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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全域旅游的“先行者”
今年春节假期过后，本报收到江西

游客刘元泉的一封感谢信。在信中，刘
元泉这样写道：2月6日，我和家人共六
人，驾车自云南丽江前往稻城亚丁的途
中，经过理塘县时因迷路误入到一个水
电大坝施工工地，当时已是深夜十二
点，自带的食品饮料也已消耗完了，只
有在民工棚借宿一晚。当天晚上，大坝
顶高山发生火灾。次日，理塘县县长郑
显峰带领县林业局、公安局和乡镇干部
及当地群众前来灭火。在扑灭山火后，
郑显峰发现了我们，在问明了情况后，
他把自己带来的食品饮料送给我们。
因山路崎岖危险，我们不敢驾驶，县公
安局的干警又为我们代驾，把我们送到
了省道上，还安排我们在德巫乡政府用
晚餐。

“在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中，
我们每个人都是旅游服务人员，只要游
客有困难，我们都会全力帮助。”面对游
客的感谢，郑显峰这样说。

领导已不高高在上，面对有困难的
游客主动帮助。我们点赞。

2016 年 12 月，记者在海螺沟景区
采访时，发现海螺沟景区管理局的政治
部主任龚自毅在景区内看见有乱扔的
烟头、垃圾等，都会把它们捡起来扔到
垃圾筒内。

“要保护好景区的环境，不能只要
求别人要怎么做，自己要带头做，起到
引导作用，这样景区环境才能更加美

好。”龚自毅对记者说。
干部不仅管理好景区，更要以身作

则，发挥带头示范作用。 我们点赞。
在折多山的贡布卡公路养护管理站

里，养护工人们不仅为游客准备了开水、
还备上了氧气瓶、葡萄糖等药品。“只要游
客有需要，我们都会免费提供的。”管理站

班长益西和工作人员扎西彭措说。
在全州的公路旁，警务站、公路养

护管理站都积极参与到我州的国家全
域旅游示范创建中。只要游客有困难
需要帮助，他们都会全力给予帮助。

打破部门界线，不再各扫门前雪。
我们点赞。

2016 年，我州全年接待游客 1300
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129.74亿元，虽
然游客大量增长，但我州全年接到的
投诉只有41起。

旅游产品的本质是服务，为客人
提供优质服务，加强服务业的管理，是
赢得旅游市场重要“法宝”。近年来，
全国旅游市场不断出现“天价大虾”、

“天价海鲜”等事件，严重影响了当地
旅游产业发展。

2015 年，我州海螺沟景区也发生
了“天价天麻”的事件。事件发生后，
海螺沟管理局没有回避、而是主动作
为，及时与当事者取得联系对“天价”

天麻给当事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
向当事者当面表示歉意，退还了 4000
元天麻购物款，聘请当事者为“海螺
沟景区服务质量监督员”，同时，给予
涉事商户罚款 7 万元、吊销营业执照
的行政处罚。为了更好规范旅游市
场，为游客提供优质的服务，海螺沟
景区总结“天价天麻”事件经验教训，
制定了“321”旅游市场管理新制度，即
三项制度——七天无条件退货、假货
三倍处罚、黑名单制度，两笔基金
——违规赔付、举报奖励基金，一个
涉旅行业准入门槛。

面对事件不回避，不推诿，主动作

为，以严格的管理、优质的服务赢得市
场。我们点赞。

在州旅发委，记者还了解到，为了
狠抓行业规范，做好旅游质量规范指
导。2016 年，我州认真抓好导游证的
年审工作和旅行社的申报、审批事项，
完成4家旅行社行政审批工作；完成全
州旅行社团队服务管理系统填报；开
展了全州旅游系统“四个一批”旅游志
愿服务先锋行动选树活动，并大力宣
传《新安全生产法》，加强旅游景区安
全生产工作检查督导，通过明察暗访
对重点景区、旅游宾馆、旅行社等进行
监督检查，规范服务行为。

我州有着厚重的康巴文化，富集的
旅游资源，如何把藏在深闺里的美景展
现给世人，如何把游客和商家吸引来。
为此，我州举办了“圣洁甘孜·走进北
京”、“圣洁甘孜·走进广东”、“圣洁甘
孜·走进浙江”、“圣洁甘孜·走进上海”，

“甘孜环贡嘎山国际百公里户外运动挑
战赛既徒步穿越”“蓝逸冰淇淋·海螺
沟狂欢夜”等系列旅游营销活动，在国
内旅游界产生较大影响，腾讯、凤凰网
等知名网站和中央电视台等媒体巨头
聚焦推介甘孜旅游取得较大成效，既有
的系列旅游品牌影响力得到巩固提升。

“以前，我对甘孜州的并不了解 ，自
从在‘圣洁甘孜·走进北京’的活动中知道
了甘孜州后，我就十分向往。所以利用春
节假期来这里旅游。”在春节期间，北京游
客张女士一家人专程来到我州旅游。

今年2月23至25日，我州又组织海螺
沟管理局、甘孜县等地旅游局，康定木格措
旅游实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等企业共计12
家单位企业，参加了广东旅游展览会。

通过走出去，让人们更加了解我州
的旅游发展，同时我州还通过引进来，
来助推我州全域旅游发展。2016年，我
州借助西博会、旅博会等招商平台，引
进了四川绿华宏远集团与州旅游集团
共同组建州绿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拟
总投资5亿元建设旅游厕所，中国核工
业集团第五建设公司与州政府签订战
略合作协议，计划投融资150亿元助力
旅游基础设施及辅助设施建设。

走出去、引进来，一系列的成效显著
的旅游营销，不仅打响了我州旅游品牌，
提升了知名度，还让甘孜成为了国内外
游客向往的旅游目的地。我们点赞。

“欢迎光临，嘉姆尊酒店欢迎您！”
去年，8 月 18 日傍晚，康定木雅泽朵旅
游投资有限公司员工土扎热情招呼一
批前来住宿的客人到前台登记，办妥手
续后，看到一位女士拖着沉甸甸的行李
箱，土扎赶忙替女士搬箱进房。土扎来
自康定市呷巴乡俄达门巴村贫困户家
庭，去年8月来到酒店上班，现在他每月
收入有3000多元。

我州是全省脱贫攻坚的主战场，自
然条件恶劣、资源相对匮乏，要完成脱贫
攻坚任务，最具潜力的就是旅游扶贫。
去年，国家旅游局发布首批“全域旅游示
范区”创建名单，我州被纳入创建范围。
建“全域旅游示范区”与新一轮脱贫攻坚
时空叠加，我州紧紧抓住这一良机，出台
了《2016年旅游产业扶贫专项方案》，确
定了从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等

七个方面推进旅游扶贫。
“理塘县奔戈乡卡灰村建立起了

‘公司+合作社+贫困户’的产品开发型
旅游扶贫基地。”理塘县农牧和科技局
副局长杨正康说，当地正联合一家企业
在村上建设鲜奶加工基地，基地建成
后，贫困户年人均可增收2500元。

“十三五”期间，我州要让18个县市
的 1360 个贫困村、19.36 万人脱贫。“通
过旅游扶贫这一项，我们争取让 88 个
村、2571户、11565人直接受益脱贫。”州
委书记刘成鸣说，按照旅游产业的辐射
放大功能，据估算，会有10万非贫困人
口增收乃至走上致富路。

创新扶贫模式，努力助推旅游产业
扶贫，把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与旅
游扶贫工作紧密结合，让贫困人口增收
致富。我们点赞。

旅游基设施建设，是事关我州
全域旅游发展的一件大事，只有不
断改善我州旅游基础设施，才能更
好推动全域旅游发展。近来年，我
州以全域旅游规划为统揽，加快推
进旅游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不断提
高旅游基础设施保障水平。

“到甘孜州的路很好走，特别是
进入甘孜州后，路边两旁有许多行道
树、美丽的鲜花，就是一道美丽的风
景。”从重庆来的游客张新波称赞道。

“我们这一次到甘孜州旅游称
得上快旅慢游。”去年国庆期间，上
海游客张萍一行4人，9月29日从上
海飞成都，9月30日从成都飞康定，
然后坐车到甘孜县。10 月 1 日，开
始在我州旅游。

交通曾是制约我州全域旅游开
发的瓶颈。为了打破这个瓶颈，“十
二五”时期，我省先后批准了《甘孜
藏族自治州 2009—2012 年公路建
设推进方案》和《甘孜藏族自治州
2013—2015年公路建设推进方案》，
规划交通重点项目 39 个 4450 公
里。作为旅游主干线的延伸，2015
年，我州又开始集中 3 年的农村公
路攻坚，加快推进通乡通畅、通村通
畅和通村硬化路建设，计划完成通
乡油路 3359 公里、通村通畅工程
8076 公里、通村硬化路 7985 公里，
到2017年，我州将实现100%的乡镇
通油路、100%的村通公路。

雅康高速公路、川藏铁路开工
建设，州内国省公路干线、景区连接

线得到提升改造，“三纵四横两联
络”的公路交通网络布局初步形
成。亚丁机场建成通航、与康定机
场共新增航线11条，格萨尔机场正
在加班加点施工建设，“陆空”两条
交通的不断完善，不仅补齐了短板，
也推进了我州全域旅游发展。

一座原木色小木屋在蓝天白云
下十分显眼，如果没有指示牌，谁也
无法想到这里竟然是厕所。玻璃天
窗将阳光引入厕所内部，明亮而干
净，不仅没有什么异味，还有一阵淡
淡的藏香，连洗手的水也是温热
的。这就是海螺沟景区的“厕所革
命”。“厕所革命”不仅解决了游客入
厕难的问题，同时还把厕所变成景
区内的一道景观。

启动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
以来，我州以项目为牵引，不断完善
了旅游基础设施。2016年，我州实
施重点生态旅游项目25个，总投资
32.47亿元。开展了国省干道沿线、
重点旅游集镇、村寨、景区旅游公共
服务体系建设，建成18个旅游综合
服务站、9个自驾车营地、93个旅游
厕所（另完成18个厕所主体建设）、
311 个旅游标识牌；启动 48 个旅游
综合服务站建设和298个国省干道
乡镇和旅游沿线旅游综合服务站标
识标牌招投标工作。

全州旅游基础设施得到较大改
善、旅游产品不断丰富，不仅解决了
出行问题，同时也让游客的吃住游
购娱有了保障。我们点赞。

“如果有游客在景区发出 SOS 信
号，我们的值班人员就会在第一时间
获得信息，并根据游客所处位置，调
动最近的人力、设备资源向求救游客
靠近并实施救援，而且，游客求救和
救援情况通过网络，同步传输给州、
省和国家智慧旅游管理系统。”在海
螺沟智慧景区指挥大厅，海螺沟景区
管理局智慧景区信息中心副主任曹
龙武向记者介绍。2017年元旦假期，
作为我州智慧旅游的第一个项目
——海螺沟智慧景区建设项目正式
投入运行，畅游海螺沟的游客享受到
了更加便利快捷的服务。

继海螺沟智慧景区建设项目正式
投运，我州泸定桥、木格措、稻城亚丁
等景区的智慧旅游建设项目也将陆续
建成并投入营运。“到2018年，我州将
实现全域智慧旅游。”州旅游发展委员
会主任肖锋介绍，目前我州已制定了

《甘孜州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实
施方案》（2016年——2018年），方案明
确，将把甘孜州建设成生态旅游经济
强州、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世界最佳
旅游目的地。

如何真正实现全域智慧旅游的梦
想？州旅游发展委员会与成都中科大
旗软件有限公司联手，决定以“互联

网+”模式整合当地旅游资源，从全域
旅游视角创新我州旅游业的智慧管
理、智慧营销和智慧服务应用。

成都中科大旗软件有限公司技术
总监杨陈介绍，甘孜州全域智慧旅游
重点在建“智”，要靠“一张网”实现全
域整合。他进一步解释，甘孜州建

“智”重点包括：一是构建“互通共享”
的云数据中心，通过横向整合涉旅部
门、纵向整合各级旅游管理部门的信
息数据，构建全州统一的旅游信息数
据共享交换中心；二是打造“三级一
体”的旅游管理体系，通过建设旅游综
合监管平台、旅游团队管理系统等，形
成州、县、旅游企业“三级一体”智慧旅
游管理体系；三是通过建设资讯网、微
网站、手机APP等，以游客为核心，落
实“以人为本”的智慧旅游服务理念。

目前，我州18个县（市）和各大景
区的智慧旅游配套项目建设正在如火
如荼的推进之中。

旅游咨询网、手机 APP、旅游微
信、旅游微博等网络载体和移动终端
的运用，网上营销、网上攻略咨询、网
上订房订餐、电子票务、电子商务等网
络工具将使我州全域智慧旅游为广大
游客提供更加便捷和人性化的服务。
我们点赞。

全民共识的全域旅游 优质的旅游服务管理

旅游产业助力扶贫攻坚

成效显著的旅游营销

不断完善的旅游基础设施 “互联网+旅游”全新模式

在全国最先提出全域旅游概念的甘孜州，被业界称为全域旅游的“先行者”。2016年，我州被
国家旅游局列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创建区，同年4月21日，我州召开了全州全域旅游发展大
会暨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动员会，动员全州上下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抢抓机遇、务实创新、主
动作为，启动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加快打造世界旅游目的地。一年时间即将过去，让我们一
起来看看，我州的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创建有哪些亮点，让我们一起为全域旅游的“先行者”点赞。
■本报记者 秦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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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布卡公路养护管理站为游客准备的开水、氧气瓶及药品。

海螺沟冰川。

磨西古镇。
海螺沟智慧景区指挥大厅。

我州参加广东旅游展览会现场。 稻城亚丁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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