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记者 涂序波 文/图

“呃，小呀小心肝，晚上想你想得睡不
安，白天想你想得没精神……”

“呃，草海水呀清又清，海菜花香根连
根。莫要光耍嘴皮子，日久才能见真心。”

荷花盛开，稻花飘香。草海碧波荡
漾，游船如织，调子声此起彼伏，草海岸
边人头攒动，笑声阵阵。8月1日至3日，
鹤庆草海耍海节如期举行。

“没想到，草海湖光山色，耍海节这
么热闹。”来自昆明的朱女士游兴正浓。

“我们几乎年年都来，年轻的时候
还划船与小伙子们对调子，太开心啦！”
来自鹤庆县松桂镇的史金莲看着人们
在湖里的游船上你来我往对调子，似乎
又回到当年在船上嬉闹的情景。

鹤庆耍海会，原为当地民间祭祀和
游乐相融的活动。旧时每年农历七月
十五日，草海周边的农户和渔户都会聚
集到西草海湿地南海出水口的新河畔，
划着木船沿新河进入南海，经南海与中
海间的“十八孔桥”，过中海与北海间
的“涧漕”到达与北海连接的清水河入
口，开展农耕和捕鱼祭祀活动，祈求风
调雨顺、五谷丰登。后来，为纪念毛泽
东主席 1966 年 7 月 16 日畅游长江，从
1969年起，耍海会改为每年公历 7月 16
日举办。每年的这一天，各村各寨都会
组织青年民兵在万顷草海上进行游泳
和划船比赛，草海之畔千亩荷花竞相绽
放；草海岸边打扮时髦的年轻人嬉笑游
乐；拂堤的杨柳树下中老年人你一句我
一声唱着白族田埂调；广场上穿戴一新
的妇女们，伴随着优美动听的乐曲翩翩
起舞；路边的小商贩们热情地叫卖着各
种地方风味小吃以及水果、糕点；全县
各族群众男女老少三五成群云集于草

海边，划划船、耍耍海、对对歌、跳跳舞
……游人如织、其乐融融、共庆和谐。
1999年后，由草海镇组织，以草海千亩
荷塘为主题，在每年 8月初举办草海荷
花会，内容以赏荷、对歌、跳舞为主，成
为鹤庆民间集游览、休闲、歌舞、娱乐为
一体的群众性文化活动。

今年，由大理银都水乡旅游投资公
司发起，将历史上的耍海会与荷花会融
为一体，决定从今年起，每年8月1日至
3日举办鹤庆草海耍海节，以“荷花、和
美、鹤韵”为主题，相约四海八方的宾朋
前来参加鹤庆白族民歌对唱、赏荷、游
草海、野钓等生态文化旅游活动，品尝鹤
庆特色民间小吃，采集鹤庆土特产品、民
族手工艺品等，唱响“走进高原水乡，相
约银都鹤庆”的旅游品牌宣传旋律。

8 月 1 日上午 9 时正，耍海正式开
始。首先，主办者邀请来自县内的云鹤
镇、辛屯镇、金墩乡、六合乡等地的文艺
表演队，与银都水乡旅游公司和草海镇
的表演队一起，在草海广场上，为八方
来客献上了一场由白族歌舞、田埂调对
唱、西山打歌、鹤庆板凳戏、白依舞蹈、
服饰展演等 14个原创节目组成的文艺
演出。演出以鹤庆各民族特有的艺术

形式，讴歌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近年
来鹤庆政治、经济、社会发展所取得的
新成就，人民群众得到的新实惠。表演
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笑声阵阵，掌声
不断。

文艺演出结束后，人们有的涌向草
海，登上游船，在湖光山色中尽情地对
调；有的在广场上进行民歌比赛，一展
歌喉，释放心中的情怀；有的到石寨子
观赏银器加工，领略匠人们高超的技
法；有的看书画、摄影展，从精美的作品
中得到艺术的享受和熏陶……

“今年的耍海节，玩的、看的、吃的、
听到的东西真多。耍海节一年比一年
办得好玩。”史金莲笑眯眯地说。

☞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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鹤 庆 有 个“ 耍 海 节 ”

人们在草海里尽情玩耍。

耍海节上，来自云鹤镇的文艺
表演队在表演《情醉黄龙潭》。

巍山县依托古城保护发展旅
游产业

7月23日，外地游客在云南第
二大文庙巍山文庙内参观半池。
近年来，巍山县依托深厚的历史文
化和旅游文化资源优势，按照“修
旧如旧，保护开发”的原则，不断加
大古城古建筑古民居保护，大力发
展旅游文化产业。今年上半年，该
县接待海内外游客 141.5 万人次，
同比增长 9%；实现旅游社会总收
入15.69亿元，同比增长16.8%。

（特约摄影师 张树禄 摄）

7月30日，游客在欣赏黄河壶
口瀑布半清半浊奇观。

当日，受壶口瀑布上游陕西境
内云岩河流域强降雨影响，黄河壶
口瀑布出现西边浊浪翻滚东边白
浪滔滔的奇特景观，吸引了众多游
客前来观看。

7 月 28 日，在江孜县达玛文化
旅游节开幕式上，江孜青年跳起迎
宾舞。

当日，2015年西藏自治区江孜
县达玛文化旅游节开幕。本届达
玛文化旅游节为期3天，以“美丽英
雄城、共筑中国梦，欢聚年楚河、共
享达玛情”为主题，将举办多项具
有民族特色的活动。

炎炎夏日，人们总希望找寻片刻的清凉。如果你还在
为消夏避暑的好去处犹豫不决，那就到祥云县东山干海看
百合花吧，呼朋唤友一起来一次沁人心脾的赏花之旅。

祥云县东山干海村，距离县城仅有 50 分钟的车程。
1600多亩的百合花散落在山谷，竞相开放，千姿百态，好似
正在吹奏雄壮音乐的小喇叭。含苞待放的百合花，充满了
异域风情。一朵朵百合花像拉丁舞蹈般热情似火，激情澎
湃，令人心醉神迷。有的含苞待放，像一个小女孩安静的等
待着美好的未来。漫步田野，“陌上花开缓缓归”的诗句跃
上心头。

［通讯员 杨 莉 摄影报道］

□ 本报记者 王晓云 文／图

下关人民路下段工行门口的糕点铺，卖的都是老
式的糕点，什么核桃糖啦、桃片啦、砂仁条啦，都是记忆
中的最爱，重油重糖重香，吃上一口就能回到童年时
代！老板娘爱追韩剧，每次称糕点的当口，八卦一下热
播韩剧，开心得很啊！

到祥云东山干海看百合花

还记得三月李花盛开的雪白，如今枝头已挂满果实。
玫瑰李以它玲珑剔透的外形以及甜脆的口感赢得了不少人
的青睐，时下的年轻人最喜爱采摘。

位于弥渡县弥城镇谷芹村村后大肥山村的一大片玫瑰
李子林，如今已经全部成熟啦！这里的玫瑰李足足有 40
亩，由于管理到位，个头都挺大的。这种品种的李子，味
美甜脆，还耐储存，如果放在冰箱保鲜层，可以放一个
月。喜欢吃李子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从即日起，到 8 月
中旬都可以采摘哦！去那里采摘玫瑰李，开车、骑车、步
行都可以到达，路途很短，距县城不过 2 公里。但还是建
议大家步行前往吧，一则锻炼身体，二则看看沿途满眼的绿
色，很舒服的。

［特约摄影师 李武华 摄影报道］

弥渡谷芹村玫瑰李成熟了

鹤庆县在全力打造银都水乡
旅游大景区的过程中，围绕中国银
品之都和高原水乡两大品牌做文
章。目前，鹤庆县已完成《鹤庆县
休闲度假旅游地总体规划》，提出
了把鹤庆建设成“一极、两地、三中
心、一强县”的目标，同时加快旅游小
镇建设的规划与实施，新华村银都水
乡5A级旅游景区项目建设也正在积
极推进之中，全县旅游业呈现出持续
快速健康发展的良好势头。

今年 1 至 6 月，全县共接待海
内外游客 223.78 万人次，实现旅
游业总收入 17.696 亿元，同比增
长 3.7%。

（通讯员 张炳全 吴金勇）

鹤庆县上半年旅游业
总收入达 17.69 亿元

本报讯（特约记者 施新弟） 近年来，
洱源县紧紧围绕“生态立县”、“旅游活县”
方针和建设民族文化旅游强县的目标，立
足县内丰富的旅游资源和优越的地理区位
条件，突出“水乡、温泉、民俗、生态”主题，
不断改善旅游基础设施，加大旅游宣传促
销力度，强化旅游行业管理，促进全县旅游
业的协调、快速、持续、健康发展。

坚定一个发展目标。紧紧抓住省委、
省政府加快推进旅游强省建设等机遇，加
大资金投入力度，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升
旅游服务档次，提高服务水平，不断改善旅
游业发展基础条件。加大宣传促销力度，
拓展旅游市场，提高洱源旅游景区景点知
名度，吸引更多的游客到洱源旅游观光、休
闲度假，努力把洱源打造成全省乃至全国
重要的旅游目的地之一。目前，全县共有
旅游企业 153 家，其中星级饭店 1 家，国家
3A 级景区 2 个，旅游从业人员 2300 多人。
拥有大理地热国、下山口普陀泉度假区、西湖
旅游公司、洱海源温泉宾馆等一批具有一
定规模的旅游企业。其中大理地热国和下
山口普陀泉度假区已投入建设资金 4.9 亿
元，基本形成了集食、住、行、游、购、娱等一

体的综合性大型旅游企业，成为洱源县的
旅游龙头企业。

打造两个特色基地。科学规划，合理布
局，建设洱源温泉产业旅游区，着力打造国
内一流的休闲度假基地。研究制定优惠政
策，积极提供便利条件，争取各级各部门、各
行各业在洱源投资新建各种教育场所、培训
机构，着力打造国内知名的教育培训基地。
突出规划龙头作用，编制了《洱源县旅游业
发展规划（修编）》等 7部旅游产业规划和《洱
源县文化旅游产业发展总体规划》等 3 个专
项规划，洱源成为全州六大景区中的温泉休
疗度假大景区。同时，编制了《茈碧湖旅游
景区开发建设项目建议书》等 2 个项目建议
书，建成旅游项目储备库，全县共储备旅游
项目 15 个。目前，大理地热国片区和西湖 2
个 4A 级景区创建工作顺利推进，下山口鑫
达等一批酒店积极开展星级酒店创建。切
实加大旅游从业人员的服务技能培训力度，
累计组织各类培训 9场次、4000多人次。

发挥三大特有优势。充分发挥洱源生
态优势、文化优势和区位优势，着力培育温
泉康体旅游、湿地生态旅游和民族文化旅游
等品牌，推动旅游产业转型升级，增强旅游

业竞争力，推动洱源从生态旅游大县向生态
旅游强县转变。先后投入约 1.8 亿元，不断
改善全县旅游景区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和
旅游接待条件。香港天森国际集团五星级
酒店建设项目稳步推进，总投资 17亿元的九
气台宾馆高端酒店提升改造项目建设进展
顺利。投资 5000 多万元的茈碧湖景区游客
中心、茈碧湖南岸景观公路等旅游基础设施
建设完成，茈碧湖东岸观音山生态恢复及徒
步旅游栈道项目建设积极推进，全县旅游基
础设施得到加强，接待服务能力得到提升。

抓实四项重点工作。实行统一规划、
综合开发，做优洱源地热品牌，加快温泉资
源开发。结合各镇乡资源特色，科学编制
规划，积极引进开发商，改造提升旅游设
施，以下山口为突破，加快牛街、凤羽等旅
游小镇建设。大力推进民族文化与旅游产
业的结合，充分挖掘历史文化、民族风情等
文化旅游资源，发展生态文化旅游。抓实
旅游项目招商引资工作，积极策划、包装、
储存一批好的旅游项目，并研究出台系列
优惠政策，努力引进一批旅游开发大项目、
好项目。投资 30 多万元拍摄大型洱源旅游
宣传片《溯源大理 诗居洱源》。邀请中央

电视台九套《天涯厨王》栏目拍摄组进驻西
湖，宣传介绍洱源特色美食乳扇、雕梅等，
向外推广“舌尖上的洱源”。通过“大理号”
民族文化旅游列车车厢图片宣传、商品展
销等方式，打造传播洱源旅游文化的“移动
长廊”。今年 6 月份，启动旅游宣传“三大工
程”，不断创新宣传方式和扩大宣传面。

推进五个功能区建设。依托丰富的资
源优势、生态优势和区位优势，着力做好西湖
湿地温泉、下山口温泉小镇、茈碧湖养生温
泉、三营景观温泉、牛街民居温泉 5 个功能
区建设。根据项目的带动性、影响性以及
需求的急迫性、重要性，近期将以茈碧湖温
泉主题社区和下山口温泉小镇为旅游开发
重点，以大理地热国、下山口旅游小镇、普
陀泉度假村为核心项目，带动全县温泉旅
游开发。将撤销县旅游局，组建洱源县旅
游发展管理委员会，设置 6 个内设机构，设
常务副主任 1 名，副主任 3 名，由县级 12 个
部门和 5 个镇乡为旅游委成员单位，进一步
理顺职能职责，加强组织力量。同时，于今
年 6 月份成立了洱源县玉泉旅游投资开发
有限责任公司，逐步建立起符合旅游产业
发展规律的新型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墨斗山位于剑川县城东郊，元代鉴光真言塔挺立于墨斗山上，后损毁。鉴光真言塔于2012年修复，是墨斗山木雕文化旅游区的重点工
程。修复后的鉴光真言塔仿遵元代古塔之风格型制，融汇传统及现代建筑之技艺，改创为方形楼阁式五级观景塔，塔高38.6米。登塔，远眺
剑阳湖银浪波光，近瞰高速路车水马龙，田舍美景悉收眼底，山川形胜尽揽怀中。 ［通讯员 苏金泉 摄］

洱源坚持“生态立县”促进旅游业跨越式发展

本报讯（通讯员 刘银珍）近日，华庆旅投
公司揭牌暨樱花谷 3A 级景区创建启动仪式
在华庆茶厂举行，这标志着南涧首家旅投公
司成立，樱花谷景区将向标准化景区建设步
伐迈进。

南涧彝族自治县华庆旅游投资开发有
限责任公司（简称华庆旅投公司），由云南大理
华庆茶业有限公司和南涧彝族自治县人民
政府以现金入股方式组建，通过“政企合
作”，搭建投融资平台，着力打造提升包括
灵宝山、樱花谷、华庆茶庄园在内的无量山
樱花谷景区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并对景区
资源进行有效的经营管理，以此实现政府和

企业双赢。公司注册资本为 200 万元，由华
庆茶业有限公司控股，并选派人员担任法定
代表人，县人民政府则通过选派、委任、选聘
相关人员参与公司管理。公司的运营与华
庆茶业有限公司运营分离，进行独立核算、
独立经营。

据了解，该公司在今后发展中，将最大限
度整合景区内旅游资源，策划、包装旅游项
目，筹措旅游项目资金，推动景区发展。公
司将适时对景区门票、停车、住宿、餐饮等进
行经营性收费；研发旅游商品，加大旅游节
庆、会展、休闲体育项目开发力度；对景区旅
游文化项目进行策划、建设；增加景区文化艺

术服务、网络宣传服务、休闲娱乐服务等特色
体验。

无量山樱花谷景区以被网友评为云南冬
日最美风景的“樱花谷”而出名，是集自然资
源和历史人文资源于一身的综合性景区。近
年来，在各级各部门的支持和帮助下，南涧县
累计投入资金约 2400 万元推进景区建设，无
量山樱花谷景区获得较快发展。樱花谷作为
一张南涧闪亮的名片，在美丽彝乡建设方面
具有重要意义。揭牌仪式上，公司还与县招
商合作局签订招商引资合作协议，与大理旅
游集散中心有限公司、云南省自驾车协会与
房车露营协会签订资源互推合作协议。

业内动态

南 涧 首 家 旅 投 公 司 成 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