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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人文人文与
深山之中的孤榆树村，蕴藏着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搜集整理历史资料和物件、

建设东北抗联密营教育基地、组织传承东北抗联精神培训……在黑龙江省穆棱市孤榆
树村，东北抗联精神代代相传，红色旅游日益红火，乡村发展充满活力。

■10月30日，游人在上海世
纪公园观赏地肤（无人机照片）。

近日，位于上海浦东新区的
世纪公园内，约2万平方米的地肤

进入最佳观赏期。世纪公园从
2016 年开始尝试大面积种植地
肤，受到市民和游客的喜爱，成为
上海知名的秋季景观。新华社发

上海：观赏地肤正当时

■10月31日，游客在河北省
河间市景和镇北丰尔庄村兴丰
生态农场观光游玩。

近年来，河北省河间市整合

当地特色农村旅游资源，构建
“村集体+旅游公司+村民”运营
模式，发展乡村旅游，形成乡村
经济增长新亮点。 新华社发

河北：特色旅游助力乡村振兴

旅 游 时 评

两山东西耸立，中间河水静静
流淌，全村340余户沿孤榆树沟铺
排开去，这便是黑龙江省穆棱市下
城子镇孤榆树村。“往北到市区要
走 40多公里，以前就窄窄一条泥
土路，开车得颠簸一个半小时才能
到。”村党支部书记齐晓东说。

地处偏远、山多地薄，年轻人
纷纷走出大山谋生计。最多时，全
村接近一半的户籍人口常年在外，
孤榆树村一度有些沉寂，如何找到
发展的路子？

搜集整理历史资料
深秋时节，木叶开始凋零，犹

如调色板被打翻，黄一簇、绿一簇，
山色缤纷。出了下城子镇，沿蜿蜒
的山路穿行，汽车被包裹在浓烈的
秋色当中。

这条水泥路是前年修好的，可
容旅游大巴通行。不过十几分钟，
孤榆树村在望，此时暮色四合，几
缕炊烟悠然飘荡。

在这深山之中，东北抗联战士
曾设立密营，以此为根据地对日军
控制的据点、交通线进行破袭作
战。“附近的山上还存留着当年抗
联战士居住的地窨子，村里老人从
里面发现的弹壳等物品也保存
着。”齐晓东说。

从 2015 年开始，穆棱市分批
派遣党员干部到井冈山集中培训

学习。“穆棱市是革命老区，而且
在全国革命遗址普查调研时被确
定为‘孤榆树抗日根据地遗址’，
以红色旅游带动乡村振兴会是一
个突破口。”齐晓东一面发动大伙
搜集整理抗战时期的相关资料和
老物件，一面向上级党委和政府
争取支持。

“经过中国抗联研究中心、
黑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等多方
机构和专家考察论证，确定 1932
年到 1940年间，孤榆树村是东北
抗联第二、第四、第五军的密营
地，是东北抗日联军在黑龙江活
动的主要阵地。”穆棱市文广旅
局局长刘泽海说。

在 2017 年穆棱市元宵晚会
上，孤榆树村文艺队 60多名村民
登场表演红色曲目，反响热烈。“习
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红色资源利
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
基因传承好。”穆棱市委常委、宣传
部长褚建华曾多次去井冈山考察
学习，“当时省内还没有专门的东
北抗联精神教育培训基地，我们决
定在孤榆树村建设东北抗联文化
红色旅游景区。”

建成抗联教育基地
经过谋划建设，2017年 9月，

以“重走抗联路”为主题的东北抗
联密营教育基地在孤榆树村全面

落成开放，形成了重走抗联路景
区、郝家大车店景区以及东北抗联
第二、第四、第五军纪念馆等“八区
一馆”格局。

得益于红色旅游景区的建
成，孤榆树村变了一番模样。“现
在户户白墙黛瓦，院落干净整洁，
路边栽树种花，村子成了一个大
公园。”村医程文霞说，近两年，村
子先后获得省级文明村、中国美
丽休闲乡村、黑龙江省乡村旅游
重点村等称号。

实际运营过程中，下城子镇和
孤榆树村集体共同组建孤榆树文
化推广公司，借鉴井冈山的模式经
验，为各类团体提供东北抗联精神
集中培训。

重 走 抗 联 路 、上 抗 联 历 史
课……穆棱市民主小学辅导员陈
佳和团队来到孤榆树村接受了为
期两天的集中培训，“沿着抗联战
士当年的足迹，听专题讲座，在体
验式教学、情景教学中感受红色历
史，让我们对东北抗联精神有了更
深刻的认识。”

激发乡村发展活力
红色旅游带火了孤榆树村。

“从基地开放到去年底，村里共接
待培训团队 310个、2.5万余人次，
纯收入 120多万元。”下城子镇党
委书记金凤勇表示，“今年受疫情

影响，没有接待团队游客，但前来
参观的散客仍然不少，据粗略统计
达3.2万余人次。”

村里人气旺了，老百姓也跟着
受益。46岁的付中丽种了大半辈
子地，2018年6月应聘到文化推广
公司做了一名讲解员，平时还在培
训基地的餐厅做兼职，去年挣了 1
万多元。“做好这份工作，不能光靠
死记硬背讲解词，我会把村里祖辈
传下来的一些故事融入进去。能
把红色文化和自己的家乡介绍给
大家，我觉得非常自豪。”

随着游客量增多，孤榆树村鼓
励大伙充分利用闲置民居打造特
色农家乐，目前共建有家庭民宿
10家，床位 150张，餐饮日接待量
达 500人。村民冯启花家改造建
成了一家家庭民宿，“一间房间一
天收费 150元，游客能自己做饭，
院里还有小菜园，免费提供食材。”
冯启花说，她去年赚了1.6万元。

“从2016年到现在，已经有60
多人返乡，在旅游、农业、服务业等
领域从事经营服务，为孤榆树村的
发展注入了新活力。”齐晓东说，全
村农民年人均纯收入从1.5万元提
高到了2.7万元。

离开孤榆树村，天已黑透，山
风寒凉。回望小村，灯火点点，暖
了夜归人。
（《人民日报》10月30日刊发）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
于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的各项安排
部署，下大力气抓好“六稳”工作、落
实“六保”任务，进一步扩大内需特
别是有效促进消费，推动经济供需
循环畅通，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教育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住房城乡
建设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等14
个部门制定印发了《近期扩内需促
消费的工作方案》。方案中多项内

容涉及文化和旅游，包括推动线上
博物馆发展带动文创产品销售、加
大旅游年票和一卡通发行力度、加
大旅游宣传推广等。

方案提出，鼓励具备条件的各
级文博单位开发线上博物馆，结合
5G、虚拟现实等技术，增加立体式展
品展示。允许文创产品开发收益可
按规定用于文博单位日常支出、征
集藏品、提供公共服务。

方案提出，鼓励京津冀、长三

角、珠三角、粤港澳等著名景点资源
丰富的都市圈，增加旅游一卡通和
预付式旅游年票发行力度，推出更
多价廉景美旅游线路。

方案提出，强化品牌引领，办好
“心灵四季 美丽中国”线上全国旅
游宣传推广活动，加强与新媒体合
作，推动传统旅游业传播方式等创
新，激发文化和旅游多元消费与市
场振兴。选择生态旅游资源丰富、
民宿发展较为规范的生态旅游和乡

村旅游景点，在节假日集中进行宣
传，带动更多跨省旅游。鼓励各地
加强与电商平台合作，开设网上店
铺、代销点，拓展乡村物流布点，扩
大特色产品销售。

方案还提出积极支持餐饮恢复
发展，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在做好常
态化疫情防控、不影响周边居民正
常生活的前提下，有序恢复酒吧、咖
啡店、餐饮店等经营，因地制宜，放
宽临时外摆限制。 （据人民网）

14部门印发扩内需促消费工作方案

我国加大旅游年票发行力度

平台经营者之间建立信息共
享平台，对多次损害消费者权益、造
成恶劣影响且拒不悔改的平台内经
营者形成“动态黑名单”，各平台实
施联合惩戒。10月27日，由北京市
市场监督管理局和朝阳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指导，携程、去哪儿网、同程
艺龙等5家互联网旅游服务企业共
同发布《互联网旅游服务行业自律
公约》（简称《公约》）。

近年来，在线旅游市场规模不
断扩大，今年虽然受到新冠肺炎疫
情影响，但在旅游市场逐渐复苏后，
在线旅游呈现出火热势头。然而，
默认搭售、霸王条款、大数据杀熟、
信息泄露、虚假宣传等现象时有发
生，侵害了消费者合法权益，扰乱了
旅游市场秩序，应引起高度警惕并
依法依规严加治理。

10月1日起，文旅部发布的《在
线旅游经营服务管理暂行规定》（简
称《规定》）正式施行，《规定》强调：

“加强行业自律，推动行业诚信建设
和服务质量评价，监督、引导本行业
经营者公平参与市场竞争。”此次

《公约》的发布，在行业自律方面走
出了重要一步。

《公约》不仅细化了落实《规定》
的措施，还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如
提出建立健全互联网旅游服务业务
标准化流程，公示服务项目，规范服
务行为；建立平台信息实时监测筛
查机制，及时对涉嫌违法违规的信
息及相关经营者采取必要措施；对
违规的平台内经营者形成动态黑名
单，实施联合惩戒等。

《公约》的发布，彰显了打造风清
气正在线旅游业态的高度自觉，吹响
了行业主动治理的进军号。必须认
识到，行业自律只是对政府监管的有
益补充，它不能代替法律监管。要想
严格落实《规定》和《公约》，不能仅靠
平台自觉，还需要职能部门建立完善
日常检查、定期检查以及与相关部门
联合检查的监督管理制度，对违法违
规经营行为，依法做到发现一起、查
处一起，决不姑息迁就。

亡羊补牢不如未雨绸缪。中
医有“上医治未病，中医治欲病，下
医治已病”之说，提前发现端倪，做
好预防措施，就能够让人不生病，避
免陷入“渴而穿井，斗而铸锥”的困
境。规范在线旅游市场秩序，“治未
病”理念应切实体现在监管思路和
流程上。

按照《规定》，各地职能部门要
积极构建“企业自治、行业自律、社
会监督、政府监管”机制，加大指导、
支持力度，给行业组织的成长和发
展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同时，按
照“政府管平台，平台管供应商”的
思路，依法明确职能部门、在线旅游
平台及平台内经营者等各方的法律
责任，厘清责任边界，确保各方职责
明确，有章可循，按章操作。

同样重要的是，要积极推行分
类监管制度，区别对待，奖优罚劣，
对“重点关注”类、“重点监管”类平
台尤其要严格监管、持续监管，以防
患于未然，营造积极向上的氛围，促
进在线旅游行业健康繁荣发展。

（据人民网）

线上旅游业加强自律
职能部门要当好推手

■这是10月29日在青海省玉
树称多县境内拍摄的山脉。

近年来，青海省持续推进三江
源生态保护工程，以保护和恢复植被
为核心，通过生态系统的自然修复与

生态工程建设的有机结合，加强草
原、荒漠、湿地与河湖生态系统保护
和建设。三江源地区植被生产力趋
于稳定，野生动物数量明显上升，生
态服务功能逐步提升。 新华社发

青海：走近三江源

○新华社银川11月1日电 记
者从宁夏回族自治区文化和旅游
厅获悉，为进一步延伸旅游产业链
条，推动全域旅游示范区建设，宁
夏将通过强化内外通道衔接，打造
个性化、差异化旅游产品，提升旅
游功能等方式，构建“快进慢游”旅
游新格局。

文旅产业是宁夏九大重点特

色产业之一，2019年，全区旅游总
收入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超过
9%。据自治区文旅厅厅长宋建
钢介绍，近年来，旅游业作为宁夏
支柱产业的地位日渐凸显，但旅
游可进入性差、大交通成本高、旅
游收益低等问题依然制约着产业
高质量发展。

针对上述制约性因素，宁夏

提出将加快构建“快进慢游”新
格局。在“快进”方面，随着宁夏
即将融入全国高铁网，宁夏将围
绕强化内外通道衔接，加快完善
主干道与景区接线建设，在机
场、火车站等交通站点建立游客
中转站，加密直达主要景区的交
通专线，解决景区连接线“最后
一公里”问题，努力实现“城景

通”“景景通”。
在“慢游”方面，宁夏将以提

升旅游功能为目标，加快开发休
闲、康养、研学旅游等一批个性化
旅游产品，推出覆盖全区、带动全
域、延伸周边的休闲度假精品线
路，构建城市文化旅游综合体，让
游客脚步“慢”下来、体验“深”起
来、消费“多”起来。

宁夏将构建“快进慢游”旅游新格局

○新华社电 近日，国家文物
局、文化和旅游部印发相关通知，
明确要求合理测算、从严设定石窟
寺景区游客承载量，将核心景区承
载量、重要区域（如窟前平台）承载
量、各开放洞窟承载量、栈道/游步
道承载量、重点洞窟和栈道瞬时承
载量等列为“硬指标”。

据介绍，全国现有石窟寺（含

摩崖造像）5198处，其中全国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142处，省级文物保
护单位345处，莫高窟、云冈石窟、
龙门石窟等 10 处石窟寺被列入

《世界遗产名录》。近年来，我国石
窟寺保护利用水平不断提升，但在
节假日、旅游旺季部分石窟寺和世
界文化遗产地游客超负荷，给文物
和游客安全造成一定风险。

针对这种情况，通知提出，要
采取网络预约、电子票务、错峰参
观、限时限流、定制服务、实时监
测、预警上报等方式，调节控制游
客量，严格落实游客承载量各项指
标。石窟寺景区管理机构应开展
游客承载量管控措施执行情况和
效果分析，科学评估旅游开发对石
窟寺的安全影响。鼓励石窟寺景

区挖掘历史文化内涵、提升讲解服
务质量，并通过建设数字博物馆、
智慧景区以及虚拟体验等措施，提
高展示服务水平，提升游客参观游
览体验。

通知明确，2021年上半年，国
家文物局将会同文化和旅游部组
织开展石窟寺景区游客承载量核
定公布及执行情况专项检查。

我国石窟寺景区

游客承载量将以“硬指标”从严设定

福建省日前出台建立文化
遗产普查认定公布责任机制、建
立文化遗产保护规划管控机制、
创新活化利用机制等 9 条措施，
明确提出针对各类不可移动文

物、历史建筑、传统风貌建筑，确
保应留尽留、应保尽保，不得大
拆大建。

福建将推动文化遗产普查
认定公布，根据普查对象的历史

文化价值、建筑艺术价值等认定
标准，将文化遗产特别丰富、古
建筑集中成片分布的重点区域
认定公布为历史文化街区、名
镇、名村或传统村落。针对破坏

文化遗产行为，要指定专门机构
收集有价值的传统构件，用于文
物建筑等修缮维护，要制定传统
构件回收、存储保护、再利用等
各环节管理制度。 （据人民网）

福建出台措施保护文化遗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