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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重点旅游观摩项目的报道

闆城小镇

深度挖掘长城文化
山海旅游铁路

一场山与海的美丽邂逅
本报讯（记者邢杰冉）这是一条

穿越时空的铁轨，记录着港城的百
年风雨；这也是一条温馨浪漫的铁
轨，拉近了山与海的距离；这更是一
条改变未来的铁轨，打造了连通山
海的旅游新业态。

这条铁轨，就是第二届省旅发
大会期间开通的山海旅游铁路，嘉
宾们坐上紫罗兰色的秦旅山海号旅
游列车，见证了一场山与海的美
丽 邂 逅 。“ 乘 船 渡 海 来 到 码 头 ，
接着就能坐上火车领略北部山区
的秀美风光和长城遗址，这种旅游
体验绝无仅有。”嘉宾们纷纷给出

“好评”。
山海旅游铁路自秦皇岛港西港

码头开埠地站始发，终点是风光秀
美、有千年长城遗址的板厂峪站，
是全国独有的一条贯通山海的旅游
观光铁路，由河北港口集团、秦皇
岛旅游控股有限公司、海港区政府
开发建设，线路全长 41.2 公里，
共涉及海港区的 42 个村庄。它打
通了秦皇岛山海间旅游通道，开发
出高品位新兴旅游业态，带动沿线
产业转型升级，是百年老铁路改造
与时尚新旅游相结合的体验项目。

谁能想到，山海旅游铁路的前
身——始建于 1915 年的秦皇岛地
方铁路，因历史变迁承担的运送任
务逐渐减少，而且横跨城区多个繁

华路口给交通带来不便，在城市
日新月异的发展中差点被拆
除。第二届省旅发大会花
落秦皇岛，让这条铁路的
命运迎来转机。

经 过 大 量 实
地调研，利用地
方铁路建设山
海旅游铁路
的方案及实
施步骤逐渐
形 成 。 为 了
提 升 沿 线 周
边环境质量，
海港区从农
民手中流转
铁路附近土地实施全
面整理，并对沿线河流和
影响景观的小厂矿、煤堆场
等进行了深度治理。

“车在花间走，人在画中游”，是
这条百年铁路变身后崭新的旅行场
景。虽然起名为山海旅游铁路，但
它并非只可观山看海。在40多公里
旅程中，秦皇岛独特的山、海、长城、
森林、地质遗迹、古堡村落等自然景
观一一展现。此外，百年铁路和百
年大港的历史积淀，更是赋予了这
条铁路浓厚的历史韵味。

山海旅游铁路是一个特殊的旅
游产品，而非简单的交通工具，它是

秦皇岛旅游由海进山、由城进村进
而推进全域旅游的主轴，将有效推
动滨海旅游与山区旅游融合创新发
展，丰富旅游业态，推动旅游产业转
型升级，进一步改变秦皇岛全域旅
游发展格局。

本报讯（记者马彦铭）9 月 17
日晚，第二届省旅发大会开幕式暨
旅游文化推介会在碧螺塔公园举
行。开幕式上，本届旅发大会的重头
节目之一、大型实景演出《浪淘沙·
北戴河》惊艳亮相。“大雨落幽燕，白
浪滔天，秦皇岛外打鱼船⋯⋯”演出
以毛泽东主席创作的《浪淘沙·北戴
河》开场，把人们拉进了秦皇山海的
壮美画卷。

作为第二届省旅发大会旅游演
艺代表性项目，碧螺塔公园以“文
化+旅游”模式为产业核心，全力打
造以夜文化、演艺文化、美食文化为
特色的“吧文化”主题公园。

碧螺塔公园位于北戴河海滨最
东端，景区三面环海，形似半岛，沙

滩、礁石、松林、大海交相辉映，景色
宜人。公园由秦皇岛市碧螺塔旅游开
发股份有限公司投资兴建。一期主要
建设游客中心、演艺舞台、房车酒店、
大型海上观光平台及附属栈道和基
础配套设施。二期主要建设海上艺术
中心、海上风情酒吧街、婚纱摄影小
镇以及全球唯一的“吧文化”特色街
区，建设与众不同的文化体验乐园。

公园内的碧螺塔塔高21米，是
目前世界上沿海地区唯一的仿生海
螺型观光塔。登塔远眺，“秦皇岛外
打鱼船”的美景可尽收眼底。

清晨，碧螺塔公园是安静的，人
们在这里迎接日出。夜晚，碧螺塔公
园热闹非凡，每晚上演的大型实景
演出和沙滩篝火晚会，让人们不仅

欣赏到自然之美，更领略到音乐、艺
术和文化之美。

2009 年推出的我省首部大型
室外实景演出《海上生明月》深受观
众喜爱，演出以来观众已达 400 余
万人次。2017 年，《海上生明月》第
四版《海上生明月之迷螺传说》全新
编排，重新定位。碧螺塔海上大舞台
全新改造升级，可同时容纳4000人
观看，给游客带来了更舒适的观演
体验。

“大型实景演出可以带给游客
当地特有的人文体验，让他们了解
秦皇岛、爱上秦皇岛。”秦皇岛市旅
游委主任李文生说，“文化+旅游”，
是发展全域旅游的重要抓手，激发
了旅游产业新活力。

心乐园

建设现代田园旅游综合体

碧螺塔公园

打造“吧文化”主题公园

房庄美丽乡村

山水新画卷 醉人乡村游
本报讯（记者王成果）9 月 18

日，秋高气爽，云淡风轻，作为第二
届省旅发大会重点旅游项目之一的
房庄美丽乡村，迎来了来自全国各
地的客人。

走进秦皇岛市海港区石门寨镇
房庄村，只见彩旗飘扬、鲜花盛开、
青山叠翠、流水潺潺。颇具道家风骨
的建筑映入眼帘。走进像景区一样
的村庄，百姓修葺房屋常用的合瓦
以及传统院门、毛石围墙，都使这个
村子透着清秀古朴。

借助本届省旅发大会，房庄村秉
承“山海为体，康养为魂”的理念，完善
基础设施，健全旅游要素，对村庄及其
依托的老君顶景区进行改造提升。

负责设计建设该项目的中建
集团有关负责人介绍，房庄村的设
计灵感来自本村所依托的自然资

源——老君顶，将道家文化“道法自
然，天地人和”的精髓提炼，贯穿整
个建筑设计，对原村落外立面进行
改造装修，打造具有道家文化和优
美自然景观的美丽乡村，还原当地
原汁原味的民居特色。

有了景观依托和文化底蕴，房
庄村着重在“打造时时处处的风景”
上下功夫、做文章。

一带多点拓展整体景观布局。
一带，是指连接环长城旅游公路和
祖山连接线两条旅游景观大道的车

（车厂村）房（房庄村）线景观带，公
路两侧满眼的绿树鲜花。多点，是形
成多个新业态产品，新建的百姓大
戏台奉上房庄村的特色民俗表演，
有特色餐饮，有复建的老君观。山上
有六百多棵古茶树，茶香四溢。此外
还设计有旅游温泉酒店、生态木屋、

乡村动物园、滨河水上休闲等多种
项目。

瞄准四季打造旅游项目。春季
赏花登山、夏季漂流戏水、秋季农田
采摘、冬季滑冰滑雪，这里一年到头
皆可游玩。

房庄村还进行了路面硬化、厕
所改造、河道清理、给排水入户、雨
污分流、电线网线入地等基础设施
全面提升，给游客以更加舒适的旅
游体验。设置了滨水综合楼、晨钟广
场、暮鼓集市、民宿区、餐饮区等功
能分区。新建的综合楼，具备多种功
能，可作村委会、游客中心、服务接
待中心使用。

通过全面提升村庄基础设施、环
境景观、建筑风貌，进一步推动乡村旅
游的发展。美丽的房庄村在燕山石河
古地间绘就的山水新画卷正在展开。

本报讯（记者曹智 通讯员陈
雪）依托全国唯一一条打通山海大
通道的观光火车，地处山区的闆城
小镇实现了山海连接，满足了人们
对山的渴望、对长城的向往，是长城
文化深度挖掘项目。

沿秦皇岛市海港区长城旅游公
路向北行驶，离市中心约30公里处，
便到了闆城小镇。只见小桥流水两
旁，一栋栋崭新的仿古建筑出现在
眼前，古朴精致。

春水夏花，秋枫冬雪。闆城小
镇所在的板厂峪村有着美丽的自然
风光，还有着明长城砖窑遗址和独
特的长城景观资源。但之前，这里
交通、住宿、餐饮等设施落后，很难
吸引游客逗留。

今年 5 月，由多个企业共同投
资、中建集团设计施工的闆城小镇
项目正式动工。短短 4 个月左右的

时间，总面积 5.5 万平方米的启动区
就完成了搬迁改造。

如今的小镇内，停车场、广场、
民宿、餐饮、商业、休闲娱乐等设施
已经全部建起。原本破旧的民房已
经改造为考究的民宿，原本凌乱的
河道变成了精致的小桥流水。长城
旅游公路已经通车，观光火车也即
将运行。

闆城小镇以“海誓山盟”寓意的
山盟为主题，着力打造集山水长城、
传统婚俗、文化体验、康养度假为一
体的休闲文化古村。焕然一新的小
镇于 9 月 21 日营业，届时，明朝礼
仪、戚家军迎宾、抬皇杠等演出将会
与游客见面。

专门设置的博物馆区域，显示
着闆城小镇浓浓的长城文化特色。
博物馆内，一块块在板厂峪烧制的
长城砖，一件件长城守护者使用过

的器具，仿佛把人们带回建设、驻守
长城的年代。

板厂峪长城位于燕山山脉南
缘，俯瞰平原大海，全长 18 公里，有
61 座敌楼，其中保存相对完好的有
30 多座。近年来，板厂峪村村民和
当地有关机构多次修复长城，并尽
量维持古长城的原汁原味。最近的
一次修复从去年 7 月 26 日开始，该
工程由国家文物局出资，所修复的
是明晚期长城，总长1060米。

小镇里，不时能看到保护长城
志愿者的身影。他们说，以前，由于
交通不便，板厂峪的美只能被较少
人欣赏。如今，板厂峪交通、餐饮、
住宿条件好了，长城的独特美景将
会被更多游客观赏。希望通过游览
小镇，更多人能意识到保护长城的
重要性，并加入到保护长城的队伍
中来，共同把长城保护好。

本报讯（记者庞超）第二届省旅
发大会观摩项目之一的北戴河新区
心乐园，是一个把农业文明与旅游
相结合的新项目，其建设和运营模
式，颇具特色。

去年9月，北戴河生命健康产业
创新示范区设立。如何把当地农民
增收与生命健康产业结合起来，成
了心乐园投资方——中保绿都农林
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张保国思考的
问题。海边土地瘠薄，农民搞种植
收益不高，增收较难。而对企业来
说，要做旅游项目，又怕业态单一、
抗风险能力差。

“我们考虑把两者结合起来，实
现‘乡村+健康+旅游’的资源整合，
建设一个农业文明与旅游结合的新
项目。”张保国说。

打造集果蔬采摘、农事体验、科

普教育、特色民宿等于一体的乡村
休闲旅游度假基地，并逐步建设成
产供销一条龙、一二三产深度融合
的万亩现代农业产业园，心乐园正
从规划逐步变为现实。在建设过程
中，心乐园结合当地农民的种植实
际，在不同地域规划美丽乡村、主题
核心区、生态群落区、森林休憩体验
区，实现了与乡村休闲游、健康产业
游、生态农业游等旅游功能的对接，
巧妙地把旅游与农业结合起来。

心乐园占地 1.14 万亩，大部分
是从当地农民手里流转的土地。我
省明确要求，注重在引入社会资本
参与投资开发过程中，正确处理好
投资者与农民的关系，稳定农村土
地、宅基地和农民房产的产权，维护
和保障好农民利益。

发展“旅游+农业”，如何让农民

流转土地后有持续性收入？让农民
在旅游项目中长期受益？

投资方考虑了农民多样化需
求，提出了新的合作模式。农户可
以土地入股，参与经营，根据土地面
积参照股份合作制度章程，体现股
份额度。企业支付土地流转金的同
时，分配给农户合理股份，农户根据
持股多少，参与企业的项目发展和
决策。农民也可应聘成为企业员
工，享受医疗、养老保险等福利待
遇，按月领取薪资。

心乐园项目不仅打造了一个一
二三产相融合的现代田园旅游综
合体，还能让农民成为流转土地挣
租金、来公司打工挣薪金、参股合
作社挣股金的“三金”农民，具备了
让群众多受益、让企业快发展的基
础条件。

戴河生态园

窄河道变身“小江南”
本报讯（记者曹智）走进戴河生

态园，只见清香阁、五亭廊等掩映在
白桦、银杏、橡树、五角枫等树木之
中。造型别致的十一孔桥、五亭廊与河
中自身倒影相连。河里碧水如镜，几只
白鹭时而觅食、时而飞翔。河边小路蜿
蜒曲折，市民三三两两游玩休闲。

位于秦皇岛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戴
河生态园，北至龙海道上游，南至长江
道，西临阳澄湖路，东临千岛湖路，总
长约 15 公里，总面积约为 328 公顷。
由于生态优美，这里被当地市民称为
秦皇岛“小江南”、秦皇岛西花园、西
部门户景观。

很难想象，这里曾河道狭窄、杂
草丛生。景区工作人员出示的前后对
比图上，有着景区当年的模样。四五
年前，河道两边到处是生活垃圾，河
道被各种杂物占据。

河道的改造先从戴河上游——
深河开始。

河面窄、河内淤泥多，汛期蓄洪能
力弱，2010年，秦皇岛市政府与有关专
家研究后提出整改深河河道的想法。
2011 年，该项目正式启动。2012 年，
深河河道改造工程基本完成。

此项目受到省、秦皇岛市的高度
关注。工程完成后，许多相关单位前

来实地考察并纷纷称赞。受此鼓励，
当地研究决定在深河下游——戴河
同样开展河道改造工程，打造景观长
廊，周边村庄改造同步实施，并将此
项目名称确定为戴河生态园。

2016 年初，生态园建设工程正
式开始。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施工企
业按照“阳光之美、生态和谐”理念规
划建设，通过完善设施、加宽河道、植
被造景，强化了戴河的水利功能，提
升了当地景观效果，带动了周边开
发。一个集防洪、蓄水、生态、景观、防
灾避险、旅游功能于一体的生态园出
现在秦皇岛市区西部。

建设过程中，生态园巧妙融合了
江南私家园林的精美小巧和北方皇
家园林的庄重大气，形成“一带、五大
公园、十八大景点”的总体布局。

戴河生态园的建成投用，让开发
区内戴河沿岸的面貌得以彻底改变。
村头、门口就是美丽的公园，周边百姓
是戴河生态园建设最直接的受益者，
也成为景区建设最积极的参与者。

按照构想，戴河生态园北岸上游
将成为居民聚居地，南岸将建设数据
产业园区、高科技项目集聚带。伴随着
秦皇岛经济技术开发区战略西移，该
区域项目建设与城镇化将同步推进。

山海旅游铁路上的秦旅山海
号旅游列车。 记者 赵永辉摄

戴河生态园通过完善设施、加
宽河道、植被造景，强化水利功能，
提升景观效果，带动周边开发。

记者 赵永辉摄

（上接第一版）
作为本届杂技节文化惠民的主

要载体，国际马戏嘉年华以马戏大篷
演出为核心，融合特色餐饮、汽车展
览、商业会展、儿童娱乐等活动，为百
姓在中秋、国庆期间休闲度假提供了
一个综合体验式的好去处。马戏大
篷演出节目主要包括《沙皇铁骑》等
马术表演，《天空之恋》《大飞轮》等空

中表演，《狮虎争霸》《大象表演》《熊
出没》《小狗当家》等驯兽表演以及惊
险刺激的大型摩托特技表演、滑稽小
丑互动等。

据介绍，国际马戏嘉年华综合活
动场地面积近六万平方米，截至目

前，所有场地基础设施已经搭建完
成。马戏大篷搭建工作已基本完成，
共设座位 1800 个，演出现场正在进
行道具、灯光等的调试工作。此外，
专门为参加马戏演出的老虎、狮子、
大象等动物建设的饲养大篷也已搭

建完成。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本

届国际马戏嘉年华线上、线下共售
出门票上万张，观众可通过微信扫
描第 16 届中国吴桥国际杂技艺术
节官方二维码或登录亿佰票务网
选座购票，还可以在河北艺术中心
门口、国际马戏嘉年华门口等地直
接购票。

（上接第一版）来到秦皇岛以后，从接
站到报到入住，再到参加会议和项目
观摩，都有周到安排、贴心提示和细
心引导，她非常满意。

为高水准做好接待服务工作，旅
发大会会务组精心研究制定了嘉宾
接送、食宿、交通、翻译服务、志愿者
服务、智慧服务等各项工作的细化方
案，并为重点嘉宾提供“一对一”管家
式、保姆式服务。

俄罗斯东方国际旅行社总经理
季米特里·沙浦路金是第一次来秦皇

岛。在渔岛景区，他一会儿对着表
演手风琴的演员不停拍照，一会儿
又与载歌载舞的演员合影，看见美
景时，还要同伴给他拍照留念。“秦
皇岛的旅游硬件设施非常好，到各
景区的道路很便捷，酒店的档次也
很高。秦皇岛的美景和美食，都让
我流连忘返。”他说。

和季米特里·沙浦路金同行的

俄罗斯丝卡秋莎国际旅行社总经理
季米特里·巴伐洛夫则是秦皇岛的
常客了。他说：“这次参加旅发大
会，让我了解到秦皇岛还有那么多
好玩又迷人的地方。回到俄罗斯，
我要把秦皇岛介绍给更多的朋友。”

在心乐园项目微体验区，刚刚
体验了传统颈椎按摩的天津市旅
游 局 活 动 促 进 处 副 处 长 张 教 林

说，旅游与康养结合，更是要以
服务取胜，“这次大会的服务和体
验都不错，让我们看到了河北旅
游的发展成果，更看到了河北旅游
的美好未来。”

“从很多地方，都能感受到河北
省和秦皇岛市对旅发大会的重视和
用心。”章竞说，“从旅发大会的服
务也能感受到河北整体的营商环
境。我是带着项目来的，已经达成
了一些意向，相信一定会有很好的
合作前景。”

（上接第一版）
想 企 业 之 所 想 ， 急 企 业 之 所

急，廊坊市行政审批局坚持问题导
向，对集中承接的行政审批事项的
审批环节、审批要件、审批流程等
进行重新梳理、科学重组、优化再
造，并积极推行并联审批、容缺审
批等新模式，最大限度压缩审批时
限。针对涉及企业市场服务、社会
事务、企业注册、投资建设四大类
行政许可，他们推出当日办结事项
54 项，由原法定审批时限为 961 天
缩减为54天。

“以‘减证’带动‘简政’，让审批
程序越来越简便、办事成本越来越
低，企业和群众获得感越来越强。”
廊坊市市长陈平介绍，近日廊坊市
又推出了 《关于进一步推进企业登
记便利化的 26 条措施》，深入推进

“放管服”改革，深化商事制度改
革，进一步提升行政审批效率，为
企业创造最优营商环境。这 26 条措

施在放宽市场准入、进一步下放市
辖区企业和集团登记权限、降低登
记门槛、提高窗口服务水平等方面
又有了新突破，企业在廊坊登记将
更加方便、快捷。

为更好服务域内企业，力促实体
经济发展壮大，廊坊从全市筛选出云
谷（固安）第 6 代 AMOLED 生产线
等100个重点项目，全面启动了以优
环境、解难题、强实体、促转型为重点
的市县两级主要领导联系服务百家
重点企业行动。他们强化领导分包
下的“管家”服务、政企沟通“面对
面”、企业家早餐会沟通、跟踪督办落
实四项机制，落实加大转型升级帮
扶、强化融资服务、实施用地重点倾
斜、鼓励企业技术创新、拓展企业云
平台服务、帮扶拓展国内外市场、提
供专家实时咨询服务、加强重点企业
培育八方面具体服务措施，掀起了全
市新一轮服务企业发展、优化营商环
境的热潮。

“我们看到了河北旅游的美好未来”

国际马戏嘉年华将在正定启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