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业态多元

赋能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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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10月，落户马洋溪生态旅
游区的文旅地产项目安若小镇正式对
外开放。一年间，项目配套的自然学
堂、松子书局、木本酒吧、永亨医馆、骑
迹户外俱乐部、奇思妙想营地先后落
成完善，一个集“医、康、养、食、宿、旅”
等服务于一身的文旅康养综合体基本
成型，为来到旅游区的游客提供了体
验“康养慢生活”的好去处。据统计，开
业以来，安若小镇共接待游客5万人
次，拉动消费约550万元。

安若小镇并不是个例。20年来，
发现之旅、桃李春风、建发山外山、福
隆心乡谷等 16 个集旅游、休闲、度
假、居住、医养为一体的文旅地产项
目先后落户马洋溪生态旅游区。能成
为这些综合体项目的“香饽饽”，缘于
旅游区自身独特的魅力。福隆心乡谷
项目总经理黄华钧表示：“项目之所
以选址在旅游区，就是看中了这里优
越的地理位置和周边丰富的旅游资
源，为汇聚人气提供了无限可能。”马
洋溪生态旅游区党委书记杨志贤表
示：“这几年落户旅游区的文旅地产
项目也正不断转型升级，致力打造居
养、养老的模板。”

民宿是旅游区的另一块金字招
牌。2011年，随着乡村旅游的兴起，马
洋溪生态旅游区吸引了八方来客。“当
时旺季的日客流量最高达上万人，但
一日游的客人占绝大多数。为了留下

更多游客，推动本地旅游产业全面发
展，旅游区开始对外招商，布局民宿产
业。”马洋溪生态旅游区管委会主任陈
跃华回忆说。2013年，长泰区第一家民
宿水云间落户马洋溪生态旅游区，此
后十余年间，这里的民宿如雨后春笋
般遍地开花。截至今年8月底，全区共
有民宿78家，床位3800个。民宿产业
渐成集聚发展之势，“质”与“量”比翼
齐飞，旅游区涌现出山重七舍、花田
社、往来庄等极具特色的优质民宿。其
中，往来庄、恒居获评2023年全国丙
级旅游民宿。

为进一步完善旅游产业链条，旅游
区积极引导社会资本发展餐饮业，盘活
旺亭村沿街闲置房屋，开辟“旺亭美食
一条街”，并于2021年10月隆重开街。

“以旺亭美食街为全区餐饮经济核心，
我们鼓励‘一店一特色’，激励商家创
新，不断推出十全大补鸭、竹筒饭、蜜汁
酥肉等特色美食，吸引各地游客拾味而
来。”陈跃华说。目前，旺亭美食街共入
驻特色餐饮店22家，这里正逐渐成为
长泰远近闻名的“深夜食堂”。

入住山水田园间民宿放松身心，
到安若小镇来一次康养度假，前往旺
亭美食街寻味地道农家菜……如今，
马洋溪生态旅游区的各大文旅产业走
过“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1.0 时
代”，迈向了“从有到优、高质量发展”
的“2.0时代”。

一条马洋溪，四座古村落，一溪穿四
村，一村一景致，百里百风情。马洋溪生态
旅游区的美，毋庸置疑。如何将这里丰富
的旅游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让
马洋溪的美被更多游客看见，是旅游区历
届党政领导班子必须要解的题。

“我认为，做好全区旅游品牌的建设
与推广工作是重点。这不仅能打响旅游区
的名气，还能增强市场竞争力，让马洋溪
的旅游资源真正‘活’起来。”杨志贤表示。

近年来，马洋溪生态旅游区创新推出
“以区带村”管理模式，把品牌建设作为提
升旅游产品、优化旅游环境的重要抓手，
立足旅游区四个村的自身特色，着力打造

“康养十里”“尽享旺亭”“雅韵后坊”“古韵
山重”4张名片，形成“春赏花、夏漂流、秋
登高、冬温泉、文之旅、慢生活”全域旅游
业态。

山重村、后坊村获评省级金牌旅游
村；山重村获评海峡两岸民间交流基
地（同名同宗村）；天柱山欢乐大世
界获评国家4A级旅游景区、省
级森林康养基地；长泰漂
流、龙凤谷小黄山景区
获评国家体育产业示
范基地；龙人古琴

文化村获评国家级海峡两岸交流基地、国
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基地；旅游区获评福建
省全域生态旅游小镇、福建省森林康养小
镇、福建省旅游度假区……近5年来，马洋
溪生态旅游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紧抓品
牌创建工作，盘活旅游“一江春水”，全域
旅游的品牌影响力得到有力提升。

目前，马洋溪生态旅游区共有国家4A
级景区2个、福建省历史文化名村2个、福
建省金牌旅游村2个、市级以上研学基地5
个。串联各个景区景点，旅游区还推出了

“森林揽胜之旅”“浪漫甜蜜之旅”“经典文
化之旅”“研学科考之旅”“运动休
闲之旅”“乡愁与诗之
旅”“闽台文化
之旅”等8
条精

品旅游线路，诚邀广大游客走进山水田
园，诗意马洋溪。

今年年初，马洋溪生态旅游区荣获
“省级旅游度假区”称号，这是旅游区品牌
创建道路上的一块重要里程碑。“立足‘省
级旅游度假区’这一新起点，马洋溪生态
旅游区将继续用心用情做好品牌建设，由
点到面讲好旅游故事，朝着争创‘全国旅
游度假区’的新目标，昂首阔步前行。”杨
志贤说。

近年来，随着马洋溪生态旅游区
的旅游发展、文化繁荣，旅游区深入
实施扩内需、促消费活动，在传播乡
土文化、做好乡村旅游的同时，实现
农旅深度融合，让居民的腰包鼓起
来，精神文化富起来。

2022年以来，旅游区举办了“宴若
桃李”采摘季、马洋溪露营嘉年华、马洋
溪“清凉一夏”旅游节、龙人古琴文化
季、非遗文艺汇演暨非遗圩日、马洋溪

“淄博”烧烤节、月见长泰·星光音乐会、
“赛大猪·祈丰年”民俗活动、户外山径
赛等共30余场文旅活动，吸引了众多
年轻消费群体以及亲子游群体前来打
卡。近5年来，全区年旅游收入节节高
升，年均旅游收入约5亿元。

近年来，马洋溪生态旅游区大力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厚植民生福祉，群
众生活实现精彩“蝶变”。

基础设施日益完善。2022 年以
来，马洋溪生态旅游区投入650万元
完成乡道积旺线Y550路面沥青工程，
并完善高速公路、国省道沿线交通标
识。2023年，完成总投资610万元的乌
石美丽乡村、山重大社饮用水改造等
山重村试点示范项目建设；新建改造
农村公路约5.652公里，完成全年任务
的140%；提速十里黄土至旺亭天柱
山、后坊马厝至古山重景区及旅游大
道白改黑等道路工程。

生活环境更加宜居。2022年，马
洋溪生态旅游区全面落实“河长
制”，投入60多万元清淤清障，马洋
溪流域水质达二类标准；大力推进
畜禽养殖整治、污染防治等工作，推
动 16 处污水处理设施完成验收；
2023 年，加快推进马洋溪生态水
系、马洋溪生态缓冲带建设工程前
期工作，纵深推进创城攻坚行动，居
住环境显著提升。

统筹推进社会事业。2022 年以
来，旅游区主动向上申请设立并筹建
马洋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并促成复
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厦门医院与马洋
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共建“医联体”，
让旅游区居民享受到来自上海的先进
医疗服务；马洋溪中心小学、马洋溪中
心幼儿园和山重幼儿园等学校先后
建成并投入使用；马洋溪敬老院竣工
并进行室内设施布置。养老、教育、医
疗等民生领域飞速发展，旅游区正逐
步实现民生服务多元化、精细化。

回顾二十年，流光溢彩。展望新征
程，风华正茂。“站在建区20周年的新
起点上，马洋溪生态旅游区将围绕长
泰区打造‘东南沿海知名文旅康养胜
地’的目标，继续创建文旅品牌、构建
文旅产业、拓展文旅市场、推动乡村振
兴，以崭新的姿态拥抱全域旅游新时
代。”杨志贤信心满满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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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泰漂流被誉为
“福建第一漂”，是中
国皮划艇激流回旋运
动的摇篮。

建发山外山
邻里中心开业

马洋溪利用
各种旅游资源，
深化“研学＋”发
展模式，让更多
学生走进长泰、
了解长泰。

外国友人
遇上千年古琴，
感动又心动。

李隆欣 摄

十里蓝山景区四面
环山，环境优美。

2004年10月，长泰区马
洋溪生态旅游区经漳州市人民
政府批准成立，一幅山水田园
画卷在漳厦接壤处、长泰区东
南部就此徐徐铺开，马洋溪生
态旅游区逐渐成为长泰旅游发
展一张响当当的金色名片。

回首来时路，郁郁满芳
华。建区20年来，马洋溪生态
旅游区在长泰党委、政府以及
管委会历届党政领导班子的
带领下，从一张白纸起步，绘
就靓丽蓝图。文旅产业高质量
发展，民宿、文旅地产、餐饮等
产业遍地开花；多元化创建旅

游品牌，旅游区及其景区景点
先后荣获多项国家级、省级殊
荣；文化事业繁荣兴盛，公共
配套日益完善，人民群众安居
乐业。截至2023年底，旅游区
工商总税收达 2.51 亿元。
2019—2023年，旅游区共接
待游客达776万人次，旅游直
接收入24.98亿元。

廿年砥砺奋进，廿年风华
正茂。作为旅游资源集聚的宝
地，马洋溪生态旅游区正焕发
出勃勃生机，尽显田园山水、诗
画风情，蜕变成为大众心中宜
居、宜业、宜游的“诗和远方”。

长泰马洋溪鸟瞰图

奋进强国路 阔步新征程
——喜迎新中国成立七十五周年·长泰区马洋溪建区20周年发展成就巡礼

经济部 责任编辑/朱秀敏

版式设计/黄志平

电话：0596-2597196 3
2024年10月8日 星期二
漳州新闻网：www.zznews.cn

——写在长泰区马洋溪生态旅游区写在长泰区马洋溪生态旅游区建区二十周年建区二十周年之际之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