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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提出，后疫情时代，短途
周边游、乡村游、自驾游、营地游
成为新风尚。这是后疫情时代户
外旅游展现出来的一个特点、热
点，更是一个发展机遇期。茂名
市户籍人口超过 800 万人，周边地
市人口同样庞大，随着近年来高
铁高速和县域快速通道的逐渐完
善，珠三角、周边地市、广西海南
等短途游的客源数量可观；茂名
山海河湖岛一应俱全，作为拥有
全地形特征的中国优秀旅游城
市，茂名市近年来对自身旅游资
源优势不断加以利用和提升，目
的就是为了带给各方宾客和本地
市民良好的旅游体验，吸引越来
越多人加入茂名各类短途游特色
游的行列。

报告指出，要把握旅游新趋
势，跳出单一“打卡式景点”产品供
给，挖掘历史、农业、教育方面的特
色资源，多元探索旅游市场垂直细
分领域，强化消费黏性，打造具有
记忆点的地方旅游品牌。

这里提到产品供给的重要性，
“产品供给”当然说的是旅游产品，
包含了旅游目的地打造的方方面
面。而产品供给的成与败，离不开
对“特色资源”的利用和对“旅游品
牌”的塑造。茂名露天矿生态公
园、晏镜疍家墟、冼夫人故里旅游
景区等，正因为融入了油城奋斗记
忆、疍家渔文化、优秀历史人物等闪
光点，因此在旅游市场上广受欢迎。
所以必须跳出单一“打卡式景点”，深
入挖掘资源、利用资源，塑造品牌，打
造更多定位精准、品类丰富、来了还
想再来的文旅休闲旅游地。

报告指出，要坚持以文塑旅、
以旅彰文，串珠成链建设南部滨
海、中部田园、北部山区旅游带，形
成集田园风光、海洋风情、乡村生
活、自然生态等于一体的旅游示范
带，让山里、海边、城区都有可玩可

游可体验的旅游业态。
这为茂名山海旅游串珠成链，

指明了方向和路径。目前我市正
在努力建设一批乡村振兴示范
带，深入挖掘当地的文化旅游资
源是示范带建设的一项重要内
容。把示范带沿线山海风光、人
文景点、田园村庄串珠成链，大力
发展乡村旅游，促进文旅融合、康
旅融合，这一点今年以来茂名已
在实施。茂名要继续充分利用好
自然禀赋，用好规划这一指挥棒，
打造高水平多样性的旅游示范
带，把准文旅产业当前和未来的
发展风向。

以文塑旅，文旅融合，是保持
旅游景点活起来火起来长久下去
的重要手段，缺乏文化内涵的旅游
地空洞无味，没有生命力。茂名有
着丰富的本土文化，茂名坚定文化
自信，借助独特的“趁墟”文化，推
进五个样板墟建设，让乡村保留乡
愁乡韵，又成为富有乡土文化魅力
萦绕农家烟火的特色景区。

报告指出，要利用茂名“暖冬”
气候优势，积极对接东北、西北、华
北“三北”地区，发展避寒康养旅游
经济。

茂名气候宜人，很适合北方人
前来过冬。近年来茂名在推动康
养产业发展方面做了很多努力。
近期，茂名入选中国候鸟式养老冬
季理想栖息地。利用茂名得天独
厚的气候和海山河湖滨海绿城的
自然资源，优势叠加，一方面科学
规划有序发展，通过招商引资，提
升硬件设施，一方面加强品牌推
广，提升地域知名度，实实在在把
茂名的气候资源优势，变为吸引各
方人士前来避寒康养旅游的经济
优势。

融合发展文旅产业，目标明
确，路径清晰，茂名之域，大有可
为。

融合发展文旅产业

茂名之域 大有可为
融合发展文旅产业。后疫情时

代，短途周边游、乡村游、自驾游、营地
游成为新风尚。要把握旅游新趋势，
跳出单一“打卡式景点”产品供给，挖
掘历史、农业、教育方面的特色资源，
多元探索旅游市场垂直细分领域，强
化消费黏性，打造具有记忆点的地方
旅游品牌。要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
文，串珠成链建设南部滨海、中部田
园、北部山区旅游带，形成集田园风
光、海洋风情、乡村生活、自然生态等
于一体的旅游示范带，让山里、海边、
城区都有可玩可游可体验的旅游业
态。要利用茂名“暖冬”气候优势，积
极对接东北、西北、华北“三北”地区，
发展避寒康养旅游经济。

因地制宜选模式 水清岸绿生态美

这次全会报告在“奋力提升文化自信，在以文化人、昂
扬精神上展现新担当新作为”章节，专门用一整段阐述了
茂名要融合发展文旅产业。既分析了后疫情时代带给文旅
产业的难得机遇，又审视了茂名拥有的地理禀赋和人口优
势，还对茂名走文旅产业融合发展之路的目标和路径进行
了清晰勾画。

◀上接A1版 并将任务分解到各地，
由市领导和各地主要领导签订“十四
五”攻坚任务清单，压实各地治理主
体责任。市生态环境局积极指导各
地开展县域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专项
规划编制工作。市政府督查室将农
村生活污水治理民生实事作为重点
督办事项，每月通报进展情况。

多方筹集资金
整合推进治污建设
市生态环境局积极指导各地

谋划项目入库，争取中央和省环

保专项资金开展农村生活污水治
理。其中，2021 年，高州市获得
国家农村黑臭水体治理试点示范
整治资金约 2400 万元，加快推进
农村黑臭水体整治项目建设，确
保 2022 年底前完成整治任务。高
州市还将乡村振兴驻镇帮镇扶村
资金的 30%以上用于农村生活污
水治理。茂南区统筹超 8000 万元
资 金 用 于 农 村 生 活 污 水 治 理工

作。信宜市 2022 年申请到中央水
污染防治资金约 6000 万元，并将
部分资金用于农村生活污水治
理。化州市通过将项目捆绑打
包，已申请到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约 7000 万元用于推进农村生活污
水治理工作。

因地制宜选模式
强化维护保运行

我市加强与中国环科院、省
环科院等科研机构的合作，针对
茂名地形地貌复杂，村多面广、
发展不平衡、经济水平及财政承
受能力有限的客观现状，实施

“水解酸化+生态塘”资源化利用
模式、生态沟渠和湿地自然消纳
降解模式、土壤生态处理技术进
行资源回用等多种模式。2022 年
新增的 100个民生实事示范村均已

确定运维管理单位，其中 14 个采
用第三方维护，48 个采用镇运维
模式， 34 个采用村委会运维模
式，4 个采用镇、村运维模式，通
过明确运行主体，保证设施正常
运行，充分发挥治污作用。

强化督导及社会监管
合力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

市生态环境局引入第三方技

术团队，加强对设施建设、运
维检查指导，组织对各地相关
人员技术培训。生态环境、农
业农村、水务、住建部门组成
联 合 检 查 组 到 各 地 检 查 督 导 ，
合 力 推 进 农 村 生 活 污 水 治 理 。
同时，市委宣传部牵头市委农
办与市广播电视台、茂名日报
社 联 合 在 《茂 名 日 报》 开 设

《农 村 人 居 环 境 整 治 红 黑 榜》，
宣传亮点，曝光整治不力的镇
村。今年累计在媒体播出红榜 8
期、黑榜 18 期。

■茂名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林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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