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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显示，2016年至 2018年，

方城接待游客总人数 1207万人次，

实现旅游综合总收入 42.1亿元……

旅游，正逐渐成为方城现代服务业

的龙头和核心“增长极”。

文化资源是旅游发展的核心

资源，文化创意是提升旅游产品质

量的重要途径，文化的生产、传播、

消费与旅游活动密切相关。

方城既有国家 4A级景区七十

二潭景区、七峰山生态旅游区、国

家级水利风景名胜区望花湖景区，

省级森林公园大乘山生态旅游区、

燕山水库湿地、德云山风情植物园

等自然资源，又有南水北调中线工

程最佳观赏点方城垭口、中原地区

建筑规模最大的千年皇家道观炼

真宫、中原地区规模最大的风力发

电场等众多风景名胜。著名的“望

梅止渴”“张良三拾履”“固若金

汤”“贫贱之知不可忘，糟糠之妻不

下堂”等历史典故都发生在方城，

方城发展文化旅游产业的资源禀

赋得天独厚。

在方城县委、县政府的高位谋

划下，充分发挥自然旅游资源优

势，挖掘文化内涵，全面打造文化

旅游产业，古老而美丽的方城文化

旅游异军突起，一二三产方兴未

艾、竞相发展。

积极申报文化产业项目，不断

加强项目建设。方城县旅游、文化

部门牵头，续建七十二潭景区、七

峰山生态旅游区，新开发打造德云

山风情植物园、鸿旺牧业休闲公

园、三贤山景区、张骞生态庄园。

打造游客服务中心和环七峰山、望

花湖内外环线，新增一批民宿宾

馆，构建一日游、多日游精品线路，

加大万亩花海、牡丹花展、服装文

化会展等节会推介力度。

投资近 13亿元，全面建设升级

了境内的国、省干线路网和农村路

网，同步建设了游客服务中心和环

七峰山、望花湖内外环线等旅游道

路，分类建设了杨集镇大河口村、

二郎庙镇庄科村等一批乡村旅游

示范点，把山水文脉、旅游景点、人

文景观有机融合，构建乡村游、文

化游、生态游、红色游、休闲养生游

为一体，一日游、多日游相结合的

精品线路。

与此同时，为适应高铁时代的

到来，方城积极调整优化全县经济

社会发展战略布局，实施了总投资

30亿元的“三河一廊”工程，成功创

建国家园林县城、国家卫生县城、

全国文明城市提名县城。

促进文旅融合 产业方兴未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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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渝高铁郑襄段正式开通，标志着方城首通高铁，不仅有效解决了本地居

民快速出行问题，也为外地游客到方城旅游提供了便利条件。

方城，古称缯国、阳城、裕州，处于中原文化和荆楚文化的交接地带，有

7000多年的文化史。这里是丝绸之路源头、古缯国遗址、中华曾氏祖根地、法

圣张释之和空军英雄杜凤瑞故里、中国“睁眼看世界第一人”丝绸之路开拓者张

骞封侯地、红二十五军鏖战独树镇纪念地……

方城，地处伏牛山与桐柏山交界地带，南襟湘汉，北引河洛，东挟江淮，西胁

武关，有着八方通衢的重要交通地位。高铁呼啸而来，沿线的七峰山隧道和跨

南水北调干渠赵河特大桥，已成为一道道亮丽的风景！

近年来，方城县将旅游产业发展作为全县五大重点工作之一，列入“七大格

局”战略规划，以“县域景区化、景区全域化，连点成线、串珠成链，旅游链条贯三

产、旅游元素进万家”为发展目标，以全域旅游示范县创建为主线，明确目标，稳

步推进，全县旅游业又好又快发展。

迈进高铁时代，方城文旅事业也将迎来备受瞩目的“高光时刻”！

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

雄关依旧在，宏图与日新。文化

是根、文化是魂、文化是力、文化

是效。方城领导班子领导深知，

历史文化是不可再生的珍贵资

源，也是优秀民族文化得以传承

发展的基础。保护、挖掘、推介好

丰厚的历史文化资源，并在传承

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对于推动

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具有

十分重要的意义。

方城县委、县政府提出“大文

化”发展理念和战略构想，深入挖

掘方城文化的主题、品牌、产品、

产业，把历史文化与现代文化穿

越贯穿，让文化传承与现代创新

相互借鉴。

利用方城历史文化资源、方

城非物质文化遗产等资源，理清

文化家底，梳理方城文脉，打造品

牌，培育文化产业。以民间力量

为主导，以新兴媒体为主要载体，

以在线内容为主要形式，融合现

代文化服务管理体系，整合非遗

产品、文创产品、演艺活动，打造

方城文化产业综合体；邀请裕华

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对杨楼

楚长城、小史店摩崖造像、独树红

二十五军等文化、文物、旅游资源

进行规划、整合，制定了概念性保

护规划，做好前期投资准备工作，

精心打造城市新名片。成功与深

圳文化产权交易所对接合作并把

方城县文化广电传媒集团有限公

司列入重点服务对象，目前已成

为深圳文化产业交易所正式挂牌

服务企业。

积极筹办“世界和自然遗产

日暨南阳考古遗产与文化普惠”

系列活动，组织县一高贫困学生

100余人，邀请北京联合大学考古

学研究中心、河南省文物考古研

究院专家，赴社旗县毛堂遗址参

观考古发掘现场，提高学生对文

化遗产保护重要性的认识，增强

文化遗产保护意识，推动文化领

域的普惠活动，极大丰富了贫困

家庭青少年及留守儿童的文化

生活。

进一步完善长城基础保护和

长征重要点段文物保护工作，加

大非遗保护力度，在全县范围内

开展了非遗普查调查工作，申报 5
项南阳市第五批市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名录项目。有计划地开展了

“非遗进校园”活动，先后把“方城

石猴”“黄石砚”“泥塑”等名录项

目送上全县青少年学校课堂。

深挖文化历史 丰富城市内涵

人旺百业兴，随着旅游井喷式

发展，方城县始终坚持民生为先、

和谐为本。充分发挥景观优势，致

力精准扶贫，“旅游+扶贫”让好风

景变好“钱景”。

深挖旅游资源，鼓励景区周边

农民包装农家庭院建筑，或以土地、

房屋等资源入股合作社，发展休闲

观光农业，参与旅游接待服务，探索

出“政府引导+公司运营+合作社+贫
困户”的乡村旅游运营模式，形成了

景区与农家互促共荣的乡村旅游发

展格局。重点扶持一批有旅游开发

潜力的贫困乡镇和贫困村，带动当

地的贫困户就业、脱贫。

眼下，方城境内的景区内，各具

特色、雨后春笋般的农家乐等扶贫产

业，让不少贫困人口分享到旅游产业

发展的红利，实现脱贫致富梦想。

旅游景区完成金融扶贫效益

分红 4743 万元，受益贫困户 4569
户；光荣合作社效益分红 42万元，

840 户贫困户受益；设置岗位安置

贫困户 230 人就业。县财政拿出

20.8万元，扶持农家宾馆发展。在

七峰山生态旅游区附近的磨沟村

和德云山风情植物园附近的庄科

村发展农家宾馆示范户 21户，吸纳

贫困群众 17人就业。通过扶持发展

农家乐、小餐饮和旅游产品加工经营

等措施，带动 69户贫困户，发展旅游

业服务项目 15个，其中，从事小餐饮

19户，从事农家乐 16户，从事旅游商

品销售 22户、采摘游 12户。

加强人才培养，提升扶贫人员

素质。2018年，共组织镇村干部、农

家乐业主、乡村旅游从业人员等开

展专项培训和观摩考察 8批，参训

人数达 700人次，并选送 5个乡村旅

游扶贫重点村负责人参加了全省乡

村旅游带头人培训班，2个乡村旅游

扶贫重点村负责人参加了全市乡村

旅游带头人培训班，通过开展培训

开拓了广大业主的视野，提高了旅

游经营者和从业者参与旅游的积极

性，激发了镇村干部发展乡村旅游

的热情。组织德云山风情植物园开

展了花卉苗木种植技能培训，总计

培训种植工人 400余人次，并安置

季节性工作。在县文化广电和旅游

局网站开辟旅游扶贫专栏，大力宣

传国家省、市、县旅游扶贫政策。

发挥行业优势 助力脱贫攻坚

锚定发展总目标，全县多策并

举，以观念创新为先导，以体制改

革为突破口，以培育文化市场为重

点，努力提升传统文化产业，大力

发展新兴文化产业，形成门类齐

全、结构合理、特色明显、效益良

好，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文化

产业体系。方城大地的高质量发

展之势风鹏正举。

顺应优质旅游发展新时代要

求，加快全域旅游建设步伐，大力推

进大七峰山 5A 级景区创建，大乘

山、望花湖、德云山风情植物园等创

A升 A，狠抓核心景区提质建设，全

面提升方城旅游品质和品牌形象，

打造“方城旅游升级版”，力争全年

接待游客总人数达到 600万人次。

以促进旅游产业转型升级、提

质增效为主线，以推进全域旅游发

展为总抓手，深入实施“旅游+”发展

战略，促进旅游产业与其他产业融

合发展。加快培育旅游市场新主

体，构建旅游产业新体系，拓展旅游

发展新空间。着力提高旅游管理和

服务水平，规范旅游经营秩序，实现

全县旅游产业发展再上新台阶。

提升文化旅游知名度、美誉度

和市场影响力，营销宣传必不可

少。把旅游宣传营销放到更高层

面、更重要位置上进行谋划，巩固

提升春季连翘花节、牡丹花展、万

亩油菜花海赏花节等节庆文化活

动，打造方城节庆活动品牌；健全

完善旅游营销的奖励、激励机制，

突出整体高效、长短结合、承前启

后、效果突出的思路；完善旅游宣

传营销的功能，努力做到宣传营销

引导和市场分析反馈“两条腿”走

路，彰显宣传营销的作用和功能，

以引领和促进旅游工作及旅游产

业发展水平的整体提升。

加强依法治旅、依法兴旅，不

断提升游客满意度。按照“属地管

理、部门联动、行业自律、各司其

职、齐抓共管”的原则，加大对当前

旅游市场秩序和游客反映强烈问

题的联合执法力度，坚持标本兼

治、多措并举、综合治理，逐步形成

旅游市场监管由单枪匹马、被动应

付向综合治理、主动作为转变，不

断提高旅游监管工作的制度化和

法治化水平，并形成市场综合监管

的长效机制。建立社会监督员制

度，强化媒体的舆论监督，支持媒

体曝光旅游市场秩序典型事件，逐

步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旅游服

务质量监督机制。保障游客合法

权益，优化旅游消费环境。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当

前，厚重的古方城，通过当代方城

人的创新思维、创意策划，正大踏

步走进游客的视野和内心。伴随

着高铁时代的到来，我们期待守正

创新、务实重干的新方城书写出

“蓄势待发、争相竞发、捷报频发、

活力迸发”的动人篇章！②8

强优势补短板 发展优质旅游

七十二潭山门

张骞广场

普严禅寺 红二十五军鏖战独树镇纪念地

炼真宫全景

七峰山生态旅游区

德云山风情植物园

方城县民间舞蹈表演大会

杜凤瑞纪念馆

牡丹争艳

望花湖日出

方城县“四馆两中心”

七十二潭天池

文/图：本报记者 陈 琼 全媒体记者 王方方

特约记者 陈新刚 孙 宇 通讯员 王跃奇 徐永辉 张 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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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云山云虹烟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