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黑色产业退场

废弃矿山转型“网红谷”
日前，自然资源部推出第二批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典型案例，在这十个案例

中，北京市房山区史家营乡“曹家坊废弃矿山生态修复及价值实现”案例榜上
有名。黑色产业“退场”，绿色产业“接棒”，这个曾经以“挖矿”而闻名的房山史
家营乡，如今以全新的面貌，再一次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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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我国乡村休闲
旅游业营业收入超
8500亿元

农业农村部乡村产业发展司
司长曾衍德近日说，2019 年，我
国乡村休闲旅游业接待游客 33
亿人次，营业收入超过 8500 亿
元。

曾衍德在当天举办的新时代
乡村休闲旅游发展论坛上表示，
预计在未来2至3年，乡村休闲旅
游业将发展成为营业收入接近亿
万元的大产业，对于助力乡村全
面振兴、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意
义重大。

（新华社）

中国-东盟体育旅
游活力月活动将举
行

记者从 9日召开的新闻发布
会上获悉，中国-东盟体育旅游
活力月活动将于本月在线上和线
下同步举行，活力月期间将举办
40余场线下体育赛事，发放 1000
万元体育消费券。

本次活力月线下将举办中
国-东盟体育旅游博览会，100余
家展商参展，创新打造全民健身
趣味闯关游戏实景互动体验。活
力月期间将举办 40 多场体育赛
事，预计直接参与人数将超过 25
万人次。此外，中国-东盟线上
体育产品消费周将举行，12月 10
日至 21日将发放 1000万元体育
消费券，对广西居民在京东平台
上的体育消费进行补贴。

（新华社）

入境游客减少致新
西兰旅游胜地就业
低迷

新西兰统计局 9日公布的数
据显示，受新冠疫情影响，今年第
三季度新西兰各旅游胜地就业低
迷，运输、餐饮和酒店等行业尤其
明显。

新西兰统计局分析员休·查
普曼表示，这些著名旅游目的地
工作岗位减少的主要原因是入境
游客大幅减少和工资补贴计划结
束。新西兰统计局此前的数据显
示，今年 4月至 9月，入境游客同
比减少 140 万人次，对新西兰运
输、餐饮和酒店等行业影响较
大。

（新华社）

生态修复迎来了生
态产业

走进史家营乡，路两旁醒
目的金枝国槐，如标兵一般，沿
着山路蜿蜒曲折一路向上，与
山坡上种植的核桃、山楂、海
棠、山杏等果树遥相呼应。时
下已经进入深冬，虽然没有了
春夏的郁郁葱葱，但路边的树
木傲然挺立。

“十年前，可不是这个景
象。一进村，到处都是黑的，就
连树叶也都是黑色的。”当地村
民回忆说。采煤，曾经是史家
营乡的主要经济支柱，这里煤
炭资源丰富，最多时拥有数百
个矿场，年平均收入近 60 亿
元。但是，长期采煤造成的生
态破坏严重限制了当地的可持
续发展。从 2010 年起，按照

“政府引导、企业和社会各界参
与”的模式，当地对曹家坊矿区
开展生态修复，并引入市场主
体发展生态产业。

十年间，曹家坊矿区统一
流转集体林地承包经营权，科
学开展客土回填矿坑、边坡修

复、鱼鳞坑围堰等矿区生态修
复措施。随着地下水位逐年增
高，多年断流的山泉 2015年恢
复自流。种植了近 10 万株元
宝枫、榆叶梅、金枝国槐等树
种，森林覆盖率大大提高。空
气质量优良天数也由 2010 年
的 275 天增加到 2019 年的“全
年全部优良”。自然生态系统
的恢复，使矿区内的生物多样
性日益丰富，原来销声匿迹的
野鸡、野鸽子等野生鸟类和野
兔、野猪、狍子等野生动物回来
在此觅食栖息。

昔日矿区变身为新
晋“网红”

“为了打造沿途的景区，我
们拆除了七八百间开煤窑时的
小屋。”据史家营乡乡长陈峰岩
介绍，当时沿路有很多破破烂烂
的小房子，有之前的粗加工小煤
厂，有饭店，也有修车店，乡里先
对这些私搭乱建进行了整治。

经过十多年的持续努力，
当地将生态修复治理与文化旅
游产业相结合，依托修复后的
自然生态系统、地形地势、历史

文化、矿业文化等，昔日的废弃
矿山已转变为“绿水青山蓝天、
京西花上人间”的百瑞谷景区，
形成了旅游、文化、餐饮、民宿、
绿化等产业，带动了“生态+旅
游（民宿）”“生态+文化”等多
种业态共同发展，实现了黑色
产业到绿色产业的转型发展。

百瑞谷景区被评为 2020
首届北京“网红打卡地”。今年

“十一”期间，共接待游客2.9万
人，同比增长454%。走进百瑞
谷景区，可以看到矿山修复区、
矿业遗迹展示区、自然风光区、
乡村民俗旅游区等多个功能分
区，矿区文化、人文历史、自然
风光成为该区域的“新资源”。

山脚下利用废弃厂房改造
的百瑞谷饭店，可容纳 400 余
人同时就餐、近 160 名游客同
时入住。随着生态环境的提
升，毗邻矿区的萧克将军作战
指挥所旧址等也成为重要的红
色旅游资源，吸引各地游客前
来参观。

曾经“卖炭翁”而今
“卖风景”

说到“卖风景”，百瑞谷景
区总经理王振华最有发言权。
他曾经是这里的矿长，是昔日
的“卖炭翁”。他告诉记者，公
司转型后，他们种了 10 万株
树，修建了多处景观景点，今年
的游客达到 10.5万人，旅游收
入 776 万元，绿色生态产品价
值已初见成效。

以前，矿区周边村庄大多
以煤为生，村民靠山吃山，从事
与煤炭产业相关的工作。随着
产业转型，村民们也转变为依
靠生态旅游开展多种经营，带
动了史家营乡交通运输、餐饮
服务、农副产品销售等相关业
态，形成了“生态+产业”的发
展模式。曹家坊村民的人均劳
动所得逐年增长，第三产业从
业人员比例大幅提高。

自矿山生态修复及景区建
设以来，带动了周边地区人员
的就业，解决了曹家坊及周边
村庄 260 余人的长期就业问
题。此外，景区与曹家坊村达
成合作经营意向，将景区利润
的 10%分配给村集体，并先后
捐资 600余万元用于村集体公
益事业。 (北京青年报)

随着农闲时节到来，西藏
各地陆续迎来林芝工布新年、
阿里普兰新年、日喀则农家新
年、拉萨藏历新年等“年味”不
同的新年。选择冬游西藏，游
客可以免费或低价欣赏雪域美
景，还可以感受参与西藏各地
新年的民俗活动。

在西藏，由于历史地理、气
候节气和农耕农作时间不同，
各地新年时间也不相同。今年
藏历十月一日（2020年11月16

日），西藏迎来最早的新年——
林芝工布新年；此后的藏历十
一 月 一 日（2020 年 12 月 15
日），阿里地区将迎来普兰新
年；藏历十二月一日（2021年 1
月 14 日），日喀则将迎来农家
新年；最后拉萨等地将迎来藏
历新年，而今年的藏历新年和
春节为同一天（2021 年 2 月 12
日）。

据了解，西藏各地年俗
各具特色。林芝工布新年会

举行请狗赴宴、驱鬼背水、射
响 箭 等 丰 富 多 彩 的 民 俗 活
动；阿里普兰新年会举行“背
金水”、跳萱舞、唱歌祈福等
活动；在日喀则农家新年和
藏历新年期间，藏族群众会
吃“古突”（意为九种食料熬
煮的面食），举行背水、挂经
幡、祈福、拜年等活动。

西藏各地喜迎“新年”之
际，正值“2020 冬游西藏”优
惠政策期间。根据旅游部门

发布的优惠政策，除寺庙景
区外，西藏全区国有 3A 级(含
3A 级)以上景区免费游览，国
有 3A 级以下和非国有 A 级景
区门票在淡季价格基础上减
半，三星级（含三星级）以上
星 级 宾 馆（饭 店）及 国 际 品
牌、精品酒店房价按照不高
于旺季价格的 50%执行，执飞
进出藏航线的航空公司平均
折扣不少于 50%。

（新华社）

冬游西藏优惠多 别样“年味”等你来

12月12日，在山东省临
沂市沂南县美食大赛上，参
赛厨师在整理制作的菜品。

当日，山东省沂南县举
行文化旅游行业美食大赛，
当地特色农家乐和涉旅餐饮
企业的 80 多名厨师参加了
热菜、凉菜、面点、雕刻等项
目的比拼。此次大赛旨在提
升当地旅游餐饮服务水平，
推动全域旅游发展。

新华社 发

“旅游大厨”
赛厨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