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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到村里避暑的游客有
1万余人，其中至少有十分之一来
自邻近的四川。”开州区满月镇马
营村村支部书记谢青告诉记者，
依托当地高山资源，来此避暑的
四川游客大多是退了休的老人。

今年夏天到马营村避暑的
王维，来自毗邻开州的四川省宣
汉县。这是他到马营村长住的
第三个夏天。

“我今年71岁，来这里避暑，
子女最担心的是我看病的问题。”
王维告诉记者，马营村离宣汉有
两个小时车程，如果因生病折返
是一件麻烦事。每年到马营村
打包行李时，儿女都会贴心地给
他备好各种可能用到的药品。

“现在在这里看病、买药很
方便，以后不用备这么多药了。”
王维摆摆手说。

这两年，开州区卫健委每年

会向避暑游客较集中的村派驻
全科医生进行支援，让避暑游客
足不出村就能看病。目前满月
镇的马营、顶星两个村卫生室，
除村医外还有区里派来的医生，
以解决村卫生室医护人手不足
的问题。

更让王维觉得方便的是，在
川渝地区实现医保全面联网结
算后，他可以用自己的医保账户
在重庆看门诊、在药房买药。“村
里就有药房，而且满月镇新修的
卫生院我也去看过，条件很不
错。”王维笑着对记者说，这些贴
心服务，让前来避暑的老人减少
了后顾之忧。

满月镇卫生院有关负责人
表示，今年以来，该院实现医保
结算的四川籍账户占比超过
12%，较去年翻了一番。

“通过跨省医保联网结算、

开通跨省公交、实现跨省矛盾联
合调解等，不仅方便了两地的居
民，也让来渝避暑的四川游客感
受到更多便捷，进一步增强了我
市高山地区发展避暑经济的吸
引力。”市文旅委有关负责人表
示，重庆有大面积的丘陵与高山
地区，夏季气候宜人。随着近年
来“山水之城、美丽之地”建设的
不断推进，这些高山地区生态得
到进一步改善，再加上我市积极
推进农文旅融合发展，一些原来
地处偏僻的山村成为避暑经济的

“热门地”，开设农家乐、接待避暑
游客成为当地盘活闲置农房、增
加村民经营性收入的新渠道。

该负责人表示，下一步，我
市高山地区发展避暑经济除要
在旅游接待设施等“硬件”和服
务水平、文体活动等“软件”上下
功夫外，还可针对避暑游客特
点，为其提供更加人性化的医
疗、交通等服务，吸引更多川籍
游客到重庆消夏纳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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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隆仙女山，游客在森林里的露营基地露营。（重庆
日报资料图） 重庆日报记者 崔力 摄

▼8月8日，开州区满月镇马营村，2023开州雪宝山国
际旅游消夏避暑音乐节暨满月山歌会现场。

重庆日报记者 尹诗语 摄

8月下旬，每天都有不少挂着“川S”车牌的小车结队，沿城
万快速路从城口驶向四川方向。

“快开学了，来避暑的四川游客又结伴回去了。”城口县文
旅委有关负责人笑着告诉记者，近年来，每年暑假都有大量的
“川S”小车结伴驶入城口来避暑。

近日，记者在我市部分区县采访时发现，随着我市生态环
境进一步改善、接待能力不断提升，重庆高山地区的避暑经济
越发火热。尤其是随着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走深走实和
川渝两地交通、医疗等方面加快融合，四川正逐渐成为我市高
山地区避暑经济的重要客源地。

□ 重庆日报记者 罗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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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收拾完从城口避暑带回
家的行李，王理又开始期盼明年的
亢谷避暑之行。

“每次离开亢谷，都有一种恋
恋不舍的感觉。”王理是四川省达
州市的退休教师，近 6年来，他每
年夏天都会约着亲友一起到城口
亢谷避暑。每次去，一行都有 8至
10人，要开三四辆车。

最初打动王老师的，是一纸城
口纳凉避暑的宣传页。

十多年前，城口鼓励当地农民
依托良好的生态条件发展农家乐，
统一将农家乐打造为“大巴山森林
人家”品牌。每当夏季到来，被森
林簇拥的高山与峡谷，成为县内
不少游客避暑纳凉的好去处。当
时，东安乡鼓励村民发展森林人家，
形成以亢谷为核心的森林人家集
聚区。

随着森林人家的发展，当地农
民发现，将空闲房屋打造成民宿，
夏季三四个月时间就能增收好几
万元。不少人向政府表达了想发
展森林人家的愿望。

为了开拓市场，7年前，城口当
时的旅游局与亢谷所在的东安乡
政府工作人员，利用为数不多的县
财政拨款，印制了简单的宣传页，
并联系大巴车免费接送避暑游客。

也就是在 7年前，王理的一位
朋友从城口旅游回来后，对亢谷赞
不绝口。第二年，王理一改往年到
贵州、云南避暑的习惯，早早约着
大家庭的兄弟姐妹一起来到亢谷。

“亢谷中间溪水潺潺，周边覆
盖着森林，山间还有如银帘一样的
瀑布。”王老师告诉记者，没想到离
达州城区不远的城口，居然有这样
的“仙境”。

近几年，达州及周边不少地方
也在不断挖掘避暑经济潜力，打造
了不少农家乐，但王理和亲友们还
是坚定地选择亢谷。

“因为亢谷这些年也在变化
——周边环境越来越好，接待水平

一年比一年高。”王理说。几年来，
他一直住在名为“鸡冠石”的森林
人家，这也是亢谷最早做森林人家
的农户之一。

王老师回忆，第一年去的时
候，“鸡冠石”还是正宗的“农家
乐”——房屋是村民自建房简单改
造的，房间里是用了几十年的老木
床和颇有年代感的被褥；午餐和晚
餐都是大盆大碗盛装的“江湖菜”，
饮食口味重油重盐……

后来几年，森林人家有了变
化：每个房间都附带了卫生间；被
褥换成标准的酒店床上用品，每周
定时换洗；午餐、晚餐讲究荤素搭
配，口味更符合健康饮食需求。

原来，每年冬季是亢谷旅游淡
季，城口相关部门和乡镇都会为森
林人家老板和员工开设系列培训，
内容包括改善接待设施、提高服务
水平、开发城口特色菜品等。

今年夏天，王理再回“鸡冠
石”，发现依托正式开放的亢谷景
区，“鸡冠石”农家乐已改名为“龙
隐山庄”；每个房间都有一个小阳
台，足不出户即可观赏亢谷风光；
饭后，周边彩色步道有很多结伴散
步的避暑游客。

这几年，城口交通建设不断升
级，县内公路、东安镇内公路都实
现了硬化、油化。王老师从达州的
家出发到亢谷，车程只有 4小时左
右，比最初时省了1—2个小时。

“随着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
设不断推进，四川和城口的联系越
来越紧密，我们去避暑也越来越方
便。”王老师说。

亢谷景区管委会游客服务中
心主任李博，几年前也曾到达州分
发过城口纳凉避暑的宣传页。

“现在到亢谷来避暑的长住游
客，有 70%左右来自四川达州等
地。”李博高兴地说，这既是自己努
力工作的动力，也是一种压力：要
想办法为大家提供更多的贴心服
务，让游客游得满意、玩得舒心。

到今年，年近七旬的黄宏乔
来武隆区仙女山避暑已有6个年
头。他用浓厚的四川宜宾口音介
绍自己的避暑生活：“每天早上吃
完早饭，沿小区步道散步、遛外
孙，买菜回家做午饭，午休后去下
下棋、旁听小区‘乐队’表演……”

武隆拥有我国为数不多的
南方高山草场，“风吹草低见牛
羊”的场景吸引了不少外地游
客。十多年前，黄宏乔跟着旅行
团，来仙女山“两日游”。

“当时一见仙女山，难以忘
怀。”黄宏乔说，后来听说仙女山除
了观光旅游，夏天还可以避暑。6
年前，他在仙女山买下一套避暑房。

“宜宾离云南、贵州都很近，
但我们‘舍近求远’选择仙女山是
有原因的。”黄宏乔说。他第一次
来仙女山时，是自驾游，从家里出
发到武隆就花了6个小时左右。

随着四川与重庆联系更加
紧密，尤其是川渝两地大力推动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以来，
宜宾与重庆的交通更便捷。黄
宏乔最初自驾到仙女山，慢慢变
为坐高铁、动车转公交到仙女
山，其中高铁换乘动车都不用出
站，时间缩短为4个多小时，出行
费用也便宜不少。

负责武隆旅游发展的重庆
市武隆喀斯特旅游（集团）有限
公司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四川
是武隆旅游的重要客源地之一，
最近几年到武隆来的川籍游客
增幅不断增大，占比逾10%。

为了给游客提供更丰富的旅
游产品，仙女山不断完善旅游设
施，同时通过市场化手段不断丰富
和提升仙女山场镇的服务功能。

最近几年的避暑时光，让黄
宏乔和家人爱上了这里。“家里

老少都能在这里找到自己的‘乐
子’。”黄宏乔说。

黄宏乔本人热爱美食。第
一次来仙女山时，场镇上只有为
数不多的几家餐馆，一到饭点就
挤满了等待翻桌的人。这几年，
仙女山街上新增了不少特色餐
饮店，让他大饱口福：大江南北
的美食，在仙女山场镇上都能找
到，味道也正宗；朋友来了，既可
以选择吃正餐，还可以在习习凉
风中吃烧烤，好不惬意。

有朋友来仙女山，黄宏乔的
女儿则会邀请他们白天逛归原
小镇，累了在咖啡厅小憩，晚上
到酒吧小酌；黄宏乔的外孙，则
对农耕体验、科普馆等特别感兴
趣，通过仙女山街道组织的暑期
课堂，小家伙还结识了不少同龄
的小朋友，每年暑假结束时都舍
不得离开。

“今年老家有朋友来仙女山
观光，看到这里良好的避暑环
境，也考虑以后到这里和我们一
起搭伴避暑。”黄宏乔说，如今，
武隆仙女山吸引大家的，不仅在
于良好的生态，更在于这里有越
来越丰富的避暑生活。

城口亢谷
周边环境和接待水平不断提高

七成避暑人群来自四川
武隆仙女山

从“两日游”到每年住两个月
川籍游客占比逾10%

开州马营村
跨省医保联网结算

四川游客体验更多便捷

▲城口亢谷景区漂流。 （城口县文旅委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