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址：佛山市南海大道北57号 邮编：528200 传真：83873205 新闻服务电话：81212532 发行服务电话：83872000 广告热线：81212629 互动网站：www.nanhaitoday.com

互动微博：t.sina.com.cn/zjsb 互动微信：珠江时报（微信号prtimes）广告许可证号：440600100003 佛山珠江传媒印务与发行有限公司印 地址:佛山市禅城区港口路17号

A02 要闻 2023年9月4日 星期一

责编沈煜 美编彭珍

坐拥“珠江文明灯塔”禀赋、

拥有完善文旅载体的西樵，在南

海乃至佛山，一直是出色的“文旅

担当”。

2023年佛山市政府工作报告

提出，要大力发展全域旅游，优化旅

游产品和服务，提升文化旅游、健康

旅游、露营旅游等业态。去年，市委

十三届四次全会提出，要高质量建

设“十大现代服务业产业集聚区”，

其中包括佛山西樵岭南文旅产业集

聚区（简称“集聚区”）。

集聚区进展如何呢？作为

“委员聚焦”核心访谈嘉宾，西樵

镇宣传文体旅游办副主任、西樵

镇文化发展中心副主任熊境华表

示，西樵不断聚合文旅优势资源，

创新文旅活动，促进集聚区文旅

市场恢复，多元业态融合发展。

2022年11月，作为全国首个在

地性、全域型的南海大地艺术节

在西樵开幕，正展期接待游客近

120万人次，直接带动文旅收入

超5亿元；推动携程文旅产业联

盟南海大会暨佛山精品民宿产业

招商会召开，吸引14个重点文旅

项目落地集聚区，有力推动全域

文旅强势发展。特别是2023年
春节、清明、五一、端午等重要节

假日，西樵镇文游市场韧性十足，

持续走在一条强势上扬的曲线

上，屡屡刷新成绩。

南海区政协委员、南海樵山

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黎

子桦对于旅游市场的回暖感触颇

深。他说，除了西樵宋城项目正

在加紧建设，他所在的公司在全

国各地运营着11个项目。这个

暑假，公司运营的各地项目演出

场次和游客接待量都有新的突

破，近日杭州景区更是一天上演

了21场的千古情演出。“整个文

旅消费的热度起来了，我们公司

对广东的市场也很有信心，不断

追加西樵项目的投资，增加新的

体验内容和演出内容。”

“数据显示，今年五一期间西

樵全镇共接待游客50万人次，同

比增长翻一番；春节假期，西樵全

域旅游游客高达92万人次。”南

海区政协委员、广东懿德文旅投

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黄

淼玉认为，西樵拥有丰富的文旅

资源，未来有着巨大的发展潜力

和经济增长空间。

然而，随着大众旅游需求的

日益多元化，更加注重互动性、体

验感的旅游业逐渐成为主流。在

南海区政协委员、佛山市南海中

旅假日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苏振杰看来，西樵在文旅方

面有很扎实的基础，但就目前所

呈现的现状来看，西樵的影响力

和知名度还只是集中在某些短期

项目如大地艺术节，和节假日

上。游客更多来自区内其他镇街

或佛山市内，对于本地经济的转

化率不算高，也不能满足西樵文

旅出圈的需求。

“传统观光模式占多数，部分

优质生态资源有待进一步挖掘，

还未能很好满足新时代旅游产业

发展的需求，文旅产业对第三产

业乃至GDP的带动作用尚未显

现。”熊境华直言，集聚区建设行

动早、推进快，取得了较好的成

效，但也遇到一些挑战，且单靠镇

街难以解决，需要在更高层面加

强统筹规划。

委员们纷纷表达如此“心

声”：从西樵出发，实现南海乃

至佛山文旅赋能经济腾飞高

质量发展之路，这是一道

必答题。

以文化为核破题一体化缺点啥？

步入经济复苏期，西樵文旅

如何抓住发展机遇，拥抱变革，创

造增长？

南海区政协委员、政协西樵

镇工作委员会主任麦志成直言，

这场“委员聚焦”活动的初衷，正

是希望汇聚政协力量，为西樵打

造专属本土的文旅IP“一路长虹”

出谋划策。

作为深耕旅游业的专业人

士，苏振杰认为，经历疫情三年的

旅游沉寂，游客的出游理念、出游

方式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除了

大假期的长途旅游之外，人们比

以前更加热衷于在周末旅游，形

式大致也分为两种：一种是休闲

度假式，更多以自驾游形式呈

现。第二种是打卡式旅游，也就

是近期非常流行的“特种兵”式出

行，选点多、时间短，关键就是要

提前做好攻略精准打卡。但无论

是休闲度假还是“特种兵”出游，

都更加注重出行带来的体验感，

这种转变，会更加考验目的地对

于自身文旅资源的发掘钻研、转

化活化和宣传推广。

“西樵可以水上南海为题，充

分利用镇内的文旅资源，以水为

带，打造一个水上西樵风光带。”

苏振杰建议，从吃住行游购娱六

个方面，既是对旅游城市的一个

衡量标准，也是旅游资源转化为

经济效益的输出口，打造“水上西

樵风光带”的意义正是服务于此。

面对文旅复苏增长命题，黎

子桦建议，要从定位、抓手和协同

三个方面做作出努力，包括要做

好宣传定位，除了本地存量，还应

该把“眼”和“手”伸出去，带来新

的增量；要多点“造节”，立足自身

资源优势落地更多有带动能力、

有品牌号召力的文旅项目，不断

拓展产品供给，去引导消费，创造

消费；做好协同的工作，发挥文商

旅联盟作用，在政府牵头下，各相

关市场要素有效连接，持续针对

不同群体开展不同主题的文商旅

推广和落地活动。

在黄淼玉看来，西樵文旅从

讲好一座山的故事，到全域旅游

联动发展，建立成立文旅产业联

盟或协会，促进资源共享、信息交

流和项目合作，可探索通票模式，

从而推动旅游休闲融合发展。她

建议，西樵以教育、文化、娱乐、展

览、演艺、旅游为抓手，发展特色

文旅产业一条龙服务，加强产业

协同和合作，政府、企业和社会各

界需形成合力，形成良好的发展

生态系统。

对于政协委员提出的“金点

子”，西樵镇宣传文体旅游办公室

主任陈静雅表示，将从政策先行

先试、转化“大地艺术节”成果、拓

展多元化新“夜”态、加大文旅产

业招商力度、打造水陆联动全域

式旅游等“八个方面”聚焦发力。

尤其是打造水陆联动全域式旅

游，以文旅推动乡村振兴，持续擦

亮“樵湖十八曲”水上文旅品牌，

以水为脉将全域文旅资源串珠成

链，以此推动沿线村居提升乡村

振兴建设水平、打造特色景点、活

化文旅资源，塑造水与城共美、水

与产共荣的水岸生活圈。同时，

探索古村旧墟复兴路径，推进儒

溪、松塘等古村落传统风貌保护

和生态文化保育，活化太平墟、民

乐墟等旧墟闲置空间，为古村旧

墟导入新兴业态，让西樵文旅更

加“出圈”。

放眼未来，随着文旅业加快

发展、人气持续提升，西樵山这张

文旅名片一定会“一路长虹”。

文/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记者戴欢婷 通讯员麦盛彬

图/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记者章佳琳

政协西樵镇工作委员会举行“委员聚焦”活动，为西樵文旅IP“一路长虹”出谋划策

西樵，兼具好山好水和现代化城市气质。从
大地艺术节期间到今年暑假，西樵接待游客、旅游
总收入屡次“跑”出新高，“体验山水城市，就到好玩
西樵”得到游客一致好评，不断为南海文旅产业探索
出新路。

如何深挖“一座山”全域文旅？8月31日，西樵
山下，听音湖畔，飞鸿馆内，政协西樵镇工作委员会
举行“委员聚焦”活动，围绕“深挖樵山樵乡文化，
以文化为核连结整个西樵文旅资源，打造西
樵专属文旅名片”这一主题，政协委员、
部门代表、文旅业界人士等齐聚一
堂，为西樵文旅IP“一路长虹”

出谋划策。

推进“文旅+”

西樵的影响力和知名度还只是集中在某些短期项目如大

地艺术节，和节假日上。游客更多来自区内其他镇街或佛山市

内，对于本地经济的转化率不算高，也不能满足西樵文旅出圈

的需求。

声音

●西樵镇宣传文体旅游办副主任、西樵镇文

化发展中心副主任 熊境华

集聚区建设行动早、推进快，取得了较好

的成效，但也遇到一些挑战，且单靠镇街难以解

决，需要在更高层面加强统筹规划。

传统景区如何打造本土文旅IP？

流量经济时代

西樵文旅从讲好一座山的故事，到全域旅游联动发展，建

立成立文旅产业联盟或协会，促进资源共享、信息交流和项目

合作，可探索通票模式，从而推动旅游休闲融合发展。

●南海区政协委员、佛山市南海中旅假日国

际旅行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苏振杰

无论是休闲度假还是“特种兵”出游，都

更加注重出行带来的体验感，这种转变，会更

加考验目的地对于自身文旅资源的发掘钻

研、转化活化和宣传推广。

●南海区政协委员、南海樵山文
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

黎子桦

从定位、抓手和协同三个方

面作出努力，要做好宣传定位，多

点“造节”，做好协同的工作，针对

不同群体开展不同主题的文商旅

推广和落地活动。

●南海区政协委员、广东懿德文
旅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 黄淼玉

以教育、文化、娱乐、展览、演

艺、旅游为抓手，发展特色文旅产

业一条龙服务，加强产业协同和合

作，政府、企业和社会各界需形成

合力，形成良好的发展生态系统。

●2023西樵镇“委员聚焦”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