现短板

“黄河金三角”区域产业相连，人文相近，现有国家
级文物保护单位 202 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380 处，自
然景点诸多，根祖文化丰富。2014 年国务院对《晋陕豫
黄河金三角区域合作规划》进行批复后，山西、陕西、河
南 3 省及运城、临汾、渭南、三门峡 4 市几 年 来 深 入 落
实“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工
作方针，对文物保护利用和旅游产业发展进行了有效
探索。

“一证游”方便各地来客，政策惠及 4 市百姓；“中华
根·黄河魂”旅游系列活动在 3 省广泛开展。在陕西，沿
黄观光路开通，串联沿线景区，交通更便利。在甘肃，

“读者印象”精品文化街区、黄河风情线改造提升等文
旅融合项目加快实施。在山 东 ，黄 河 文 化 博 物 馆 、

“黄河国际生态城”等项目成绩显著。
但 同 时 ，区 域 旅 游 发 展 也 出 现 一 些 问 题 。 九 三

学 社 中 央 经 多 次调研发现，由于缺乏统筹协调机制，
区域旅游发展受到限制。

如未形成有影响力的旅游品牌，根祖文化游和宗
教文化游线路上的国家级保护文物仅占区域总数的
11.89%，而省级保护文物比例仅为 7.36%，“合理利用”
差距较大。同时，一些地方没有设立旅游开发门槛，缺
少资源共享，致使市场开发无序。由于文旅融合发展
不足，重点有失偏颇，也导致文化教育功能大打折扣。

河南省政协副主席、民进河南省主委张震宇告诉
记者，由于缺乏基于全流域的统一规划和开发，沿黄区
域间文旅产业发展不平衡，历史文化资源保护碎片化，
黄河文化展示表面化，旅游资源开发同质化，文旅产业
竞争力不强。

从全国、全球的角度看，黄河区域文化旅游产业规

模偏小，没有形成区域整体旅游链条。
张震宇表示，长江经济带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功和

黄河流域各地独自打造本区域黄河文化旅游品牌的实
践，证明了打造黄河全流域文化旅游带的可行性和紧
迫性。

打造精品文化旅游带

自然景观与人文精神相融合

“推进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是繁荣文化和旅游业
的崭新课题和历史机遇。”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管理
学院院长范周曾表示。作为华夏文明的重要起源地，
如何加快黄河金三角区域文化旅游资源整合，打造具
有浓郁黄河文化、根祖文化特色的旅游品牌，是时代之
下的新思考。

为此，九三学社中央就完善“黄河金三角区域”文
物保护与区域旅游协调发展机制进行提案，建议“建立
文物保护与旅游产业的互补发展机制”。

九三学社中央建议，由国家发改委牵头，联合国家
文物局、文化旅游部，以建立和完善“黄河金三角区域”文
物保护与旅游发展 协 调 发 展机制为突破口，推动区域
文物保护利用和旅游业高 质 量 发 展 ，为 整 个 区 域 乃
至国家跨区域合作统筹协调发展探索新路径。

同时，各地要提高旅游开发门槛，在共建共享上协
同出力，让黄河文化旅游带成为文旅融合的最好示范。

代表委员表示，文旅融合、共建共享有助于推动黄
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全国人大代表刘晓静
建议，要以沿黄生态文化带建设为抓手，建设黄河文化
资源数据库，利用现代科技手段推动黄河文化深入研
究。将黄河沿线自然景观与人文精神有机结合起来，
完善基础设施配套和文化集中展示，建设一批文化旅
游名城和标志性文化景观，扶植一批沿岸城市产业重
点项目和知名品牌。

范周也曾建议，要推进黄河生态廊道、国家森林步
道、湿地公园群建设，实施黄河文化旅游精品工程，整
合文化遗存、峡谷奇观、黄河湿地、地上悬河串珠成链，
将黄河沿岸自然景观与人文精神有机结合起来。

民革甘肃省委会主委、甘肃省水利厅厅长霍卫平
同样认为，沿黄省市要“加强沟通、交流合作，联合开展
文化资源普查”。不仅如此，他还提出要“规划建设‘黄
河国家文化公园’，加快推进黄河文化旅游资源一体化
发展”。

显然，协同发展旨在进一步提高黄河文化旅游带
的整体影响力和传播力，而对于如何加强各省自身竞
争力，写好本省篇章，代表委员们也各有思考。

张震宇告诉记者，黄河沿线各省（区）建设黄河文
化旅游带时，也应突出本区域的文化特色、自然资源和
环境特点，这样才能形成既有统一名称和品牌、又有各
自风格的黄河文化旅游带。

刘晓静表示，要加强对山东黄河品牌的宣传推介，
提炼以黄河文化为代表的黄河精神，讲好山东的“黄河
故事”，打造独具齐鲁特色、国际影响力的黄河文化生
态旅游带和黄河故道文化风情体验区。

实际上，为了讲好“黄河故事”，与时代发展接轨，
赋予黄河文化旅游产业更旺盛的生命力，对新业态的
探索也必不可少。

曾任北京大学文博与考古教授、现任山西大学副
校长杭侃看来，文旅融合不是传统的旅游产业和文化
产业的简单相加，其融合势必会产生出新的业态，因此
在文旅融合的过程中要格外注重新业态的培育。

刘晓静也建议，要“以发展文化新业态为重点，整
合资源，开发视听娱乐、演艺观赏、竞技游艺等可体验
的文化产品。”

新技术带来更多可能性，“将黄河文化旅游产业与
农业、中医药、康养等产业融合发展。”霍卫平对“黄河
文化”走出国门、走向世界更有信心，而这建立在“真正
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的黄河文化旅游带”的
基础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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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黄河保
护”成政府工作报告热词，报告提出要编制黄河
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纲要。很多代
表委员建言献策，深入挖掘黄河文化蕴含的时
代价值，以沿黄生态文化带建设为抓手，推动黄
河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讲好“黄河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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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朱昌镇双堰村，
3689 亩四季果园郁郁葱葱，如今正是草莓、玛
瑙樱桃飘香的时节。村子里干净整洁，干湿两
种垃圾桶摆放在“致公文明超市”边。

致公党中央派来挂职的驻村第一书记潘之
源告诉记者：“文明超市里的商品都是扫把、洗
衣粉等日常用品，村民可以凭每月在整治环境
卫生、孝老敬亲等评比中获得的积分免费兑
换。”

如今双堰村整洁如新，村民生活富足安康，
这一切离不开生态旅游、生态农业的发展。今
年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们也纷纷为乡村振兴
发声，为美丽经济助力。

“一村一品”，美丽乡村各有特色

在城镇化发展的同时，乡村也寄托着美好
生活的期待。乡村振兴的时代呼声下，如何推
进农业现代化和新农村建设的同步发展？

“美是没有固定标准的，美丽乡村也一样。”
全国政协委员杨晓阳认为，如果一股风地把所
有农村都修成标准化，历史上的文化精华、理想
美感就会被破坏掉。美丽乡村建设，要倡导“一
村一品”，将中国文化的根系留下来。

全国政协委员马全林则认为，美丽乡村离
不开绿化美化。“开展乡村绿化美化是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重要内容，
事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农村生态文明建设。”
目前我国乡村绿化美化发展还很不平衡，建议
国家设立乡村绿化专项资金项目，并为已批复
的国家森林乡村安排建设资金。

“一些地区还存在乡村绿化总量不足、质量
不高的问题，与农民群众期盼的优美生态环境
还有较大差距，仍然是乡村生态建设的突出短
板。”马全林建议，在乡村道路绿化、庭院绿化、
农田林网建设、小微绿化公园建设、古树名木保
护等方面给予补助，支持保护乡村自然生态、增
加乡村生态绿量、提升乡村绿化质量、发展绿色
生态产业。为已批复的国家森林乡村安排建设
资金，以加快乡村绿化美化，提升村容村貌，发
挥典型示范带动作用。

美丽乡村既要“面子”，也要“里子”。全国
政协委员张广东更看重培育特色文明乡风。他
建议，强化农村治理，夯实农村基层基础。完善
自治机制，引导村民提升自我管理、自我教育、
自我服务、自我约束的能力。培育特色文明乡
风，制定农村健康、科普、法治等文化活动实施
方案。

经济繁荣，村民日子红红火火

5 月 20 日，陕西省西咸新区空港新城太平
镇陈贠湾村果品交易市场竣工了，现代化的网
络交易厅宽敞明亮。以后，沣西新城的“马王草
莓”、空港新城的“太平红杏”、秦汉新城的“葡小
淘”都将从这里通过网络等销售渠道，走进千家
万户。

如今，美好的生态环境给村民们带来的不
只是绿水青山，还有“金灿灿的”未来。

“五一”小长假，江西省铜鼓县永宁镇坪田
村接待了 1.5 万人次游客。铜鼓县以“乡村公园
县”和全省美丽宜居示范县为引领，以秀美乡村
建设为契机，全面完成 1000 个村小组的新农村
建设，聚焦农村厕所革命、生活污水处理、生活
垃圾治理，规范村民建房，田畴沃野气象一新。
生态价值提升，“美丽经济”也呈现出勃勃生机。

“美丽经济有两方面”，全国政协委员、中国
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资源生态与生物
资源研究室主任闵庆文解释说，“一个是将美丽
的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作为经济发展的一个重
要基础，也就是总书记所说的‘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另一方面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遵循
生态友好和循环经济，对自然生态损耗比较
少。这种经济我们也称之为‘美丽经济’。”

闵庆文认为，可以将乡村振兴、文化振兴、
生态振兴和产业振兴相结合，“从这个意义上
说，美丽经济不仅仅是一个经济上的贡献，而是
一种新的发展方式。”

全国政协常委、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厅长张少康介绍了广东省“美丽乡村”的成功经
验。广东省下大力气开展农村生活垃圾治理，
开展了“清扫垃圾，清洁乡村”专项行动，完善生
活垃圾收运处理设施。全省基本形成“村收集、
镇转运、县处理”的收运处置模式，已配备保洁
员的自然村有 15 万个，覆盖率达 99.72%。“美化
环境的同时，还解决了一部分农村贫困人口就
业问题，提高了农民收入。”

乡村美了，村民的生活才更有盼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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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着滨河西路，驾车从汾河太原段顺河而
下，50 多公里的路上绿影婆娑，铺天盖地，形
成了绵延的林荫带。车行其中，仿佛走进了天
然氧吧，肺腑清新。阳光如过筛了一样，洒下
星星点点的光。柳叶眨着眼睛，柳枝逗着清
风，让林荫道里充满了万般情趣。

停车走向汾河边，水在河床上轻波不语，
但它已经被这绿色深深地熏染了。一根根指
头粗的芦苇如出水芙蓉，又似窈窕淑女，在风
里舞动着腰身，争相将倩影抛进水中，就连空
中的云朵也赶来凑热闹，于是镜子般的水中便
有了绿的影、白的云。

清澈的水，贴着河岸，河边便水草丰茂；淌
过沙石，沙石便射出刺眼的反光。那水清得不
仅可以看到水中的鱼，甚至还可以窥探到河床
的脉络，让你不得不惊呼，这是曾经的汾河
吗？是的，这就是那个“蝶变”之后的汾河。

“让汾河水量丰起来、水质好起来、风光美
起来。”是 2017 年 6 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西
时的嘱托。时隔近 3 年，总书记 5 月 12 日在太
原调研时，对太原汾河沿岸生态环境的沧桑巨
变表示欣慰，强调要“持续用力，再现‘锦绣太
原城’的盛景”。

3 年来，为再现盛景，山西省委带领三晋
儿女，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牢固树立“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以水定城、以水定
地、以水定人、以水定产，举全省之力推进汾河
流域生态修复。

山西生态环境系统广大干部职工坚持控
污、增湿、清淤、绿岸、调水“五策并举”，把汾河
建成生态廊道、景观廊道、休憩廊道和文化廊
道，切实保护治理汾河，增强人民的获得感、幸
福感、安全感。谁会想到，曾经水体污染的汾
河，竟出脱得如此美丽。

太原自古就有“锦绣太原城，三面环山，一
水中分”的美誉，我们的先人傍水而居，吸吮着
汾河母亲的乳汁，一辈传承一辈，对汾河母亲
的热爱，浸入在血液中，流淌在文化里。

太原有一句传之悠久的民谚：“傍山不可
枉烧柴，常将有时当无时”，其中蕴含着朴素的
生态文明之义，对待大自然的善待之义，节俭
共生的环境保护之义。

然而，在过去的历史长河中，我们向汾河

母亲索取多，回馈少。中唐大兴营造宫室殿
宇，把汾河一带的树木都砍伐殆尽，“近山无巨
木，远求之岚、胜间”（《新唐书·裴延龄传》），因
为山西与京都一河之隔，渭水、黄河、汾水漕运
便利，吕梁山便成为采伐木材的重灾区。历经
唐宋金元数代，致使绿水青山变成了荒山秃
岭，水量大减。到了明代，汾河上只能“秋夏置
船，冬春以土桥为渡”。在清代垦荒屯植的现
象有增无减，水土流失日益剧烈，曾经帆樯林
立、棹歌素波的汾河已无航运功能了。

前些年，由于单纯追求经济的粗放式发
展，汾河几乎成了排污渠。汾河中下游基本断
流，沿着南同蒲铁路坐火车，只能看到煤灰覆
盖的干涸河道，两岸杂草丛生、垃圾遍地。这
种状况，直到近年来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全力治污，才得到逐步的改观。

如今，春的气息、夏的热情扑面而来，温润
的芬芳已然唤醒这个 2500 年的太原城，在这
片期待重生的广袤土地上播撒着希望。

在这汾河两岸，碧水常见游鱼嬉戏，长空
时现飞鸟翔集。风吹来，是扑面的清香，雨飘
来，是大河的清唱，人行其间，身心愉悦。

站在汾河边上，我的眼里是一条河从春天
流向夏天的盛景。我们热爱这绿色的汾河，更
不由得钦佩起那些拥有愚公移山之志的生态
环保人，正是有了他们的不畏艰辛，百倍努力，
高举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旗帜，汾河才日
渐清净。正所谓——汾河是咱母亲河，荆树有
花名合欢，转型莫奏前朝曲，两山理论做指
引。长龙卧波行云雨，蒙山晓月雁飞来，水丰
岸绿去污染，蓝天无税子孙欢。

本报讯 今年两会，九三学社
中央提交了《关于深化国家公园
管理体制机制改革的提案》，建议
加强国家公园制度顶层设计，明
确国家公园准入程序和运行制
度，特别是理顺国家公园纵向事
权、横向事权，探索鼓励生态受益
地区与国家公园所在地区通过资
金补偿等方式，建立横向生态补
偿机制。

九 三 学 社 的 提 案 中 指 出 ，
2016 年始，我国 10 个国家公园陆
续开始试点工作，围绕理顺管理
体制、创新运营机制、健全法治保
障、强化监督管理等方面开展了
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但与国家
要求的实现自然生态系统原真
性、完整性保护，实现国家所有、
全民共享、世代传承的国家公园
的目标还有一定距离。

在管理体制方面，由于多部
门管理，涉及跨省级行政区时，存
在各自利益壁垒，难以良好协作；
如何平衡原住民生存发展与生态
保护之间关系，也有待进一步探
索。此外，旅游发展与保护、国家
公园严格的保护措施与当地传统

产业之间仍存在矛盾。
国家公园是我国自然生态系

统中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
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
集的部分，为此，九三学社建议：

加 强 国 家 公 园 制 度 顶 层 设
计，赋予国家公园承担维护国家
生态安全的重要功能和品牌属
性。加强国家公园生态科学保护
利用研究，充分考虑国家公园生
态价值和社会价值，实现国家公
园带动周边区域发展、周边区域
促进国家公园有效保护的良性循
环。实现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
化，促进各级政府、社会力量积极
主动参与国家公园保护和建设，
推动国家公园可持续发展。

创新自然资源使用方式，通
过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安排、流转
和有偿使用，实施自然资源保值
增值的激励政策。同时，实现生
态价值化，通过绿色发展，强化国
家公园品牌增值体系建设。从生
态资源挖掘生态产品，打通生态
保护、生态产业转型和生态富民
三大通道。

张黎

九三学社中央：

深化国家公园管理体制机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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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乐平市近年来积极培育康养文化，通过创新休闲农业业态，
大力推进乡村生态建设。图为游客在众埠镇高桥村境内的江西沃博生
态产业园内观光游览。 王金保 朱定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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