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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服务提升游客体验编辑部：

停 车 场 外 车 辆 排 起 长 龙 ，景 区 周

边 道 路 寸 步 难 行 ⋯⋯ 每 逢 旅 游 旺 季 ，

不少景区交通拥堵便成为困扰游客的

顽 疾 。 记 者 在 天 津 采 访 时 发 现 ，五 大

道 景 区 却 别 有 一 番 风 景 ：在 志 愿 服 务

队 和 安 保 人 员 的 协 同 引 导 下 ，游 客 从

容漫步，周边道路畅通。

天津五大道景区在硬件设施难以

突 破 客 观 约 束 的 条 件 下 ，通 过 创 新 服

务 探 索 破 解 景 区 拥 堵 新 路 径 。 据 了

解 ，天 津 五 大 道 通 过 建 立“ 警 民 联 动 ”

机制，组织 200 余名志愿者提供车位引

导、路线咨询等个性化服务，游客平均

停留时间缩短 30%，交通投诉量同比下

降 62%。

创新服务适用于历史文化街区——

在保护历史风貌的前提下，通过服务优

化提升接待能力，或是可持续发展的治

本之策。

当前，景区创新服务“八仙过海各

显神通”。在数字化时代，数字化转型

为 服 务 创 新 提 供 了 技 术 赋 能 。 通 过

5G、大数据等技术应用，景区可实现实

时客流监测预警、智能路线推荐、精准

信息推送等创新服务。比如，四川九寨

沟景区借助智慧管理系统，构建起空间

分流、时间调控、服务导流的全链路科

学 调 控 体 系 ，实 现 游 客 高 峰 期 的 从 容

应对。

然而，部分景区在服务供给上仍显

不足，难以应对客流高峰。如某些景区

因“游客凌晨等不到接驳车”引发关注，

暴露了景区在客流高峰期的管理短板，

也表明，创新服务必须构建应急机制，实现从“被动应对”到“主动

调控”的转变。

构建弹性服务机制需要系统化设计。首先是建立客流预警系

统，像杭州西湖景区推出“杭州景区舒适度查询系统”，“智慧”引导

出行，同时，采取动态调整的交通管理措施，让景区高效运行；其次

是需培养复合型服务团队，提升服务团队的应变能力；最后是要完

善应急响应体系，构建“预防—调控—应急”全链条管理系统，能有

效化解客流波动的冲击。

人文关怀是创新服务的应有之义。拥堵不仅影响通行效

率，还会引发游客情绪焦虑。设置临时休息区、增加便民服务

点、配备专业疏导人员等举措将有效改善游客的游览体验，当服

务能精准对接游客的情感需求时，物理空间的拥堵压力自然得

到缓解。

问题是倒逼服务升级的良机。从天津五大道“海棠馨愿”服

务队到“杭州景区舒适度查询系统”⋯⋯创新实践正在改写景区

管理的范式。文旅竞争的本质是服务体验的竞争，那些能将技

术创新与人文关怀有机融合的景区，将在品质旅游时代赢得持

久优势。

记者商瑞于天津
2025 年 6 月 9 日

安徽旌德 荒山长出“金疙瘩”
新雨初霁，安徽省宣城市旌德县旌阳

镇柳溪村还沉浸在朦胧水雾中。汽车在山

坳间穿梭，远处的香榧林和白茶田在云雾

间若隐若现。路旁的果园里，油桃挂在枝

头，散发着阵阵香气。

“3 月 份 采 茶 ，6 月 份 产 桃 ，9 月 份 香

榧 上 市 ⋯⋯”柳 溪 村 党 总 支 第 一 书 记 胡

黎 明 掰 着 手 指 细 数 不 同 时 节 的 富 民 密

码 。 依 托 白 茶 、香 榧 、果 园 、生 态 养 殖 四

大 基 地 ，柳 溪 村 近 年 来 实 现 增 收 60 余

万元。

“以前这里全是荒地，更别提经济效

益 了 。”胡 黎 明 感 慨 ，“ 如 今 通 过‘ 两 山 合

作社’，我们将闲置的土地、山林、水域等

资 源 进 行 整 合 ，才 实 现 了 因 地 制 宜 发 展

产业。”

2021 年 8 月份，柳溪村依托试点村股

份经济合作社，正式成立安徽首家“两山

合 作 社 ”，探 索 生 态 资 源 价 值 转 化 新 路

径。该合作社引导村民将分散低效的山

场 、林 地 等 生 态 资 源 以 入 股 形 式 整 合 至

村 集 体 ，再 由 村 股 份 经 济 合 作 社 统 一 通

过 自 营 或 招 标 引 入 经 营 主 体 ，实 现 规 模

化经营。

“通过整合零散山场，村里不仅能集

中 完 善 基 础 设 施 配 套 、招 引 企 业 专 业 运

营，还能结合文旅产业开拓康养服务，将

碎片化林业生态资源转化为优质资产，实

现村集体获利、村民增收。”胡黎明说。

“从没想到荒山长出了‘金疙瘩’。”54

岁的柳溪村村民张春芝回忆，“以前山上只

能砍柴，运输成本高、经济效益差，大家都

去外面打零工。”

“两山合作社”成立后，张春芝将荒山

入股合作社。柳溪村将该地块整合后改造

成白茶种植园。“现在我不仅能在家门口的

白茶基地从事管护、采摘等工作，还能拿到

稳定分红。”张春芝向记者展示村里发放的

《生态资源受益权证》。证书内的受益权分

红情况登记表显示，村里共支付 10 年土地

租金共计 1.7 万余元。

合作社运作中，会向村民发放《生态

资源受益权证》，明确资源入股比例和收

益 分 配 机 制 。 据 介 绍 ，该 权 证 有 效 解 决

了 村 民“ 有 资 源 无 钱 ”和 企 业“ 有 钱 无 资

源”的矛盾，成为生态资源价值转化的助

推器。

“《生态资源受益权证》是我们探索集

体林权改革的具体实践，有效规范生态资

源开发。”旌德县林业局林长办主任王晟

说，“通过精准界定受益人、具体事项、收益

金额等要素，村民受益权以权证形式实现

标准化，既保障村民合法权益，又便于管

理，为后续创新金融产品、打通生产要素流

通堵点难点奠定了基础。”

2024 年 4 月份，旌德县发出安徽省首

本自留山“三权分置”经营权证，并现场完

成授信签约。

最新数据显示，旌德县共有“两山合

作社”试点村 18 个，实施股份制经营林地

面 积 2.65 万 亩 ，核 发《生 态 资 源 受 益 权

证》2806 户，入股农户收益共计 670.61 万

元。其中，发放林地地票 97 户，入股林地

面 积 824.47 亩 ，农 户 前 10 年 收 入 共 计 达

43.62 万元。

在推进生态资源开发的同时，旌德同

步强化生态资源保护，坚持“利用与保护并

重”的可持续发展路径。

2023 年 2 月 9 日，旌德县人民检察院在

办理一起滥伐林木刑事案件时发现，当事

人 行 为 破 坏 生 态 环 境 、损 害 社 会 公 共 利

益。经诉讼，当事人以认购碳汇方式承担

森林生态环境损害责任。

“这是我们办理的首例以认购林业碳

汇方式替代履行森林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

任的案件。”旌德县人民检察院一级检察官

刘成瑛回忆，“当时侵权人直接修复难度较

大，替代性修复流程繁琐。考虑到旌德县

是安徽省碳汇项目开发交易试点县，该县

庙首林场又是全国首批碳汇交易地，我们

尝试以认购碳汇形式替代生态修复。通过

与当事人磋商达成‘碳汇认购协议’，将生

态损害赔偿资金转化为碳汇认购，既提升

生态产品价值转化效率，又保障生态修复

效果。”

“旌德县森林覆盖率接近 70%，本身补

植复绿需求较弱，直接修复不符合地方实

际。”刘成瑛介绍，“过去生态损害赔偿金作

为政府非税收入全额上缴国库，纳入一般

公共预算统筹使用，无法实现生态修复精

准补偿。如今通过碳汇认购‘交易’模式，

资金可直达林场等修复主体，主体清晰便

于专款专用和监督管理。”

据了解，80%的碳汇认购赔偿资金将

通过组织当地低收入村民开展异地补植

复 绿 ，助 力 乡 村 全 面 振 兴 与 生 态 文 明 建

设，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作为全国首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实践创新基地和第六批国家生态文明

建设示范区，安徽省旌德县深入践行“两

山”理念，从生态产品价值评价、开发、保护

等方面构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截至

目前，旌德县先后被确定为该省林长制改

革示范区先行区、全国森林经营试点单位

和安徽省林长制国元护林保示范区，其探

索的生态资源受益权制度成为该省唯一入

选国家林草局《林业改革发展典型案例》

（第二批）的实践。本版编辑 徐晓燕 美 编 王子萱

□ 本报记者 梁 睿 李思隐

安徽省宣城市旌德县兴隆镇三山村，错落有致的民居与梯田、道路、山峦、

云雾等相映成景，构成一幅美丽的田园生态画卷。 肖本祥摄（中经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