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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山文广旅局局长高志飞：
再造两张世界名片

冲刺全球重要旅游目的地
7月16日，中共乐山市委八届

十一次全会新闻发布会上，华西都
市报、封面新闻记者获悉，在全会
提出的围绕“124”文旅发展思路
中，“1”就是锚定“建设国际旅游城
市、打造享誉全球的世界重要旅游
目的地”这一总目标，“2”就是再造

“世界级旅游景区和世界美食之
都”两张世界级名片，“4”就是做强

“文化创意、赛演娱乐、特色美食、
康养旅居”四大特色产业，这构成
了新时期乐山文旅深度融合发展
的完整体系。

随后，记者就如何贯彻落实这
一思路，提问乐山市文化广播电视
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高志飞。

“我们将按照‘节奏更快、效率
更高、质量更优’的要求，从五个方
面着力，以全新的方式打开乐山。”
高志飞介绍。

高志飞说，他们的核心任务
是：再造两张世界级名片。一张是
世界级旅游景区名片，一张是世界
美食之都名片。

针对第一张名片，乐山底气十
足。高志飞介绍，世界文化和自然
遗产峨眉山、乐山大佛享誉全球。
近年来文旅经济持续增长，今年1
月至6月，全市共接待国内游客
6300万人次、旅游花费达到805亿
元，同比分别增长22%、17%；接待
入境游客17万人次，同比增长
36%。

针对世界美食之都的建设，高
志飞提到，他们的目标是：打造文
化氛围浓厚、产业配套完善、国际
化程度高的美食地标城市，擦亮乐
山美食金字招牌。

目标任务如何量化？
对此，高志飞介绍，他们将时

间节点定在了2027年，到时将实
现入境游客人数倍增、规模以上文
体娱乐业企业倍增、文化及相关产
业增加值倍增。

针对入境旅客，会采取优化国
际服务、实行激励奖补、开展全球
营销等举措；针对文体娱乐企业，
会做强国有企业、培育中小企业、
引进优质企业，不断壮大经营主
体；针对产业增加值，会采取设立
产业发展基金、大力发展文化创意
产业等举措。

高志飞说，此外还会在文化创
意、赛演娱乐、特色美食和康养旅
居四大产业发力，做强产业支撑。

高志飞说，相信三年之后，乐
山文旅将以新的方式打开，呈现给
大家。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杜卓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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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元，川甘交界处，
岷山山脚下，作为大熊
猫国家公园重要区域，
大熊猫国家公园唐家河
片区（以下简称唐家河）
从不缺故事。这里不仅
野生大熊猫遇见率川内
第一，而且低海拔地区
野生动物遇见率也是全
国第一。

即使坐拥世界级生
态资源，目前唐家河的
现有业态仍以“观光游”
为主，游客停留时间不
足6小时，二次消费率仅
8%。如何让生态“高颜
值”带来经济“高价值”，
这几乎是当下所有保护
区的发展之问。

“关键词是‘保护+
文旅’。”7月18日，四川
省唐家河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管理处党委书记、
处长王露在接受华西都
市报、封面新闻专访时
提到，力争到2028年，实
现唐家河片区内大熊猫
活动轨迹增加20%。同
时，文旅收入的短期目
标是突破3亿元，实现社
区内人均增收8000元。

在构建“保护与文
旅”共生模式中，唐家河
正努力“破圈”。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杜江茜 李佳雨

乐山大佛。乐山市委宣传部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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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熊猫国家公园第九次川陕甘三省跨区域联合巡护。受访者供图

以文旅收益反哺生态修复
实现“保护—利用—反哺”

良性循环

“目前，我们面临着保护成
本高、社区发展滞后、景区业态
单一等挑战。”王露坦言，于唐家
河而言，实施“保护+文旅”战略，
提升大熊猫品牌国际影响力，不
仅是响应省委十二届七次全会
精神，更是促进生态保护与经济
发展和谐共生的必经之路。

从守护大熊猫国家公园生
态本底的必然要求上看，唐家
河是大熊猫、扭角羚、川金丝猴
等珍稀物种的关键栖息地，这
些生态资源既是保护的核心对
象，也是文旅的核心吸引物。

王露相信，“通过科学规
划、分区管控、适度开发，既能
减少人为干扰，又能以文旅收
益反哺生态修复，实现‘保护—
利用—反哺’的良性循环。”

同时，这是对社区群众美
好生活向往的回应。

对此，她拿出一组数据，目
前，唐家河入口社区经济依赖
传统农业，居民收入仅为全省
平均水平的72%。

在此基础上，通过发展文
旅产业，不仅能创造生态管护、
民宿经营等就业岗位，还能带
动农产品销售，实现生态保护
与乡村振兴协同发展，让群众
共享生态红利，畅通生态产品
价值实现机制。

另一方面，这也是推动唐
家河4A级景区转型升级的现
实需要。通过访客预约、自然
教育和生态体验项目开发，可
推动景区向“深度度假”转型，
实现从“门票经济”向“产业经
济”的跨越发展。

当然，其中也有承接“大九
寨”客流的历史机遇。随着广
平（广元-平武）高速的通车，
唐家河距九寨沟仅1小时车程，

“2024年九寨沟游客量创下历
史新高，我们如果不提前布局，
90%游客将成为‘过境流量’。”
王露说。

一般控制区日限流5200人
以深度度假为主
避免同质化竞争

眼下，一份以唐家河片区为

依托的打造规划已呼之欲出。
王露透露，整体上看，大熊

猫国家公园唐家河片区的目标
定位为大熊猫国家公园示范
区，其核心指标为到2028年大
熊猫栖息地质量提升30%。以
此为基础，将以唐家河片区为
依托，青溪古城、阴平村、落衣
沟村为核心区，打造唐家河国
家级旅游度假区，其核心指标
为年生态旅游收入突破5亿元。

在具体实施中，保护第一、
底线管控的原则被一再强调，
也就是开发范围严格控制在一
般控制区，确保生态功能不降
低、面积不减少。对此，王露介
绍，唐家河将完善生物多样性
监测网络，建立生态承载力动
态评估系统，一般控制区日限
流5200人，实施跨区域联合巡
护和联合执法。

在保护的基础上，唐家河
将构建以深度度假为主、大众
旅游为辅的运营模式，客单价
不低于800元/人/天，避免同质
化竞争。其中，深度度假被细
分为自然教育（研学）、生态体
验（度假），开发沉浸式课程与
深度体验项目。

对此，王露提到了包括做
靓大熊猫IP、推进品质升级、丰
富度假产品体系等任务。以品
质升级为例，将在唐家河扩建
自然博物馆、研学基地，提升科
普馆、生态步道，完善基础设施
建设，提升景区安全管理水平，
开通度假直通车，运营新能源
观光环线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社区共建、
利益共享原则再次被强调。“我
们确保30%以上的文旅项目由
周边农户参与运营，建立收益
反哺生态保护机制。”王露补充
道，唐家河还将推出联票，共建

“大九寨度假圈”，开发“大熊猫
国家公园度假环线”，建立自然
教育联盟，共享科普资源。

一个经营主体明确职责
市场化运营模式下
多个社会力量参与

在“保护+文旅”的总体规
划下，唐家河的发展目标也涵
盖了不同领域。

王露提到，在生态保护方
面，计划在短期内，即到2028
年，实现大熊猫活动轨迹增加
20%。而在长期目标中，即到
2030年，期望栖息地恢复达标
率达到100%。在文旅收入方
面，短期目标是突破3亿元。
长期来看，期望文旅收入占青
川县GDP能超过20%。在社
区带动方面，短期目标是实现
人均增收8000元。而在长期
规划中，还计划培育50家本土
旅游企业，以促进社区的经济
发展。

“这一战略的实施需要政
府、企业、社会等多方面的共同
努力。”王露坦言，在经营上，以
唐家河旅游开发有限公司作为
经营主体，负责基础设施运营、
业态招引与合作管理，全面推
动旅游发展。同时，市场化运
营模式下多个社会力量参与。

“也就是在经营主体的管
理下，引入旅行社、研学机
构、自然教育组织等多元社
会力量，共同开发旅游产品、
运营特色项目。”王露说，通
过“国有主导、社会参与”的
市场化运营模式，促进旅游
产业的多元化发展。

草木植成，国之富也，对于
唐家河而言，在“保护+文旅”
的路径下，“绿水青山”正在永
续增值中充分释放发展动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