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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次来新疆玩的时候没赶上独
库公路通行期，这次一定要成功打
卡。”暑假伊始，大学生邬钰就迫不及
待地从广州飞往乌鲁木齐，和朋友一
起自驾前往伊犁河谷游玩。“今年新疆
旅游特别火，我感觉半个朋友圈都在
新疆。”邬钰说。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旅厅公布的
数据显示，今年1-8月，全疆接待游客
1.82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1896.88亿
元，其中，8 月单月接待游客 4013.12
万人次，较去年同期翻了4倍。

人气火爆的背后，是新疆全时全
域、类型多样的旅游资源。邬钰心心
念念的独库公路，便是集合了雪山、
峡谷、草原、湖泊等多种风光，能够
感受“一日览四季、十里不同天”的

“网红公路”。
受降雪、路面结冰等因素影响，

往年独库公路的通行时间一般在6月
中旬至9月底。面对即将到来的中秋
和国庆假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多部
门协同，根据近期天气形势和未来气
候预测，首次将独库公路通行时间延
长至 10 月 10 日，让更多游客有机会
感受沿途美景。

“今年，气象部门将为游客实时
提供独库公路沿线 14 个重要节点的
未来3天天气预报信息，保障游客安
全出行，提升自驾游舒适度。”新疆
维吾尔自治区气象局局长崔彩霞告诉
记者，近年来，围绕“旅游兴疆”战
略，气象部门通过完善观测网络、挖
掘气候资源、丰富服务产品等方式，
助力新疆旅游业高质量发展，让游客
畅享新疆四时风光。

春游烂漫花海

每年春天，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
治县 （以下简称“塔县”） 的杏花如
同报春使者，在帕米尔高原的峡谷里
自东向西、从低到高次第盛开，红
的、粉的、白的竞相争妍。

“大同乡的杏花已经盛开，想要看
杏花的朋友们可以出发了！”3 月 24
日，塔县文旅局副局长阿力甫·阿克木
汗在短视频平台上向网友们发出赏花
邀约。在此之前，他收到了一份杏花旅
游景点赏花期预报，其中明确提到今
年杏花始开期和最佳观赏期。

阿力甫·阿克木汗向记者介绍，
在新疆旅游热度持续升温的背景下，
塔县今年也迎来了大量游客，这对当
地服务与接待游客的能力提出新的要
求。气象部门提前5天发出的花期预
报，有助于文旅部门推介赏花路线、

引导游客合理安排行程。
地域广阔、海拔落差大，使得

新疆气候渐次呈现出梯度变化，让
春季赏花游有了多个目的地。在小
红书等社交平台上，新疆赏花路线
图和时间表受到网友关注和追捧。
今年 3月下旬，南方航空公司、乌鲁
木齐铁路局等按照气象部门预报的花
期节点，陆续推出乌鲁木齐至伊犁、
喀什等地的赏花航班或专列，满足游
客出行需求。

据了解，新疆气象台已尝试开展
薰衣草、向日葵等多种观光农业花期
预报工作，并与各地旅游部门对接，
将各地赏花时间、赏花路线及沿线其
他旅游景区一同纳入花期预报中。未
来，花期预报将被接入“一部手机游
新疆”APP，方便游客获取花讯。

夏品甜蜜瓜果

“实现水果自由”，是“吃货”们
钟情于新疆旅游的原因之一。光照时
间长、昼夜温差大等气候条件，使得
出产于新疆的各类水果格外甜美，蜜
瓜便是久负盛名的品种之一。

行车经过布尔津县窝依莫克镇托
库木特村时，人们的视线很难不被两
座黄灿灿的人形蜜瓜雕塑吸引。在它
们身后，是一处可供游客歇息、品尝
蜜瓜的“甜蜜驿站”。记者看到，瓜
农姚菊香正忙着在摊位前招揽路过的
游客，“快来尝尝我自己种的喀纳斯
蜜瓜！”

托库木特村党支部书记李忠义告
诉记者，今年全村共有 54 户瓜农种
植蜜瓜，总面积达到 1000 亩，预计
亩均收入超过 6000 元，其中近六成
的蜜瓜是依托旅游业售出的。

“‘甜蜜驿站’位于布尔津县前
往喀纳斯景区的公路上，游客量很
大。不少游客现场品尝过蜜瓜后，还
要为亲友选购一番，通过快递寄回
家。”李忠义介绍，为拓展蜜瓜销
路，今年村里为“甜蜜驿站”增设了
摊位，并配置了凉亭、储物间、停车
场等设施，方便游客停留品尝。

“你们来得晚，这已经是二茬瓜
了 ， 8 月 底 收 的 头 茬 瓜 比 这 还 甜
呢！”说起蜜瓜种植的经验，姚菊香
打开了话匣子。据她介绍，5月上旬
是种瓜关键期，这时如果遭遇寒潮或
霜冻，蜜瓜很可能无法发芽；到了8月
的收获期，一旦遇到降水，蜜瓜可能
出现裂口，坏了品相就卖不上价钱。

李忠义回忆起今年种植期来临

前，他在微信群里看到了气象部门发
布的天气预警，带领全村推迟了播种
时间，避免了因灾受损。“下一步，
我们打算在‘甜蜜驿站’旁边建设采
摘园，让更多游客留下来品味甜蜜时
光。”李忠义说。

秋望层林尽染

金秋九月，碧绿清透的喀纳斯湖
微波荡漾，袅袅薄雾从湖面上升起，
依偎在月亮湾畔。随着天气转凉，喀
纳斯景区变得五彩缤纷，桦树的金
色、落叶松的黄色、欧洲杨的红色、
松柏的青色……林带与雪山、湖泊交
相辉映，尽显北国之秋的旖旎风光。

在喀纳斯景区管理委员会主任徐
光华看来，云雾缭绕、层林尽染、白
雪皑皑等气候景观，是喀纳斯发展四
季旅游的特色本底。“外地游客来到
新疆，广袤的高山草原之美往往在他
们意料之中，而富于变化的天气之美
却能带给他们惊喜。”

不过，早晚温差大、天气变化快
给游客出行带来了一定困扰，尤其是
对在意穿搭、渴望“出片”的年轻游
客来说，出来玩怎么穿很重要。徐光

华表示，景区希望与气象部门更加紧
密地联动协作，除了常态化的天气预
报，还能根据天气情况向游客提供穿
衣方案、路线规划等旅游攻略，进一
步提升游客满意度。

布尔津县气象局负责人赵正波介
绍，为提高预报服务精细化水平，布
尔津县气象局工作人员在喀纳斯湖上

游建起一座湖口气象站，与先前的监
测设备相结合，实现了喀纳斯湖气象
观测站上下游全覆盖。“未来，我们
将利用好气象观测数据，为游客提供
更贴心的旅游气象服务，让他们乘兴
而来、尽兴而归。”赵正波说。

冬享冰雪世界

乘缆车登上阳光和煦、绿意盈盈
的云霄峰，一览中国、俄罗斯、蒙
古、哈萨克斯坦四国交界处的边境风
光——在吉克普林国际滑雪度假区，
登山观光的游客络绎不绝。再过不
久，青山将披一袭白衣，这里将迎来
长达8个月的雪季，变成滑雪爱好者
的乐园。

吉克普林国际滑雪度假区负责
人、新疆阿尔泰旅游发展集团有限公
司董事王兰成告诉记者，这里雪道向
阳，冬季天气温和，以微风、无风为
主，雪质以干燥松软的粉雪为主，滑
雪 舒 适 性 非 常 高 。 2022—2023 雪
季，吉克普林滑雪场累计入场 10 万
余人次，同比前一雪季增加了 2 倍
多，其中疆外游客占比高达93%。

凭借雪期长、雪质好、地形多样等

优势，吉克普林滑雪场所在的阿勒泰地
区近年来大力发展冰雪旅游，加快建设
高标准雪场及其配套旅游服务设施，将

“冷资源”发展成“热产业”，已经成为冰
雪旅游热门目的地。近3年来，阿勒泰地
区累计接待冬季游客2574.83万人次，
旅游收入突破225亿元。

在距离吉克普林滑雪场 15 分钟
车程的禾木村，民宿老板罗斌对今年
的雪季充满期待。“来我们这儿滑雪
的人越来越多，有些滑雪爱好者一住
就是两三个月。”罗斌告诉记者，从
2015 年到 2022 年，自己在禾木村经
营的民宿从 3 间客房增加至 30 间客
房，收入相当可观。

“冬闲”变“冬忙”、吃上旅游饭
的还有禾木村的村民。“过去不搞旅
游，村民只能依靠放牧获得收入，每
户每年收入不足1万元；现在通过建
立马队合作社、改造扩建民宿接待游
客，我们村的人均年收入已超过4万
元。”昔日的贫困村变成如今的“中
国十大最美乡村”，禾木村党支部书
记布云齐英克难掩喜悦。

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象服务中
心副主任胥执强介绍，气象部门将继
续为阿勒泰地区提供滑雪气象服务专
报等服务，并参与制定新疆冰雪旅游
标准化建设的相关标准，助力冰雪经
济高质量发展。

依托自然风光 细化气象服务

让游客畅享新疆四时之美
本报记者 朱金宜

本报北京电 （记者罗兰） 日前，古都夜游、文创售卖、非遗体验、话
剧演出等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亮相北京市西城区白塔“妙”会。

秋日里，2023“白塔夜话”文化系列活动暨漫步最美街巷、玩转白塔
“妙”会鸣锣开市。“白塔夜话”是西城区经营多年的特色文化品牌，为大众
打造了文化消费新场景，白塔“妙”会是“白塔夜话”系列活动的重要内容。

今年的白塔“妙”会以“漫步最美街巷、玩转白塔‘妙’会”为主题，将
传统市集活动升级为文化消费季，围绕“美街、美景、美食、美剧”，推出1
条“特色推介路线”和1张“特色白塔漫游地图”，还推出古都夜游、文创售
卖、非遗体验、话剧演出等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

白塔“妙”会文创市集现场有30多家展商参与活动，吸引了不少市民
游客，国家大剧院、北京银行、北京出版集团、元隆雅图、光大银行等机构
也携文化产品齐聚白塔“妙”会，为市民带来丰富的文化体验。

据介绍，白塔“妙”会已成为西城区标志性的文化市集活动，备受市
民关注与喜爱。新街口街道办事处、白塔寺管理处办公室、北京出版集
团、北海文创堂的工作人员以及街坊代表也积极参与其中，与游客分享
西城区的特色生活方式。

上图：白塔“妙”会文创市集吸引不少市民和游客前来参观。
边新龙摄

文化市集亮相北京白塔“妙”会

浙江省淳安县坐拥水光潋滟的千
岛湖，是浙江省最大的林区县，正着
力构建以健康水业、全域旅游、普惠
林业等为主的“4+1”深绿产业体系。

据了解，森林康养是浙江林业
第一大产业，2021 年全省森林康养
产值 2348 亿元，市值 100 亿元以上
的企业有9个。但作为浙江省林业大
县的淳安，林业的年产值不到 17 亿
元，林业发展潜力巨大。

淳安县有林地面积533万亩，森
林面积521万亩。今年4月，淳安县
召开林业共同富裕试点县暨国家储
备林项目建设推进会，计划到 2035
年建成103万亩国储林，并积极探索
将生态价值转变为经济价值，让绿
水青山成为老百姓口袋里的“金山
银山”。

所谓国储林，是指为保障国家
木材安全，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
民美好生活对优质生态产品的需
要，在自然条件适宜地区，通过人
工林集约栽培、现有林改培、抚育
及补植补造等措施，营造和培育的
工业原料林、乡土树种、珍稀树种
和大径级用材林等多功能森林。

淳安的国储林建设被称为“国储
林建设 4.0 版本”，其特点在于“营造
林工程建设+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林业碳汇开发交易”。其中，“一二三
产业全产业链”体系表现尤为突出。

例如，淳安县临岐镇森林覆盖
率达 90%以上，盛产山茱萸、覆盆
子、前胡等中药材。临岐镇五庄村
的东篱菊民宿依托本地中药材资源，开发了 30 余道药膳菜品，推出

“本草楼”等康养主题住宿。一产的中药种植、二产的加工制作和三产
的森林康养融合发展形成产业链，进而带动全产业链发展。

“国储林项目要全面激发林业发展潜力，推动林业产业体系重塑，
在林海中挖出富民的路子。”淳安县委主要负责人表示，建设经营期满
后，淳安林业总产值预计可达300亿元以上，全县村集体经济年均增收
50万元以上。

“乡镇的许多森林资源以前一直没有经济效益，国储林项目启动
后，很好地融合了一二三产业发展，不仅能分给林农们租金和股金，
还将带动我们大下姜区域的旅游发展更上一层楼。”淳安县下姜村70多
岁的党员老姜在主题党日活动中对国储林项目的富民模式赞不绝口。

据悉，淳安县1000多名党员积极参与国储林“蒲公英”先锋服务
队，通过走村入户、摸排复核、分片包干等方式，于今年6月底前完成了
全县214个村共计33.41万亩林地流转签约工作，每年支付流转费用1718
万元，各村集体年均增收6.02万元，助力林农实现共同富裕。到2035年，
预计全县村集体年均增收达50万元以上，农户年均增收达6000元以上。

“针对二三产项目的发展，我们特邀国家林草局、浙江农林大学等
单位专家‘把脉问诊’。通过前期谋划、实地调查，共谋划一期项目15
个，总投资 21.62亿元。”国储林项目建设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
开发森林文旅、森林康养等项目，在千岛湖中心湖区及周边岛屿打造

“湖上植物园”，丰富淳安旅游业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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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拉萨电（记者徐驭尧） 近日，2023年中国 （拉萨） 数字化自
驾游大会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千余名自驾游爱好者齐聚拉萨，参与
本次活动。大会期间举办了一系列主题活动，涵盖数字化旅游、民族
特色演出、公益性活动等多个领域。大会主办方邀请由车主、媒体记
者和自媒体博主组建的车队进行拉北环线深度自驾游，并前往纳木错
景区打卡。据悉，拉北环线是青藏高原景观最为丰富的黄金观景线
路，覆盖拉萨全部县区，沿线不仅包括多彩的村寨、农区、牧区、寺
院、民间工艺等人文景观，还聚集了雪山、冰川、湖泊、草原、河
谷、森林、温泉等丰富的自然景观。

据介绍，拉萨抓住“数字机遇”，推进和完善文化旅游、现代服务等
产业的数字化互通，不断加强拉萨数字化旅游的深度、广度和力度，
持续提升拉萨旅游的数字化进程。

首届中国（拉萨）数字化自驾游大会召开

独库公路风光。 资料图片

游客在伊犁河谷西北部的霍城县芦草沟镇薰衣草农场骑马游玩。 新华社记者 郝 昭摄

布尔津县喀纳斯景区秋意盎然，碧波荡漾，游客在观景步道上欣赏喀纳斯湖风光。
张远明摄 （人民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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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阿勒泰地区吉克普林滑雪场，滑雪爱好者彭超 （前） 为雪友分析雪层
特点。 新华社记者 胡虎虎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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