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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经济

开州城区，连绵起伏的山峦、鳞次栉比的高
楼、色彩缤纷的彩林、澄明如镜的汉丰湖，绘出
了一幅如诗如画的绝美画卷； 大德镇“七彩仁
和”乡村旅游风景区，不少孩子在家长的陪伴下
体验空中走廊、丛林穿越……初冬时节，地处三
峡腹地、秦巴门户的开州区，从汉丰湖畔到“七
彩仁和”，从竹溪生态园到满月马扎营，从出门
皆为景的宜居城区到推窗即见绿的大美乡村，
遍地的绿意早已模糊四季。

近年来，开州区因地制宜发展“四色”旅游，
围绕“一帅”“一湖”“一山”“一村”做文章，精心
规划旅游线路、做大做强营销阵地、做亮做特节
会活动、做实做强营销团队，把“帅乡帅湖?开心
开州”金字招牌擦得更亮。今年 1 至 10 月，开州
区接待游客达 1487.96 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达
96.71 亿元，接待人次同比增长 39.58%，旅游收
入同比增长 29.57%。

如今， 开州汉丰湖入选全国美丽河湖优秀
案例，并被确定为第一批 15 家国家水上（海上）
国民休闲运动中心试点单位， 成为重庆唯一一
家； 汉丰湖国家水上国民休闲运动中心荣获
2023 年川渝体育旅游示范基地； 汉丰湖休闲带
被评为第三批重庆市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
区；开州区《党性坚强贡献卓越———刘伯承同志
生平业绩展》获评 2023 年度“弘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展览推介
项目；铁峰山国家森林公园开州区域；开州先后
获评“中国宜居宜业典范县”“国家园林县城”
“国家卫生县城”“中国香肠之乡”； 开州高新区
成功入选中国（重庆）自由贸易试验区联动创新
区；开州关面乡成为“中国木香之乡”。正在创建
全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
加快建设“一极两大三区”现代化新开州。

做细做实旅游精品线路
打造深度多元旅游体验
前不久， 开州区图书馆联合开州区青少年

活动中心开展“帅乡少年行童眼看世界”研学公
益活动，激励乡村学生学会自理、自学、自律、自
护、自强，促进他们健康成长。 这是开州区创新
研学游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开州区整合旅游资源，当好旅游服
务业的“媒人”，在研学课程的打磨上下功夫：引
进国内知名旅行社，策划刘伯承同志纪念馆、开
州博物馆、开州举子园、龙头嘴森林公园、开州
盛山植物园等研学点的研学课程和团建课程，
实现每个点两个主题、 两套课程、 两个师资团

队，让内容不同质、消费有所值。
“开州区坚持全域旅游理念，打好‘红色牌’

‘三峡牌’‘生态牌’‘乡愁牌’， 全力建设以帅乡
红色研学、汉丰湖蓝色度假、雪宝山绿色康养、
乡村金色体验为主体的‘四色’旅游胜地。 ”开州
区文化旅游委相关负责人介绍。

有了逍遥地，还得有人来。开州区建立区内
外双向联盟，出台《全域旅游奖励扶持办法》，通
过“一卡式消费”，实现 4 条精品旅游路线及沿
线餐饮、住宿、文创等产业互让互惠，提升游客
体验感。抓住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万开云
同城化发展的有利契机， 与周边区县同级景区
进行战略合作，共推 5 条精品线路，满足游客需
求，让游客蜂拥而至。

做大做强宣传营销阵地
焕发文旅产品发展活力
“东汉建安 21 年，刘备入川，途经巴郡东北

一地，尝柑橘之甜，不禁叹曰：‘汉土丰盛也!’蜀
汉政权随即将此地单独设县，取名“汉丰”，成就
景物繁华和商贸集散之地……”在开州博物馆，
开州博物馆馆长王永威在给游客们讲解开州文
旅故事。

为了提升开州区旅游知名度、 做响开州区
旅游品牌，开州区在宣传营销上做了大量工作，
利用各种宣传阵地，讲好开州文旅故事，激活文
旅产品新活力； 通过区文化旅游委与区融媒体
中心、华龙网、新浪网等媒体深度合作，与移动、
电信、联通等企业合作，多角度、多形式推广宣
传开州区全域旅游新形象；做红“开州云上文旅
馆”实体店，用最直观、最真实的商品展示，增强
游客购物欲望。

开州区树立“人人都是开州旅游形象代言
人”意识，将宣传活动扩大到群众中去，实现本
地群众“拍出去、引进来”、外地群众“走进来、传
出去”的宣传效果。

开州区还将旅游品牌推广纳入全区对外宣
传工作， 把营销开州作为全区各级党政机关公
务出访、对口支援、开展经贸交流活动的重要内
容，让开州旅游行千里致广大。

做亮做特营销节会活动
唱响开州旅游“四季歌”
在这些年举办的各种交易会、博览会和“重

庆好礼”等推介活动中，都能见到开州展台的身
影。 这是开州区借助这些平台，向全市、全国推
荐开州特色旅游商品的创新之举。

近年来， 开州区积极组团参加各类推介活
动， 借助东西部协作、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
设、万开云同城化发展等契机，召开专场旅游推
介会，让南门红糖、紫水豆干、开州汉绣等开州
文旅特色商品走向全国，打响“帅乡帅湖·开心
开州”品牌。

“我们还开展浪漫开州花满城、逍遥开州乐

满城、水韵开州香满城、年味开州情满城等四季
旅游活动，做好产业培育和宣传营销，唱响开州
旅游‘四季歌’。 ”开州区文化旅游委相关负责人
说，同时创新开展体育赛事营销活动，举办汉丰
湖半程马拉松赛、 汉丰湖龙舟邀请赛、“畅游汉
丰湖”旅游公开赛等国际赛事，着力打造 1-2 个
知名品牌赛事。

开州区还深挖提档传统文化活动，利用“文
旅在线”栏目，开展特约文旅小记者等线上线下
互动活动，提高市民挖掘开州文旅参与度。与万
州、达州、云阳举办 2022 年“5?19 中国旅游日”
系列活动，联合开展线路发布与推介、区域特色
活动、乡村旅游大篷车、惠民优惠等活动，让开
州旅游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万开云
同城化发展。

做实做强旅游营销团队
赋能文旅营销创新发展
帅乡之美，水城之恋；湖光山色，开心开州；

山水乡愁， 爱上开州……驾车行驶在万开、云
开、城开高速公路上，随处可见这样的旅游宣传
标语， 让脚步匆匆南来北往之人有了停下脚步
到开州一游的冲动。

开州区以“云上文旅馆”为物化阵地，在大
型商场、高速路服务区、高速路沿线、一级客源
市场等重要公共场所通过设置宣传牌、 建设营
销窗口，让开州旅游的宣传营销无处不在。

“开州区与国内一流营销团队进行项目合
作， 负责宣传营销的方案设计和文体旅招商引
资项目的包装。 ”开州区文化旅游委相关负责人
表示，与此同时，开州区还根据《全域旅游奖励
扶持办法》，制定《全域营销奖励实施方案》，对
旅游包机、旅游专列、旅游直通车、组团旅行社、
大型自驾团队、 研学旅行团队来开的给予组团
奖和人头奖。出台对区域内或行业内影响力强、
市场推广效果好、 社会效益显著的个人或企业
的奖励政策。

该负责人介绍，开州区还与万州、达州、云
阳、奉节、巫溪等周边区县抱团发展，促进成渝
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万达开川渝统筹发展示
范区建设，实现旅游资源共享、游客互送，共同
做大旅游“蛋糕”。

（记者 董存春 整理）

唱响“四季”旅游歌 打好“四色”旅游牌
开州区全力打造“大三峡大秦巴结合部国际旅游度假区”

汉丰湖。（开州融媒体提供）

本报讯 （记者 任美莲 陈久玲 文
/ 图） 挖沟、施肥、回填……12 月 7 日，金
坪乡袁都村田间地头热闹极了，村民们在冬

日暖阳下，为秋月梨树施底肥。
“用腐熟农家肥、沼气渣铺在沟底，再铺

一层微生物有机肥，效果会更好，能保证明

年果子的增产增收。”村民翁万堂告诉记者。
今年金坪乡种植的秋月梨一经上市便

被一抢而空，仅仅 15 天就全部售完。从田间
到“网红梨”，凭品质实力出圈，成为了梨界
的翘楚。

据了解，金坪乡共种植秋月梨 2000 亩，
今年是挂果的第二年， 通过专家技术指导、
村干部示范带头、服务小分队田间引领三者
相结合的精细化、规范化管理模式，种植出
了高产量、高品质、高价值的秋月梨，今年产
量达 30 万斤。

“采果后一定要尽早施底肥，越早施效
果越好， 施微生物有机肥能够改良土壤，有
利于根系生长，吸收充足养分，这样发芽才
能饱满，来年结大果。”袁都村党支部书记王
承华说。

据了解， 采摘后的冬季管护尤为重要，
果树经过一年的生长、开花、结果，消耗了大
量的养分，急需及时补充养分，及时施入基
肥，有利于树体生长周期的营养消耗，增加
树体贮藏营养量，以利于恢复树势，增强树

体抵御冻害的能力。 同时，此时梨树正好进
入秋根生长高峰期，施肥造成的伤根能早愈
合，并促发大量新的吸收根。此时，加强秋月
梨冬季管护为来年秋月梨增产丰收打下基
础。

2019 年，县委、县政府决定把金坪乡作
为烟台—巫山两地农业产业合作的集中实
验示范区，打造烟台（巫山）农业产业园，确
定发展高效特色产业。

如今， 金坪乡已陆续在袁都、 五星、连
山、金坪村发展 2000 亩秋月梨，其中袁都村
680 亩。

下一步，金坪乡将继续加强冬季果园管
理，围绕果农实际情况和产业需求，定期邀
请专家常态化开展技术培训，为种植户进行
秋月梨技术指导培训，解决群众在管理中存
在的疑惑和问题， 推动秋月梨提质增效，保
障来年果树挂果率和果品质量。

本报讯 （记者 卢先庆 通讯员
张勇 文 / 图） 12 月 7 日，随着福田镇早
熟柑橘成熟上市， 重庆城市职业学院组织
负责市场营销管理的师生团队， 发挥带农
助农的专业优势， 深入松柏村柑橘园进行
直播带货，帮助果农销售柑橘。

“这里的柑橘，全是生态种植，果肉甘
甜多汁，非常美味……”直播现场，学生主
播穿行在柑橘林里，通过手机画面，向直播
间的观众展示柑橘的生长环境和成熟后诱
人的场景，发挥电商直播促进消费、创新引
领、数字赋能作用，吸引了众多观众下单订
购。

产业种下只是前提， 产品卖好才有出
路。 市城市职业学院师生还进一步创新助
农带农新模式，对福田镇 21 个村本土人才
开展了为期两天的电商直播现场业务培
训。 他们通过理论讲解和实操引导，为学员
们讲授账号运营、短视频拍摄、后期剪辑、
直播间管理、 带货技巧和粉丝流量转化等
内容。

“通过此次培训，学习了很多农产品直
播销售技能， 我希望通过电商直播平台把
更多家乡特色农产品带出去， 让更多人走
上致富路。 ”来自高桥村的本土“新农人”肖
燕玲在培训现场现学现卖， 实现家门口就
可以玩转直播的梦想。

据悉，近年来，福田镇立足生态农业、绿色发展，柑
橘种植面积 20000 多亩，主要品种为 W·默科特、“卡拉
卡拉”红肉脐橙、“龙回红”早熟脐橙等。 今年预计产出
8500 余吨，实现产值 6800 余万元。

本报讯 （记者 王忠虎 鲁作
炳 文 / 图） 12 月 5 日，记者在大溪
乡一粉条加工厂看到， 工人们正整理
晾晒的粉条。 洁白如玉的粉条在阳光
的照射下，如银丝一般晶莹剔透，成了
当地一处亮丽的风景。

“我们的粉条都是用红苕淀粉加
豌豆粉，按传统的制作工艺，纯手工做
出来的。 ”工厂负责人周传平介绍，现
在每天要加工红苕 8000 吨左右。截至
目前，已收购红苕 30 万斤，每天出粉
条在 600 多斤左右。 加工粉条按 100
斤红苕淀粉配上 10 斤豌豆粉，做出的
粉条柔润嫩滑，爽口宜人，倍受青睐。

其制作工艺还被列为重庆市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

因大溪乡有粉条加工的传统，大
溪粉条已成了该乡部分村民增收的经
济产业之一。 据大溪乡副乡长李忠美
介绍， 该乡以家庭作坊为主的粉条加
工厂有 13 家， 年生产粉条总产量约
2000 吨，年产值在 600 万元左右。 特
别是每年的冬腊月， 便是加工生产粉
条最忙的时候，以便及时供应元旦、春
节市场。

而今， 该乡生产的粉条主要销往
巫山县城、重庆主城，有的还销售到广
州等地。

金坪乡：2000亩秋月梨进入冬管

村民正在施肥。

大溪乡：粉条加工年产值约 600万元

加工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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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城市职业学院学生在田间直播带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