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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旅游新业态，打造旅游新场景。在这个刚过去的暑
假，被誉为避暑胜地的屏南县却“火”力十足——

一拨拨跟团游、自驾游游客来到这里，在5A级旅游景区白
水洋·鸳鸯溪欣赏罕见的瀑布奇观、奇绝的山水美景，在亲山亲
水中感受生命与大自然的交响；漫步在厦地、龙潭、四坪等传统
村落，看旧时光和新风尚在这里交相辉映，享受静谧时光；走进
白玉、柏源、南湾的稻田间，体验农耕文化，厚植乡土情怀……

位于福建省东北部的屏南县拥有得天独厚的生态气候
优势，冬无严寒，夏无酷暑，是理想的生态旅游和休闲避暑胜
地，被列入国家级生态主体功能区试点县、省级生态县、省十
佳林业县。

立足生态、文化、传统村落、产业等资源优势，屏南县以
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为契机，围绕“打造全国一流的乡
村文旅康养基地”目标，积极探索农文旅融合发展新模式，呈
现“人来、村活、业兴、文盛”良好局面。今年上半年全县接待
游客271.05万人次，同比增长30.3%；旅游综合收入22.23亿
元，同比增长43.7%。

入秋，山城屏南依旧满山青
绿。从屏南县路下乡驱车前往仙山
牧场，一路层峦叠嶂、青山绿水，蜿蜒
的山路亦不觉烦闷。20多分钟后，
到达目的地，眼前豁然开朗，只见牧
场山地缓坡起伏、绿意盎然，千姿百
态的黄山松点缀其中，令人称奇。

仙山牧场位于屏南县县城西北
部，与古田、建瓯两县交界，现有面
积约3万亩，平均海拔1200多米，被
誉为“北方少有、南方仅有”的高山
牧场。山上有仙山湖、李生岩、聚仙
岩等景观，是避暑、疗养、度假、生物
考察等专项旅游的绝佳场所，为江
南难得的草原旅游胜地。

在牧场场部右侧小山坡上，竖
立着中共闽东北特委、闽东北军分
区驻地纪念碑。1936年春，中共闽
东北特委、闽东北军分区进驻仙山，
领导方圆数百里的闽东北苏区军民
坚持游击斗争；1984年 7月，中共屏
南县委、县政府立碑以示纪念。

忆往昔不忘初心，看今朝砥砺
前行。历年来，屏南县委、县政府高
度重视仙山牧场的保护与开发，先
后进行总规编制、修编，依托丰富的
森林景观资源，积极开展森林旅游、
森林康养建设，实施仙山牧场保护
提升工程。同时，把生态文化基础
设施建设纳入规划，2022年完成了
仙山学习馆、“摆脱贫困”主题雕塑
建设，进一步提升了红色文化和绿
色生态的融合，成为红色旅游、生态
旅游的热门目的地。

跨界起舞，融合共赢。近年来，
屏南充分发挥文旅的拉动、融合、催
化、集成作用，做好“+旅游”“旅
游+”文章，形成“文旅带百业，百业
促文旅”联动效应，一大批旅游新
景、新业态应运而生——

“农业+旅游”。依托屏南县高
山独特的蔬菜、水果、药膳美食以及
花卉产业优势，大力发展以乡村休
闲、观光、康养、农事体验为一体的
农业旅游产业，形成棠口千亩高山
花卉、屏南李采摘园等旅游目的
地。同时积极探索粮食安全新方
式，通过“认领一亩田”活动，打造出
柏源、白凌、南湾等水稻种植示范
区，衍生出“稻田”+摄影、民宿、研
学体验等新业态。

“研学+旅游”。屏南县因地制宜，
将研学教育实践与生态文旅、绿色休
闲等特色产业有机结合，通过校、地、
企三方共建，探索“研学+”发展新模
式，打造了一批研学旅游基地，形成了
厦地有书店，前汾溪有基地，南湾有
田，村头有福的研学产业格局。

“影视+旅游”。推出屏南全域
乡村最佳影视拍摄点 100 个，整合
自然、人文资源，通过大型发布会、
拍摄宣传视频、制作宣传册，吸引各
地影视企业来屏南取景拍摄，并入
选了全省首批 20 个重点影视外景
拍摄基地。同时依托白水洋鸳鸯
溪、双溪、厦地等省级摄影创作基
地、省级摄影目的地的品牌优势以
及县内众多的自然景观、传统村落、
田园风光等资源优势，形成一批特
色鲜明的摄影旅游基地。

揽山水之幽，得人文之胜，乘兴
业之旺。全盘谋划之下，屏南县正
以全新姿态绽放文化魅力，山水、古
镇、古村相融相连，美景四季不断，
全民共建共享的全域旅游新图景正
徐徐铺展。

当清晨第一缕阳光透过云层，历史悠久的古镇双溪在游
人的喧嚣中苏醒过来。游客们在陆氏宗祠、文庙、城隍庙对
话历史，在安泰艺术城感受油画艺术魅力，在薛府文化艺术
中心体验现代生活与古典建筑的完美融合……

无特色，不小镇。“复活”老街，是双溪镇打造文化旅游名
镇的重要一环。近年来，双溪镇以老街为核心，高起点、高标
准规划，运用古镇、水系、商贸等文化，推进集镇立面改造、亮
化工程、古建筑的保护与修缮、安泰艺术城提升等项目建设；
先后修缮城隍庙、文庙、薛氏宗祠、张氏宗祠和5栋明清古建
筑，通过对古文化遗迹的修复，加强历史文化的保护和开发，
进一步丰富全镇旅游文化内涵，提升古镇文化张力。

今年，双溪古镇集中力量拆除乱搭盖、清理脏乱差，全面
提升古镇颜值，完成亲水步道、公厕、绿化带、店招等整治项
目，一个自然山水与历史文化融为一体的特色千年古镇更具
光彩。

这是屏南县以项目建设推动文旅资源竞争力不断提升的
生动实践。近年来，为打破交通等制约旅游发展瓶颈，屏南县
在全域旅游发展过程中，坚持项目带动战略，旅游线路通达力
不断提升，旅游要素从缺向全、从全向优逐步迈进，屏南旅游
的便捷性、舒适性进一步增强。完成“镇镇有干线”的建设，打
造县城至乡镇半小时交通圈，便捷的公共交通体系构成了全
域旅游交通网络，内联外通的大交通格局已基本成型；优化基
础配套设施，现有四星级酒店1家、民宿宾馆400多家，接待床
位5000多张，旅游集散中心、游客服务中心已投入运行；建成

“屏南有礼”双溪馆、代溪馆、寿山馆、厦地馆，龙潭、集散中心
等店面正在设计，门店功能集游客服务中心、乡村文化展示
馆、特色产品展销、自驾游驿站等职能于一体……

强硬件也要重推介，屏南县一手抓基础设施建设的同
时，一手不断强化全域旅游品牌营销，创新营销机制手段、构
建多层次营销战略体系，让全域旅游品牌更加响亮。

屏南县强化数字赋能，构建景区景点相联动、线上线下
相结合、资源要素相融合的营销模式，致力于打造热点“IP”
和开发“屏南文旅”APP，借助互联网的力量来打出文旅品
牌。在“屏南文旅”新媒体矩阵策划“屏南凭什么？”第一季、
第二季营销宣传片，在抖音平台发起“屏南凭什么？”挑战赛，
参与互动网友超5万人，截至今年8月全网流量超5.5亿。策
划《下一站，屏南》专题宣传片，邀请美食、徒步、民宿体验官
等抖音达人参与拍摄推荐，在各平台开设“下一站屏南”“浪
漫屏南”话题，推送短视频和图文进行引流推广。大力发展
电商产业，将“短视频+直播”人才培训作为电商工作重点，
培养出一批网红主播、电商达人，如龙潭村的“演丹、演真”，
通过短视频和直播大大提高了龙潭村的知名度，在抖音的宁
德市风景名胜热门榜上，龙潭村长期占据排行榜前列。

此外，屏南县还结合廊桥文化、畲族文化、茶盐古道文化
等，以节会活动为龙头和引爆点，开展了畲族火凤凰民俗活
动、“茶盐古道”健康村跑、甘国宝文化节、中国白水洋文化旅
游节等一系列“闽东之光‘四季屏南·乡村有约’”文化旅游创
意系列活动，“连台好戏”促文旅融合加速“出圈”。

金秋时节，驱车沿着宽广平坦的屏南县国道G235徐行，一路
风光一路诗。

双溪古镇、棠口村、漈下古村、小梨洋旅游景区、龙潭文创片
区……沿线绚丽多彩的自然风光以及拥有深厚文化底蕴的传统古
村落，勾勒出一幅幅美不胜收的画卷，让人不经意间恍然生出一种

“车在山间行，人在画中游”的感觉。
屏南自然景观奇特，风景名胜众多，这里不仅有世界地质公园、

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国家5A级旅游景区的白水洋·鸳鸯溪，国家森
林公园天星山等，还拥有保存较为完整的村落100多个，其中中国传
统村落25个，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名村3个，中国传统建筑文化旅游
目的地7个，省级历史文化名村6个，省级侨乡文化名村1个。

同时，屏南还手握“中国民间武术文化之乡”“中国木拱廊桥文
化之乡”“中国红粬黄酒之乡”“中国本草养生文化之乡”等“国”字
号招牌，拥有木拱廊桥、武术、戏曲等民俗技艺，这些均是山城屏南
魅力之所在。

如何挖掘盘活这些文化“瑰宝”，赋能全域旅游？屏南勇于创
新、妙招频出——

编制《屏南县打造全国一流的乡村文旅康养基地规划》《金牌
旅游村规划》，深入挖掘并整合屏南乡村文旅资源，创建屏南乡村
文旅康养旅游的空间布局、品牌体系和产业体系，规范屏南乡村文
旅养生服务基地建设和服务标准，推动屏南乡村文旅康养基地发
展，从而促进地方产业优化升级。

开展旅游人才储备库建库工作，截至目前，已建成涵盖“旅游
行政管理人才”“旅游企业经营管理人才”“金牌导游员”“优秀旅游
宣传营销人员”四个类别的旅游人才信息库。出台了全域旅游发
展、文创产业发展等系列政策，给予资金、土地等要素优先保障；实
施了金牌旅游村、全域旅游配套基础设施等多个旅游项目，推动实
现“全域游、游全域”目标。

创新“一人一策”引才留才、新老村民融合共治、公开招募乡村
振兴特聘指导员、传统村落保护利用“认租”“工料法”等机制，有效
激活乡村动力、兴旺农村业态、推动人才逆流，把日渐“空心化”的
乡村建设成为有情怀、有活力的美好家园。同时还将地域相近、产
业发展关联度高的村落连片打造，统筹引领村村融合，被财政部、
住建部列入2023年全国传统村落集中连片保护利用示范县。

一项项技艺被传承、一座座传统村落被复兴、一个个业态被激
活……屏南现有漈头、小梨洋、北墘、双溪、漈下 5个国家 3A级旅
游景区，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龙潭村，双溪全域旅游小镇、代溪镇
黄酒特色小镇、甘国宝文旅小镇、白玉体育休闲小镇等4个旅游小
镇，北墘村、龙潭村、棠口村等3个省级“金牌旅游村”以及新田村、
降龙村等13个省级旅游特色村。

从景点旅游到全域旅游，现在，越来越多的自驾游客人，把目
光转移到了大景区之外的乡村旅游，曾经屏南旅长游短、季节性旅
游的困局，正被一步步破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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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机制
盘活全域旅游资源

提档升级 激活旅游产业动能

跨界融合
培育多元旅游业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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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朴如画的四坪村（林建榆/摄）

游客泼水狂欢尽享亲水乐趣（杨碧娥/摄） 亲水天堂白水洋（林武旦/摄）

柏源千亩梯田稻谷飘香（陈益新/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