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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批广东省全域旅游示范区获批广东省全域旅游示范区，，释放产旅融合发展潜力释放产旅融合发展潜力

惠州惠州
惠阳惠阳

年来，依托“高空—高铁—高速”
交通优势，惠州惠阳深挖客侨、古

邑、红色、非遗等文化资源，举全区之力
开展省级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工作。

如今，山水依旧，人文更胜，千年惠
阳在开放之中焕发新活力。日前，惠阳
上榜第五批广东省全域旅游示范区，给
城市发展注入更强劲的活力。

特色文化赋能乡村振兴
户均增收6000多元

2021年 8月 2日，文旅部公
示第三批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
名单，惠阳区秋长街道周田村榜
上有名。

周田村是惠州知名的乡村
旅游地，集客家文化、华侨文化、
红色文化于一体，是叶挺、叶亚
来和廖似光的故乡，至今已有
350多年历史。

周田村以国家级文物保护
单位叶挺故居和国家4A级旅游
景区叶挺纪念馆为依托，串起国
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叶挺故居，省
级文物保护单位腾云学堂、惠宝
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成立旧址（育
英楼）、会水楼等革命史迹，红色
文化与红色旅游在融合中不断
发展。

如今走进周田村，特色文化
元素处处可见，叶亚来故居已被
建设成为叶亚来主题文化展示
馆，利用展板设计、文物陈列、模
型雕塑、场景还原等形式，全方
位、多维度地重现“吉隆坡王”叶
亚来的传奇一生，展示馆现已免
费对公众开放。

不少游客在周田村游玩，都
会前往景区附近的周田农家
庄。农庄四周竹林环绕，绿树掩
映，环境静谧，客家饭菜美味地
道，成为周田村人气最旺的农家
饭店。每到节假日，农庄坐满了
客人，十分热闹。

一到饭点，农庄的服务员和
厨师忙得不可开交。负责人叶赋
邦说，农庄现有员工30多人，多
数为本村村民。村里与他一样经
营农家乐、实现自身增收并带动

村民就业的不在少数。
周田村党支部书记叶远雄

介绍，丰富的旅游资源成为周田
村群众增收致富的新引擎。周
田村以“土地+围屋+资金+运
营”多元创收、共建共赢的模式，
出租土地和围屋给企业开发运
营。“我们村还成立了民宿协会，
抱团利用闲置房屋等带动村民
在家门口就业。”叶远雄表示。

周田村是惠阳以特色文化
赋能乡村振兴的缩影。记者了
解到，2018—2021年，惠阳投入
1.91 亿元用于打造美丽宜居乡
村，安排5.56亿元改善乡村旅游
交通；同时统筹涉旅资金投入，
打造将军故乡文化体验示范带、
怀安原乡田园休闲示范带、东坡
荔乡农业观光示范带、平潭稻乡
田园风光示范带，将全域旅游发
展融入名镇名村、美丽乡村、水
环境治理等建设中，实现农村面
貌、全域旅游环境的全面升级。
据统计，2021年，惠阳区在乡村
旅游方面，接待游客200万人次
以上，乡村旅游收入 3 亿元，辐
射带动农户3万多户，户均增收
6000多元。

惠阳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
局局长陈惠忠表示，接下来，惠
阳将继续依托旅游资源优势，不
断加大乡村旅游基础设施建设
力度，深入挖掘客家文化、红色
文化、华侨文化，积极培育特色
产业，包装文化旅游产品，促进
文、农、林、旅多业态融合，加快
本地区乡村振兴发展，助力惠
阳区文旅事业更上一个台阶。

俗话说：“未见客家人，先
见客家楼。”走在惠阳区，随时
可以“撞”见客家围屋，它们形
成于客家人的迁徙史，肇始于
唐宋，兴盛于明清，既汇集了客
家的古朴遗风，又彰显了南方
地域文化特色，是客家文化中
著名的特色民居建筑。据不完
全统计，惠阳乡间大地上散落
的客家围屋有200多幢，其中包
括近70幢文保单位。

近年来，随着政策利好、
城镇化拉动、汽车普及，休闲
农业和乡村旅游已成为城市
居民休闲、旅游和旅居的重要
领域。乡村旅游的投资开发
空间巨大，特别是民宿、特色
小镇、乡村休闲地产等投资增
长迅速。

在惠阳，客家围屋因其建
筑 的 独 特 性 ，尤 其 受 到 投 资

者喜爱。由客家围屋改造而
成的乡村特色文旅品牌项目
秋 长 谷 里 项 目 ，运 营 至 今 每
年游客量达 50 万人次以上，
让搁置的荒地成为田园体验
区 ，让 荒 废 的 村 屋 融 入 新 的
文旅业态。

叶远雄向记者介绍，目前
周田村内被认定为文物保护单
位的围屋有16处，近年来，周田
村大力发展休闲农业和乡村旅
游，当地农户通过房屋出租或
入股，参与公司劳务、自营等方
式多元化增收，全村旅游年收
入约 1600 万元，旅游从业人数
320人，村民人均从旅游业中获
得年收入 5万元。“近年来返乡
投身旅游业的人越来越多。”叶
远雄说。

“目前大的文旅项目都有
商业，这将是未来发展的大方

向。”深圳市综合开发研究院旅
游与地产研究中心主任宋丁表
示。据文旅部预计，我国旅游
度假行业将形成十万亿元的支
柱产业。

惠阳文广旅体局相关负责
人提出，惠阳文旅将考虑游线
串联模式，通过签订合作协议
等多种渠道，组织旅行社和散
客，开展品镇隆荔枝、赏惠阳
山水、听惠阳吉他音乐会等旅
游文化活动，将客家围屋农家
乐 等 人 文、自 然 景 观 串 联 起
来，打造精品酒店模式，学习
浙江省莫干山裸心谷度假村
建设理念，将围屋周边建筑整
体改造成为开放和监管相结
合的特色旅游景点和精品酒
店，引入客家山歌、客家饮食
等客家文化盛宴，展示传统的
客家生活方式。

产旅融合促发展
推动全域旅游提质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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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善千年长，活力新惠阳
文/羊城晚报记者 林海生

惠州惠阳，自隋开皇九年（公元 589 年）始称“归善”，
至今已有千余年历史。

作为千年归善的见证者，惠阳淡水老城历经朝代更
换、历史演变，原先坚固的城墙虽只剩下一小段断垣，但
仍在历史潮流中一遍遍述说着老城的故事。

据史料记载，北宋元丰三年（1080 年），淡水拥有“水
口巷”和“下鱼街”两大盐仓，“贡盐”由淡水河运至京都。
淡水形成以盐业、渔业为主导，农、商、手工业全面发展的
局面，有了乡村集市贸易的场所“圩”。至清乾隆初期，设
立“司署”和盐大使，管理归善县沿海一带的盐业生产，圩
市设在上下淮（今淡水桥头市场一带）。淡水发展成为惠
州六大盐场之一，“依河而生，因渔盐而盛”。

淡水老城历史资源丰富。据统计，淡水老城区有历
史街道 72 条、历史建筑 105 栋，有历史感浓厚的淡水城墙
遗址、旧时来往商客必住的邓平旅馆、门庭若市的百年
老店珍合楼……

人文荟萃，老城自古人才辈出。旧时的淡水有铁湖书
院、崇雅书院(崇雅中学前身)。彼时，“铁笔御史”邓承修
在此创立崇雅书院，书院培育了邓演达、叶挺等彪炳史册
的英才。如今，崇雅中学内莘莘学子的琅琅读书声，归善
书屋中市民孜孜不倦地阅读，实为归善“乐学”文脉传承。

淡水老城、邓承修故居、邓仲元旧居主题文化展示
馆、叶挺纪念馆、东平窑陶瓷文化园、叶亚来主题文化展
示馆……目前惠阳拥有 1 个省级历史文化街区、5 个传统
村落、17 项“非遗”项目、72 条历史街道、108 栋历史建筑、
131 处文物保护单位。

近几年，惠阳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每年区财政安排
文化旅游专项资金，用于文化遗产保护，推动文化和旅游深
度融合、创新发展，深入挖掘红色文化、客家文化、华侨文化
和生态文化等地域特色文化，打造了“名人、名城、名果、名
楼”四大文化旅游名片，形成了“千年归善·活力惠阳”文化内
核，以文化内核引导文旅体品牌打造。

以叶挺故里为主体，对标国家 5A 旅游景区创建标
准，惠阳深挖叶挺名人故事，搭建红色文化交流平台，打
造了“走进将军故里，感悟革命精神”“寻根老城文脉，追
忆红色历史”两条红色旅游线路；以环叶挺森林公园为
突破，整合周边革命遗址、名人故居、客家围屋、田园、山
林、温泉等资源，发展提升民宿、农家乐等休闲业态，编
制完成了《惠阳环叶挺森林公园旅游区总体规划（2018-
2030 年）》和《叶挺故里文化生态家园旅游发展总体规
划》，以周田村为核心，建设辐射茶园、官山、双田、岭湖
五个行政村的区域高标准乡村旅游集聚区。

归善千年长，活力新惠阳。沿英雄足迹，惠阳敢为人
先、自强不息，在新时代、新征程中谱写产业融合的活力
新篇章，积极打造大湾区东岸乡村文化旅游目的地，通
过举办惠阳吉他荔枝嘉年华、惠阳吉他文化艺术节等活
动，让吉他产业成为崭新的惠阳文化名片，以“文化+体
育+旅游”赋能惠阳全域旅游发展，奋力打造更具实力

“智造高地”、更加幸福“活力惠阳”。

将军故里水清岸绿
文/羊城晚报记者 林海生

“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谈起新四军军长叶
挺，人们免不了会想到这句话，它既是叶挺的座右铭，也
是他一生的真实写照：驰骋沙场，书写北伐、抗日传奇；
狱中仍志向高远，宁折不弯，一首《囚歌》成佳话。

叶挺将军纪念馆馆长秦蓝介绍，“铁军”一贯作风是
敢啃硬骨头！北伐之时，当队伍受阻于汀泗桥、贺胜桥
时，素有“铁军”之称的叶挺独立团挺身而出，一举打通
了北伐军前进的道路。

作为将军故里的惠阳，同样敢啃硬骨头，最为典型的就是
淡水河治污。这项工作曾被认为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然
而，惠阳立下“军令状”：淡水河水质达标工作列为2019年“1号
工程”，举全区之力开展淡水河污染防治攻坚行动。

三年多的攻坚，敢拼敢搏的惠阳生态环保人完成了
600 多份问题清单、3 万多次水质监测，实施河道清淤、截
污分流、管网修复等工程 400 多项，新建配套管网 425 公
里，治理入河排污口 339 个。淡水河流域污水处理能力
增至 50.55 万吨/日，水环境质量大幅改善。

2020 年，淡水河水质从劣Ⅴ类直接跃升至Ⅲ类标
准，实现了二十多年来最优水质，为实现“长治久清”打
下了坚实基础。

“治水”带动“治城”。如今，昔日黑臭的淡水河旧貌
换新颜，惠阳因拥有清水绿岸而充满生机。“从前是避着
河走，如今是沿着河走！”惠州市生态环境局惠阳分局党
组成员、副局长刘胜强说着，又开始期待淡水河畔的惠
阳半岛体育公园早日迎来提质完工，届时滨水风景线又
将成为热门的“打卡地”。

“未见客家人，先见客家楼”
客家围屋成惠阳文旅新动力

特色民宿 惠阳文广旅体局供图 航拍视角下，秋长谷里房屋整齐划一 王锭铨 摄

客家围屋崇林世居 王锭铨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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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文化、旅游+工业、旅游+体育、
旅游+乡村……惠阳在创建省全域旅游示
范区过程中，结合特色优势产业，大力发展

“旅游+”“+旅游”，提升旅游产品开发、服
务管理水平，促进旅游业多样化、个性化、
专业化发展，打造文化和旅游产业新引
擎。日前，惠阳上榜第五批广东省全域旅
游示范区，给城市发展注入更强劲的活力。

惠阳是中国吉他和尤克里里的最大生
产地，被誉为“中国吉他产业之都”。惠阳
将吉他生产与文化旅游相结合，自2017年
以来连续5年组织了吉他文化艺术节等一
系列文化活动，助推吉他产业提档升级。
这期间，惠阳吉他文化艺术节探索出“文艺
演出、美食品鉴、文创展览、体育赛事、休闲
购物等多元模式。

户外运动节是惠阳以“体育+”赋能全
域旅游发展的有益尝试。主题丰富、形式
多样的赛事活动，或竞技看点十足，或串联
山水美景，或融合手信美食，吸引来自全国
各地的户外运动爱好者齐聚一堂，带动了
惠阳餐饮、住宿、交通、娱乐、商业等文旅相
关产业联动发展，也为市民日益增长的运
动需求提供新平台。

近年来，惠阳在创建全域旅游示范区
过程中，全力提升公共旅游服务。为进一
步激活旅游市场，惠阳连续两年安排 100
万元文旅消费补贴，出台《惠阳区扶持旅游
市场补助资金工作措施》，激活文旅市场。 “体育+”赋能全域旅游 惠阳文广旅体局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