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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左图 承德市隆化县被誉为中国承德市隆化县被誉为中国

温泉之乡温泉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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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图下图 承德县唐家湾丹霞旅游度承德县唐家湾丹霞旅游度

假区的王府温泉假区的王府温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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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宋美倩宋美倩

行走在河北省承德市隆

化县七家镇温泉村，宽阔的柏

油路蜿蜒向前，一座座农家院依山就

势、错落有致。在一公里长的村道两侧，有

120 余户村民经营着温泉民宿。

“最近北京、天津、唐山的游客越来越

多，我想着今年重新装修一下，提档升级才

能越干越好。”村民李瑞银边聊边走进她家

的三层小楼，这是一家位于村广场对面的

“温泉驿站”，全家老小靠着经营温泉民宿，

小日子蒸蒸日上。

目前，承德草原温泉、溪谷温泉、冰雪温

泉、皇家温泉等项目纷纷落地，“温泉+”产

业 为 区 域 发 展 、乡 村 振 兴 注 入 了 活 力 和

动力。

“温泉产业是破解承德季节性旅游难

题、实现‘四季游’、助力乡村振兴的有效发

力点。”承德市委书记柴宝良说，要科学谋划

温泉产业赋能旅游升级，全力推动温泉旅游

医养养老产业发展，探索一条“温泉+”产业

迈向高端化、精品化、特色化的高质量发展

之路。

医养康养宜居

“金山发脉，暖溜分泉⋯⋯风清夏爽，宜

人调养之功。”康熙所作《避暑山庄记》中以

承德温泉开篇，记述了于此兴建皇家宫苑的

初衷。

热水汤村、温泉村⋯⋯在承德有不少以

“汤泉”命名的村落，这座古称“热河”的城

市，温泉地热资源丰富，历史上就是远近闻

名的汤沐胜地。

2022 年 6 月，承德邀请河北省地矿局 10

支地勘队深入各地，启动史上最大规模地热

资源现状调查工作。目前，已探明地热井

（泉）共 41 眼，日涌量 20976 立方米，出水温

度最高达 98.7 摄氏度，富含氟、偏硅酸、氡、

锶、锂等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

素，属于优质珍稀温泉。

蕴藏在绿水青山间的温泉资源，已经成

为承德绿色发展中的新引擎。

“要把发展温泉产业作为中国式现代化

承德场景重要任务推进落实，以‘温泉康养’

赋能全域旅游，打造集温泉旅游度假、温泉

医养康养、温泉养老养生于一体的多业态发

展模式。”柴宝良在承德温泉旅游医养养老

产业调度会上说。

承德市委、市政府下定决心，把抓好温

泉旅游医养养老产业作为贯彻党的二十大

精神、落实河北省委决策部署的重要举措，

全面实施“温泉+”战略，坚持上高端、做精

品、多业态，广泛开展招商引资，全面打响温

泉品牌，推动温泉产业做大做强。

“隆化被誉为‘中国温泉之乡’，地热温

泉是隆化的特色资源和优势所在。我们依

托七家、茅荆坝两个乡镇，规划建设了总面

积 488 平方公里、核心区面积 100 平方公里

的热河皇家温泉旅游度假区，用温泉资源推

动农旅融合发展，有力助推乡村振兴。”承德

市隆化县委书记焦军说。

以温泉康养为龙头，隆化县的旅游、康

养、休闲产业快速兴起，推动“热汤”变“金

汤”。截至目前，隆化县推进超亿元温泉文

旅项目 17 个，完成投资达 48 亿元，通过 3 个

温泉小镇及众多温泉项目，年接待旅游人数

达 72 万人次。

隆化走在前面，邻县也不甘落后，丰宁

汤河温泉与燕山大峡谷组合形成“峡谷温

泉”，围场山湾子温泉与塞罕坝、红松洼森

林草原生态组合形成“森林草原温泉”，承

德县头沟温泉与汤泉行宫组合形成“皇家

温泉”⋯⋯

“承德发展温泉康养产业，既符合京津

冀协同发展内涵，利用地方资源优势为北京

解决养老问题提供途径，也能够带动承德经

济发展，是一个多方共赢的产业发展模式。”

清华大学高等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李家强说，

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相得益彰，让承德正在

成为老年人的宜居之城、康养之城。

带着全家来隆化茅荆坝镇枫水湾森林

温泉城休养的天津游客李向明说：“隆化温

泉储量大、水温高、水质好，一进入温泉泡池

区域，立刻觉得浑身的疲劳在氤氲热气中慢

慢消散。”

乡村民宿有味

“我们的民宿都是酒店式管理，泡池位

于房间的阳面窗边，既能沐浴阳光又通风透

气。”在隆化县九号温泉民宿，王新文为客人

详细介绍房型，帮客人预订了一间带露台的

温泉客房。

原本在北京打工的王新文和王营小两

口一年前回到家乡，在九号温泉民宿分别做

前台和厨师，活泼开朗的王新文说：“我们俩

每月收入一万多元，还能守着父母和孩子，

这生活幸福指数直线上升。”

和王新文一样，温泉水也“浇灌”出了在

热河谷温泉度假区工作的张金龙的甜蜜生

活。他原本是一名保安，通过参加培训学会

了冲泡咖啡的技术，成为热河谷咖啡厅的咖

啡师，工资翻番。

除了各具风格的民宿，承德还有不少配

有游泳池、室外泡池、汗蒸桑拿、水上世界等

设施的高端酒店，吸引很多京津冀游客来此

放松养生，共享“热河温泉”的独特魅力。

“我们很多餐饮产品都是和当地农户合

作的，蘑菇、大米、小米都是在周边收购的农

产品，特别是旺季推出的土鸡火锅，周边农

户家的土鸡和鸡蛋都被收购一空。”热河谷

项目负责人刘瑞说，目前 60 余名员工中，本

地员工占到 70%，后期打造的亲子乐园、马

场、稻田、露营地等项目将为周边百姓提供

更多就业岗位。

“我们村共有 192 户人家，其中 120 户都

经营着温泉民宿，剩余人家也在经营超市、

饭店等配套服务，仅民宿而言，全村共有接

待床位 3000 多张，一般都是主家吃住全包，

村里的民宿经济总收入达 1100 万元，户均

收入 10 万元，跟以前相比，乡亲们的收入翻

了一番。”在隆化县七家镇温泉村做温泉旅

游推广的村委会委员王小平打开她的短视

频账号，在她发布的多条温泉村景观、民宿

视频下，众多网友点赞咨询。“这不，宣传推

广村里的温泉民宿，也成了我每天的一项重

要工作呢！”王小平说。

地处河北最北端的承德市围场满族蒙

古族自治县三湾子乡热水汤村，依托独有的

地下温泉热水资源，改造提升现有的 4 家温

泉宾馆，并统筹附近资源，将宾馆周围空置

的 29 处房屋、4590 平方米庭院集中打造成

温泉民宿区，建设起村庄环形民宿街。村里

公路沿线设计了乡村旅游特色文化墙，打造

出浓郁的地方民俗特色，并引导有空置房屋

的农户积极参与民宿建设，以此带动乡村旅

游发展、优质农产品种植销售，建立一二三

产深度融合发展的乡村多元经济。这样一

来，当地农民不仅实现了靠出租房屋挣钱，

促销农产品挣钱，而且实现了在家门口就

业，可谓一举三得。

有了“温泉+”助力，不仅带富了参与农

民的生活，也助推了全域旅游发展。今年

“五一”小长假，承德旅游业强势复苏，全市

共接待游客 231 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

24.7 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83%，与疫情前

的 2019 年同期相比增长 155%。

全域旅游走红

“以前靠着独特的丹霞地貌和滨水湿地

景观吸引顾客，业态比较单一。”承德县唐家

湾景区副经理王建辉说，在全市“温泉+”行

动的推动下，景区建成 2419 米深地热井一

座，经过权威部门检测，该处温泉水富含硫、

氟、碘、铁等 20 余种对人体有益的微量元素

和矿物质，其中偏硅酸、偏硼酸两项达到理

疗矿泉标准。景区以此优质温泉为依托，高

标准打造了 9000 平方米的露天王府温泉，

通过温泉资源、人文及自然

景观相结合，游客数量猛增。

“承德旅游长期‘夏热冬凉’，如

何从一季游过渡到四季游、从景点

游过渡到全域游可谓迫在眉睫。”

承德市市长王亚军表示，推进旅游

业态健康发展，应该发挥综合优

势，动员各方力量，承德温泉资源

丰富，加快打造温泉旅游度假、温

泉医养康养、温泉养老养生等多业

态开发模式是个不错的选项。

2023 年新年伊始，承德市及市

域多个辖区就相继在北京举行“皇家

避暑地·热河温泉城”河北承德温泉旅游

推介会、“沐浴热河·乐居承德”河北承德

温泉旅游推介会等多场推介招商活动。推

介会上，承德发布了 6 条温泉旅游精品线

路 、6 项 旅 游 优 惠 政 策 ，承 德 七 家 温 泉 山

居、阿那亚·雾灵山温泉度假区、梦马温泉

小镇等 12 个温泉康养项目现场签约，承德

热河康复养老中心、颐景园养老中心、长山

峪老年康养谷等 11 个项目签订合作协议

⋯⋯承德以“温泉+”赋能全域旅游，打造

温泉旅游度假、温泉医养康养、温泉养老

养 生 多 业 态 发 展 模 式 ，协 议 总 投 资 达

79.36 亿元。

兴隆县雾灵山，层峦叠翠、流水潺

潺。山谷中的阿那亚·雾灵山将全面打

造环京区域人文生活目的地，6 月底前，

汤泉业态将投入使用。

在阿那亚·雾灵山项目建设现场，

阿那亚控股集团副总裁何春江说：“我

们将通过打造汤泉小镇、文创中心、汤

泉商业街三个组团，深度演绎汤泉美

学生活体系。”

承德不仅温泉资源出众，其他文

旅资源也是独树一帜。这里是我国

著名的文化名城，现存有中国三大古

建筑群之一的避暑山庄和外八庙，皇

家文化、古建筑文化、佛教文化和中原

儒文化在这里汇集。

“既要发挥好温泉旅游的特色优

势，还要发挥好其他旅游业态配套互

补优势，这样才能在相互之间取得变

加为乘的效益。”王亚军说，作为“京

津 冀 水 源 涵 养 功 能 区 ”“ 京 津 冀 西 北

部 生 态 功 能 区 ”，承 德 林 草 覆 盖 占 到

全域总面积的近 80%。承德的目标是

多点并进、综合发力，打造全域旅游新

格 局 ，力 争 到 2027 年 ，全 市 年 接 待 温

泉旅游医养养老人数 500 万人次以上，

成 为 京 津 冀 乃 至 全 国 知 名 的 温 泉 医 养 养

老目的地。

径山茶客品雅趣径山茶客品雅趣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黄黄 平平

近期，杭州市余杭区径山村“径山筑”

茶空间成为网红打卡点。在这里，不仅可

以品尝到“全茶宴”，沐浴“茶香浴”，还可以

参与宋式点茶。来自上海的游客方女士在

茶艺师的指点下，握竹制茶筅，快速击拂杯

中茶汤，再将茶筅微微提起，茶汤颜色渐

浓，沫浡渐出，通过往茶盏 7 次注水，完成了

“七汤点茶”，现场感受了宋人喝茶的雅趣。

在感受宋韵茶文化的同时，每到逢年

过节，在径山镇的茶庄园内，击茶鼓、张茶

榜、点茶汤、吟茶诗，一场场脱胎于人类非

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径山茶宴”的“径山茶

汤会”同样也吸引了众多游客。

余杭种茶已有 1200 多年历史，是浙江

省茶叶的主产区之一。径山镇是浙江名茶

“径山茶”的核心产区。谷雨过后，径山茶

农在忙过“种茶”“制茶”“卖茶”之后，又开

始向游客“讲茶”，带游客“玩茶”，“径山茶

汤会”的开发和演练就是余杭发展茶文旅

的一个新点子。

随着“径山茶宴”入选人类非物质文化

遗产代表作名录，径山茶也成为余杭文化

的金名片、乡村振兴的金钥匙、实现共富的

金叶子，余杭正在全面推进径山茶的品牌

化、数字化、规模化、品质化、融合化建设，

真正让茶产业成为余杭的绿色富民产业。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为振兴茶产业，

余杭从茶文化、茶产业、茶科技入手，全产

业链统筹发展茶产业。去年出台了“径山

茶产业发展行动计划”，从品牌升维、市场

拓展、品质升级、科技人才、产业融合、文化

挖掘等方面对茶产业的提升作出安排部

署。同时，区财政每年安排径山茶发展专

项资金约 1 亿元。

除了鼓励大手笔投资与全方位服务，

余杭区还注重种茶、做茶、卖茶、讲茶，做足

茶文化大文章。未来 5 年，余杭计划培养种

茶大师、炒茶大师、销售大师各不少于 100

名，并引进专业技术人才不少于 100 名。

“文化是径山茶的魂，也是最核心的竞

争力。”余杭区政协主席、区茶文化研究会

会长沈昱告诉记者，要讲好径山茶文化故

事，就要让更多的人了解径山茶、认识径山

茶、喜欢径山茶。去年，从组织参加各类茶

博会，走出去举办径山茶品茗活动、茶文化

论坛、电商推广，余杭区茶文化研究会使出

“十八般武艺”，开展多层次、多角度、多形

式的径山茶品牌宣传推介。今年以来，已

有 50 多万游客涌入径山茶园。

5 月 21 日，由浙江大学 CARD 中国农

业品牌研究中心、中茶所《中国茶叶》杂志、

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茶业品牌建设专委

会、浙江大学茶叶研究所等单位联合开展

的“2023 中国茶叶区域公用品牌价值专项

评估”课题结果出炉，其中，余杭径山茶品

牌估值达 31.65 亿元，涨幅 15.76%。

如今的余杭，茶文化带动了茶经济，

茶区变成了旅游景区，7 万多亩茶园见证

着 历 史 的 厚 重 和 2 多 万 户 茶 农 致 富 的

历程。

走过戈壁历练创业品格

陈发明

5 月份，甘肃敦煌、瓜州一带的戈

壁滩热闹起来了。玄奘之路戈壁挑

战 赛 、“ 千 人 走 戈 壁 ”等 赛 事 相 继 举

办 。 风 餐 露 宿 穿 越 100 多 公 里 的 茫

茫戈壁，来自都市的企业家、创业者

们卸下西装革履、精致妆容，把自己

丢进飞沙走石的戈壁，承受大自然的

磨砺。

粗犷的戈壁滩为何令企业家们着

迷？赛事运营者又为何会在自然环境

严酷的戈壁滩上办赛？有旁观者戏

言，这不过是“有钱人在戈壁滩上找虐

的游戏”。果真如此吗？不然。

在真正走进这片戈壁、体验这片

戈 壁 的 人 们 眼 里 ，这 绝 不 是 简 单 的

“找虐”。在融入这片戈壁、期待这片

戈 壁 的 人 们 眼 里 ，这 也 不 是 一 场 游

戏。在这个张骞走过、玄奘走过、古

丝绸之路上的商旅驼队走过的戈壁

滩上，参赛者们体验到了什么？又感

悟到什么？

以玄奘之路戈壁挑战赛为例，阿

育 王 寺 ，锁 阳 城 ，大 墓 子 母 阙 ，常 乐

驿，昆仑障，黄谷驿⋯⋯从赛道沿途

一个个具有浓郁文化气息的地名中

不难看出，这场赛事的载体不只是一

片戈壁，而是有着千百年积淀的文化

平台。走过这片戈壁，也不只是单纯

比 赛 ，而 是 一 场 体 验 式 的“ 现 场 教

学”，授课老师是天地，是古人，也是

自我。

很多亲历者坦言，最大收获的是

面对挫折困境的应对能力。无论是创

业阶段还是日常经营管理，绝大多数

企业家面临的都不是风和日丽的一片

坦途，这与戈壁滩上瞬息万变的环境

何其相似。置身戈壁踏上赛道，会遭

遇怎样的天气，会遇到什么困难，就像

创业路上“开盲盒”，黄沙漫天还是烈

日暴晒，市场波动还是研发受阻，都要自己面对、挑战自我。玄奘

面对困境，曾立下“不至天竺，终不东归一步”的誓言，在今天的戈

壁滩上，被赛事组织者、参与者们阐释为“理想、行动、坚持、超越”

的精神。

走过戈壁，另一个重要收获是提升在团队协作中的领导

力。组队参赛是戈壁赛事的一个大特色，这既是应对复杂环境

的现实考量，也是企业经营管理的应有之义。如果能在“头羊

群”中融入团队、提升团队，那么回到各自的企业中，带队能力必

定会有提升。正如一名多次参加玄奘之路戈壁挑战赛的企业家

所说，这是一个特别让人成长的平台，个人的身体素质、与人交

往的技巧、管理企业的能力都在提升。

作为参与者，感悟的是企业文化；作为组织者，看到的是一

片产业蓝海。近年来，在户外运动方兴未艾的消费市场中，荒无

人烟的茫茫戈壁是独特的资源库，是天然的引力场。运营成熟

的赛事，只是戈壁滩作为户外运动兴起的“流量入口”，从赛事向

产业拓展，从自然向文化融入，从商业向公益延伸，如何深化“文

化+体育+旅游”的高质量融合，变沙海为蓝海？甘肃西端的戈

壁滩上，正在探索尤为难得的观察样本。

现代户外运动与大自然融为一体，在回归自然中唤醒厚重

文化，基于文化内涵提升赛事品牌黏性，立足赛事运营基础培育

产业活力，或许正是戈壁滩的魅力所在。

炒茶能手在杭州炒茶能手在杭州

市龙井茶手工炒制技市龙井茶手工炒制技

能大赛上比拼技艺能大赛上比拼技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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