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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省围绕“旅游强省”战略
目标，在大冰雪、大湿地、大森林、大界江
等旅游板块发展休闲度假和乡村旅游，
一大批具有历史、地域、文化特点的旅游
景区、线路及新业态应运而生。自驾游
出行，把这些独具龙江特色的旅游产品
连接起来，成为复活旅游市场、带动社会
消费、拉动经济内需的重要手段。

不过，我省自驾游市场在服务上缺
乏相关标准规范，道路、指引标识等相关
配套设施短板问题也日渐凸显。接下
来，我省发展自驾游该如何补齐短板、做
大做强？

黑龙江省旅游协会自驾游分会秘书
长于洋说，与市场需求接轨，是做强做大
自驾游经济的首选。目前我省很多拳头
景区对自驾游的服务意识还有待提高，
并且有些景区还不具备接待大型自驾游
车队的条件，各地市也缺少各类主题的
自驾 IP活动，建议加大对自驾游的扶持
力度，挖掘更多的强势文旅 IP带动自驾
游发展。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目前我省自驾
游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亟待加强，高速
公路沿途服务区仍缺少服务型商户，停
车难、餐饮消费供不应求等情况都对自
驾游产生了制约。

“现代游客更渴望在旅游中体验新
奇、刺激、时尚等现代休闲娱乐元素。因
此，我省发展自驾游还需要通过挖掘特
色为游客带来深度体验，比如在火山、煤
矿、湖泊、森林、冰雪、红色旅游上做文
章。”对黑龙江旅游深耕多年的旅游专
家，北京商旅同舟旅游规划设计院院长
柴大勇表示。

他说，我省旅游受季节影响较为明
显，建议选择在城市或4A级以上景区周
边建设功能齐全、救援方便的小型自驾
营地，结合产学研康养医等热点和商机
突破性改革，在制定自驾营地标准时将
如何解决土地、上路车辆行驶执照有限
制等问题进行完善，在住宿上，建议建设
精品民宿，满足游客差异化需求。“例如，
中露联（安徽天柱山）自驾房车营地，在
5年前还是县城周边的老茶园，通过依
托周边环境建设自驾营地，既保留了原
有茶园，还新增了垂钓、婚宴、烧烤等功
能，目前已被打造成3A级景区、5A级露
营基地，带动了一部分当地人的就业，营
地在旺季客房最高房价为每晚 5000
元。同时，‘后备箱经济’也不容忽视，建
议自驾游营地要先做好辐射周边200公
里的服务，结合实际情况丰富旅游业态，
延伸产业链条。”

提升服务补齐短板

□本报记者 刘欣

我省拥有东极抚远和北极
漠河两处标志性地理位置。全
省国土面积近一半被森林覆盖，
有天然氧吧之称，夏季平均气温
20℃左右，湿度适中，被誉为天
然空调，是消夏纳凉、休闲度假、
养生养老的避暑胜地。独特的
区位条件、优越的生态环境、丰
富的旅游吸引物、中俄边境的异
域风情等特有优势，构成了我省
发展自驾游产业的资源基础和
先天优势，而伴随龙江自驾游的

“井喷”，众多旅游企业已从中分
享到丰厚的发展红利。

月至阳集团旅游公司常务
副总穆蓉告诉记者，越来越多的
人选择自驾游出行，以香炉山景
区为例，去年接待的自驾游游客
远远超过跟团游客，为了缓解停
车压力，景区自驾车位由原来的
500个增至 700多个。纷至沓来
的自驾游客，带动了二次消费。
大部分自驾游客都会选择在景
区内体验 5D彩虹桥、云霄飞索
等自费项目，去年景区内的特色
豆腐坊、豆腐冰棍收入较前年增
加三成，而树屋、民宿等在旺季
一房难求，需要提前 10天预订。
前不久的清明小长假，游客接待
人数创历年来最好，较疫情前增
加了三分之一。

哈尔滨青年国旅、哈铁国
旅、哈尔滨秀山水旅行等旅行
社先后介入自驾游市场。哈尔
滨秀山水旅行总经理崔连波
说，去年我省恢复省内游之后，
他发现用户需求明显由传统的
旅游观光向度假型产品转变，
于是他们在具有徽派艺术风格
的西郊山林打造了一款全新的
针对周边游的轻奢产品“嗨
KING 野奢营地”。这个营地
每个帐篷都有 10平方米左右的
空间，室内还配备了具有国际
大牌品质的床垫、梳妆台、小夜
灯等。来到营地的游客，既可
以在自家帐篷前的“客厅”烧烤
把酒言欢，也可以穿着汉服体
验穿越千年的风雅之旅……短
短一个月，这里迅速成为网红打
卡地，受到大量自驾游用户的关
注，逢节假日需要提前预定。

旅游企业
享受自驾红利

4月中旬，吉林游客宋姝谊夫妇从
吉林出发，自驾前往哈尔滨参加“龙江假
期”自驾游活动。宋姝谊告诉记者，虽然
这并不是她第一次体验自驾游，但却在
黑龙江找到了久违的归属感。

如今，像宋姝谊这样慕名来黑龙江自
驾游的游客越来越多。在自驾游活动启
动仪式上，省文旅厅厅长张丽娜说，以自
主、灵活为特色的自驾游，更好满足人们
拥抱大自然、享受新生活的高品质旅游需
求，并日益成为现代旅行的首选方式。

近年来，随着私家车拥有量的持续
提高、高速公路交通网的不断完善和人
们生活观念的升级转型，自驾游这种新
业态，在我省呈井喷式发展。根据
《2019-2020年度黑龙江省旅游产业发
展报告》数据显示，截至 2019年末黑龙
江省民用汽车保有量为516.9万，全省私
人汽车保有量为464.3万，每年自驾出游
的人数达到千万人次（含省外自驾）。自
驾游进入了前所未有的需求释放期和供
给创新期，成为旅游行业发展新“风口”。

黑龙江省旅游协会自驾游分会秘书
长于洋告诉记者，目前我省自驾游的省
外客源地大体分为两种，一种是上海以
北的自驾客，大多为京津冀以及山东、辽
宁、吉林等省游客；另一种为落地自驾，
来自长三角、珠三角等南方省份的游客，
通过飞机等其他交通方式抵达我省后，
通过租车方式自驾。“这几年，特别是夏
季一路自驾到黑龙江避暑的外省游客明
显增加。这一点从协会会员人数上就可
以看出来，从最初的几十人到现在已拥
有两万多会员，其中最远的会员来自广
西。”于洋说。

用车辙丈量大好河山

自驾游系列活动启动仪式现场。
本报记者 刘欣摄

嗨KING野奢营地。
本报记者 刘欣摄

车友在景区露营。 （图片由省文旅厅提供）

“加油、努力，再长征！”

四月的黑龙江，
大地刚刚铺上新绿。
日前，在 2021“龙江
假期”大型自驾游活
动启动仪式开始前，
一支由 130多辆来自
省内外的私家车组成
的自驾车队徐徐驶入
黑龙江长寿国家森林
公园。300多名车友
一下车，就被初春时
节的龙江风光所吸
引，纷纷拿出手机、相
机拍照。当天，自驾
车队还在景区进行了
登山寻宝、趣味山地
越野跑、汽车后备箱
集市等活动，邂逅久
违自然欢趣，浓情绽
放“自驾一族”结伴同
游的幸福情缘。

记者从省文旅厅
了解到，该活动不仅
提早拉开我省春夏旅
游旺季大幕，更将以
一年内举办百场活
动、推出百条自驾游
精品线路的气魄，打
造我省旅游经济新热
点。

（上接第一版）“当时真是危险啊！”习近
平总书记说，“试想，如果没有这么一批勇往
直前、舍生忘死的红军将士，红军怎么可能
冲出敌人的封锁线，而且冲出去付出了那么
大的牺牲，还没有溃散。靠的是什么？靠的
正是理想信念的力量！”

离开纪念馆前，习近平总书记同这里
的工作人员亲切交谈，深刻阐释湘江战役的
重大意义：

“革命理想高于天。正是因为红军是
一支有理想信念的革命军队，才能视死如
归、向死而生、一往无前、绝境重生，迸发出
不被一切敌人压倒而是压倒一切敌人的英
雄气概。为什么中国革命在别人看来是不
可能成功的情况下居然成功了？成功的奥
秘就在这里。”

“横扫千军如卷席。”习近平总书记坚定
地说，“我们对实现下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应该抱有这样的必
胜信念。困难再大，想想红军长征，想想湘
江血战。”

（二）桂北乡村探振兴：“学
习掌握科学技术，用知识托起乡
村振兴”

才湾镇毛竹山村，距离红军长征湘江
战役纪念馆约 10分钟车程。村名叫毛竹
山，是因为这里漫山遍野的毛竹。然而，新
发展起来的葡萄产业，更让这个小山村远近
闻名。

25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乘车来到这
里。沿着平整的水泥路，车子穿过山间的茂
林修竹，一派田园风光涌入眼前。昔日炮火
纷飞的战场，如今正描绘着乡村振兴的美丽
画卷。

“这个村子不错啊！绿水青山。”沿着乡
间小道，习近平总书记步行察看村容村貌。

雨后山村，空气格外清新。一排排桂
北民居错落有致，一排排盖着透明防雨膜的
葡萄棚延伸开去。

村干部告诉总书记，该村采取“党小
组+理事会+基地+农户”模式，党员带头，成
立葡萄种植协会，带动全村46户村民家家
户户都种上葡萄，人均年收入达到3万元。

“过去我们这里比较穷，外面人说有女
不嫁毛竹山。现在我们种葡萄，村民都富起
来了，大家都说，毛竹山葡萄山，家家户户住
楼房，生活变了样，有女要嫁毛竹山……”

听着村干部的介绍，总书记脸上露出
笑容。

葡萄园里，村民们正在技术员指导下
忙碌着。习近平总书记沿田埂走进葡萄园，
同村民攀谈起来。

“你们这里主打什么品种？”
“南玉、红地球，还有温克。”
“价格怎么样？”
“最低能卖到3块，好的能卖到4块。”
“亩产能达到多少？”
“3000斤。”
乡亲们告诉总书记，自从发展起了葡

萄产业，村里人也不用去较远大城市打工
了。在家种葡萄一亩地收入近万元，不比城
里差，农闲时间就近打工，又能增加一块收

入。
“所以，将来乡村振兴还是很有前途

的。大家不用背井离乡，而是回归乡村。祝
你们的葡萄产业越办越兴旺！”

总书记转过头来又问技术员：“你从哪
里来的？在这里主要给大家辅导什么？”

“我是桂林市农业农村局的，每隔一两
个月来一次，为村民们提供技术指导，现在
正在为葡萄绑蔓、定梢。”

“有什么讲究？”
“枝条间隙要固定，20公分左右。花序

上面四到六片叶子，要摘心。”
“这个也要疏花序吧？”总书记问得十分

详细。
“要的。”
“把你的贡献就写在大地上！”总书记叮

嘱，“我在福建时就抓科技特派员，现在全国
都在推广。农业技术人员就是要下沉到农
村基层来，就是去干具体的出实际成果的事
情，这就是你们的贡献。”

村民王德利住着三层小楼，门口两棵
灯笼花开得正艳。听说总书记要来，一家六
口迎出门来。

“我们先参观一下。”总书记走进家中，
从客厅到卫生间，从厨房到熏腊肉的柴房，
问有没有热水洗澡、电价贵不贵、自来水从
哪来，看得很细，问得也很细。

围坐在客厅聊家常，王德利告诉总书
记，他家是村里最早一批种葡萄的，一共种
了12亩，农闲时到梧州市建筑工地打工，去
年全家收入14万多元。

客厅墙上，贴满了正在上小学的两个女
儿的奖状。幸福的笑容洋溢在一家人脸上。

“很好，一家稳稳当当的。”总书记也很
高兴，“好日子都是奋斗出来的。你们选择
种葡萄这条路，一直这么走下来了，现在尝
到甜头了，而且感到有奔头，那就继续发展
下去，发展得更好。”

“现在从整个国家来讲，实现了全面小
康，接下来要走推进共同富裕、建设现代化
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农村就是要推进乡
村振兴，方方面面都还要芝麻开花节节高。”
总书记指着身边的孩子们，“到他们这一代
又不一样了，那就是实现现代化。”

“总书记，您平时这么忙，还来看我们，
真的感谢您。”王德利激动地说。

“我忙就是忙这些事，‘国之大者’就是
人民的幸福生活。”总书记回答道。

闻讯赶来的村民聚拢在王德利家门
口，纷纷向总书记问好。

习近平总书记对大家说：“共产党领导
的红军，血战湘江，杀出一条血路，又经过浴
血奋斗，成立了新中国。现在，还实现了全
面小康。但我们不满足于此，中国共产党把
成立一百周年作为一个新的征程的起点，奔
向另一个百年奋斗目标，那就是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一百周年，把我们国家建设成为社
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

看到人群中朝气蓬勃的孩子们，习近
平总书记说：“你们要好好学习，将来做有知
识的一代人，用科学知识托起乡村振兴，托
起我们现代化的中国。我们老中青三代人，
齐心努力奔向现代化。”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27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广西

壮族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工作汇报时指出，打
赢脱贫攻坚战后，“三农”工作重心已全面转
向乡村振兴，其深度、广度、难度都不亚于脱
贫攻坚。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决不能有任
何喘口气、歇歇脚的想法，要在新起点上接
续奋斗。

（三）漓江之上察生态：“大
自然赐予中华民族的一块宝地，
一定要保护好”
“广西生态优势金不换”——习近平总

书记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对广西作出这
样的定位。

这一观念，萌发于习近平少年时代的
一段经历。

“当时我才13岁。到了漓江以后，情不
自禁几个同学一块跳到漓江里游泳去了。
当时感觉江面是湛蓝色的，泛光见底。江边
渔民鱼篓里的鱼都是金鲤鱼，感觉就像神话
故事里一样。”

时隔半个多世纪，习近平总书记又一
次来到漓江。

他对当地负责同志说：“这次来，我最关
注的就是你们甲天下的山水。什么能比得
上这里的生态好？保护好桂林山水，是你们
的首要责任。”

4月25日下午，在桂林市阳朔县漓江杨
堤码头，自治区水利厅负责同志向总书记汇
报了漓江流域综合治理情况。

近年来，桂林市大力推进漓江“治乱、治
水、治山、治本”，全面清理整治采石场、非法
采砂、住家船及网箱养鱼等，实施漓江补水、
污水治理、护林改造等工程，漓江生态环境
得到改善，流域森林覆盖率超过80%，干流
水质常年保持Ⅱ类标准。

“还有非法采石的吗？”总书记特别问
道。

“现在没有了。”
“最糟糕的就是采石。毁掉一座山就

永远少了这样一座山。全中国、全世界就这
么个宝贝，千万不要破坏。再滥采乱挖不仅
要问责，还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总书记强
调。

从杨堤码头登船，习近平总书记顺江
而下，考察漓江阳朔段。

“山上的树都禁止砍伐了吧”、“岸边那

些村子是不是可以发展些农家乐”、“来这里
的游客一年有多少”……甲板上，总书记不
时询问漓江两岸生态保护、旅游开发等情
况。

当地负责同志告诉总书记，“山清水秀
生态美”是这里的金字招牌，他们将在加快
推动绿色发展的基础上，推进桂林国际旅游
胜地提质升级。

“广西旅游产业大有可为。”总书记点点
头。

一江碧水，两岸青山，大自然的鬼斧神
工在这里尽情挥洒，向世人展现着中华大地
的壮美奇绝。

“江作青罗带，山如碧玉篸。”总书记引
用古人诗句感叹桂林山水甲天下，“全国能
有这种美誉的不多。甲天下就是指生态好，
天生丽质，绿水青山。”

一路上，他反复叮嘱当地负责同志：“你
们在这里工作，最重要的是要呵护好这里的
美丽山水，这是大自然赐予中华民族的一块
宝地，一定要保护好，这是第一位的。”

27日上午，在听取自治区党委和政府
工作汇报时，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

“广西生态优势金不换，保护好广西的
山山水水，是我们应该承担的历史责任。”

良好的生态环境就是最普惠的民生福
祉。

象山水月，桂林山水的重要标志。26
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桂林市象鼻山公
园考察调研。

正在公园里游览的游客们见到总书记
来了，纷纷围拢过来向总书记问好。

“你们都是从哪里过来的？”习近平总书
记问。

“我们从浙江嘉兴过来的”，“福建福州
的”，“我们就是桂林本地的”……大家争着
回答。

“你看，春兰秋菊，各一时之秀啊！嘉兴
有美景，福州也有美景，桂林也有美景，彼此
都要借鉴一下。”总书记笑着说。

习近平总书记转向当地负责同志：“老
百姓的幸福感来自哪里？就来自良好的生
活环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提高服务质
量，提升格调品位，努力打造世界级旅游城
市、宜居城市。”

创造良好的生态环境，本质上就是要
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

考察中，一个细节意味深长。
毛竹山村，一棵800多年的酸枣树仍然

郁郁葱葱。走到树下，习近平总书记看了又
看：“我是对这些树龄很长的树，都有敬畏之
心。人才活几十年？它已经几百年了。”

“环境破坏了，人就失去了赖以生存发
展的基础。谈生态，最根本的就是要追求人
与自然和谐。要牢固树立这样的发展观、生
态观，这不仅符合当今世界潮流，更源于我

们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化传统。”

（四）柳江之畔看产业：“只
有创新才能自强、才能争先”

柳州，广西最大工业城市，以汽车、机
械、钢铁为龙头产业，工业总产值占整个自
治区四分之一。

26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柳州，重
点考察了“一重一轻”两个产业：一个是作为
大国重器的装备制造业，一个是作为“网红
美食”的螺蛳粉产业。

在广西柳工集团有限公司，习近平总
书记首先观看了一段柳工发展历程的视频
短片：

1958年，一群创业者从黄埔江畔来到
柳江西岸，在荒地上创造了中国工程机械的
一个传奇。如今的柳工，已发展成为总资产
超450亿元，拥有挖掘机械、铲运机械、农业
机械等13大类32种整机产品线的国际化企
业。

“北看徐工，南看柳工。这里是标志性
的装备制造企业，也是一家成功的国有企
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柳工在自主创新方
面做得不错，国产化程度很高，许多关键核
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里，这就是我们民族企
业发展的方向。

室外，大型装载机、迷你挖掘机、甘蔗收
割机……不同型号的“柳工制造”一字排开，
公司负责人如数家珍。

习近平总书记一边看，一边详细询问
“价格多少”、“销路怎么样”、“与其他工程机
械企业相比，有什么差异化竞争优势”……

习近平总书记还走进企业研发实验中
心半消声实验室、挖掘机装配生产线，向技
术人员、一线工人和管理人员了解相关技术
细节、生产工艺等。

离开企业时，总书记同企业职工代表
们亲切交流。

他说：“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是我国经济
高质量发展的重中之重。这么大的国家，不
可能搞虚的，也不可能单一化，基础必须扎
实。不管我们发展到什么程度，都不能离开
实体经济，不能忽视制造业。”

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强调，高质量发
展，创新很重要，只有创新才能自强、才能争
先，在自主创新的道路上要坚定不移、再接
再厉、更上层楼。

企业活力在于深化改革。习近平总书
记指出，要在加强党对国有企业的全面领
导、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上继续大胆
探索。

不仅是装备制造，有着“工业思维”的柳
州人，还把一碗螺蛳粉做成了大产业。

柳州螺蛳粉生产集聚区产品展示区门
口，一首赞誉螺蛳粉的小诗吸引了总书记的
目光：“大米小珍馐，小吃大灵魂。粉好度日

月，螺小赛乾坤。”
柳州市负责同志告诉总书记，近年来

柳州加快推动螺蛳粉产业化、规模化、品牌
化发展，通过把螺蛳粉做成袋装速食，让原
先不易保存储运的美味走向全国各地。

短短6年，柳州螺蛳粉产业实现了“三
个百亿”：袋装螺蛳粉销售收入110亿元，配
套及衍生产业销售收入130亿元，实体门店
销售收入118亿元，同时通过一二三产融合
发展，创造了30多万个就业岗位。

“真是令人惊奇！小米粉搞出这么大
规模的产业来，不容易，值得好好研究总
结。”总书记称赞道。

展厅里，摆放着各式袋装螺蛳粉产品，
有水煮的，有自热的，有冲泡的。旁边还有
熬制螺蛳粉汤的八角、桂皮、沙姜等原料，以
及酸笋、酸豆角、腐竹等配菜。

“酸甜苦辣咸，各种味道都有了。不分
南北大家都喜欢吃。”总书记笑着说。

看完成品展示，习近平总书记还走进
广西善元食品有限公司，从中央厨房到包装
车间，实地察看螺蛳粉生产流程。

总书记叮嘱大家：“发展产业一定要有
特色。螺蛳粉就是特色，抓住了大家的胃，
做成了舌尖上的产业。要继续走品牌化道
路，同时坚持高质量、把住高标准。我相信，
将来螺蛳粉产业会有更大的发展前景。”

从产业发展讲到民营经济，习近平总
书记指出，在螺蛳粉产业化过程中，民营企
业发挥着重要作用。民营企业灵活，敢于
闯。我们鼓励民营企业发展，党和国家在民
营企业遇到困难的时候给予支持、遇到困惑
的时候给予指导，就是希望民营企业放心大
胆发展。

（五）民族博物馆话再长征：
“脱贫路上、新征程上一个也不
能少”

27日上午，广西民族博物馆外歌声悠
扬，三月三“歌圩节”壮族对歌等民族文化活
动正在这里集中展示。

看到总书记来了，身着绚丽服装的各
族群众兴奋地围拢过来。

“我到地方考察，都会抽时间到博物馆
走一走、看一看，目的是更好了解一个地方
的历史文化沿革。”习近平总书记开门见山，

“在广西这片热土上，以12个世居民族为代
表的各族人民生生不息，用勤劳、勇敢和智
慧，浇灌出八桂大地的美丽富饶。”

总书记对大家说：“广西这些年发展进步
很大，脱贫攻坚任务顺利完成。我说过，脱贫
路上一个也不能少。中国人说话、中国共产
党说话、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说话是算数的！”

人群中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
各民族共同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

是中华民族的生命所在、力量所在、希望所
在。习近平总书记表示，广西是全国民族团
结进步示范区，要继续努力。他指出：“现在
全中国56个民族都脱贫了，兑现了我们的
庄严承诺。但我们还不能停步，接下来要向
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迈进，一个民
族也不能少，加油、努力，再长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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