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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小城越来越美
鸽子窝大潮坪上，成群的

候鸟展翅飞旋、嬉戏捕食。不
远处的大桥上，许多观鸟爱好
者架着“长枪短炮”观鸟拍摄，
构成了一幅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的画面。

“得益于独特的地理位置
和良好的生态环境，全国每年
大概有近三分之一的鸟种在这
里繁衍生息。”秦皇岛观鸟爱鸟
协会会员周京春说。

良好的生态是北戴河的金
字招牌。“景色美，环境好”是很
多游客在这里流连忘返的原因
之一。近年来，北戴河区持续
实施生态优先战略，守护碧海、
蓝天、金沙、绿水。

坚持精准治气，创新建立
“实时监测、数据分析、超标报
警、指挥调度、网格管理”多功
能于一体的智慧监管体系。坚
持科学治水，实施完成入海河
流生态补水水质保障、沿河村
庄污水并网等工程，创新建立
入海河流及近海海域保洁全覆
盖体系和“日常+重点”巡查机
制，海水质量始终保持一类标
准，各主要浴场水质优良率为
100%。坚持实施生态廊道绿
化工程，着力打造绿色景观、绿
色生态，完成公园游园、主次干
道、小街小巷绿化提升 11 万平
方米。

出门即景、推窗见绿，北戴
河宛若渤海之滨的一颗绿色明
珠，全域一幅画，“处处皆景
区”。

依托海而不依赖海
“去北戴河看大海”是很多

游客的初衷。近几年，人们越
来越深刻地体会到：“去北戴河
不仅仅可以看海”。

森林、湿地、野生动物园、
鸟类博物馆、秦行宫遗址博物
馆、鸽子窝公园、碧螺塔海上酒

吧公园、怪楼奇园、石塘 in 巷、
联峰山、洲顿庄园、欢乐湾、劳
动人民文化宫、北戴河艺术村
落……围绕主要旅游资源，北
戴河区高标准打造了一系列旅
游新业态、新项目，推出了登山
观海线路、乡村田园线路、最美
自驾线路、寻梦秦皇线路、生态
观光线路、康养微度假线路、健
康骑行线路、精彩民俗线路、欢
乐冰雪线路等多条旅游精品线
路。

以京津后花园和国际一流
旅游城市先行示范区为发展定
位，北戴河区科学规划，积极拓
展发展空间，突出各点位优势，
打造各具特色的景观节点。在
生态观光游、农业休闲游、历史
人文游等传统旅游业态的基础
上，特色医疗游、健康养生游、温
泉度假游、研学游和婚恋旅拍游
等旅游新业态不断推陈出新。

以“旅游+”推动全区全域
旅游创新发展，北戴河区积极
推动旅游同文化、农业、研学、
婚恋、康养、体育、节事等领域
的拓展融合，实施传统商圈升
级改造，围绕“吃、住、行、游、
购、娱”六要素多点发力，不断
满足游客日益增长的旅游需
求。近年来，北戴河区成功举
办碧螺塔大型海上实景演出、
东海岸奇妙夜、“重回 80 年代”
主题夜市、海边赏月会、欢乐湾
滨海生活节、沙滩音乐节、欢乐
冰雪节等主题活动，持续擦亮

“运动之春、浪漫之夏、时尚之
秋、运动之冬”品牌。

与时俱进提档升级
“我们在园区内增设了民

宿，游客可以在景区房间内赏
北戴河著名的红日浴海壮美景
观。”鸽子窝公园景区总经理王
鹏说，游客的满意和舒适是他
们始终追求和坚守的初心。

围绕以人为中心的理念，

和让游客“多玩一小时、多消费
一次、多住一晚上”的目标，北
戴河区积极研究旅游发展趋
势。去年，北戴河区先后完成
了鸽子窝公园、怪楼奇园和石
塘 in巷等老牌景区和街区的改
造升级。

升级改造后的石塘路焕发
出了新活力。精心打造的家庭
游乐区、青年娱乐区、庆典活动
区、文创市集区，火车文化广
场、城市书吧、露天城市剧场和
网红文化墙等，满足了各年龄
层人士的娱乐、文化、消费需
求，不仅成为北戴河历史文化
与烟火气息相互交融的新名
片，也为市民和游客提供了休
闲娱乐的好去处。

总投资 4000 万元，改造面

积 4066 平方米，提档升级后的
怪楼奇园增设了康养文旅融合
服务平台，除对原有的经典艺
术陈列区升级改造外，还增设
了瑜伽、太极、八段锦等室外多
功能康养平台，通过激活片区
内部闲置资源，打造集主题酒
店、艺术展陈、论坛举办、营地
研学、健康体验等多功能于一
体的标志性康养文旅融合品
牌。

“游客的需求就是我们的
追求。”王鹏表示，每一次的提
档升级，都是要以更优质的内
容输出，更优质的细致服务、更
好的体验，笑迎八方游客。

科学合理服务游客
做旅游就是做服务，这是

北戴河人的共识。
走在北戴河的大街上，三

种语言（中、英、俄）标识的旅游
厕所、公交亭内的旅游导图、交
通路口穿红马甲的志愿者、适
时出现的指示牌、恰到好处的
景观小品……无一不透露着这
座城市的用心。

为了能够给游客提供个性
化、规范化、标准化和专业化的
高品质服务，北戴河区对近
1000 家涉旅单位的近 1 万名从
业人员进行线上培训，提升从
业人员素质和业务水平；践行

“投诉即有理”的理念，旅游投
诉热线 24 小时受理，自主搭建
智慧化城市管理平台，确权录
入了城市区 61 条道路 10725 个
城市基础部件和 7 大类城市管
理事项，使城市管理更精细、高
效；创新采取“动态信息共享—
道路交通指挥—停车场快速入
位—滞留车辆临近疏解”机制，
挖潜新增停车位，积极化解旅
游旺季停车难问题。

此外，北戴河区还扶持精
品民宿，鼓励餐饮业发展特色
美食、传统美食、创新美食，打
造“名吃”“名饮”“名菜”“名
店”。针对“候鸟旅游”“深度旅
游”“私人定制游”等等，北戴河
区做优做细旅游路线，确保每
位游客不虚此行。

北戴河区新时代文明实践
中心则统筹全区 208 支志愿服
务队的13391名注册志愿者，在
交通卡口、窗口单位、景点景区
等设置 130 余个学雷锋志愿服
务站，积极开展文明旅游宣传
活动和便民服务，不断擦亮北
戴河志愿服务品牌。

据统计，2022年，北戴河旅
游旺季接待游客 137.9 万人次，
门票收入 5584.2 万元，旅店业
入住 121.2 万人，同比分别增长
23.80%、21.93%、8.11%。
秦皇岛Plus新闻客户端

中国式现代化秦皇岛场景
“以人为本”推动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

夜晚的碧螺塔海上公园。

新春走基层 老村落的幸福新生活
作者：李楠

近日，文化和旅游部公布15家旅游度假区为国家级旅游度假
区，河北省秦皇岛市北戴河度假区上榜，成为2022年新一批国家
级旅游度假区，是河北省内唯一。这也是北戴河区继2019年荣
获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称号后，再次荣获国家级荣誉。

作为中国现代旅游业的发祥地，近年来，以旅游业为主导产
业的北戴河区始终坚持以人为中心，在发挥主要旅游资源优势的
基础上，盘活康养休疗资源，完善公共服务体系，打造滨海游、乡
村游范本，丰富休闲度假产品和夜间休闲度假业态，不断提高服
务标准，树立“投诉即有理”的服务理念，为游客创造安心舒适的
旅游环境，推动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

“咚咚咚……”1 月 6 日中
午，在河北省秦皇岛市青龙满
族自治县青龙镇龙潭村易地扶
贫搬迁安置点常玉芹新家的院
子里，一楼厨房里传来一阵剁
馅声，常玉芹正忙着准备午
饭。见到记者来访，常玉芹赶
忙停下手里的活儿，走到一旁
的水盆前，拧开水龙头，用清冽
的自来水清洗双手。常玉芹
说：“过去在老房子吃水都是靠
挑，好几百米挑到家也挺费劲
的，现在打开水龙头就用上，不
用就关上，太方便了。”

说起现在的小康生活，56
岁的常玉芹脸上挂满笑容。她
说，新房子不仅吃水方便，与以
前的老房子相比各方面都有很
大改善。“过去，让我憋屈的就

是出行。”常玉芹家的老房子在
偏远的三道沟自然片儿，到村
中心要走几里地的山路，“有一
次我儿子突发高烧，我爱人又
不在家，我只能一个人大冬天
背他去看病，等到了村医那儿，
我累得已经站不住了。”现如
今，常玉芹的新居距离村卫生
室只有300米。

沿着楼梯，常玉芹带着记者
走上二楼，楼上是客厅和两间卧
室。她介绍，原来的老房子是
1986年建的，只有60平方米，又
破又旧，如今的新房 100 平方
米，还是上下两层，“搬到这个小
洋楼里，我们家才花了1.2万元，
住在这里，心里都敞亮了。”

同样，在离常玉芹不远的
村民宋海家里，阳光透过落地

窗洒进来，屋子里暖得很，宋海
正在摆弄地上的年货，地上堆
了一堆排骨、肘子和整鸡。

3年前宋海家在大山沟里，
一家人全指着几亩薄田维持生
计，钱不够花，还需要他和儿子
打零工。“那些年日子不好过！
全家人挤在40多年前盖的泥瓦
房里。一到冬天，四处漏风，躺
在炕上冻得脊梁骨疼。”宋海回
忆说，最让他发愁的是就医和
孩子上学问题。“有一次，我大
孙子生病，救护车到了离村口5
公里的山沟就进不来了，最后
只能靠人背出去。”因为住得偏
僻，宋海家还得在孙子学校旁
租房子，让本就微薄的收入又
多一份开支，与现在的生活真
是天差地别。

“以前我们村 455 户 1275
人，分散在 22 个沟沟岔岔中。
村民生活不便。”龙潭村党支部
书记冯继昌对记者说，有些山
沟里只有两三户人家，买个酱
油需要跑 10 里地；村干部走遍
本村所有的山沟，至少要两天
时间。

随着近年来青龙推进易地
搬迁工程，龙潭村的 29 户村民
被纳入易地搬迁范围。“搬进新
家，能不能过上好日子，还得看
饭碗稳不稳。”冯继昌说。

在龙潭村，记者看到田地
里的大棚鳞次栉比，苍术、五味
子等各种中药材长势喜人。冯
继昌说，龙潭村自去年起种了8
亩多地的苍术，一亩地的产量
在 1500 公斤左右，净利润在 3

万元左右，是龙潭村促进农民
增收的一条新渠道。

2019 年，龙潭村开始发展
食用菌种植产业，建了 10 个食
用菌暖棚，如今食用菌产业已
经在龙潭村形成规模。目前龙
潭村种植黑木耳 50 万棒，年实
现盈利35万元左右。

同时振兴的还有龙潭村的
传统产业板栗种植，随着村里
交通的不断便利，村民掌握了
新技术，板栗产量一下子成倍
增收，今年产量已突破 500 吨，
人均增收 4000 元，创历史新
高。如今龙潭村已“翻身”跃居
青龙全县发展前列，这个大山
深处的村落，村民生活蒸蒸日
上，乡村面貌日新月异。
秦皇岛Plus新闻客户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