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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旅融合描绘旅游发展新画卷

春暖花开，满城芬芳。漫步在海南州
各地，处处涌动着文旅产业千帆竞发、异彩
纷呈的汩汩春潮，让人惊喜、令人赞叹。

近年来，海南州依托丰富的文化、生态
资源，运用“旅游+”思维，推进文旅深入融
合，逐步实现从“景点旅游”到“全域旅游”
的转变。截至目前，全州共有A级景区13
家，星级酒店（宾馆）63家，星级乡村旅游接
待点 162 家，重点文旅产品企业 38 家。国
家级乡村旅游重点镇2个、乡村旅游重点村
5个，省级乡村旅游重点村35个。

文旅融合发展的成果，不仅提升着这
座文明城镇的精气神，更丰富和滋养着各
族群众的精神家园。

如何让这座镌刻着文化印记的城镇，
在新时代的发展中焕发新的光彩？海南州
委、州政府按照“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
先行区”的发展目标，坚持“大手笔谋划、大
规模投入、多元化融合、精细化管理、全域
化体验”的文旅发展理念，不断提升海南旅
游发展规模、质量和效益，全州文旅产业呈
现出持续、快速、稳定增长的态势。

没有过硬的旅游产品，发展旅游产业
就是一句空话。

近年来，海南州围绕自身区位优势资
源，大力发展乡村旅游扶贫产业，结合生态
休闲游、民族风情游等区位资源优势，并以

加快农村住房建设和村容村貌整治为重
点，以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和提供基本公共
服务为支撑，积极改善农村居民生产生活
环境，按照“规划先行、项目支撑”的原则，
有序稳步推进“高原美丽乡村”建设，既适
应了农牧民生产生活方式，也体现了传统
民俗和地域文化。

走进贵德县河阴镇张家沟村，映入眼
帘的是干净整洁村民服务中心和文化广
场，村民们在树荫下拉起了胡琴、跳起了锅
庄，孩子们打起了篮球、乒乓球。

说起这几年的经济发展，村党支部书
记丁玉成打开了话匣子：“很大一部分得益
于村里的民宿和农家乐，环境好了，来旅游
的人一年比一年多，村民们在家门口开农
家乐就能实现自给自足。”“在农村真没太
多出路，只能靠山吃山，多亏政府引导搞乡
村旅游，我们才有致富的门路。”张家沟村
村民王富成说。

投入州级财政资金1000万元，扶持做强
一批星级酒店和特色农家乐，集中力量打造
一批融“乡景、乡味、乡愁”于一体的乡村旅
游品牌。推进旅游购物、餐饮和娱乐一条街
建设，大力开发藏绣、藏蜜等文旅产品，深度
挖掘好生态系统的保护价值、自然景观的展
示价值、历史文化的原真价值，促进“圣洁海
南”生态旅游知名度和美誉度不断提升。

海南州文旅产业正一步一个脚印，沿
着深度融合的高质量发展之路，以全新的
姿态、崭新的面貌，破茧成蝶，迅速崛起。
实现了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
统一。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3月，海南州文旅
资源推介会在西宁举行，此次活动以文旅
资源宣传和非遗展示为主线，现场利用丰
富的新媒体形式系统介绍了海南人文和自
然资源，通过现场播放视频画面、介绍讲
解、特色展演等形式重点宣传推介了青海
湖南岸景区、贵德县各景区、龙羊峡景区、
宗日文化旅游景区、石藏丹霞景区、赛宗山
文化旅游景区等国家A级旅游景区的自然
景观、特色亮点、风貌特征和服务功能。

推介会上，琳琅满目的旅游产品、多维
度展示了文化特色、产业特色，叫响了海南
州旅游品牌。最终，来自省内外的78家旅
行社与海南州境内11家A级景区、36家星
级酒店和31家乡村旅游接待点洽谈业务并
签订合作协议。

文与旅相伴，旅因文而兴。在这里，文
化、生态、旅游的融合交汇，让诗与远方从
美好的憧憬变成可以惬意享受的体验；在
这里，旅游产业实现全面发展，海南州正乘
着文旅融合发展的东风，绽放满园芬芳，散
发出无穷的魅力。 （特约记者 高岳）

本报讯（特约记者 增太加 通讯员 周措吉）
“今年种的油菜还没出苗，是不是种子有问题啊？”
电话那头的农户张林森焦急万分。时下，农作物
正进入茁壮成长阶段，农业生产也进入了管护时
期。共和县农牧业综合服务中心主任李玉伟接到
电话后，立即安排农技人员前去查看，以便尽快解
决农户的燃眉之急。

在恰卜恰镇塔迈村农民张林森的油菜地里
头，农技人员现场查苗后告诉他：“油菜出苗不齐、
出苗晚是多方面造成的，跟播期、气候、肥力等都
有关系，油菜籽种子小，幼芽力弱，最近降温、降
雪，种子发芽受阻，你不要着急，等气温上升，油菜
苗就会长出来的，不信你看……”农技人员用随身
携带的铲子挖出小片地块，待出土的幼苗一棵棵
呈现在眼前，张林森悬着的心终于落地了。随后，
在村两委的召集下，更多的农户聚集在了田间地
头，一堂别样的田间课就这样开讲了。

为抢抓农时忙生产，共和县农牧业综合服
务中心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把脉”小麦
田间管理，查看苗情长势，积极指导农民群众做
好小麦、油菜、蔬菜等作物防寒抗冻及冻害补救
措施，以及后期农作物病虫害防治和绿色防
控。未雨绸缪，始终紧绷粮食安全这根弦，确保
粮食产能。

春耕备播期间，共和县农牧业综合服务中心
及早安排部署，深学笃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
农”工作重要论述，把“三农”工作当作首要任务
抓紧抓实，强化使命担当，在思想上聚力，以钉钉
子精神全面落实农业生产任务，不断提高“三农”
工作水平。

俯下身子，走进田间地头，走进基层，与农
民打交道，关心农业问题，掌握帮农、扶农、惠农
政策，当好农民群众的宣传员。共和县农牧业
综合服务中心在实践工作中发现问题，查找短
板，耐心钻研，敢于“请教”，向农民学习好的经
验做法。同时，把新技术、新方法传授给农民，
共同学习，共同努力提高粮食产量，为农民增产
增收，和农民一起手牵手、肩并肩，同心协力，托
举“粮安”。

本报讯（特约记者 增太加 通讯员 桑德
才让）近年来，贵南县扎实推进全域无垃圾
整治工作，持续打好环境“翻身仗”，彻底整
治“脏乱差”，实现了“全域无垃圾”的初期
目标。

该县重点对县域内公路沿线、河流沟
渠、城乡接合部、村庄、集贸市场等垃圾堆
积重点区域进行无死角、无盲区、全覆盖

清理整治，县域环境卫生得到了常态化、
规范化、持续化治理。实行党政“一把手”
定期巡街机制，通过建立纵向到底、横向
到边的领导体系、组织体系和责任体系，
形成了上下联动、齐抓共管的良好局面。
据统计，整治行动期间联合督查 28 次，出
动人数 32400 余人次，清理垃圾 16800 余
吨，全域无垃圾曝光专栏曝光 28 次，整改

311处，整改完成率100%。积极响应“全域
无垃圾、海南在行动”环境清洁示范带动
行动，充分发挥媒体舆论引导作用，大力
宣传全域无垃圾行动的目的意义、政策措
施、工作成效。以发放倡议书、组织宣讲、
张贴宣传标语、志愿者服务等多种方式进
行宣传引导，充分调动了群众参与的积极
性和主动性。

本报讯（特约记者 俄日措 通讯员 童世
钰）近日，贵德县河西镇本科村150亩羊肚
菌喜获丰收，抢“鲜”上市。

在羊肚菌种植大棚里，一朵朵羊肚菌
破土而出，像一把把小雨伞铺满地，长势十
分喜人。卓辰高原有机羊肚菌科研基地的
工作人员廖存梅正在组织村民采摘新鲜的
羊肚菌。

河西镇本科村村民严玉英说：“去年羊
肚菌种植的时候我们就在这干活了，在家
门口务工，一个月也能挣3000多元呢。”

据了解，羊肚菌种植时间为每年的10

月份，次年3月份便进入收获季。现在廖存
梅的72个羊肚菌种植大棚里，羊肚菌菌帽
鲜嫩肥厚，工人正在忙着采摘、装筐、转运，
一曲丰收“交响曲”在这里奏响。“今年，我
们种了150亩羊肚菌，长势还不错，3月中旬
便开始采摘。截至目前，每天采摘500斤左
右。”廖存梅说。

羊肚菌作为一种珍稀食用菌和药用
菌，因其香味独特、营养丰富深受消费者青
睐，人工栽种的羊肚菌，具有种植周期短、
见效快、效益高等特点，市场前景非常好。

据卓辰高原有机羊肚菌科研基地负责

人介绍，今年的羊肚菌品相不错，价格也
好，鲜菇每斤能卖到 480 元左右，建棚、施
肥、采收等过程中需要大量劳动力，公司向
周边提供劳动就业岗位30余个，让更多群
众实现家门口就业，辐射带动周边群众增
收致富。“近年来，河西镇持续发掘乡村资
源，发挥好‘红色产业联盟’和企业（合作
社）联合党支部作用，大力发展羊肚菌产
业，助推乡村振兴和群众增收致富，使河西
镇建设发展成为贵德县打造‘绿色有机农
畜产品输出地’的亮丽名片。”河西镇副镇
长司文兴说道。

本报讯（特约记者 高岳）近年来，共和县紧扣
“医防融合”导向，深度整合县域内医疗卫生服务
资源，重构升级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切实提高医疗
卫生资源配置和使用效能，基本建立“基层首诊、
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分级诊疗模式，
实现了由以治病为中心向以健康为中心的工作重
心转变。

共和县成立以县委书记和县长为双组长的医
改领导小组和医院管理委员会领导小组，制定印
发《共和县紧密型医疗服务共同体建设实施方
案》，建立起以共和县中医院为牵头医院，共和县
疾控中心、共和县妇计中心做好公共卫生、妇幼保
健工作指导，14所乡镇卫生院、100所村卫生室为
成员的紧密型医疗服务共同体。

该县在医疗联合体建设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化
制度职责，完善组织架构，制定医共体章程，成立
人事、财务、医疗质量、护理质量、院感、药事管理、
医学装备管理、绩效管理、健康管理等九大管理中
心和心电、检验、影像、消毒供应、病检五大临床中
心，医疗部门间有效协作，人员和医疗设备统一管
理、合理利用，实现紧密型医疗服务共同体“六统
一”，推进全县医共体工作稳步向前。

近三年以来，共和县累计投资3504.78万元，
购置感染性疾病科设备和康复科改造、PCR实验
室、乡镇卫生院医疗废水处置等设备，持续改善
县级公立医院就医环境；为提升公立医疗机构从
业人员业务能力和服务水准，促进医疗服务资源
下沉，根据乡镇卫生院需求，下派业务骨干人员深
入各乡镇分院开展业务培训35场次，共计1000余
人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