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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重庆南川区的睡佛山森林公
园露营基地，游客正在各自营位里休
闲娱乐，一派惬意景象。放假期间，这
里成为不少重庆市民近郊旅游的首选
目的地。

南川区的金佛山是世界自然遗
产，睡佛山森林公园地处金佛山北坡，
占地800多亩，是一个以常绿阔叶林等
森林植被景观类型为主的森林公园。
这里交通便利、有山有水，是亲近自
然、放松身心的绝佳选择。

完备的设施和周到的服务给游客
带来舒适的游玩体验。在睡佛山森林
公园营地内，水、电、购物、餐饮、沐浴等
基础设施一应俱全，营地划分为松涛、
童趣、飞瀑等5个营区，且每个营区内还
配置了数名营地管家。营地管家按照
40个营位1个管家进行配置，目前共配
置25个营地管家。管家为游客提供服
务、解决困难，同时引导游客文明露营。

近年来，南川区抓住露营旅游发
展机遇，依托绿水青山的自然资源禀
赋，通过打造特色露营基地、完善露营

基础设施、培育露营消费新业态、培养
文明露营意识等方式，多举措推动露
营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当地文化
旅游业注入了新动力。

南川区文旅委相关负责人说，发
展露营旅游，南川区具有独特优势。
南川区地处重庆1小时经济圈，交通便
捷。全域森林覆盖率达56%，拥有金
佛山、山王坪、神龙峡等众多优质文旅
资源，先后获得全国优秀旅游城市、国
际生态旅游示范区等荣誉称号。并且
依靠多年的发展，旅游业已经成为南
川重要的支柱产业，为露营经济发展
提供了完备的要素支撑。

露营走俏再加上有特色的产品，
就更有吸引力。为给游客带来不同的
露营体验，南川区对露营基地进行差
异化建设，打造出风格各异的营地。
南川金佛山万卷书台景区结合悬崖绝
壁、溪流瀑布、峡谷跌水等自然景观，
打造花卉观光基地，游客露营其中，仿

若“世外桃源”；天星星空露营基地建
了松果屋、鸟巢屋、树节屋等造型各异
的营房，以及以北斗七星为主题的帐
篷区，并配有森林秋千、梦幻巴士等娱
乐设施，凸显温馨浪漫情调……

“露营+”激发了旅游新活力。南川
区围绕“食、住、行、游、购、娱”六大要
素，探索培育出“露营+体育”“露营+研
学”“露营+演艺”“露营+休闲农业”等场
景适配度高、内容丰富多样的露营消
费新业态；融合夏夜、星空、房车、露
营、音乐等元素，打造高山房车露营基
地；在露营基地推出古风巡游快闪、沉
浸式游戏体验、飞跃丛林、越野卡丁车
等户外体验项目，为露营者带来更加
多元的游乐体验。

如何让露营经济更加健康有序发
展，是南川区委、区政府思考的重点。

“关键在于‘练好内功’。”南川区文旅
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南川区出台了《露
营营地管理暂行规定》《露营营地建设
和服务指南》等规范性文件，并发布了
《“无痕露营”倡议书》，对全区露营营
地建设开展标准化指导和常态化检
查，着力推动露营经济走上良性发展
轨道。

当前，南川区正在进行露营产业
发展规划的编制。南川区将以建设山
清水秀旅游名城为定位，以露营产业
为切入口，整合区域资源要素，加强优
质露营产品供给，带动旅游度假、生态
养生、休闲农业、文化创意、运动娱乐、
特色餐饮等多元产业联动发展，推动
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

金佛山：“露营+”激发旅游新活力
■ 吴陆牧

民宿承载着乡土情，是身边最近
的“诗”。在渝北，精品民宿宛如一颗
颗璀璨明珠，散落在竹林云海与翠绿
青山之间的古老村落中，游客们暂别
都市的喧嚣来到这里，或共赴山水之
乐，或闭门小酌清欢，品味“慢生活”的
快乐。

近年来，渝北依托特有自然风光、
生态环境和人文底蕴，梳理民宿资源
点位共120个，成立渝北旅游民宿产
业协会并编制了《渝北区旅游民宿产
业发展规划》，以重庆高端精品民宿集
聚区、旅游休闲民宿示范区、乡村文化
振兴产业发展先行者的总体定位，打
造一区、五带、五集群的空间布局。

同时，通过强化招商引资、推进重

点项目建设、成立民宿产业协会等举
措，打造民宿集群品牌，启动了高端民
宿建设，并建成了一批特色精品民
宿。至此，渝北民宿经济悄然兴起，从
点点星火到燎原之势，从缺乏特色到
多元生机，民宿产业成为渝北旅游开
发的重要领域，也成为旅游经济发展
新的增长点。

近年来，渝北区坚持生态优先原
则，以绿色发展引领全域旅游、乡村旅
游及民宿产业发展，融入文化元素，突
出民宿特色，在尽量保留房屋原有肌
理的基础上，挖掘特色亮点，形成“一
家一品一特色”分布格局，让来渝游客
不仅宿“山”宿“水”，更是宿“文化”。

龙槐古井为底蕴、古村群落为灵

魂……位于大盛镇天险洞村廖家湾
古村落的民宿就是很好的例子，它们
以“古村落+新民宿”双轮驱动，既保
持了建筑的原生模样，又加载了便
捷、舒适的现代服务功能，体现了人
文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这里山清水
秀、风光秀丽，处处散发静寂、文雅、
舒逸的氛围。尤其是四周看不尽的
山峦野花、古井廊桥、流水人家，游客
们深受吸引。

接下来，渝北区将坚持把旅游民
宿作为发展乡村旅游、实施文旅赋能
乡村振兴的有力推手，在保护乡村文
化、留住乡愁的同时，与绿水青山共
赢，让更多人在渝北寻找到心中的桃
花源。 （渝北区文化旅游委供稿）

四川扬琴又称“四川琴书”，早
期称洋琴，后改为扬琴，距今约有
200年历史，约形成于清乾隆年间，
至光绪时已有艺人100多名，并分为
南会、北会两派。演出形式原为数
人坐唱，各操一件乐器伴奏，以扬琴
为主，另有鼓板、怀鼓、三弦、京胡、
二胡等。以唱为主，以说为辅。

四川扬琴是四川省的地方传
统曲艺说唱艺术代表性曲种之一，
主要流行于重庆、成都、泸州、自贡
等地。

2008 年 6 月 7 日，四川省曲艺
团、成都艺术剧院、四川省音乐舞蹈
研究所申报的四川扬琴经国务院批
准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名录。

（本报综合）

渝北：“古村落+新民宿”模式推动旅游发展
重庆

四川扬琴

重庆广阳岛是长江上游最大
的江心岛，曾超过300万平方米
的开山、毁林导致生态被破坏。

2017年8月以来，重庆市按
照“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
要求，运用“护山、理水、营林、疏
田、清湖、丰草”生态修复策略，
系统推进自然恢复、生态修复，
原被破坏的边坡、湖塘、梯田、林
地等生态逐步得到修复。

目前，广阳岛植被覆盖率达
90%以上，岛上记录植物从生态
修复前的 383 种增加到现在的
594 种，新增记录鸟类 20 种，成
为名副其实的生态绿岛。

图为游客在重庆广阳岛游览。
新华社记者 王全超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