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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铁时代”古蜀道旅游发展策略思考（下）

朱福全 朱东波 文·图

西成高铁建成后，将与西武高铁、
沿江高铁、徐兰高铁、福银高铁、大西高
铁、兰渝高铁、成渝高铁、成贵高铁等相
衔接，覆盖了整个古蜀道旅游区域。为
适应西成高铁发展带来的变化，从广
元、汉中实际出发，采取更为有效的应
对措施，制定高铁时代古蜀道旅游发展
策略，是非常必要的。

助推蜀道申遗，打造世界级的旅游品牌

蜀道素以“险”“难”著称，是世界上
历史最悠久、地貌最复杂、道路最艰险、
遗存最丰富的古代陆地交通系统之一，
是我国长江文明和黄河文明交流的重
要通道，几千年人类的智慧都在这里得
到见证。从世界文化遗产的标准来看，
蜀道是古代中国两河文明交流融合的
杰出范例，是古代中国邮驿体系的独特
见证，也是古代中国战国、秦汉时期先
进筑路与环保技术的杰出范例。从世
界自然遗产的标准来看，蜀道具有罕见
的自然美地带，蜀道提名地是中国中部
最重要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地带与濒危
物种栖息地，由于特殊的地质地貌原
因，该区域是大量特有、珍稀、孑遗物种
的栖息地，具有极高的保护价值。一旦
蜀道申遗成功，蜀道文化自然资源将成
为世界级资源，得到全球的认可和保
护。助推蜀道申遗，有助于世界了解古
蜀道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和自然生态
资源，有利于古蜀道旅游转变成为具有
世界价值的旅游品牌，有利于提升古蜀
道旅游的国际形象。目前，蜀道申遗，
川陕甘渝四省还没有抱团打捆申遗。
蜀道申遗也面临着申报范围、技术路
线、对比分析深化不够，蜀道的筑路技
术、遗址遗迹、生物多样性等相关基础
研究工作没有夯实，蜀道在地域文化特
色和自然资源条件展示等方面的亮点
缺乏深入挖掘，没有将蜀道价值要素融
合，缺乏世界性价值的蜀道故事等因
素。古蜀道需要世界级旅游品牌来引
领沿线旅游业的发展，通过蜀道申遗，
保护好古蜀道遗址遗迹，系统发掘和整
合古蜀道的历史文化和自然生态资
源。迎接高铁时代，助推蜀道申遗，打
造世界级旅游品牌，显得尤为重要。

拓展城市旅游，提高沿线城市接待能力

高铁给人们出行带来了方便，也加
剧了城市旅游的竞争。人们在相同时
间内，可以从以往的一次一座城市旅
游，拓展到一次多座城市旅游。传统的
旅游目的地城市沦落为旅游的“中转
站”，原来“数日游”、“过夜游”变为“一
日游”、“半日游”。西成高铁开通，古蜀
道沿线城市必然成为互为旅游的“目的
地城市”与“客源地城市”，如果因接待
服务能力难以适应大规模的游客流，原
有的“旅游目的地城市”可能成为“过境
旅游城市”。我们必须花大力气、下大
手笔建设一批特色鲜明、创意新颖、能
够留住游客的旅游项目，做大做强旅游
景区，延长游客停留时间。西成高铁所
到城市将呈现出游客“井喷”现象，住
宿、餐饮、公交、商业、娱乐等服务配套
设施一时难以满足游客需求，城市的接
待能力和服务质量一时难以适应高铁
发展。提高城市接待能力，吸纳蜂拥而
至的游客，是高铁所到城市的一项重要
任务。古蜀道沿线城市有别于大都市、
滨海城市，更多的是生态康养和历史文
化突出的城市。要提升城市旅游吸引
力，就要准确分析当地的地理和人文环

境、资源条件、发展基础，弄清当地的特
点、优势和劣势，对高铁的同城效应、聚
集效应、共生效应及虹吸效应、过道效
应对当地的影响作出科学评判，并据此
进行战略谋划，因势利导，错位发展，避
免产业同质化，使旅游者被城市所吸
引。迎接高铁时代，必须增强城市综合
交通能力，构建科学、高效、安全、有序、
顺畅的高铁交通换乘体系，提高城市的
接待功能和休闲功能，实现城市的游客
服务系统化，满足游客的多种需求。

串起黄金通道，构建大蜀道康养休闲带

高铁架起“黄金通道”，人便其行，货
畅其流。高铁不仅极大改变我们的时空
观、边界观、区位观、资源观，还将催化古
蜀道沿线的“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
换，实现绿色发展。随着西成高铁的运
营，古蜀道沿线人流、物流、信息流、资本
往来，城市间的“小时经济圈”形成辐射作
用，周边省市往来进入“小时”时代，将极
大促进地方经济、旅游、文化发展。但是，
我们要清醒地看到，古蜀道旅游的产品
层次、产品特色、产品功能、产品类型、开
发模式、推广方式等远不适应高铁时代
的需求，缺少世界级旅游产品，缺少旅游
核心吸引物，旅游景区小而分散，景区与
景区之间的互补、相容不紧密，有相当一
部分自然资源还处于原生态，没有向“金
山银山”转换。西成高铁形成“黄金通
道”，更需要将古蜀道旅游串起来，把古蜀

道沿线特色鲜明的旅游景区景点串成一
条炫目的“项链”，充分发挥丰富的旅游资
源、富集的水能和温泉资源、独特的气候
资源、覆盖率高的森林资源、多样性的生
物资源、积淀厚重的历史文化资源等优
势，沿途各市携手合作，成立高铁旅游联
盟，充分整合各市的旅游资源，进行高品
位设计包装，以系列化、精品化的旅游产
品和线路，展现当地的风情和文化魅力，
共同打造国内一流的“大蜀道康养休闲
旅游带”。汉中的“两汉三国·真美汉中”、

“中国最美油菜花海”，广元全域推进中国
生态康养旅游名市建设，中国十大避暑
名山、中国农业公园的“蜀道亚高原，康养
曾家山”，剑门关景区打造的天空步道、剑
门鸟道成为“一个项目引爆一个景区”的
典范，符合时代特征、区域特点，独具地方
特色，吸引了大量游客。

放大高铁效应，建设临站现代化经济区

传统的交通节点，过于强调站点的
运输功能与集散功能，忽略了节点周围
配套设施的建设与完善，拥挤的人群使
车站成为“脏乱差”的典型。交通节点
是游客“初来乍到”时对该地最直观的
印象承载，科学规划和整体改造站点周

边地区，更是提升城市形象的重要举
措。西成高铁全长 643km，14 个站点。
每个站点，会迅速在其周围形成“一座
城”，除车站周边道路外，还有酒店、餐
饮、银行、超市、电影院、医院、娱乐等配
套设施。借鉴临空经济区、临港经济区
的思路和经验，我们应着力打造高铁临

“站”经济区。高铁将成为拉动沿线经
济带、经济圈、经济区快速发展的新引
擎，形成一个具有高度活力的经济带。
其中高铁站点又是这个经济带的核心、
龙头，具有巨大的聚集、带动和辐射功
能，会在附近形成繁荣兴旺的经济区
块，进而带动所在城市及关联区域的发
展。我们要秉持既能满足当前发展需
要，又能满足今后一段时间发展需要的
原则，把临站经济区定位为所在城市的
高端交通商务区、新型产业集聚区以及
文化展示中心、生态人居中心等功能的
现代新区。做好临站线路规划，加强基
础设施建设，推进高铁与当地航空、快
速通道、城市道路和景区道路等公共交
通无缝对接，实现与城市公共交通零距
离换乘。发展新型商业服务、娱乐休
闲、商务办公、创意产业等现代服务业
并使之协调联动。出台财政税收、人才
引进、土地使用、银行信贷等系列政策，
打造政策洼地、服务高地、投资宝地，优
化发展环境，吸引人才、项目、资金向本
地聚集，促进相关产业落地生根，推动
临站经济区发展迅速、功能完善。

适应高铁时代，开启快旅慢游时尚生活

随着高铁和高速公路网络的完善，
旅游逐渐告别了“走马观花”的时代。双
休日、小长假、黄金周等各个出行高峰，游
客出行更加有序与从容。高铁不仅提高
了“行”的速度和质量，还拉动了“游”“住”
两大要素，使“快旅慢游”逐步变为现实。
人们利用周末及日常休息的时间，快速
到达自己想去的目的地，不需要换班、调
休、攒假，就能了却心愿。高铁催生了休
闲旅游，开启“快旅慢游”生活。休闲旅游
的主要特点：修身养性，目的地重复，消
费能级高，一地停留时间长，要求交通便
捷，自助、半自助方式，层次丰富。而高铁
的特点：载客量高，输送能力大，速度快，
安全性高，正点率高，舒适方便，能源消耗
低，环境污染少。休闲旅游与高铁这二
者的特点一拍即合，使越来越多的人选
择高铁旅游，进而推动沿线休闲旅游业
大发展。古蜀道旅游更要适应“高铁时
代”，开启更适合大众、更受游客欢迎的

“快旅慢游”模式，挖掘有吸引力的一
日、两日为主的“周末游”线路，主打“深
度”和“休闲”牌，开发新兴旅游产业模
式和形态的城市休闲综合体，发展多种
业态和多元化的乡村旅游业，完善旅游
接待设施，做到信息、金融、通讯服务更
加便利，让出游者真正实现“轻松自
助”，让游客追求自主性和个性化旅
游。古蜀道沿线的文化旅游产业要由
重景区数量向重品质效益转变，文化旅
游建设要由重硬件向硬软件并重转变，
文化旅游宣传营销要由分市县作战向
沿线省市抱团发展转变，构建大交通立
体网让游客顺畅进出，构建大景区平台
让游客尽情观景，构建大生态康养高地
让游客休闲养生，全媒体、全平台烹制海
量信息大餐，网上看、线下访，透过高铁享
受更多的“慢游”乐趣。

本报讯（杜华赋）9 日，市依法治市
办、市作协组织开展“贯彻落实十九大
精神，加快法治广元建设”主题采风活
动，20余国家、省、市作协会员走进朝天
区，看变化，谈体会，议创作，气氛热烈。

近年来，朝天区全面落实依法治国
基本方略和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
新要求，扎实推进依法治区工作，取得
显著成效。尤其是立足区位实际，探索
出了边际地区社会治理和加快经济发

展的新路子，被专家誉为“朝天模式”，
受到社会各界广泛好评。

当天，作家们冒着蒙蒙细雨，走进
麻柳乡学校、中子镇印坪村、宣河乡竹
坝村，看法治进课堂、进村社、进家庭，
感受依法治区带来的新变化、新面貌、
新风尚。在座谈会上，作家们表示，要
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深入实
际，深入生活，搞好创作，多出作品，为
全面依法治国的新时代作出新的贡献。

法治采风团走进朝天区

本报讯（记者 王彩华）11 月 9 日
晚，来自上海的健身达人蒋志辉先生来
到广元韦德健身俱乐部，与我市健身爱
好者举行健身分享会，市体育局领导参
加了座谈。

蒋志辉是江苏无锡人，毕业于美国
蒙东那大学商学院，系工商科学管理硕
士。他年已花甲，坚持健身 40余年，拥
有成功的事业及健壮的身体，足迹踏遍

大江南北，粉丝遍及五湖四海。
蒋志辉分享了对健身与人生的理

解。他告诉大家，健身是一条艰难的
路，却能在一定程度上优化人生，不妨
尝试走上一段，历练和激发自己的意志
品质，向往更美的激情。 爱健身，更爱
自己；求健康，也要关爱家人。 分享会
后，蒋志辉又指导健身爱好者进行了器
械训练。

健身达人分享健身心得

周末周末MVMV

剑门关 本报记者 唐彪 摄

明月峡景区的“石牛粪金”

汉中的武侯祠

作词：崔恕
作曲：崔恕
演唱：佟铁鑫 杨洋
词曲作者介绍：

崔恕，男，祖籍黑龙江延寿县，目前
居住在北京。华语乐坛最优秀的一线
词人，被称为内地“林夕”，也是音乐制
作人、唱作人。曾发表词曲作品 500余
首，参与制作地唱片超过100张，曾出版
个人专辑《公冶长》、《长生不老》。2014
年春晚张明敏演唱了崔恕作词作曲的
《我的中国梦》。

歌曲简介：
亲情歌曲是历年春晚的“必备

菜”，从早年的《常回家看看》到近年
的《时间都去哪了》，无一不是唱出舐
犊情深与儿女孝心。2016 年中央电视
台春节联欢晚会上，美声大叔佟铁鑫
和鲜肉杨洋化身“父子”，献唱歌曲《父
子》，词曲中蕴含深意，令人动容。节目
中，两人默契十足，父子之间微妙的感
情被娓娓道出，杨洋在演唱这首歌时还
落下了眼泪。

（本报记者 张园 文·图）

《父子》

《《父子父子》》演唱者佟铁鑫和杨洋演唱者佟铁鑫和杨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