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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动态

区域看台

区域视线

“红绿”融合好风光 锦绣田园入画来
——甘肃省两当县全域旅游发展观察

□ 雷爱红 张云霞

盛夏时节，走进甘肃省陇南市两

当县，从山环水绕的园林小城，到移

步换景的美丽乡村，再到热火朝天的

旅游景点……满目青山滴翠、碧水澄

澈，处处游人如织、热闹非凡。

旅游兴，则经济旺。

镶嵌在西秦岭南麓、嘉陵江上游

的两当，按照“全域化布局、全要素构

建、全产业融合、全季化体验”的思

路，做大做强了红色旅游和生态旅游

两大品牌，打通由“景点旅游”向“全

域旅游”模式的转变，走出了一条全

域旅游与城乡统筹、产业融合、农旅

融合的发展新路。

坚持“大景区”理念
打造全域旅游新格局

思路决定出路，格局决定结局。

两当县委书记郭省军表示：“我

们要把全县作为一个‘大景区’来规

划和打造，结合乡村建设行动，不断

改善人居环境，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

村。形成满眼翠绿、遍地鲜花，处处

有景致、村村有特色、户户能待客的

全域旅游新格局。”

由此，两当坚持“大景区”理念，

从顶层设计入手，制定《甘肃省两当

县全域旅游发展规划》，从旅游的功

能定位、整体布局、产业转型、建筑风

格、道路交通、城乡景观，到细微的设

计标准、色彩搭配都做了详细规划，

两当全域旅游思路明了、格局打开，

“大景区”建设如火如荼。

随着《两当县精品旅游线路规

划》的出台，两当设计出了以红色游、

生态游、民俗游等旅游产品相结合的

一日游、二日游、三日游，以旅居游、

康养游、民俗游、研学游为主的一月

旅、季度居等旅游精品线路和特色旅

游带，将全县美丽乡村旅游景点串珠

成链、布点成线、结点成网。

培育“旅游+”新业态
壮大文旅产业集群

两当之行哪里去？

作为甘陕川大旅游圈的一颗明

珠，两当不仅是负氧离子3.77万个/cm3

的生态天堂、养肺胜地，红色文化、人

文历史更是璀璨夺目。

近年来，两当紧盯农业优先型和

文旅赋能型发展定位，积极培育“旅

游+”新业态，打造文旅康养产业集

群，着力做好生态产业、全域旅游、美

丽两当、红色福地“四篇文章”。

以红色文化为底色，打造“两当

兵变红色革命文化园区”国家4A级

景区，抢抓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机

遇，开发红色旅游线路。

以绿色山水为本色，打造云屏

“乡野拾光”为代表的休闲娱乐田园

体，山、水、田园互为依托，春看花、夏

避暑、秋赏叶、冬踏雪，怡情山水。

以民俗风情为基色，以农耕文

化、传统村落为依托，建成百余家“农

家乐”，乡村旅游热闹非凡。

以非遗文化为亮色，开发国家级

非遗项目“两当号子”为代表的文艺

节目表演，不断探索“非遗+旅游”的

创新发展之路。

以休闲娱乐为特色，大力发展乡

村亲子游、农事体验游，吸引游客体

验农村生活、参与农业生产、品尝农

家美食、购买农特产品。

“啥是美好生活？咱们村现在就

是。”鱼池乡乔河村党支部书记牛犇

说，乔河村本是远近闻名的贫穷村，

通过发展乡村旅游，如今已成了生机

盎然的景区村，人均增收8600元，富

民成效显著。

2022 年，两当旅游接待人数

113.04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

5.155亿元；2023年，截至五一假期

结束，两当接待游客59.78万人次，

与 2019 年同期相比增长 67.78%。

实现旅游收入2.6亿元，与2019年同

期相比增加63.8%。

优化全域旅游布局
多元投入强“动力”

旅游要发展，保障须先行。

全域旅游战略布局，需要多元投

入强“动力”。完善升级全域旅游导

视系统，优化完善景区标识、观景平

台、旅游公厕、生态停车场；完善路网

系统，建立旅游交通体系；搭建旅游

微官网平台，发展智慧景区智慧旅

游。大力实施天然林保护、公益林建

设、城镇绿化、村庄绿化、道路水系绿

化等九大林业工程，围绕全县“三线、

两环、一路”种植蜜源植物和景观花

卉，先后争创了6家A级旅游景区、3

家星级酒店、1家国家丙级民宿、11

家星级农家乐和农家客栈，助推全域

旅游高质量发展。

“来过两当很多次，每次来都有

新体验。”来自甘肃省兰州市的游客

李淑婷感慨道，“变化太大了！景观

越来越美、基础设施越来越完善，真

正是‘水在城中、城在林中、街在绿

中、人在景中’。”

八方游客来相会，便知山水在

心中。

一个“山水园林之城、红色传承

之城、立体通透之城、健康养生之城”

的幸福美丽新两当，正在乡村振兴的

大道上，阔步向前。

三地开启不动产登记“跨省通办”
本报讯 鲁利韦 聂金秀 记者

罗勉报道 日前，广东省梅州市、河

源市和江西省赣州市共同举行不动

产登记“跨省通办”框架合作协议签

约仪式，正式开启三地不动产登记

“跨市通办”“跨省通办”服务，助力优

化营商环境，有效满足各类经营主体

和人民群众的异地办事需求。

据了解，梅州、河源和赣州不动

产登记部门打破业务属地限制，依托

“互联网+不动产登记”，合力推出三

地不动产登记“异地申请、属地办理、

网上缴费（税）、寄送证书”的“跨省通

办”业务模式，即通过三地不动产登

记网上申办渠道，由异地不动产登记

机构指引（或协助）申请人在线提交

不动产登记业务，属地不动产登记机

构接收并办理，涉及税款、登记费等

由申请人网上缴纳。着力解决异地

办理不动产登记“多地跑”“折返跑”

等堵点痛点，改变了不动产登记按照

属地办理的传统模式，进一步提升不

动产登记便利度。

梅州下一步将根据实际和推进

情况，进一步优化、深化“跨省通办”

合作模式，同时将福建省龙岩市增加

为合作城市，进而实现赣闽粤原中央

苏区范围内不动产登记业务“苏区通

办”，打造梅州对接融入粤港澳大湾

区加快振兴发展的范例，持续优化营

商环境，为企业和群众提供优质、便

捷、高效的服务。

中国二十二冶集团物资公司助力工程盈利
本报讯 近日，中国二十二冶集

团物资公司整合归纳采购需求，持续

扩展集中大宗物资采购额度，保障项

目履约，助力工程项目盈利。

据悉，物资公司主动对接优质资

源，持续完善钢材、建材、机电设备资

源库，根据集团在建项目业态及产业

链营销建立“电子厂房等厂房类资源

库”。同时，物资公司将继续致力于

精细化管理，根据项目特点及不同需

求，选择不同的采购模式，控制采购

成本。 （桑 楚）

广东省深圳市携手9省区106县聚力乡村振兴，推动“20+8”产业集群
与对口地区拓展合作

共谋区域发展 共谱合作新篇

□ 鲁利韦 聂金秀

□ 本报记者 罗 勉

近年来，广东省深圳市积极响应

国家乡村振兴战略和区域协调发展战

略，以“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

程”为牵引，不断加强与各地区的对口

帮扶合作。深圳与广东省内乃至全国

各地的合作交流不断深化，共同谱写

区域协调发展的崭新篇章。

聚力乡村振兴
奋力谱写“三农”新篇章

4月，广东省汕头市澄海区隆都

镇樟籍村的“圳”帮扶试验田里，微耕

机翻地的“隆隆”声不绝于耳，种植户

许少梅看着这台由深圳驻隆都镇帮扶

工作队捐赠的农机很快完成了耕整的

土地，开心地笑了。

得益于深圳驻云澳工作队的牵线

搭桥，南澳县南泰水产有限公司总经

理陈家成在2023深圳国际渔业博览

会上收获满满，预计20天后，将从南

澳岛向马来西亚等海外客户发出一批

价值约80万元的云澳海鲜。

在深圳对口帮扶的省内各地区，

从县到镇再到村，乡村振兴的需求在

哪，深圳对口帮扶干部的身影就在哪。

目前，广东正以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

质量发展工程”（以下简称“百千万工

程”）为牵引，推动乡村加快全面振兴。

党建引领、产业帮扶、补民生短板……

深圳各帮扶工作队正脚踏实地推动乡

村振兴事业稳步向前，奋力书写中国式

现代化广东实践的“三农”新篇章。

若网在纲，有条不紊。深圳印发

《深圳市与河源、汕尾、汕头、潮州、惠

州市对口帮扶协作工作行动方案

（2023—2025年）》，推动各区与新结

对区县启动对接工作。今年4月，深圳

农业科技金融“百县行”启动，将历时两

年走遍深圳对口合作9省区106个县，

聚焦三产融合、联农带农，首批合作项

目正在深汕特别合作区、汕尾、汕头等

地市稳步推进。深圳一项项支持“百千

万工程”的细化项目正逐步落地。

促进区域协调
共谋产业发展新高地

今年开年之际，广东印发《关于推

动产业有序转移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

若干措施》，随着全省产业有序转移工

作向纵深推进，广东省潮州、汕头、汕

尾、河源、惠州等市与深圳建立对口帮

扶协作关系的城市相继探索跨区域合

作新模式。以河源为例，其下辖的连

平、龙川、紫金三县相继在深圳南山、

宝安、龙华三区试点。

“你来我往”的双向“飞地”蔚然成

势。人才、资金、技术，以深圳为轴实

现更高效率的集聚、流转。而起“飞”

的深圳则为区域协调发展先行探路、

积累经验，也为广东高质量发展提供

更加坚实的助力。

志合者，不以山海为远。深圳大

力推动“20+8”产业集群与对口地区

拓展合作，从省内拓宽至省外，携手共

建“新高地”。

深圳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一南

一北，跨越山海，合作共赢。随着2022

年华为“一总部、双中心”项目的落地，

深圳（哈尔滨）产业园区迸发出强大吸

引力。深圳善行医疗、哈工大人工智能

研究院等56家企业落户园区，数字经

济产业不断集聚。截至目前，两市累计

实施合作项目 145 个，已完成投资

391.8亿元。

粤桂携手，硕果累累。在东西部

协作的大框架下，是工作细分到点、对

接具体到人的“绣花活”。当“广西农

业”遇上“深圳速度”，产生了22个协

作县现代农业产业园，“一县一园”“圳

品”基地全覆盖。从技术支持到产业

协作，粤桂协作的领域越来越广，道路

越走越宽。

情系革命老区
同心续写振兴华章

今年2月，广东省政府与江西省

政府联合印发《深圳市与赣州市对口

合作实施方案（2023—2027年）》，方

案明确了深赣两地7个方面的对口合

作。这之后，两地对口合作动作频频。

3月初，在“深圳创投日”深赣合

作专场，江西省赣州市招商团活跃会

场，深赣金融合作不断深化；5月初，

深圳精品展销中心（赣州）揭牌，共建

两地合作与交流的新平台；5月中旬，

深赣两地正式开启不动产登记“跨城

通办”服务，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革命老区不老，振兴发展有力”，

深圳与更多革命老区的情缘仍在延

续。今年1月，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

市至深圳直达动车开通，百色进一步

缩短了与珠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的时

空距离；自2013年开始，深圳便围绕

汕尾所需，累计投入财政帮扶资金超

100亿元；深圳与赣州市寻乌县情定

2018年文博会，5年来，深圳市先后投

入各类帮扶资金3.86亿元。

潮起湾区，泽润老区，共同富裕的

动人篇章将在未来持续谱写。

明 显 优 势 充 足 底 气

火洲旅火洲旅游游““热热””起来起来
入夏以来，素有“火洲”之称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市迎来旅游高峰。交河故城、葡萄沟、坎儿井和火焰山

等景区游人如织，各地游客来此领略这座丝路重镇的夏日风采。

吐鲁番市文化体育和旅游局提供的数据显示，6月1~28日，吐鲁番共接待游客253万人次，相比去年同期增加

近四成。图为游客在葡萄沟景区观看歌舞演出。 新华社记者 王 菲 摄

□ 王建华 李 鲲 郭方达

一座港口的现代化变迁，可以管

窥一个区域9年多来的协同发展成效。

近日，“北京CBD-天津港京津协

同港口服务中心”于北京市朝阳区揭

牌成立，各企业开始“原地享受”150

多公里外天津港的各项服务。

海上，天津港环渤海内支线“天天

班”穿梭。渤海津冀港口投资发展有

限公司、津唐国际集装箱码头有限公

司相继挂牌，天津市与河北省的港口

逐步从竞争走向竞合。

天津港北疆港区C段“七彩”码头

上，新一代氢电混合动力人工智能运

输机器人在烈日下忙碌。依靠来自京

津冀的多家机构共同研发的风能、太

阳能供电技术，这座现代化码头已实

现碳的零排放。

优化资源配置、改革破除壁垒、协

同赋能创新……努力成为中国式现代

化建设的先行区、示范区，时代赋予京

津冀协同发展崭新气象。

疏解优化区域资源配置

炎炎夏日，河北雄安新区启动区

项目建设如火如荼。

科学园、大学园、金融岛等一处处

功能片区有序推进，国贸中心、体育中

心、科创综合服务中心等一个个重大

项目拔地而起。目前，中央企业已在

雄安新区设立各类机构150多家，投

资来源为北京的注册企业超3000家。

建设雄安新区和北京城市副中

心，形成北京新“两翼”，这是千年大

计、国家大事，是优化京津冀区域资源

配置的关键。

京津冀21.6万平方公里区域，拥

有1亿多人口。曾经区域发展不平

衡，北京集聚了过多非首都功能，人口

过度膨胀、交通日益拥堵。

2014年，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

国家战略，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

成为“牛鼻子”。

9年多来，北京疏解一般制造业

企业约3000家、疏解提升区域性批发

市场和物流中心近1000个，流向津冀

技术合同成交额超2100亿元。几年

前还是动物园批发市场的地方，现在

正转型为国家级金融科技示范区。

在北京市内部，市级行政中心正

式迁入城市副中心，城六区常住人口

比2014年下降15%的目标也已实现。

北京非首都功能向外疏解，加快

了天津全国先进制造研发基地和河北

全国现代商贸物流重要基地建设。天

津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全国领先，全市

家庭千兆光纤网络覆盖率等3项指标

全国第一，河北快递业务量占京津冀

地区的比重由2017年30.1%提升至

2022年62.4%。

而与此同时，北京自身经济总量也

相继跨过3万亿元、4万亿元两大台阶。

改革破除区域平衡壁垒

今年4月1日起，京津冀三地参保

人员在区域内定点医药机构就医、购药，

无需办理异地就医备案手续，即可享受

医保报销待遇。业内呼吁多年的跨区域

看病“一卡通行”，在京津冀率先实现。

过去，京津冀也长期存在着发展

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壁垒存在于

多方面，解决这些问题，关键在打破

“一亩三分地”。

2015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

印发《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描

绘协同发展的宏伟蓝图。此后，《“十

三五”时期京津冀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规划》成为我国第一个跨省市的区

域五年规划，《京津冀人才一体化发展

规划（2017-2030年）》成为我国首个

跨区域人才规划，另有交通一体化、生

态环境保护、产业升级转移等一系列

规划，为三地平衡发展改革破壁。

顶层设计之下，京津冀交通、生

态、产业等重点领域协同率先突破，教

育、医疗等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

持续提高……

“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先行区、示范

区，并非一定要在当前经济实力最强、机

制体制最优的区域，选择一个发展空间

大、发展潜能优、通过探索可率先实现现

代化的区域，更能为全国提供示范。”天

津市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说。

两个改革案例的全国推广就是有

力证明。2015年8月1日京津冀之间

手机漫游费和长途费率先取消，2017

年 9 月 1 日这项政策在全国落地；

2014年7月1日京津冀海关区域通关

一体化率先在北京海关、天津海关启

动，2017年7月1日全国海关正式实

施通关一体化。

协同提升区域发展层次

“干事创业京津冀，北方‘智慧’新

农人。”总结自己过去的9年，39岁的

胡建龙用了14个字。

2014年，胡建龙创立专注农业人

工智能的北京科芯科技有限公司，

2018年，他把公司总部搬到天津滨海

—中关村科技园。

依托北京的研发和天津的产业化，

科芯公司已将智慧农业的市场扩展至

河北省、山东省、内蒙古自治区等北方

广大地区，年销售收入超过1000万元。

这是京津冀协同发展赋能市场主

体、助力北方地区转型升级的一个案例。

“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是实现

京津冀优势互补、促进环渤海经济区发

展、带动北方腹地发展的需要……”回

看中央2014年对京津冀寄予的厚望，

意味深长。

2022 年，京津冀经济总量突破

10万亿元，继续成为引领全国高质量

发展的三大重要动力源之一。

“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肩负着缩小

中国南北差距的重要使命。”南开大学

京津冀协同发展研究院院长刘秉镰说。

实践中，北京科技创新优势和天津

先进制造研发优势正在紧密结合，河北也

从不同方向打造联通京津的经济廊道。

可以预期，在建设中国式现代化

先行区、示范区的进程中，京津“双城

记”将形成互动引领、并与河北联动建

成世界级城市群，打造我国高质量发

展新增长极。

——京津冀努力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先行区、示范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