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旅产业是促消费、扩内需的重要抓手，也是拉动经济增长、推动高质量
发展的重要引擎。一直以来，桦川县委县政府坚持把健全旅游产业链、促进
经济高质量发展作为贯彻落实全省“旅游强省”战略和佳木斯市“串珠成链”
战略、激活新兴业态发展的主要任务，持续发挥文旅资源优势，积极落实文
旅融合措施，为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全速推动文旅产业发展。通过顶层设计、科学谋划文旅发展蓝图和实践
路径，进一步细化扶持政策，扩大招商引资力度。多部门联合制定土地利
用、金融财政、税费优惠、贷款贴息等扶持文旅企业转型升级政策，对文旅资
源进行分类梳理、优化整合，围绕冰雪经济、康养旅游、文化娱乐等重点领
域，策划包装、系统集成一批带动能力强、融合水平高的好项目、大项目。坚
持“走出去”“引进来”相结合，赴北京、浙江等地开展“敲门招商”，邀请大型
文旅企业集团来考察对接，持续注入全新战略资本、运营模式和管理经验，
形成链条式招商、集群化落地的项目推进格局，促进短板业态补链、优势业
态延链、传统业态升链、新兴业态建链，提升文旅产业链、供应链丰富度和发
展水平。

全力创新文旅消费模式。聚焦“大美佳木斯”建设目标，充分发挥政府引
导效应，激发社会力量参与文旅惠民消费活动的积极性。实施“省市区企”
四级联动、“政媒银商”统筹推进，集聚常态化、立体式的惠民消费促进力量，
形成了“政府搭台—企业发力—平台互动—消费惠民”的良性循环，固化促
进文旅消费的长效机制，推动文旅企业发展。同时，通过“企业+村集体+家
庭农场”的经营模式，实现企业、村集体、农户抱团发展，不仅让村里留守人
员得以安居乐业，而且吸引了大批乡村旅游人才回村创业，有效带动了周边
乡村发展。

全面发展文旅融合经济。按照“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原则，建立产
销一体的销售体系，推动文旅产品融合发展。围绕瓦里霍吞古城遗址、辽金
历史和出土文物，开发具有历史特点和文化价值的米画、米制品、草编等特
色文创产品。持续推动三产融合，大力推广网红打卡、婚纱摄影、民俗特色
旅游产品，鼓励村民参与“新农人”计划，通过拍摄森林题材短视频和直播带
货，吸引游客购买当地产品，并鼓励村民建设“农家乐”和“旅游饭店”，推出

“创新生态+中医药养生”菜品。此外，还推出了东北特色黏豆包、酸菜和冻
梨等美食，开创了一条以品东北菜、过东北年等为体验内容的旅游线路。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我省期间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不仅为桦川文旅
工作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而且更加坚定了我们发展的信心和决心。我们将始
终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大力发展特色文化旅游，努力建成文化特色鲜明的黑龙
江东部地区新亮点旅游目的地，全力争做‘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
也是金山银山’忠实实践地。”谈起未来发展，孙遵堃坚定地说。

放眼桦川大地，一个个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富农产业，正
让当地群众腰包鼓起来、精神富起来、心情美起来。农文旅产业的有效融
合，让“一半诗意一半烟火”的美好愿景正成为桦川人的实景。热情好客的
桦川人民诚邀八方游客前来感受稻海飘香、邂逅田间美好、探寻乡村宝藏！

□赵新 王晓丽 本报记者 刘大泳

你见过怎样的桦川？
是广袤黑色沃土的三江平原，还
是蜿蜒流淌的松花江？是古老

悠久的历史，还是令人难忘的红色
文化？

日前，文化和旅游部推出2023年
第二期“乡村四时好风光”全国乡村旅
游精品线路评选，桦川县“农事体验之
旅线路”成功入选。这份喜报，为全县
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大力发展特

色文化旅游，带动群众在家门
口吃上“旅游饭”，打上了一

针“强心剂”。

近年来，桦川县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全面推动文化和旅游融合发
展，在坚守“保护第一，开发第二”原则的基础上，全面推进“旅游+”发展路
径，持续加大对民族文化旅游设施建设及人居环境整治改造力度，让游者在
领略自然之美中感悟文化之美、陶冶心灵之美。同时，不断提升当地旅游接
待水平，围绕田园研学、文化旅游、冰雪旅游、自然探险、森林康养、滨水度假
等重点领域统筹谋划，实现了从一枝独秀到全链精彩的完美蜕变。仅2023
年上半年，接待游客17.51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3354.43万元，切实让美好
风景变成了群众增收的美好“钱”景。

旅游+历史

作为辽金文化的发源地，瓦里霍吞古城遗址是辽金时期著名五国城之
会盟城，城址规模宏大，巍巍壮观，登城远望与江天一色，是黑龙江古代历
史、北方少数民族文化史研究者最直观的历史文献，被国务院列为全国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

桦川县借助马库力山区位优势，积极推动登山步道、观景台等设施建设，
利用马库力山、古城墙、周边岛屿及沙滩打造“寻鹰之旅”，让游客尽赏万顷良
田和涛涛松花江景。与此同时，保护性开放一段城墙，增设投影设备，播放古
城历史和文化影片，通过声、触和视觉感官，让游客沉浸式追忆历史，回望金
戈铁马。积极深挖古城历史故事和传说，结合满族、鄂伦春族和达斡尔族的
渔猎、萨满和游牧等民俗文化，创新开展捕鱼、寻宝和探险等旅游活动。

旅游+红色

桦川县是国家一类革命老区，这片热土孕育出冷云、敬夫、张耕野等优
秀英雄儿女，他们在家国危难之时投笔从戎，书写了八女投江、血战朝阳山、
卧底敌营的壮烈颂歌，谱写了“东北小延安”的壮烈诗篇。近年来，桦川县高
度重视对红色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投资400万元完成会龙红色村建设，合理
规划村内游览线路，打造革命红色之旅。在桦川，除了可以在冷云广场瞻仰
雕塑，聆听讲解员娓娓道来历史长河浮雕故事以外，还可以到烈士陵园祭奠
英烈、到会龙山张闻天工作旧址以及红色教育中心研学红色课程，让游客充
分了解红色历史，感受红色文化氛围。

旅游+民俗

桦川县星火朝鲜族乡是新中国第一集体农庄的摇篮，是当前全省最大
的朝鲜族聚居地，也是“沿松黑两江少数民族黄金旅游线路”的重要节点。
近年来，桦川县深挖民俗文化内涵，引入资金 8810 万元，打造了占地面积
15.88万平方米的“庄园壹号”民俗村寨。整合利用新中国第一集体农庄星
火旅游区、“米世界”田园综合体、中星朝鲜民俗风情园、五良纯生态采摘园、
文旅产业园等资源，打造民俗旅游商圈。“这里的民宿节假日一般提前 3天
就被预订一空，现在景区周边的小吃生意也越来越火了，文旅融合发展让当
地群众吃上了‘旅游饭’。”桦川县文旅局副局长孙遵堃介绍说。

旅游+生态

风景如画、青山如黛的桦川县国家级森林公园动植物资源丰富，地貌类
型多样，孕育了多种壮丽景观。桦川县依托其周围横头鹿场、万宝菇娘采摘
园和千亩沙棘林等景点，开发了爬山、采摘、山地游乐等森林生态旅游活
动。特别是县内碧草连天、绿波荡漾的 2.6 万公顷大湿地，不时有大雁、野
鸭、鸳鸯、丹顶鹤等觅食嬉戏，昔日“棒打狍子瓢舀鱼，野鸡飞到饭锅里”的自
然奇观再度显现。桦川县以松花江沿岸 102公里湿地景观为主体，依托车
轱辘泡湿地旅游区，开发休闲垂钓、草原露营和湿地风光等旅游产品，吸引
大批游客前来打卡、宿营。

旅游+乡村

稻浪成海，多彩桦川。桦川是世界三大黑土地之一的北纬47°优质农产
品黄金生产带，盛产的“星火大米”曾入选国宴专供米，并连续两届荣获中国
国际有机食品博览会金奖。该县结合当地特色，以“星火大米”、“三江水稻
之源”和“百万亩绿色稻米长廊起点”为名片，精心打造稻田观景台、稻田T
台和稻田步道等景观，先后开发“乡村观星胜地”和“乡村美丽经济”等旅游
产品，创新推出星火稻田游线路。

旅游+冰雪

加快发展冰雪经济始终是桦川县文旅工作的重点推进项目。华夏东
极冰雪资源得天独厚，冬季的松花江百里冰封，长达 6 个月的雪期、天然
大江冰面造就了桦川品质一流的冰雪资源。泵道单车冰雪公园吸引大量
体育爱好者在此开展冰球、花样滑冰、滑雪等冰雪运动，而雪雕、冰雕、狗
拉爬犁更是孩童冰雪乐园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以来，桦川县积极与佳
木斯大学体育学院合作，全面开展青少年冰雪运动培训，组织“百万青少
年上冰雪”运动、冰雪冬令营和青少年冰雪赛事等，打造冰雪研学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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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日稻田秋日稻田。。

朝鲜族群众朝鲜族群众
正在制作打糕正在制作打糕。。

瓦里霍吞古城遗址瓦里霍吞古城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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桦川单槽渡渠桦川单槽渡渠。。

桦川国家森林公园桦川国家森林公园。。

本版图片均由
桦川县委宣传部提供

大力发展特色文旅大力发展特色文旅
好风景成就好好风景成就好““钱钱””景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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