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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
游

总金额200万元！玛纳斯县出台“引客入玛”奖补政策

新华网评

自年初以来，北京的国
际游客就分外密集。截至 5
月 27 日，北京口岸 2025 年
出入境人员总量突破800万
人次，同比增长22.1%。

这与许多人的直观感
受一致：如今的北京街头，

“洋面孔”越来越多了。他们
漫步城市中轴线，扮上“阿
哥”“格格”，感受古都皇城
的大气磅礴 ；穿 行 胡 同 街
巷 ，与 北 京 市 民 把 盏 碰
杯，触摸东方人家的烟火
气息……外国游客花式解
锁京城，亲身体验着生动真
实的北京。

“我家大门常打开，开
放怀抱等你。”北京素来是
一个热情好客的城市。特别
是近段时间以来，积极推出
一系列措施，力求宾客不见

“外”。一方面服务“硬核”而
温 馨 ，推 出“BEIJING
PASS”卡，打通交通出行、景
区购票、商超购物三大支付
场景；在地铁站开通外币兑
换窗口，设立“北京服务”机
场服务点。另一方面文旅供
给丰富多样，上百条“漫步
北京”精品旅游线路重磅推
出，“北京礼物”数百款商品
上架，“外国人游北京攻略”
系列视频持续更新。国际游
客宾至如归，不仅玩得舒
心，“二刷三刷”，还有不少
自发成了“带货达人”。

“800 万人次”，是往来
客人的认可，也给予我们启
示。实力圈粉，北京做对了
什么？其一，努力构建联结。
今天，“酒香也怕巷子深”，
利用新兴技术加持，主动出
去“吆喝”，将我们的故事讲
出来，把我们的美景展示出
来，才是吸引客人的第一
步。其二，持续做好细节，于
无形之中降低文旅交流门
槛。这既指从硬件设施上提
供多元选择，关照国际游客
的习惯，也指软件环境上的
氛围塑造，随处可见的多语
种导引、热情洋溢的北京市
民，都给人以亲切之感。

当下，北京正加速建设
国际一流旅游城市、国际消
费中心城市。千年古都的文
化沉淀、现代都市的蓬勃活
力、亲切鲜活的市井风情，
都是我们宝贵的财富。资源
所在，也是责任所在。打造

“中国入境旅游首选地”，北
京大有可为，也应大有作为。
发挥独特优势，盘活丰厚资
源，仍需不断完善宏观政策
的引导，打磨微观层面的服
务。将有益经验传承下去，将
迎客热情弘扬开来，持续培
育新场景，引领新潮流，创造
新体验，才能形成吸引全球
消费的强磁场。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
乎。每一位真诚的朋友，都
会是中国魅力的使者。他们
来到北京、感知中国，也必
将讲述中国、传播中国。那
些热气腾腾的中外交流佳
话中，不仅会有“中国游”

“中国购”的喜悦，也将孕育
更多互利发展的新契机。

来源：北京日报

“北京游”

何以圈粉世界
□田闻之

本报讯 通讯员成石麟报道：仲夏
时节，昌吉市各景区花团锦簇，吸引了
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前来打卡旅游，尽
情地享受昌吉仲夏之美。

在国家4A级景区昌吉市庭州生态
绿谷，13.14公里的步道两侧，金鸡菊、
雏菊等上百种花卉紫如烟、白如雪、黄
似火。与人工湖、平安塔以及上亿棵红
叶海棠、长枝榆、国槐树等各类树木交
相辉映，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

河南游客禹翠萍来新疆旅游，在
旅行团的推荐下，和姐妹们来到这里
赏花游玩，眼前的美景让她如痴如醉。
禹翠萍说：“这里到处都是各种颜色的
花，有紫色的，有白色的，还有红色的，
太好看了，太迷人了。”

昌吉市庭州生态绿谷景区位于昌
吉市、乌鲁木齐市和兵团十二师交界
处，按照“一湖、两带、三区域、五节点”
进行规划，依次建设有自然生态修复公

园、城市康体运动公园、城市庆典公园、
工业遗址公园和文化主题公园，倾力打
造自然生态修复与经济发展有机结合、
相互促进的城市门户工程。

昌吉国力众途旅游有限公司副经
理杨明说：“为了让广大游客玩得舒心，
我们在13.14公里长的五大公园，种植
了各类的花卉绿植，并安排专人养护和
管理。另有20个停车场2500个停车位
供游客免费停车。”

新疆是个好地方 醉美最近是昌吉

昌吉市庭州生态绿谷：

仲夏风景优美 游客纷至沓来

图为玛纳斯县文旅局工作人员为10位“文旅推介官”颁发证书。 □徐万里摄

本报讯 通讯员徐万里、王昊波、
马热亚报道：5 月 30 日，玛纳斯县举办
2025 年“引客入玛”政策推介会暨百家
旅行社走进玛纳斯踩线活动，全方位推
介“天山金凤凰·碧玉玛纳斯”城市名
片，为旅游市场注入强劲动力。

活动中，该县发布了2025年“引客
入玛”奖补政策，总奖补金额达 200 万
元。县域各景区分别进行了推介，为 10
位“文旅推介官”颁发了证书，与石河子
市签订旅游合作协议。

此次发布的奖补政策覆盖多元领
域，从线路打造到团队接待，从消费刺激
到品牌创建，各项扶持措施精准有力。

在旅游市场激活方面，特色线路奖
补突出区域联动，将石河子市与当地景
区串联起来，在拉动消费的同时，为疆
内、疆外游客分别设置15元、30元的单
人奖补，非假日团队可享受景区门票

“十免三”至“十免五”优惠。
针对过夜游、自驾游，政策也给予

大力支持。旅游团队过夜，旅行社和酒
店可按团队规模获得每人10—30元奖
补；10 辆车 30 人以上的自驾游团队住
宿一夜，每车可获50元补贴。新评定的
星级农家乐和等级民宿，最高能得到 3
万元的一次性奖励。

“对我们旅行社来说，这次推介会
活动非常吸引人。我们将大力支持玛纳
斯的文旅工作，希望两地的企业能够紧
密合作，促进文旅产业发展。”石河子市
戈壁明珠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负责人
李和骏说。

“这些奖补政策的出台，对于我们
景区来说是利好消息，我们要为景区的
建设和发展提供更多思路，助推玛纳斯
县文旅事业高质量发展。”玛纳斯逸景
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汤义伟说。

玛纳斯国家湿地公园：

大天鹅连续三年自然繁殖后代
本报讯 通讯员瓦力斯江·乌马

尔江报道：5月21日，玛纳斯国家湿地
公园管理局工作人员在湿地核心区监
测记录到野生大天鹅成功自然繁殖后
代，这是湿地公园连续三年监测记录
到这一现象。

在玛纳斯国家湿地公园天鹅缘片
区，羽毛发灰的六只幼年大天鹅跟着
大天鹅妈妈在波光粼粼的水面上游水
嬉戏。它们时而低头觅食，时而相互追
逐，为湿地增添了盎然生趣。吸引不少
游客前来观赏、拍照。乌鲁木齐游客郭
立彬说：“今天在玛纳斯国家湿地公园
的所见所闻令人难忘，清新的空气、葱
郁的植被，特别是看到两只白天鹅带
了6个天鹅宝宝，毛茸茸的特别治愈，
感觉这里的环境把大自然与人类的和
谐体现得淋漓尽致。”

大天鹅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是
世界上飞得最高的鸟类之一。每年11
月，它们会离开繁殖地迁往越冬地，来
年3月再踏上返程之路。玛纳斯国家湿
地公园管理局野生动植物保护科科长
麦然古丽·胡尔曼说：“大天鹅连续三
年选择在我们湿地繁育后代，前两年
各孵化出1只幼鸟，今年成功孵化了6
只，这充分说明我们湿地的生态环境

保护得好，水质优良。今后我们将进一
步加强对大天鹅繁殖区域的巡护力
度，为大天鹅宝宝健壮成长创造更安
全、更适宜的成长环境。”

玛纳斯国家湿地公园位于世界候
鸟迁徙三号线上，是候鸟飞越天山的

“能量补充站”。从 2011 年开始，玛纳

斯县投入2.95亿元进行国家湿地公园
的保护与恢复建设，通过退耕还湿、退
牧还湿、退塘还湿等保护措施，使湿地
扩容至17万亩。如今，该湿地公园生物
资源日益丰富，自然景观愈发秀美，已
成为集生态保护、科研监测、自然教育
于一体的综合性生态乐园。

本报讯 通讯员王梦君报道：一
条伴山旅游公路串起沿线村落的袅袅
炊烟与欢声笑语。木垒县以“一村一
品”为抓手，将传统村落、传统文化与
生态资源深度融合，打造出146家特色
民宿集群。如今，木垒县已经形成了

“白天游景区、夜晚住民宿、全天品文
化”的全域旅游格局，走出了一条“民
宿兴、乡村活、农民富”的乡村振兴新
路径。

在东城镇沈家沟村，特色民宿旗
曼古丽庄园格外醒目，主人排则莱提·
艾合麦正忙着布置客房。“墙上挂的是
精美的手工挂毯，房顶镶嵌着漂亮的
艾德莱斯绸，就连茶杯上都印有民族
花纹。”排则莱提·艾合麦边说边展示
客房里的细节。

这座民宿是由排则莱提家的老宅
改造而成，共有9 间客房，每间客房都
有着亮眼的特色装饰。今年四月以来，
天天客满，最多的一天接待了30位游
客。如今，村里越来越多的人开起了民
宿。2024 年，沈家沟村共接待游客
5000多人次，村民人均增收1万元。

翻过一道山梁，英格堡乡月亮地
村的青瓦土墙映入眼帘。这座有着百
年历史的拔廊房，如今成了游客体验
农耕文化的“活教材”。58 岁的村民闫
向斌正在自家传统磨盘前教游客推石
磨，“这石磨要转六遍，磨出的面粉最
细腻，以前全村人都靠它磨麦子。”闫
向斌介绍说。

闫向斌家的民宿完整地保留了传
统布局，院子里的菜园里种着十几种
蔬菜，一片生机勃勃。游客来到这里，
可以跟着闫大婶学搓手工粉条，体验
传统手工艺的魅力；也可以跟着闫大
叔去田里摘西红柿，感受田间劳作的

乐趣。到了晚上，大家围坐在院子里，
听闫大叔讲那些充满温情的老故事，
温馨而惬意。“去年十一假期，11 间客
房全部住满，光卖自家产的鹰嘴豆、扁
豆就挣了 3000 多块。一年下来，零零
碎碎能挣18万元呢。”闫向斌满脸都是
幸福。

像闫向斌家一样的民宿，月亮地
村一共有 28 家。村里依托国家级传统
村落资源，把20多座拔廊房改造成民
宿，推出“惊蛰”烙鸡蛋饼、“秋分”办丰
收宴、“腊八”喝粥等二十四节气传统
民俗活动。2024 年全村旅游收入近
2500 万元，曾经外出打工的年轻人纷
纷回来开民宿、办农家乐，光村口的小
超市一天就能卖出去200多瓶自产酸
奶。

在木垒县民宿蓬勃发展的背后，是
全县的全盘谋划和积极作为。2016年，
木垒县投资1.28亿元修建了全长一百多
公里的伴山旅游公路，让每个民宿村都
通上了宽敞的柏油路，极大地改善了交
通条件，为游客的到来提供了便利。同
时，出台了《木垒县民宿客栈评定管理暂
行办法》《木垒县民宿协会章程》等一系
列政策文件，从卫生服务到特色体验都
制定了明确的“硬指标”，规范了民宿的
发展。此外，还成立了旅游农民专业合作
社，实行统一接单，提高了服务质量和效
率。

“我们不仅要让游客住得舒服，更
要让他们记住木垒的味道。”县文化体
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风景区建设管理
中心主任史超介绍说，县里正在积极
推进“民宿+非遗+农产品”的融合发展
模式，要求每个民宿都要亮出自己的
特色，让游客在体验中感受木垒的独
特魅力。

游客在昌吉市庭州生态绿谷景区赏花游玩。 □成石麟摄

木垒县：

特色民宿集群助力乡村振兴

在玛纳斯国家湿地公园天鹅缘片区，天鹅妈妈带着小天鹅在水面上游水嬉戏。
□瓦力斯江·乌马尔江摄

在玛纳斯国家湿地公园天鹅缘片区，羽毛发灰的六只幼年大天鹅跟着大天鹅
妈妈在波光粼粼的水面上游水嬉戏。 □瓦力斯江·乌马尔江摄

5月28日，在吉木萨尔县大有镇韭菜园子村草莓采摘园里，农户正在采收第一茬
草莓。 □马晓丽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