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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9日，栾川县推进全域旅游示范区
创建暨栾川旅游再出发动员大会召开，会议
总结2016年旅游发展工作，表彰2016年度
栾川旅游发展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安排部
署 2017 年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工作。
县委书记董炳麓作了题为《凝心聚力打造

“118工程”务实重干建设旅居福地新栾川》
的讲话，围绕“栾川旅游再出发”，解答“为什
么提栾川旅游再出发”“栾川旅游再出发的目
标是什么”“如何实现栾川再出发的各项目
标”三个问题，动员全县上下进一步解放思
想，增强“一盘棋”意识，高起点谋划，高标准
推进，高质量落实，努力推动栾川旅游业开创
新的辉煌。

董炳麓说，栾川旅游再出发是旅游富县
战略的内在要求。

富民富县只是发展旅游的第一层次，最高
层次是通过发展旅游，促进干群思想观念发生
深刻变化，从而为发展方式转变提供强大的内
生动力；栾川旅游再出发是建设向上向善、旅
居福地新栾川的现实选择。栾川“十三五”的
发展目标是全面建设向上向善、旅居福地新栾
川，力争把栾川建设成为全国知名的转型升级
示范区、最佳旅游目的地、山水氧吧宜居县、创
新开放文明城。围绕这一目标，栾川谋划实施
了一大批重点项目，但同时，软环境提升才是
建设向上向善、旅居福地新栾川的根本所在。
栾川将像爱惜眼睛、珍惜生命一样，呵护已经
培育起来的旅游品牌和旅游形象。栾川旅游

再出发是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的发展需
要。去年年初，国家旅游局发布了“国家全域
旅游示范区”首批创建名单，栾川县成功入围，
全省仅8个县区入围。栾川旅游业已经站在了
新的起点上，一定要抓住全域旅游上升为国家
战略的重大机遇，正视挑战、补齐短板，巩固成
果、探索创新，整装上阵再出发，努力推动栾
川旅游发展再上新台阶。

针对“栾川旅游再出发的目标是什么”，
董炳麓认为，当前栾川旅游发展目标越来越
清晰，具体分三步走：

第一步，2001年到2010年，以景点、景
区打造为标志，发展观光旅游，栾川成为中国
旅游强县。

第二步，2011年到2020年，以全景栾川
建设为标志，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打造
最佳旅游目的地，建设向上向善、旅居福地新
栾川。通过“五全”（全产业强化旅游引领，全区
域营造旅游环境，全领域融汇旅游要素，全社
会参与旅游发展，全民共享旅游成果）路径，采
取“六转”（从单一景点景区建设管理到综合目
的地统筹发展转变，从门票经济向产业经济转
变，从粗放低效旅游向精细高效旅游转变，从
封闭的旅游自循环向开放的“旅游+”融合发展
方式转变，从旅游企业单打独享到社会共建共
享转变，从部门行为向党政统筹推进转变）方
式，实现“三超”（游客超千万，人均旅游消费超
千元，旅游综合收入超百亿元）目标。

第三步，2021年到2030年，要实现旅游

产业达到中高端水平；旅游社会效益明显提
高；旅游可持续发展能力进一步增强。

就“如何实现栾川旅游再出发的各项目
标，董炳麓提出三点要求：

第一，全域旅游着笔墨，绘好奇境栾川图。
旅游景区做“红花”。重点打造龙头景

区，深入推进与陕旅集团等知名旅游企业对
接，推动老君山、鸡冠洞等景区进行资源整
合，支持老君山、重渡沟等有条件的旅游企业
上市融资，加快景区深度开发项目建设；景区
建设要“创 A（A 级景区）、保 A、促 A”，推动
天河大峡谷等景区创建A级景区，加快实施
鸡冠洞景区5A提升工程；积极创建国家级、
世界级旅游品牌。

美丽乡村做“绿叶”。打造乡村旅游升级
版，引导传统农家乐转型升级，发展培育一批
精品民宿和主题客栈；做好旅游扶贫文章，
2017 年，从全县 61 个国家旅游扶贫重点村
中选择10个以上的村，先行先试，努力将其
打造成亮点，为其他村提供经验；抓好旅游商
品开发。

“两网”建设做“枝干”。加强旅游交通建
设，今年将续建、新建尧栾西、栾川至渑池、栾
川至卢氏三条高速，经栾国道和省道11条及
一系列入村公路，积极推进通用机场建设项
目，重点建设1条至2条自行车绿道；加强智
慧旅游建设。

绿化、亮化调“色调”。在“绿”字上做文
章，保护生态环境，杜绝高污染、高耗能的项

目，加强城乡环境综合治理，严厉打击破坏环
境的行为，持续开展全域绿化工程；在“亮”字
上做文章，围绕山体、楼体、河岸、道路四个主
体做亮化，突出设计和文化植入。

县城建设呈“亮点”。按照5A景区标准
建设旅游县城，提升城市基础设施，推进城区
集中供暖、管道天然气、道路畅通工程、县城
立体停车场建设；强化城市综合管理，突出城
市功能区建设，突出休闲度假需求，加强配套
设施建设，完善休闲娱乐功能；做大做强旅游
产业集聚区。

旅游节会做“渲染”。持续办好旅游营销
活动，策划举办 1 个至 2 个在全国范围内极
具影响力的旅游节会活动，全年不间断推出
旅游节会。

第二，做好四道题，算清四笔账。做好
“加法”，通过“旅游+农业、工业、文化、教育”
等各行各业，催生旅游新业态、新产品；用好
资源，打造“山地运动度假区”，推进滑雪场国
家登山步道建设，举办帐篷露营、公路自行车
等山地运动赛事，推动体育与旅游融合发展；
采取“旅游+养老”模式，着力打造“候鸟式”
养老第一县。

做好“减法”，最大限度减少游客投诉，打
造全国旅游消费放心县。在景区景点规划和
开发建设中尽最大可能保持自然美；进一步
净化旅游市场环境，2017年，将联合工商、物
价、交通等相关部门，对旅游景区、旅游企业
及宾馆、餐饮行业开展集中整治，并形成长效

监管机制，落实到全县各个景区。
做好“乘法”，突破门票经济局限，发挥旅

游业乘数效应。依托旅游产业集聚区，大力发
展旅游购物，建设综合性旅游商品市场；依托
中原旅游商品众创空间平台，促进旅游商品的
创新研发、推广和销售，鼓励栾川特色旅游商
品进驻城市商超和机场、高铁站、景区购物区。

做好“除法”，发挥市场主体作用，消除旅
游企业小散弱，消除旅游经营收益差。对各
乡镇、各景区旅游重点项目的编制规划（建
设）方案进行严格审议；近期开展专项清查，
取缔违法违规项目，逐步改变旅游企业散小
弱现象。

第三，强化保障，统筹推进。全县中心工
作要围绕“旅游富县”谋划。成立旅游领导小
组，全县32个单位作为其组成部门；县委、县
政府考虑将旅游工作开展情况纳入年度考核
体系，考核结果将作为各单位奖惩依据和干
部考核的重要依据之一。

三产结构要围绕“旅游富县”调优。加快
推进休闲农业、观光农业发展；鼓励工业企业
把厂房、矿山建成景点，把生产线打造成观光
线；加快推进养老旅游、旅游地产、文化创意
产业、体育旅游等业态培育。

各领域工作要围绕“旅游富县”突破。形
成全区域全行业与旅游融合发展的局面，各
部门根据各自职责，发挥自身的作用，共同促
进全域旅游发展。

生产要素要围绕“旅游富县”集聚。全县
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向旅游方面大力倾斜，每
年增加旅游发展引导资金额度，整合各方面
资金，研究制定旅游用地优惠政策，全力保障
旅游业发展用地供应。

人才队伍要围绕“旅游富县”加强。建立
栾川旅游智囊团，努力引进一大批专业旅游
人才，建立旅游人才培训机制。

（李艳 白佳丽）

实施旅游富县战略 推进全域旅游建设

栾 川 旅 游 再 出 发

2016年栾川旅游数字

全县旅游接待人次在 2016 年继续保持了
9.8%的较高增长率，其中，过夜游客达到318.6万，
同比增长9%，省外游客比重由2015年的23%增长
到29%；

旅游总收入连续3年保持15%以上的高增长
速度，游客人均消费达到615元；

7 个主要景区的门票收入达到 2.5 亿元，较
2015年增长23.3%，其中老君山景区一马当先，实
现收入8000余万元，增幅达到55%，龙头作用充分
发挥，其他景区也均有不同程度增长；

全年先后接待外地旅游党政考察团72批次。

2016年栾川旅游荣誉

2016年，栾川县先后入围国家旅游局公布的
首批“中国国际特色旅游目的地”和“国家全域旅
游示范区”创建名单；

2016年4月，栾川县被国土资源经济学会评
为“2016百佳深呼吸小城”；

2017年2月14日，在全省旅游产业发展大会
上，省旅游局局长寇武江先后8次点名表扬栾川，
对栾川旅游2016年的发展给予了充分肯定；

在国家旅游局评选的全国100家文明旅游先
进单位和旅游服务最佳景区名单中，栾川的老君
山·鸡冠洞景区榜上有名；

栾川县鸡冠洞景区荣膺“中国驰名商标”，
重渡沟景区被评为全国“景区带村”旅游扶贫
示范单位，重渡沟生态旅游创客基地入选国家
旅游局第二批“中国乡村旅游创客示范基地”
名单。

2017年栾川旅游发展目标

到2017年年底，实现接待游客继续超千万人
次，同比增长8%以上；

实现旅游总收入75亿元以上，同比增长20%；
游客人均消费达到676元，同比增长10%；
全县20%的建档立卡贫困群众通过发展和参

与旅游实现脱贫。

从数字看成绩
树目标再出发

为推进全域旅游再出发，2017年，栾川县要抓好十
个重点，建设奇境栾川。

着力创新旅游管理
构建旅游治理“1+3”模式。“1”，即成立栾川县旅游发

展委员会，强化其在全县旅游产业促进、资源统筹、发展
协调、服务监管等方面的职能；建立旅游发展联席会议制
度，形成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牵头，部门职责清晰、配合
有效的综合协调机制。“3”，即充分发挥旅游警察管理大
队职能，设立工商旅游分局、旅游巡回法庭。同时，组建
旅游综合执法大队，抽调旅游、工商、公安、交通等部门执
法人员进驻，合署办公，联合执法，健全旅游投诉处理和
市场综合监管机制。强化旅游规划引领，加强规划管控，
推动旅游规划与城乡规划、土地利用规划等多规融合，为
旅游资源有序开发奠定基础。

着力搭建旅游发展平台
组建旅游发展集团，整合涉旅国有资产，搭建全县

旅游产业投融资和招商平台，完善支持旅游业发展长效
融资机制。支持老君山、重渡沟等有条件的旅游企业上
市融资。深入推进与国内外知名旅游集团对接，采取

“大资本+管理团队”模式，整合栾川优势旅游资源，实现
旅游产业集聚整合、转型升级。

着力打造精品景区
加快老君山云景索道、游客换乘中心、大型停车场等

项目建设，利用3年时间，将老君山打造成为全国知名的
“山岳观光、道家朝圣”复合型景区。启动老君山、鸡冠洞
景区联合申报世界自然遗产项目。突出抓好重渡沟国家
旅游度假区建设，打造以重渡沟国家旅游度假区为中心，
涵盖九龙山、东北虎园的北线旅游产业集群；积极推动旅
游资源整合，打造东起龙峪湾、西至抱犊寨的南线旅游产
业集群。支持重渡沟景区创建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天河
大峡谷创建国家4A景区。到2020年，全县打造3个年
接待人次超百万、综合收入超亿元的龙头景区。

着力发展休闲度假产品
按照“集聚发展、区域一体”的思路，用好青山绿水

和乡愁乡情资源，打造集休闲农业、乡村旅游、田园社区
等产业于一体的“美丽中国·美丽生活”样板。加快推进
重渡沟—秋扒—狮子庙旅游大环线建设，利用 5 年时
间，建设面积136平方公里，涵盖4乡镇10个村，惠及近
3万群众的“新重渡沟乡村度假区”；积极推进石庙镇七
姑沟至陶湾镇南沟环线建设，依托伏牛山滑雪乐园和观
星、杨树坪等旅游重点村，打造“伏牛山山地运动休闲
区”；借助栾卢高速和S328改造提升机遇，依托天河大

峡谷、抱犊寨景区和大红、黎明等旅游重点村，积极谋划
建设一批高水平度假产品，打造“高山避暑度假区”。大
力开发以伏牛山滑雪乐园为主的滑雪度假、以龙峪湾森
林公园为主的森林养生度假、以九龙山温泉和颐和伏牛
山居为主的温泉度假、以金牛湖度假区为主的滨湖度
假，形成种类多样、体验丰富的休闲度假产品体系。

着力扩大旅游消费
实施旅游“后备箱”工程，发展旅游购物，依托旅游

产业集聚区，整合全县农副特产和旅游商品，统一品牌、
统一服务、统一营销，建设综合性旅游商品市场；办好中
原旅游商品博览会，将栾川打造成中原地区旅游商品研
发、生产、展示、销售中心；依托中原旅游商品众创空间
平台，促进旅游商品的创新研发、推广和销售，鼓励栾川
特色旅游商品进驻城市商超和机场、高铁站、景区购物
区；推进“双创”工程，支持特色农产品在线销售，借助

“互联网+”，拓展销路，打造品牌。发展旅游演艺，依托
县文化艺术中心打造高水平文化旅游演艺项目；推进创
作栾川歌曲、文化丛书、宣传画册，打造对外宣传名片。
发展旅游餐饮，挖掘伊尹饮食文化，结合栾川山珍风味，
开发地方特色菜品；加强政策引导和专业培训，打造一
批主题鲜明、风格多元的特色美食村。

着力建设旅游特色城镇
按照5A景区标准建设旅游县城。对县城建成区内

的建筑风貌、道路交通、公共设施、绿化景观进行综合提
升，努力把县城打造成为特色鲜明的山水宜居城市。打
造城市旅游休闲街区，培育旅游夜市等主题街区，拉动
旅游“夜间消费”。加快建设旅游风情创客度假小镇，打
造集游客集散、餐饮、住宿、演艺、休闲、购物、养生等功
能于一体的中原会客厅。依托伊河水系改造提升，打造
养子沟驿站，提升全域水系审美游憩价值和休闲度假功
能。结合区位条件和资源特色，推动石庙、庙子、陶湾、
叫河、三川、合峪、潭头、狮子庙等重点旅游城镇，分别打
造健康养老、滑雪运动、温泉度假、休闲养生、中药康体
等特色小镇。

着力推动乡村旅游转型升级
突出森林氧吧、山水观光、特色餐饮、高山避暑、休

闲采摘、民俗体验等不同主题，按照“一镇一特色”“一村
一品”的理念，推动乡村旅游转型升级。搭建乡村旅游
专业设计运营团队与乡镇、村、农家乐的交流合作平台，
引导栾川籍返乡农民工、高校毕业生回乡参与乡村旅游
创业，吸引省内外书画名家、艺术家、工商资本和社会力
量参与乡村旅游，快速提升乡村旅游品质和层次。探索
解决农家乐冬季取暖问题，延长全年接待时间。统筹利

用惠农资金，加强旅游配套服务设施建设，实施一批乡
村旅游精品客栈项目。适时引进高端休闲度假产品，打
造栾川乡村旅游升级版，到2020年，实现全县精品民宿
和主题客栈超百家目标。

借助旅游扶贫机遇，支持养子沟、庄子、重渡等61
个国家乡村旅游扶贫重点村发展。

着力叫响旅游目的地品牌
围绕“奇境栾川 自然不同”市场品牌，对栾川旅游目

的地整体形象进行精准定位，构建栾川旅游品牌体系，到
2020年，在全国叫响“奇境栾川 自然不同”旅游目的地品
牌。整合全县优势旅游景区、乡村旅游点、特色住宿和餐
饮等资源，面向市场分区域、分时段推出系列金牌旅游产
品，加大推介力度，做大栾川旅游市场。抓好高端平台宣
传，用好互联网、个人社交平台等新媒体资源，突出重大营
销事件策划，巩固提升宣传营销实效。

着力优化旅游公共服务设施
积极构建“一中心四平台”智慧旅游体系，即栾川全

域旅游大数据中心+目的地营销平台、旅游综合监管平
台、公共服务平台和电子商务平台，实现栾川旅游的智慧
化管理、智慧化服务、智慧化营销。在洛栾高速下站口规
划建设综合性旅游集散中心，开通集散中心至景区的旅
游专线车，逐步实现全景栾川一票通，一站式分流输送游
客。积极推进镇级旅游咨询中心建设，逐步实现A级景
区、城镇、重点旅游村咨询中心全覆盖。持续实施旅游

“厕所革命”，到2020年，在主要城镇、乡村景区和旅游通
道沿线新建、改建200座以上A级旅游公厕。构建旅游
交通体系，提升县城及国道、省道至A级景区连接道路等
级，完善提升栾川旅游宣传标识、交通引导标识、城区服
务标识、旅游公厕标识等全域旅游标识系统。

着力提升旅游服务软实力
持续开展“旅游大提升、满意在栾川”专项活动，全

面提升旅游服务质量和水平，让游客在栾川游览舒心、
吃住安心、消费放心。强化景点景区、重点旅游村的环
保监察、建设执法，营造优质旅游环境。强化安全监管，
探索推行景区和农家乐安全责任险最大保额统保制
度。大力整治旅游市场秩序，加强农家宾馆管理，实行
星级评定、按星级定价。落实乡镇对农家宾馆的属地管
理职责，健全旅游投诉受理和服务质量监督机制，提高
游客满意度。在全县积极践行“游客为本，服务至诚”的
旅游核心价值观，组建栾川旅游志愿者服务队，深入开
展“旅游行业当先锋，学习海明见行动”活动，开展文化
进景区、道德讲堂进景区活动，推动主要景区积极创建
国家文明景区。 （李艳 白佳丽）

抓好十个重点 建设奇境栾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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