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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5 日，随着沿线 20 个重点项目主体完

工投入使用，第三届省旅发大会力推的“国家一

号风景大道”全线贯通。

这条全长 180 公里的大道，沿线景色旖旎、

人文多元，还将飞行体验、房车营地、自行慢道、

智慧旅游等多种业态集于一身，新鲜智能。

在空间上将独立景点串联成线，在时间

上把历史与现实贯通，在产业上实现多维发

展，这条大道未来目标是成为世界级旅游目

的地。

一条大道，几多期许
——探访“国家一号风景大道”

□记者 李建成 陈宝云

风景道，
更是富民路

相 关

阅读提示

7 月 5 日，“国家一号风景大道”全线

贯通，将为游客提供全新的旅游体验。

（资料片） 记者 田 明 霍艳恩摄

洁白的“外衣”，鲜红的“瓦帽”，整
洁的院落。

7月6日，御道口牧场二分场第11生
产队的孟凡家里，又迎来了几批来自北
京、天津、唐山等地的游客。今年，借
第三届省旅发大会和“国家一号风景大
道”贯通的机会，孟凡的“幸福人家”
农家院从原来的 5 个标间扩建到了 18
个。“扩建后最多可接待150人，一年赚
上10万元，不成问题。”孟凡言语间流露
着幸福。

“国家一号风景大道”所处的围场、
丰宁两县，均为国家级贫困县，都在我省
十个深度贫困县之列。

建一条风景道，拓万家致富路。基
于此，承德市明确，充分发挥旅游业的
综合带动作用，推动全域旅游扶贫，将
旅游业与美丽乡村、山区综合开发、现
代农业、特色小镇建设统筹发展，构建
易地搬迁、景区带动、旅游综合体带动
等扶贫模式。

据了解，此次旅发大会观摩线路共
涉及16个乡镇、55个乡村。承德市结合
坝上地区民族特色和满族皇家文化特
色，统一对沿线乡村面貌进行彻底改造
提升。结合坝上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种
植金莲花、万寿菊等8万亩花卉型中药
材，打造了12处风格各异的花海和大地
艺术景观。

一村一品、一村一景、一村一韵⋯⋯
让美丽乡村“望得见山、看得到水、记得
住乡愁”，在“国家一号风景大道”上，
将有越来越多的百姓，通过参与和发展乡
村旅游，走上脱贫致富路。

“一家人住进了漂亮新房子，我还在
京北房车营地找了份活儿干，一个月能挣
3000元。”丰宁鱼儿山镇岗子村62岁村民
黄国军说。

吃上生态饭，挣到旅游钱，穷困日子
熬到头，幸福生活已启程。

据了解，风景大道将有效带动坝上区
域16个乡镇、5个分场、112个行政村和
辐射带动坝下区域33个乡镇、283个行政
村走上乡村旅游脱贫致富道路。

文/记者 李建成 陈宝云

榆树沟，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坝
上一个小山村，因村内古榆树多而得
名 。 沿 “ 国 家 一 号 风 景 大 道 ” 行 至
此，马路中间一个花坛，里面一棵老
榆 树 枝 繁 叶 茂 ， 在 烈 日 下 撑 起 一 片
阴凉。

“这棵树树龄已有数百年，尽管多
花了数万元，但能保住它我们不亏。”
承 德 市 交 通 局 公 路 处 处 长 刘 树 立 介
绍说。

“国家一号风景大道”贯穿的承德
坝上地区正处于浑善达克沙地南缘，是
京津重要生态屏障，肩负着为京津阻沙
源、涵水源的重任。

“ 必 须 把 ‘ 生 态 优 先 ’ 作 为 建 设
‘国家一号风景大道’的根本原则，守
好生态底线，守住生态红线。”省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承德市委书记周仲明
要求。

据了解，在道路建设上，该市依托
原有省道姜二线和御大线，进行了道路
功能性和景观性整体改造，未多占一分
土地，把对自然资源的保护做到最大
化。同时，实施了 69.9 公里道路绿化提
升，使风景大道两侧绿色更浓。建设了
30 公里自行车慢行系统、8 个观景平台
及 6 个停靠站，在方便游客赏景游玩的
同时，有效化解了过去车辆和游人随意
轧踏草场，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

同时在项目选择上，对所有高耗
能、破坏大的项目亮红灯。围绕生态观
光、房车营地、满蒙民俗等旅游业态，
谋划实施了小滦河国家湿地公园、神仙
谷七彩森林、永太兴疏林草原等20个绿

色产业项目。
坚持把生态保护、生态恢复作为前

提。在项目建设中，承德市提出，将自
然风光融入整体建筑景观设计之中，实
现建筑与自然的和谐共融。

据河北旅投丰宁项目公司营销部经
理谭建辉介绍，永太兴行宫酒店依山
而建，根据地形地貌采取措施，避让
了数十棵当地沙榆树；游客服务中心
为保护十几棵簇生的杨树，合理调整
建筑位置；林间木屋选择在树木间灵
活布局的建筑方式。工程结束后，马
上补种草坪恢复了在建设过程中破坏
的草地。

7 月 5 日，记者沿“国家一号风景
大道”一路穿行，眼前山更绿、草更
丰、水更清，尽享生态之美。

“平沙漠漠接长河，天际浮云落照
多。两岸苍山相竦峙，扁舟一棹任清
波。”这首诗是当年康熙在木兰围场行围
狩猎时，在小滦河所作。“受缺乏管理、
过度放牧等因素影响，这里曾一度出现

‘湿退沙进’的生态问题。”湿地保护中
心主任冷建伟介绍说。

作为旅发大会观摩项目之一，围场
把其作为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建设
典范重点打造。如今小滦河国家湿地公
园里，河柳林迎风摇曳、细鳞鲑畅游水
间、油菜花金黄一片。小滦河已成为围
场境内水量最充沛、流量最稳定的一条
河流。“已建成湿地总面积 3754 亩，两
岸水草茂盛，蓄水功能显著提升，向下
挖一米多就能见水，生物多样性得以恢
复。”冷建伟说。

龙门栈、梦驼铃、茶盐集、刀马
肆⋯⋯在“国家一号风景大道”丰宁万
胜永段，古色古香的天成号驿站引人
驻足。

7 月 5 日，多年关注承德旅游发展
的该市旅发委调研员李思泉，看到天成
号驿站在消逝百年后再次开门迎客，眼
圈发红。

“这条风景大道既是风光秀丽的景
观长廊，又是多元文化相互交融、繁荣
共生的文化地带。”李思泉说，“这里是
清代帝王举行木兰秋狝的皇家御道，沿
途散布木兰围场七十二围。这里是沟通
关内关外的重要商道，一条茶盐古道前
后兴盛 200 多年，至民国时期才衰落。
这里是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的分界地

带，蒙元文化、满族民俗、边塞文化在
此相互融合。”

“但这些文化大多消失在历史长河
中，让人心痛。”李思泉说。如今，仅
留下“万胜永”“天成号”“茶棚”等村
落名称，依稀可见当年那段历史。

把挖掘当地历史文化当成一项重要
使命，承德谋划建设了木兰秋狝、阿鲁
布拉克围、茶盐古道、国家牧场、契丹
部落、中国马镇等六个组团，让游客在
尽览自然风光的同时，领略当地的多元
文化。

7 月 6 日中午，在丰宁外沟门乡茶
盐古镇项目现场，工人们正顶着烈日加
紧施工。1691年，康熙与喀尔喀蒙古各
部举行了多伦会盟后，多伦商业逐渐兴

盛起来。自此，西起丰宁大滩连通多伦
的“茶盐古道”，便成为北京、河北、
山西乃至全国茶业、纺织品等物资进入
多伦，蒙盐、牲畜、皮毛、木材等进入
内地的商道。

“茶盐古镇是茶盐古道上的商贸中
心，全国有名气的商号都在这里有分
号。”谭建辉介绍，在这个相对偏僻的
位置实施这样一个项目，公司并没有十
足的盈利把握。“但这段历史、这段文
化 再 不 挖 掘 保 护 ， 可 能 就 永 远 消 失
了。”眼看着茶盐古镇一天天逐渐重
现，广兴号、广义号、万成号、富成
号、永兴号等商铺重新开张在即，谭建
辉颇为欣慰。

7 月 6 日 晚 ， 骏 马 奔 腾 、 骑 手 翻

飞。在京北第一草原腹地大滩镇，建成
不久的中国马镇里，一台以坝上马文化
为主题，融入满族人文的大型马戏剧

《满韵骑风》，正在紧张排练。演出通过
杂技马戏、现代科幻舞台、声光多媒体
等多种手段综合包装，艺术地展示和追
溯满族历史文化，展现满乡地域特色。
而 100 公里外的御道口如意湖畔，再现
乾隆皇帝木兰秋狝宏大场面的大型实景
演出 《木兰秋狝大典》，也进入首演冲
刺阶段。

“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李思
泉说，“国家一号风景大道”谋建世界
级旅游目的地，仅靠自然风光是不够
的，挖掘、传承、保护优秀文化，仍是
这条路未来建设的重点。

在外形如花冠的御道口游客服务中
心内，旅游资讯系统、游客体验移动
端应用系统、旅游电子导览系统、智
慧体验系统等智能化设备正在进行安
装调试。

“游客服务中心将使管理区开启智
慧旅游模式。”御道口牧场管理区副调
研员王海岩说，利用云计算、物联网
等新技术，通过互联网，借助手机等
便携的终端上网设备，服务中心将实
现对游客数量、道路交通、客房入住
率 等 信 息 智 能 感 知 。 并 及 时 通 知 景
区、农家院和游客，第一时间安排和

调整工作与旅游计划。
“这条风景大道将成为一个整体，

彻底改变承德坝上旅游景点单打独斗、
难以形成合力的局面。”承德市副市长
苏铁成介绍，围绕举办一届“数字化、
智慧化”的旅游业盛会，承德打造了市
级旅游大数据、围场智慧旅游、丰宁智
慧旅游、智慧酒店、智慧会务等五个智
慧旅游平台，并在“国家一号风景大
道”沿线分布了五个智慧旅游展示点。
游客可通过 ARVR 互动体验、弧形环
幕体验区等，享受数字化导航、导游、
导览、导购等服务。

来到乾隆行宫驿站智慧旅游体验和
展示区，记者带上 VR 眼镜，化身一只
小鹿在五道沟景区四季轮换中徜徉。
通过三面投影包围技术，结合地面投
影 和 实 物 造 影 ， 还 手 持 弓 箭 自 由 狩
猎 ， 体 验 一 次 皇 家 木 兰 秋 狝 的 宏 大
场景。

想游客所想、急游客所急，据了解
承德市同时还在完善旅游基础服务功
能，深入推进旅游厕所革命，全面完善
旅游标识系统和旅游咨询服务体系，提
升服务能力和水平。目前已建设了御道
口行宫、永太兴行宫、海留图行宫等 3

大行宫，康熙饮马驿站、乾隆行围驿
站、天成号驿站、鱼儿山驿站、皇封山
驿站等 5 大驿站，18 个 3A 级以上厕
所。设计了 5 类标识标牌解说体系、30
公里自行车慢行系统，可全方位满足不
同游客的个性化需求。

北京游客王丽珊曾多次到坝上旅
游，这一次她骑着自行车，沿着红色慢
行道穿行在森林草原间，体验一路风
景。“既亲近了自然，又不破坏自然，
还保证了游客安全，‘国家一号风景大
道’无疑是条人性化的大道。”王丽珊
称赞说。

33 以服务游客为宗旨，建设一条智慧大道

22 把文化挖掘作为使命，建设一条人文大道

11 把生态保护放在首位，建设一条绿色大道

77 月月 55 日日，“，“国家一号风景大道国家一号风景大道””全线贯通全线贯通，，沿途风景如画沿途风景如画。（。（资料片资料片）） 记者记者 田田 明明 霍艳恩摄霍艳恩摄

（上接第一版） 农业标准化生产覆盖率达
50%，国家级、省级农产品质量安全县创建
达 101 个，全省蔬菜、畜产品、水产品抽检
总体合格率 99.3%。绿色发展水平明显提
高，今年推广节水小麦 2200 万亩，落实季
节性休耕 200 万亩，累计形成农业地下水压
采能力 27.88 亿立方米；实施化肥、农药减
量增效推进行动，化肥、农药使用量连续
两年负增长；畜禽规模养殖场粪污资源化
利用率 65%，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率持续
保持在 96%以上。产业融合步伐加快，创
建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 2 家，建成省级以
上现代农业园区 187 家，打造粮油、乳品、
肉类等12大产业链，建成102个省级示范农
业产业化联合体，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向
纵深推进。

扎实推进美丽宜居乡村建设。全省各地

广泛开展“四美”（环境美、产业美、精神
美、生态美）、“五改”（改房、改水、改
路、改厕、改厨），持续推进美丽宜居乡村
建设，农村人居环境得到明显改善。全省约
4.3 万个村庄生活垃圾得到清理，1.7 万个村
庄的生活污水基本得到有效管控。全省共改
造无害化卫生厕所400.78万座，卫生厕所普
及率达 73.3%。按照中心村、保留村和撤并
村进行规划定位、分类推进，重点支持37个
省级重点片区和1.7万个村庄美丽乡村建设。

着力建设文明和谐乡村。全省建设善行
功德榜 1.5 万个，覆盖了多数文明村镇，成
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道德高地。依托2236
个乡镇综合文化站、3.6万个村文化活动室等

公共文化设施，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体
育活动，农民群众文化素养不断提高。

不断深化农村重点领域改革。截至目
前，我省农村承包地确权工作基本完成，新
型经营主体发展壮大，土地流转面积 2848.3
万亩，流转率达 34%，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
经营新格局初步形成。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
革稳步推进，行唐县、平泉市、邢台市桥西
区、馆陶县 4个国家级试点和 11 个省级试点
工作有序开展，全省 3833 个村 （组） 已完
成清产核资，承德市双滦区和馆陶县整县域
完成。集体经营性资产股份合作制改造有序
推进，全省农村股份合作制经济组织达 2.6
万余家，带动农户 320 多万人，辐射 3.5 万

个行政村，辐射全省73%行政村。
省农业厅厅长王国发介绍，下一步，在

推进农业高质量发展上，我省将集中力量实
施“四个一百工程”，即用三年时间打造100
个绿色优质农产品、100 个农业领军品牌、
100 个现代农业精品园区、100 个创新型农
业企业。到2018年底，重点打造5个区域公
用品牌、11个行业领军企业品牌，重点建设
36 个精品现代农业园区，创建 2 家国家现代
农业产业园，重点培育 30 个创新型农业企
业。在奶业振兴上，集中打造坝上草原牧
区、山前平原农牧结合区和黑龙港流域农草
牧结合区三大奶业聚集区，重点建设一批具
有国际竞争力的乳品加工企业。

同时，今年年底 1.7 万个村庄的生活污
水得到有效管控，基本实现村街硬化、村庄
绿化、街道亮化，县 （市、区） 行政村村域
生活垃圾收集处理率达到 90%。按照农村新
型社区、产业园区、生态功能区“三区”同
建思路，启动建设一批宜居宜业宜游的农村
新型社区。今年，我省还将加快发放土地承
包经营权证书，年底完成确权登记颁证数据
汇交建库和信息应用平台建设。以 4 个国家
级试点县 （市、区） 和 11 个省级试点县

（乡） 为重点，开展经营性资产股份合作制
改革试点，年内基本完成各项试点任务，
并启动试点扩大工作。引导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向特色优势区域聚集，向特色产业聚
集，向现代农业园区聚集。年内培育农民
合作社省级示范社、省级示范家庭农场各
200 家。

我省乡村振兴战略实现良好开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