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为“江苏十大赏花

胜地”之一，近日，高邮湖

上花海    多亩油菜花

田进入盛花期，日均吸引

游客超   万人次，线上

预约量突破  万人次。

近年来，“运河小城”

高邮凭借“小而美”的独

特魅力，在县域旅游城市

中的显示度越来越高，频

频登上自媒体平台热搜

榜单。日前，中国旅游研

究院与马蜂窝联合发布

《中国魅力小城旅游研究

报告》，江苏  地入选

“   个值得去的国内小

城”，高邮名列其中。

高邮市文广旅局局

长端武斌介绍，作为大运

河文化带重要节点城市，

高邮着力以“邮驿文化”

“运河文化”“名人文化”

“美食文化”撬动文旅爆

发力。    年，全市共接

待游客       万人次，

同比增长       ；接待

过夜游客      万人次，

增长      ；全市规上文

化产业实现营收      

亿元，同比增长     。

为适应新的市场需求，高邮

举办“好事成双·新春大集”“运河·

好事成双七夕音乐集市”等活动，

开展环高邮湖自行车赛等品牌赛

事，还开发高邮湖最佳日出观赏

点，策划高邮早茶节、旅游美食节

等，多方位多维度用好特色资源禀

赋。据高邮市旅游协会会长道书林

介绍，将与上海旅游热线联盟合

作，在“ ·  中国旅游日”组织

   多位自驾车游客来高邮。

为避免同质化“内卷”，高邮

还打造“   ”  矩阵，以“好事成

双”为总   ，衍生“邮驿千年”“运

河明珠”“汪味人间”等子   ，塑造

独具特色的文旅标签。此外，还上

线“驿路畅游”小程序，方便游客

实现“一键预约、一码通行”。

“以资源吸资本、以市场换运

营”，高邮市委书记田醒民表示，

将集中力量整合域内文旅资源，

坚持高水平策划规划、高标准运

营管理，聚力推动文化事业和文

旅产业繁荣发展，让高邮文旅的

“流量指标”变“留客效应”。

李源 李鑫津 邮萱

携手多方合作伙伴 助力区域文商旅能级跃升
光明城市服务文旅资源暨歙县康养文旅产品推介活动举行

 月   日，光明城市服务文旅

资源暨歙县康养文旅产品推介活动，

在充满历史底蕴的徽州古城歙县拉

开帷幕。

该活动由上海光明城市服务科

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明城市服

务”） 与黄山市歙州农文旅发展集团

有限公司联合主办。现场，光明城市

服务与上海领航旅游联盟、上海凌海

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凌

海国旅”）进行签约，标志着在文商旅

融合发展领域的深度合作正式启动。

此次合作不仅是光明城市服务对自

身文旅资源的深度整合与创新挖掘，

更是推进长三角文旅资源联动合作

的有益探索。

本次推介会全方位、多角度展示

了光明城市服务、上海领航旅游联

盟、奉贤区旅游协会、凌海国旅丰富

的文旅资源。活动中，练江山庄、东黄

山城堡酒店、安吉海博山庄、花博酒

店、海湾国家森林公园等文旅推介代

表依次登台，以生动的叙述和精彩的

视频带领现场观众开启了一场“云端

之旅”。

此次活动同时推出了首发团体

验，由奉贤区旅游协会、上海领航联

盟和凌海国旅积极牵线搭桥，与光明

城市服务达成战略合作。

未来，光明城市服务、上海领航

旅游联盟、奉贤区旅游协会、凌海国

旅将通过“规划共编、品牌共塑”，与

文旅合作伙伴建立长效合作机制，通

过定制化线路开发、联合营销推广，

打通“资源 渠道 客群”的全链条

通路，助力区域文旅能级跃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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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觅运河古城高质量发展密码
“高质量发展看高邮”采风活动展现县域发展典范

 月   日，由江苏省报业协会

主办，扬州市新闻传媒中心、中共高

邮市委宣传部承办的长三角地区报

业协会联席工作会议暨“高质量发

展看高邮”采风活动在高邮市举行。

三十六湖秋水阔，苍烟一点指

高邮。位于里下河平原的古城高邮，

自古人文鼎盛，自然资源丰沛，是远

近驰名的鱼米之乡。近年来，高邮朝

着工业发力，打造了“   ”产业体

系，经济发展驶上“快车道”。 月

  日至  月   日，与会嘉宾走进

扬州新瑞光电科技有限公司、高邮

湖上花海、汪曾祺纪念馆等地采风，

解析高邮高质量发展的密码，记录

高邮产业发展、生态建设、文化传承

的精彩故事。

“高质量发展看高邮”采风活动

首站来到高邮经济开发区扬州新瑞

光电科技有限公司。这里呈现的是

一幅未来工厂的生动图景：全自动

化生产线高效运转，机械臂精准作

业，   机器人有序穿梭，整个车

间仅有零星工人进行辅助作业。据

了解，高邮市近年来重点打造

“   ”产业体系，其中光伏产业已

成为支柱产业之一。新瑞光电等一

批高科技企业的落户，不仅带动了

当地产业升级，更成为高邮经济高

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工业

开票销售已双双突破“双千亿”。

采风的第二站来到了高邮湖上

花海景区。湖上花海所在地原是荒

滩，高邮人用生态之笔在这片荒滩

之上描摹出     亩景色宜人的油

菜花海。近年来，高邮人用一朵油菜

花，吸引了无数外地游客，在春暖花

开之际，与高邮邂逅春天的浪漫。据

了解，今年高邮湖上花海的客流量

同比去年增加了    。游客的到

来，在欣赏高邮美丽风景的同时，也

为高邮的高质量发展贡献了一份力

量。

“未识高邮人，先知高邮蛋。”

很多人知道里下河地区的高邮城，

是从文学大师汪曾祺的散文《端午

的鸭蛋》开始的。步入汪曾祺纪念

馆，时光的长廊在此徐徐展开———

陈列柜中泛黄的手稿墨香犹存，精

心复原的书房场景再现了先生创

作时的专注神情，每一件展品都诉

说着文学巨匠与故土那份深沉的

情感羁绊。在纪念馆的展柜中，汪

曾祺生前使用的钢笔笔尖镌刻着

岁月的痕迹，眼镜框架上依稀可见

时光的印记。《受戒》等珍贵手稿

上，那一行行清隽的字迹仿佛仍在

诉说当年的创作故事。

此次采风活动展现了一个传统

与现代交融、产业与生态并重的县

域发展典范，让采风团成员既触摸

到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脉搏，

也体会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

好意境。 庄文斌 张旭 吴江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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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如东：干紫菜量价齐升创新高
“我们已经来这里采购好几年

了，今年如东的条斑紫菜品质太棒

了。”一位来自俄罗斯的客商竖起大

拇指，连连称赞。日前，江苏如东天

一紫菜交易市场第  期干紫菜交易

会火热“开市”。

走进场内，只见人潮间，一箱箱

标明序号、厂家、等级、日期、箱数等

产品信息的干紫菜依次排列，采购

商们人手一册投标书，经过一个个

紫菜箱子，探身观察紫菜的色泽，不

时拿起来摸一摸、闻一闻、尝一尝。

如东是全国最大的条斑紫菜养

殖加工出口基地，眼下正值条斑紫

菜采收季，今年如东   万亩条斑

紫菜丰产又丰收，总产量占到全国

的三分之一，品质为近   年来最

佳，价格创下新纪录，出口交易格外

火爆。当天干紫菜交易会上，如东本

土商家共进场   家，提供干紫菜  

万多箱。采购商除国内企业外，还有

不少来自日本、韩国、俄罗斯、泰国

等国家的客户，其中不乏诸多“老朋

友”，大家边看、边对比、边仔细记录

着各商家紫菜的信息。

“今年如东的紫菜品质绝佳，你

看，它颜色很黑，那就证明营养很充

足，光泽度高，基本看不到杂质。”江

苏省紫菜协会秘书长戴卫平介绍，今

年气候总体适宜，十分利于紫菜生

长，往年同期紫菜已开始变粗变硬，

甚至发黄，而今年，“尾茬”紫菜依然

色泽黑亮，预计可持续采收至  月

底，产量较往年增长约   。

紫菜在全球市场需求旺盛，而

近年来，紫菜全球性减产，因此这次

交易会上，竞标价格水涨船高，且供

不应求。“国内外客户都想要最优质

的干紫菜，用作他们中高端食品原

料，现场竞争很激烈，竞标价一直抬

高。”如东县紫菜协会会长、紫菜交

易市场董事长蔡守清介绍，如东天

一紫菜交易市场是目前中、日、韩三

个条斑紫菜生产大国中规模最大、

设施最完善、交易量最多的专业紫

菜交易市场。这里售出的紫菜品质

高，市场服务也好，在历届干紫菜交

易会上，向来是全省紫菜各项指标

的夺冠热门。

当天整场交易下来，共有   

家买方会员中标      标准箱，中

标金额    亿元，成交率       ，

平均成交价      元  百张，最高

中标价     元  百张，成交率、成

交价、最高价均居全省前列，成交数

量和成交价格更是创历史新高。

如东条斑紫菜养殖始于     

年，目前已发展成全国条斑紫菜的

核心产区，常年育苗面积在   万

平方米，海上养殖面积超   万亩。

作为中国条斑紫菜第一县，如东立

足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在条斑紫

菜良种、良法、良机等方面不断创新

突破，取得显著成效，同时持续深耕

紫菜精深加工领域，推进紫菜产业

发展方式由数量增长型向质量效益

型转变。目前，如东已形成紫菜育

苗、养殖、加工、销售全产业链条，紫

菜行业从业人员约  万人，全行业

年产值约   亿元，走出一条经济

效益和生态效益双丰收的发展之

路。 徐书影 姚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