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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县委中心报道组 张莉 刘
云霞）今年雅江县锁定脱贫攻坚目标任
务，拟退出的 17 个贫困村围绕“一江一
线一圈”产业发展布局，突出抓好“民
族、文化、生态”相融合，结合全州全域
旅游发展战略，盘活 318 国道线旅游资
源，大力发展“旅游+精准扶贫”，着力
把旅游资源转变成资本，稳定实现贫困
群众持续增收的支柱产业。

高原旅游+观光体验，依托“康巴汉
子”这张名片，利用产业扶持金、村民现

有的畜牧资产（马匹）在西俄洛镇贫困村
杰珠村建立“康巴汉子乡村观光旅游专
业合作社”，举办四川甘孜“山地旅游节”
系列活动之雅江县康巴汉子村创建4A景
区启动仪式，不断提高“康巴汉子”知名
度，促进旅游形象大提升、旅游经济大发
展。同时县财政整合涉农资金，在杰珠
村修建318国道线观景平台，出租用于经
营土特产、观光留念等，每年为杰珠村村
民增加 7 万元收益，提高带动该村 51 户
贫困户稳定脱贫。

高原旅游+休闲娱乐，依托独特的
资源禀赋，在红龙镇东来二村发展“特色
帐篷餐饮”项目，突出藏式餐饮、藏家生
活等为主的藏文化体验，紧扣 318 国道
线高原牧场的特色和风光，为 318 国道
骑行的游客提供住宿和餐饮。该项目开
业仅三个月，实现纯利润3万余元，接待
游客3000余人次，为高原牧区脱贫提供
了一个可以借鉴的经验。

高原旅游+农超对接，依托中国最
美景观大道 318 国道线，在红龙镇马它

马村、马它马二村建立“农超对接”合作
社，采取村民自愿入股，把公益性服务
和经营性服务相结合，让村民积极主动
参加合作社，按照公平、互惠、互利的原
则进行了筹建，采取帮扶单位资助、产
业周转金支持等资金筹措方式，实施合
作社“共建共管、风险共担”的经营，销
售自制民族服装、农产品、旅游产品
等。截至目前，合作社收益 12 万元，预
计年收益达 20 万元，覆盖两个贫困村，
带动60户贫困户增收。

本报讯（县委中心报道
组 孔邑 文/图）为迎接四
川甘孜山地旅游节—“相约
圣洁甘孜·畅游自驾天堂”
主 题 活 动 在 稻 城 如 期 举
行。稻城公路分局积极协
调、主动出击，整体推进，强
化措施，真抓实干，多措并
举，扎实开展公路路域环境
综合整治，以紧紧围绕打造

“和谐、品质、文化、阳光”四
个公路的目标，为节庆活动
作好通行保障。

加强巡查管理。对辖区
内公路沿线违章建筑物、乱
堆乱放、非公路标志等细查，
依法查处，重点清理、治理公
路“六乱”现象，彻底清除卫
生死角，优化公路通行环境。

加强应急防范。合理摆
放抢险机械，做好应急抢险

保障工作。
加强车辆“抛洒滴漏”

专项整治。按照全县道路
交通综合整治工作部署，与
路政、交警部门增配执法力
量，加大公路巡查力度，及
时制止车辆抛洒滴漏行为，
并督促车主按规定完善遮
盖措施，从源头上杜绝漏洒
行为发生。

加大公路保护宣传力
度。采取多种形式，进一步
加强涉路法律法规宣传，提
升沿线公路安全保护意识，
维护路产路权的完整。

强化养护保洁。在集
中整治的基础上，加大公路
保洁力度，集中清理路边沟
垃圾，补植行道树、花，加强
公路病害修补处理力度，打
造“四个公路”的通行环境。

稻城整治路域环境喜迎四川甘孜山地旅游节

雅江“旅游+扶贫”让贫困群众搭上脱贫快车

蓝莓

全世界生产蓝莓最佳地点在北美。但乡城县的
气候、海拔、水质、空气湿度等条件，非常接近北美，
种出来的蓝莓口感也十分好。

除了避暑你还可以品尝到这些甘孜州是避暑旅游的
圣地，来到甘孜旅游你不仅
能够观赏到美丽的景色，同
时你还可以品尝到具有甘
孜特色的美味，本期特别介
绍我州几款美味。

在泸定县有一种
特产是其他各个地方
都 没 有 的 那 就 是 仙
桃。在泸定县的大渡
河谷山岗坪一带的陡
陡峭岩壁上生长着如
掌状的仙人掌。当地
人把仙人掌叶边缘结
出的长椭圆球果称为
仙桃。未成熟仙桃为
墨绿色，成熟后为绿
色、淡黄色，去壳吃核，
味甘甜清香。

仙桃

石榴

石榴于唐朝时代传入丹巴，曾在一个时期被
列入供品。 丹巴石榴呈宫灯形，酸甜风味按果皮
颜色区分，白皮、青皮为甜石榴；红皮属酸石榴，其
颜色鲜亮味道甜美。

核桃

核桃是我州著名特产，因其果形美、色泽鲜、
味道好、品种多、耐储藏而闻名，我州的有许多
地区出产核桃，而最有名的是巴塘核桃。巴塘核
桃以品种优良、果大壳薄、含油多、产量高而被列
为甘孜州南部林果致富工程重点实施项目。

8月3日，在第三届全域旅游推进会
暨“人文陕西”推介会上，国家旅游局发
布了《2017 全域旅游发展报告》（以下简
称《报告》），《报告》对全域旅游发展进行
了阶段性总结。

据了解，全域旅游是我国新阶段旅
游发展战略的再定位，是一场具有深远
意义的发展变革。两年来，全域旅游从
提出到试点，从实践到提升，从创新到突
破取得了七方面的阶段性成果。从发展
战略上看，全域旅游开创了旅游发展的
新路子；从发展定位上看，全域旅游上升
为国家战略；从空间布局上看，全域旅游
由点到线、由线到面，得到广泛实践；从
体制创新上看，全域旅游创造性地探索
了“1+3+N”旅游管理新体制，有力推动
了现代旅游治理体系建设取得新突破；
从旅游供给上看，全域旅游丰富和提升
了旅游产品体系，极大地满足了人民群
众对旅游产品的新需求；从公共服务上
看，全域旅游在“补短板抓提升”上取得

明显成效，进一步健全了综合目的地服
务体系；从市场促进上看，全域旅游整体
营销创新推进，成效显著。

《报告》显示，截止目前，国家旅游局
共批准了两批500家国家全域旅游示范
区创建单位，覆盖全国31个省区市和新
疆生产建设兵团，总面积 180 万平方公
里，占全国国土面积的 19%；总人口 2.56
亿，占全国的人口的20%。此外，国家旅
游局批准了海南、宁夏、陕西、贵州、山
东、河北、浙江7个省域整体为全域旅游
示范区创建单位。

根据《报告》，两年来，全域旅游成为
旅游行业全面深化改革、实现从部门行
为向党政统筹的突破口和助推器。当前
全域旅游综合管理机制取得了新突破，
截至目前，全国已有23个省（区、市）、155
个地市成立了旅游发展委员会，分别占
全国的74%和55%；已设立旅游警察机构
131家、旅游工商分局77家、旅游巡回法
庭221家；发展机制取得了新突破，各地

形成党政统筹、部门联动的发展机制，普
遍加大了全域旅游政策扶持力度，扩大
旅游发展专项资金规模、成立旅游发展
引导基金，设立旅游投融资平台公司等；
保障机制取得了新突破，山东、浙江、云
南、海南、陕西等省及90%的示范区创建
单位还专门出台了旅游土地、规划、资
金、人才等保障措施等。

《报告》显示，两年来，产品建设已经
成为全域旅游、融合发展的新亮点和新
空间，开放的“旅游+”发展格局初步形
成。要素型产品不断提档升级，各地普
遍加大了特色餐饮、主题酒店、旅游民
宿、房车营地、休闲绿道、旅游风景道、必
购商品、文化体验产品等开发力度，2年
累计投资超1000亿元。园区型产品开发
如火如荼，A 级景区、旅游度假区、休闲
区、主题乐园、旅游综合体、城市公园、大
型实景演出和博物馆、文化馆、科技馆、
规划馆、展览馆、纪念馆、动植物园等纷
纷成为创建单位产品开发的新选择，在

建旅游综合体项目1500个，2年累计投资
超900亿元。目的地产品日益丰富，美丽
乡村、旅游小镇、风情县城、文化街区、宜
游名城建设加速推进。目前在建美丽乡
村项目2500个、特色小镇项目1100个，2
年累计投资超2100亿元。

《报告》还指出，两年来，各地公共服
务补短板的工作成效显著，全域公共服务
体系逐步成熟。各创建单位共改建和新
建厕所25769座，其中30%以上的厕所配
备了第三卫生间，“厕所革命”覆盖城乡全
域。各地共建设旅游停车场 4000 余个，
在建的旅游风景道3000余条，城市绿道
7500 余公里，畅达便捷的交通网络加速
构建。各地建成旅游集散中心 2500 余
个，整合形成多项新功能，旅游集散咨询
服务体系日趋完善。各地建立旅游政务
网、旅游大数据库、动态监控系统、移动旅
游APP等，智慧旅游建设取得明显进展。
综合环境整治力度加大，实现全域旅游发
展成果共建共享。 （据《中国旅游报》）

国家旅游局发布《2017全域旅游发展报告》

全域旅游取得七方面阶段性成果

■新宣 文/图

中国地大物博，向来不缺各
色风光，就丹霞而言，如雷贯耳的
就有七处，去年，我州新龙县发现
大面积丹霞地貌，气势磅礴的壮
观场面，形态丰富的奇特造型，大
方地傲立于视野中。其景观要素
齐全，发育完整，组合式极好，民
族藏文化底蕴非常厚重，堪为藏
区顶级地质公园。

走进新龙，你会发现一路都是
绿色的景象，然而步入银多乡阿色
一村向北远望，就会看到被当地人
称为红山的特殊地貌。绵延30多
公里的红山基本裸露，山体在烈日
照耀下闪耀着刺目的光，与周围墨
绿色的山体形成鲜明的对比。大
自然随意挥一挥手，就把色彩留在
了这里，放眼望去，像极了上帝打
翻了的调色盘，并且还是一个硕大
无比的调色盘。

它守望着这片秘境，在绵延
30 多公里的红色中，凝固着千姿
百态，隆起峻拔伟岸。前来科考
的看见丹霞地貌景观要素、发育
程度、组合方式，前来转神山的信
众看见了佛塔、海螺，前来旅游的
看见了神奇、壮观与文化……

丹霞地貌是指由产状水平
或平缓的层状铁钙质混合不均
匀胶结而成的红色碎屑岩（主要
是砾岩和砂岩），受垂直或高角
度解理切割，并在差异风化、重
力崩塌、流水溶蚀、风力侵蚀等
综合作用下形成的有陡崖的城
堡状、宝塔状、针状、柱状、棒状、
方山状或峰林状的地貌特征。
主要分布在中国西北部及西南
部、美国西部、中欧和澳大利亚
等地，其中中国分布最广。

新龙县的丹霞地貌位于该县
银多乡境内，核心区域长约18公
里，平均宽度约2公里。该丹霞地
貌正处于壮年期，整体海拔大多
在 4200-5000 米之间，超过 5000
米的山峰有10余座，高差大于800

米，属于典型的高寒型丹霞，是迄
今为止中国藏区发现的海拔最
高、区域最广的丹霞地貌，具有较
高的美学价值和观赏价值，看到
这里，脑海里不禁浮现出一幕幕
精彩大片的场景。

新龙的丹霞地貌形态千姿百
态，有的像观音像、有的像佛塔、
有的像海螺，当地老百姓认为这
是上天赐予的恩惠，降临此处庇
佑人们身体健康、草场风调雨顺、
水草丰茂、牛养肥壮，因此老百姓
将此山奉为神山，取名为绒多巴
日，意为：净土、坛诚，同时也是极
乐世界的意思。当地人每逢节庆
必去转山供奉，以表虔诚。

国际地貌学家协会丹霞地貌
工作组主席彭华对甘孜新龙丹霞
地貌评价：“甘孜新龙丹霞是四川
省内品质第一，青藏高原上景观
最好，国内顶级，具备冲击世界级
品牌潜质的丹霞地貌。”

来到银多乡，看到绒多巴日众
多数百米高的悬崖峭壁拔地而起，
气势磅礴，苍劲雄浑。俯望之下只
觉眼前的群峰是一幅油画中的颜
料色块，又不失纯粹的自然之美，
这不加雕琢的张扬和毫不掩饰的
奔放，将新龙的柔美与阳刚之气渲
染到了极致，也将那色彩带来的绚
丽变为了无法抗拒的诱惑。

绒多巴日山体的颜色，并不
只有这如火的红艳，绿色与红色
的相间才是上帝心中的色彩。轻
重不一的每一次落笔都是这位天
地间最神奇的画师心血的结晶，
雄伟山体间的每一次描绘则是天
才绘者灵感的闪现。

站在绒多巴日神山前眺望，自
我的微渺正如一粒小小的砾石。
旭日东升，霞光万丈，新龙丹霞彷
佛就是天边的红云，每一座山峰都
在讲述着一个梦幻般的故事，每一
片草地都在吟唱着一首天籁般的
民谣，此时，仿佛身处神话的国度。

这才是真正的天地之大美，
欣赏它，本身就是人生一大奇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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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领略新龙丹霞地貌

新龙县丹霞地貌图。

■本报记者 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