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化观光受挫，用什么力量让
一座古城跨越时光，仍保持独有的
灵魂和生机？

梳理国内外古镇旅游发展历
程，不难发现，“2.0”版本——休闲
度假型发展模式开始异军突起。

该模式将文化与商业结合，引
入休闲商业属性的餐饮、住宿、娱乐
等业态，结合古镇环境来营销独特
的文化休闲消费氛围。商业的注入

虽为古镇输入新活力，但实践中问
题随之出现：文化商业创意滞后，业
态雷同，导致同质化竞争突出；高度
商业化使得大量异地商品、文化“侵
略式”进入，本土原住民搬离，造成
本地文化空心化和虚假化，古镇原
真文化的魅力逐渐消失。

“业态植入是古镇可持续发展
之要，除了对历史、对传统的敬畏与
尊重，更要对引入古镇的新业态、要

素、产品进行筛选，严格控制在空间
承载力和精神承受力范围之内，实
现有机融合、协调发展。”铜梁区安
居镇政府相关负责人介绍，结合古
城传统街巷、历史文化遗址等独特
资源，他们推出了“农旅融合”新理
念、引入了“智慧旅游”新业态，发展
起“旅游养老”新模式，重点推出了
安居“贡”字号系列旅游商品和安居
记忆、安居故事系列老酒以及醉鹌
鹑、鹅卵石拖鞋、翰林酥、手工面等
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旅游商品，积
极实施了打糍粑、包粽子、拉麦芽
糖、补铁锅等参与性高、体验性强的
游乐项目，精心培育了明日见、红妃
樱桃、白肉枇杷、不知火等多个乡村
精品采摘园，真正让游客玩得开心、
留得下来。

截至目前，安居古城景区培育
各类商户500余户，打造“贡”字号
系列旅游商品、翰林酥、百合粉等
100余种特色旅游商品，打造翰林
山居、迎龙门老茶馆等20余处经营
场所；持续推动产业融合发展，培育
农村新型经营主体6个，生产经营
规模达 987 亩，发展特色经果林
3850亩、水产养殖560亩、苗圃基
地600亩，发展蔬菜种植600亩；治
理水土流失面积9.3平方千米，完成
退耕还林6710亩，建成高标准农田
1.2万亩。

安居古城，一个业态多样化、店
铺品牌化、古城特色化的新空间、新
场景正在加速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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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美的文化植入、合适的
业态注入，有助于古镇旅游不
断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美好生
活需要，但一个知名旅游目的
地的打造，还必须具备‘大尺
度’的视野和前瞻性的规划。”
铜梁区安居镇政府相关负责人
介绍，当前，对标匈牙利霍洛克
民俗村、日本越后妻有、印尼巴
厘岛乌布等成功经验，安居古
城正全力推进古镇“3.0”版本
——生活体验型的打造。

该模式注重在地传统文
化的传承，同时有选择性地引
入创意或艺术，增加文化传承
发展的生命力；低调注入现代
生活要素和时尚旅游元素，既
满足现代人的物质和精神消
费需求，又不破坏古城人文脉
络和生活习惯；强调人与自然
的和谐共生，保留传统生活方
式和自然居住形态，凭借和发
挥自身独特气质和传统生活
方式，吸引游客前往。

抓纲举目，统筹协调促发展。在景
区容貌提升上，注重和谐统一的景区风
貌，完成景区内古街房屋外立面保护性
维修改造、旅游环线公路建设、场镇灯
饰工程安装。在景观景点保护上，修缮
修复景区天后宫、元天宫、药王庙、城隍
庙等20余处历史文物建筑；增设玉皇
楼、爬山廊、雪庵艺术馆等10余处景观
景点，提升了古城景区核心竞争力。

久久为功，全面改善生态环境。纵
深推进河长制，全面开展污水乱排、岸
线乱占、河道乱建整治专项行动；切实
抓好污染防治，开展农村面源污染治理
行动，大力推进人居环境整治，让古城
既有“面子”更有“里子”。

积厚成势，因地制宜兴农文旅，助力
乡村振兴。集体经济项目“精”，先后申报
落地四面村60亩明日见柑橘采摘园、龙
兴村40亩红妃樱桃采摘园等，精品果蔬
产业构架初步形成。产业发展布局“优”，
布局“绿道”产业，发展彩色植物苗圃基地
1000亩，发展蔬菜观光农业园1500亩。

“作为铜梁文旅发展的‘主阵地’，
安居古城正在按照原乡风情‘山头不
推、稻田不填、道法自然’的发展理念以
及追求‘城市有乡村更美好、乡村让城
市更向往’的理想生活，推动景观提档
升级，突出自然生态；抢抓成渝地区双
城经济圈建设机遇，立足成渝两大中心
城市，向外加大与成都、遂宁等地的优
质文旅资源整合力度，向内进一步联动
合川钓鱼城、大足石刻等知名文旅项
目，努力唱响‘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
得住乡愁’旅游品牌。”铜梁区安居镇政
府相关负责人表示。

目前，安居古城已获得“重庆市十
佳文明旅游风景区”“全国特色小镇”

“巴蜀文化旅游走廊新地标”等荣誉称
号。2020年，景区累计接待游客168.8
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约8.1亿元。

接下来，安居镇将全面贯彻落实全
市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抓住重点任务，
在关键处落好子，坚持“产业兴旺、生态
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
的总要求，努力把安居古城打造成为全
国知名的高品质慢生活休闲旅游区。

王静 刘廷
图片除署名外由铜梁区安居镇政府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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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镇被誉为在地文化的活载体，
是文旅融合的重要抓手。在我国，从
率先打出“中国第一水乡”的周庄，到
最先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安徽省西递
——宏村古村落，从江浙的同里、乌
镇、西塘到山西的平遥、云南的丽江
等，古镇旅游的兴起已长达20多年。

“文化观光型”是古镇旅游给游客
的第一印象，强调文化本身的价值，定
位地方民俗文化大看台，以原始建筑
景观和人文风貌为核心吸引物，向游
客展示最传统的民俗文化元素。

“此模式在古镇开发的初阶段的
确惊艳四座，吸引大量游客蜂拥而
至。”铜梁区安居镇政府相关负责人介
绍，可随着游客“审美疲劳”的出现，文
化观光型古镇过度强调文化价值而非
文化的可消费性，文化转化形式单一，
景区静态呆板、旅游消费单一、停留时
间短等问题随之暴露出来。

安居古城自隋朝设县（原名赤水
县）以来已有1400多年历史，有着丰
厚的文化底蕴，宫庙文化、翰林文化、
抗战文化、龙文化等璀璨多姿。

城内有市、区级文物古迹200处，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1项。“安居八
景”——化龙钟秀、飞凤毓灵、波仑捧
月、石马呈祥、琼花献瑞、紫极烟霞、关
溅流杯、圣水晚眺让人叹为观止。徜徉
古城，吊脚楼、老商铺、九宫十八庙……

数量庞大、保存完好的古建筑群如画卷
般铺陈在眼前。

景区还因地处琼江、涪江交汇处，
“危城三面水”，形成了“两江六岸”的独
特自然风光。传说凄美的九龙石、鳄鱼
石、青蛙石、骆驼石亘古不变，静心庇
佑；安居国家湿地公园内，芦苇、草场广
袤，水中野鸭嬉戏，空中白鹭成行……

“自然之造化、人文之厚重，成就
了安居的资源禀赋，但我们的开发建
设泥古而不拘古。”该负责人表示，在
对古城的打造上，他们一贯重视文化
植入，专门成立了安居古城历史文化
研究会，多方搜集地方民俗、传统文
化，定期出版安居古城景区旅游季刊，
创作了长篇小说《安居古城》、旅游书
籍《龙凤呈祥·天下安居》等系列书刊，
让古城文化跃然在纸上。

同时，古城也十分重视“文化的可
消费性”，依托古城厚重的人文历史，
在景区建成开放了刘雪庵音乐艺术
馆、萧泉山书画展示馆、国学馆等文艺
场馆；挖掘底蕴丰富的民俗文化，寻找
传统文化手艺人、民间技艺老匠人，相
继推出了县令出巡、水云龙、龙舞表
演、花轿迎亲等一系列极具特色的民
俗文化活动，让古城记忆历历在目、民
俗生生不息，进而丰富了游客触摸古
城记忆、感知历史文化的体验，增加了
文化传承发展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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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态创新 新场景托举起“诗”和“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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