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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避暑经济”，一方面，能满足城
市居民对纳凉避暑的需要；另一方面，又
能满足农村居民发展旅游产业增加收入
的需要。

经过10多年的发展，重庆的“避暑经
济”已从幼儿期进入成长期，不可避免地
会面临“成长的烦恼”。而要让“冷资源”
持续地成为“热经济”，最重要的是要让城
市居民和农村居民有都要有获得感。

对城市居民来说，高山避暑地必须为
他们提供必要的公共服务和丰富的旅游
产品，让他们“进得来”“住得下”。

比如，石柱黄水镇不断布局完善公
园、中医院、商超、博物馆、学校、农贸市
场、乡村图书馆、文化馆、电影院、剧场、乡
村民宿、特色餐厅、咖啡馆等公共设施和
业态，让城市居民享受到和城里差不多的
消费环境。

又比如，武隆仙女山针对不同年龄阶
段的游客需求，在避暑季举办采摘节、音
乐节、艺术节、文化节、体育赛事等各类活
动，提升游客的体验感。

对农村居民来说，要加快推农村“三
变”改革，盘活闲置资产，让林地、农房等
在“避暑经济”中被盘活。比如，石柱黄水
的避暑房，有相当一部分由农户改建，增
加了当地农村居民的财产性收入；

还要在分配机制上，把更多的产业红
利留给农村居民。比如，武隆双河镇打造
的番茄谷，起初由业主进行基础设施建设
和总体投资，等产业走上正轨后，业主逐
步从一产转到三产销售上，把更多的收益
留给村民，从而调动起大家发展产业的积
极性。

总之，只有让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都
有获得感，才能调动他们“双向奔赴”，才
能让“避暑经济”真正成为高山乡村产业
发展的“新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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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国尧开了13年农家乐，终于在家门
口等来了他梦寐以求的“流量”。

8月8日至9日，中国园艺学会番茄分
会2024年学术年会暨2024武隆高山番茄
文化节，将在武隆区双河镇木根村举行。

得知这一消息，3日下午，他急忙招呼
家人，打扫房间、清洗窗帘、采购食材……
忙得团团转。“这是一笔难得的生意，千万
不能错过！”黄国尧一边忙，一边不停地向
大家强调。

为何中国番茄的“高端局”，会选择在
一个小山村召开？这要从当地发展“避暑
经济”说起。

特色路——
高山村靠种菜成“网红打卡地”

木根村平均海拔1300米，属典型的高
山村，夏季平均气温20℃。2008年，村民见
自然资源相似的仙女山通过卖“冷资源”
赚了钱，便纷纷效仿，开办起农家乐，吸引
市民来避暑纳凉，黄国尧便是其中之一。

“本来发展的劲头很足，没想到当头
一瓢冷水，根本没有多少生意。现在想
来，当时上马很冲动，因为我们这里不像
仙女山位于景区，除了凉快，没得任何耍
事，很难把游客留下来，生意做不走，也是
情理中的事。”黄国尧回忆说。

“黄国尧们”的苦恼，很快引起了双河
镇的注意。经过镇村干部到多个高山避
暑地调研，他们发现：仙女山等地发展“避
暑经济”是依托当地景区的引流，它们推
出的“高端”玩法，木根村根本学不了，只
能靠自己探路！

正当大家为此发愁时，市农科院武隆
高山蔬菜研究所（以下简称蔬菜所）来到
木根村落户。

武隆是重庆四大蔬菜保供基地之一，
木根村是其中的核心基地。为了助力高
山蔬菜产业发展，蔬菜所从 2008年起，来
到木根村进行高山蔬菜品种的筛选和种
植技术的推广。近年来，随着科普研学的
兴起，2020年底，蔬菜所把研学作为了业
务拓展的主要方向。在当地政府的支持
下，蔬菜所顺利完成了扩建搬迁，修建了
40亩番茄研学基地，完成了农业科普馆的
提档升级。目前，科普基地收集有全国
100多个番茄品种，包括用于鲜食采摘的
水果番茄、制作番茄酱的加工番茄等，来
基地科普研学的团队也越来越多。

看到蔬菜研学游升温，包括知名“新
农人”姜国强在内的投资者在双河镇木根
村、荞子村流转了600亩土地，兴建了集番
茄种植、采摘、观光、认养、科普于一体的
番茄谷，并于去年4月成功开园。同时，武
隆鸭江镇的王合兴，在当地建立了一座高

山蔬菜集约化育苗基地。看到进村
来采摘、研学的游客越来

越多，一些网红主
播也把直播间

搬到了木根，为当地的农特产品“吆喝”。
渐渐地，木根村从一个高山蔬菜村变

为远近闻名的“网红打卡地”。在蔬菜亲
子研学、采摘游、私人定制等业态的加持
下，一批批研学、旅游团队来到木根村。
得益于此，木根村90%的村民顺势办起了
农家乐或民宿，一年接待游客4万余人次，
人均增收约5000元。

市农业农村委相关负责人表示，为了
丰富高山避暑旅游，今夏，我市推出红色
乡村精品线路、采摘休闲体验线路、民俗
文化经典线路等 90余条夏季旅游精品线
路。同时推出了一大批具有浓厚“文化
味”的“研学游”，比如铜梁举行“我是小小
文物修复师”研学活动；彭水蚩尤九黎城
景区推出“毕业季寻宝记”等创意活动。
这些线路体现了农耕文明韵味浓、乡土生
活风貌美、乡风民俗风尚新，成为重庆夏
季高山避暑旅游的打卡之地。

时尚感——
南天湖用“文体游”留住年

轻消费者

与木根村不同，丰都南天湖则通过
不断推出文体活动，吸引了一大批年轻
消费者。

“台下的帅哥美女，有没有人愿意和
我一起演唱这首《听海》。”8月1日19时30
分，丰都南天湖国家级旅游度假区音乐广
场，一场高山避暑露营音乐会正在进行。
尽管还是工作日，但草坪上，1000多名游
客挥舞手中的荧光棒，与歌手一起放声歌
唱，音乐声、欢呼声相互交融，直冲云霄。

“浪漫，刺激，好耍！”这是南天湖高山
避暑旅游带给游客的直观感受。然而，在
这之前，它也和木根村一样，经历过“成长
的烦恼”。

南天湖度假区海拔在 1400—2000米
之间，夏季平均气温 21℃，素有“天然氧
吧、避暑胜地”的美誉。2018年，度假区开
门营业。

“其实，我们在 2019年就开办过一些
音乐节，但在节目组织上，不符合年轻人
口味，因此也没能获得成功。”南天湖度假
区相关负责人王伟宇说。经过反复调研
讨论，他们对音乐节进行了优化调整，比
如与重庆音乐家协会等单位合作，将重庆
青年歌手大赛决赛现场放到南天湖。今
年音乐狂欢季将举行 12场形式多样的周
末晚会和30场风格各异的周内音乐会，活
动融合露营、音乐、自然、非遗等多种元
素，积聚了极高的人气。

同时度假区还针对年轻消费者推出
了一系列游乐项目：山地轨道滑车、七彩
滑道、山地卡丁车、射击体验馆等体育项
目；四个不同主题的露营基地；沿南天湖
打造了围炉煮茶、创意集市、浪漫沙滩等
20多个景点。

王伟宇告诉记者，南天湖度假区在
“文体游”的加持下，入夏以来，共接待游
客53.08万人次，同比增加近八成，实现旅

游综合收入 2.76亿元。同时在“避暑经
济”的影响下，当地有 1500多名村民在景
区务工，带动当地农产品销售 4000多万
元，近1000户3700多人实现增收。

市文旅委相关负责人表示，近年来，
参加一场音乐节、观赏一场体育赛事，已
成为年轻人高山避暑的新风尚。为了让

“避暑经济”迭代升级，我市各地不断探索
“音乐+避暑”“体育+避暑”文体旅融合新
玩法，比如，北碚金刀峡国际溪降精英赛、
武隆世界女子马球赛、巫溪红池坝第十一
届山地自行车赛、巫山长江三峡·三峡龙
脊山地户外徒步大赛等体育赛事，将旅游
避暑、竞技娱乐深度融合，成为“避暑经
济”的“新引擎”。

健康牌——
黄水用康养迎来“回头客”

作为重庆老牌高山避暑旅游地，石柱
黄水则把医疗、康养，作为占领市场的一
张“王牌”。

经过10多年的发展，在“避暑经济”的
带动下，黄水镇公园、农贸市场、商超、公
交车站、学校、医院等基础设施、公共配套
服务得到快速发展。相比过去，场镇面积

“长”大了 10 多倍，场镇人口从常年的
5000多人增长到夏季避暑的近30万人。

“来避暑的人多了，接待起来自然就
会力不从心。”石柱县黄水镇工作人员邵
和毅解释说，比如公共服务能力跟不上，
无法满足游客对医疗、康养等方面的需
求。黄水镇中心卫生院提供的数据显示：
2015年之后，避暑季的就医人数，每年保
持50%以上的增长。

与此同时，黄水还必须面对周边避暑
旅游市场的激烈竞争。黄水拿什么来留
住游客？

“通过研判，我们发现黄水发展‘避暑
经济’在医疗和康养上有一定的基础和优
势，这可以留住中老年游客。”邵和毅说，
在发展“避暑经济”后不久，黄水便引进了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康复医院，为游客和当
地村民提供医疗服务保障。同时，黄水是
中国黄连之乡、莼菜之乡，有深厚的历史
文化和丰富的中药资源作支撑。此外，当
地有太阳湖、月亮湖和10多个空气优良的
公园，非常适合康养。

目前，一套完整的医疗、康养服务体
系已在黄水建成。如今，仅黄水中心卫生
院就有就医床位近 300张，一般的健康需
求，在这里都能得到满足。而且，根据市
场需求，场镇的针灸艾灸馆由10多家增长
到 40多家。据统计，入夏以来至 7月底，
到黄水避暑的游客同比增长了30%。

重庆理工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张凤太
表示，重庆不少避暑地，不同程度存在产
品同质化、公共服务能力不足等问题，从
而造成过路客多、常住客少，回头客更少
的现象。因此，重庆各地发展“避暑经
济”，就必须充分突出自身优势，补足短
板，才能具有持久的生命力。

告别告别““好山好水好无聊好山好水好无聊””
让让““冷资源冷资源””变成变成““热经济热经济””

88月月22日日，，石柱黄水镇中心卫生院石柱黄水镇中心卫生院，，医生正在为前来避医生正在为前来避
暑的老人看病暑的老人看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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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上旬以来，随着气温的逐步攀升，大量市民选择到高山乡村避暑。一时间，我市石柱
黄水、丰都南天湖、武隆仙女山、城口亢谷、南川金佛山、巫溪红池坝，以及邻近的湖北苏马荡、
贵州桐梓等高山乡村，又一次迎来如织的人流。

近些年，随着乡村交通条件的改善和乡村振兴的全面推进，中心城区的“热辣滚烫”，和高
山乡村的冷凉气温，催生了“避暑经济”的兴起。而“避暑经济”从它诞生那一刻起，就面临着
“好山好水好无聊”的窘境，市民不再满足高山乡村的凉快，而对消费业态有了更多需求。

如何才能把“冷资源”真正变成“热经济”？近日，记者来到武隆、石柱、丰都等地高山乡村
进行了调查采访。

77月月3131日日，，丰都南天湖旅游度假区丰都南天湖旅游度假区，，游客正在湖边草游客正在湖边草
坪上享受音乐会坪上享受音乐会。。

77月月3131日日，，武隆区双河镇木根村蔬菜育苗场武隆区双河镇木根村蔬菜育苗场，，工作人工作人
员正在搬运培育好的菜苗员正在搬运培育好的菜苗。。

88月月11日日，，不少游客来到丰都南天湖旅游度假区不少游客来到丰都南天湖旅游度假区，，欣赏美景欣赏美景，，享受清凉享受清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