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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星期六回望五年发展成就迎接市五次党代会召开

远离城市的喧嚣，在信阳寻找一丝宁静；

远离北方雾霾的袭扰，在信阳清爽一下呼吸。

今后五年， 围绕建设大别山北麓山地度假
带和沿淮乡村休闲旅游带， 瞄准休闲度假生态
旅游，致力于打造山水型宜居宜游宜养城市、区
域性文化旅游中心，信阳旅游就这么任性。

关键词：旅游
+

生态
我市多山、富水，既有南方山水婉约、灵秀

的一面，又有北方山水雄伟和柔和的一面，最大
的特色和优势是生态。

今后五年，按照市委书记乔新江提出的“把
城市轻轻地放在山水之间” 的思路定位， 突出
“三个板块”规划布局：西部板块涵盖鸡公山、罗
山县南部山区，建设国际山地度假旅游目的地，

成为引领大别山山地度假带的龙头。 中部涵盖
新县全境和光山县南部丘陵地区， 培育集山地
生态、红色文化、山乡风情于一体的国内一流的
山地休闲度假区。 东部板块涵盖商城县东南部
山区、固始县南部山区，形成国家山地度假集聚
区。通过传统景区支撑和新业态发展，形成各具
特色的生态旅游景点集群， 建成大别山北麓山
地度假带。

关键词：旅游
+

文化
文化是一个城市的灵魂和血脉， 审视全球

每一个文化旅游名城， 都是文化与旅游的完美
结合，寻求文化享受已成为旅游者的一种风尚。

今后五年，大力推进文旅融合发展。一是突
出豫楚文化、红色文化、生态文化等特色，融山
水生态理念于城市建设之中，整合文化资源，建
设城市文化地标，打造区域文化旅游中心城市。

二是立足“山、水、茶、红、泉、寺、根”等特色资
源，点面结合，提升命名一批历史古镇、红色小
镇、茶乡商镇，建设提升一批文化产业园区。三
是加强对古民居、古街古镇古树的抢救性保护，

特别是对古村落的连片保护与开发， 使之成为
乡村旅游的卖点。通过文旅融合发展，以旅游品
牌支撑文化传承，让城市因文化而精彩，让旅游
因文化更具生命力、吸引力。

关键词：旅游
+

乡村
当来自都市的人们厌倦于城市的压抑和束

缚时，会选择到大山里、乡村里稍稍放松一下心
情。我市国家和省级传统古村落、历史文化名村
众多，这些古村落大都在山区、半山区，交通不
便，信息闭塞，而这些地方恰恰保存了原始生态
景致和民俗文化传承。

今后五年，加快发展一批具有历史底蕴、民
族特点的特色旅游景观（村）镇，在保护中开发
传统古村落， 打造一批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特
色村，把千山万水、古村落、古民居都变成旅游

的产品、旅游的目的地，打造最美豫南乡村。发
展乡村旅游， 不仅满足人们回归自然的心理需
求，也将带动农村公共设施条件改善，促进

10

万农
民就业，让当地老百姓在家门口致富，奔向小康。

乡村旅游不言而喻地成为自驾游的领跑者。

关键词：旅游
+

体育
在运动中寻找美丽，在运动中亲近自然，体

育旅游作为一种全新的休闲方式， 已经成为培
育中长期经济的增长点。

今后五年的体育旅游融合发展蓝图： 一是
以大别山长淮国家登山健身步道为核心， 大力
开展登山、徒步走、攀岩、漂流、滑草、山地越野、

野营露营、户外拓展、水上运动等项目。二是构
建“一山一水一太极”三大板块发展态势，即红
二十五军长征出发地红色旅游健身步道、 登山
生态绿道，环南湾湖国内公路自行车赛道、新县
全民健身公园、 黄柏山———金刚台———汤泉池
全国体育旅游精品线路、 鸡公山巅峰减重中心
以及潢川豫南太极文化产业园。 三是规划建设
连接各旅游景区的登山步道、自行车骑行道、郊
野绿道、漂流河道等。通过“体育

+

旅游”的发展
新模式，打造环大别山和泛淮河运动休闲带。

关键词：旅游
+

研学教育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我市丰富的“红、绿、

古”文化资源，是研学旅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的实践教育课程资源。

今后五年，“旅游
+

研学教育”打造我市特色
研学旅游品牌：一是以红色文化、廉政文化、乡
村文化为依托，打造党员干部学习培训基地；二
是以现有红色景区为依托， 创建一批以爱国主
义教育、党风廉政教育、历史教育为特色的研学
旅行基地，培育中小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三是以现代化农庄、 农场和农业科技产业园等
为依托，认定一批中小学生劳技实践基地。通过
大力实施“旅游

+

研学”教育，推动研学教育新发
展，必将成为经济发展的强大引擎。

关键词：旅游
+

美食
南北兼容的“信阳菜”馆遍及全国各地，仅

省会郑州就有
1000

家以上， 叫响中原、 走向全
国，已成为我市一张亮丽的名片。

今后五年，我市提出打造以“信阳全席”和
“信阳菜药膳”为品牌的“信阳菜”体系，制定信
阳菜菜谱，推行信阳菜标准；挖掘信阳菜内涵，

讲好信阳菜故事；创新发展以药膳为重点的养生
菜，增强“信阳菜”的生命力和竞争力；建设一批
专门经营信阳菜的美食城、美食街区、文化主题
餐馆、特色茶餐厅、特色农家乐等多层次的餐饮
项目，做好“信阳菜”推广；加快培育“信阳菜”特
色产业链、价值链，在全国形成“信阳菜”品牌体

系。推广“信阳菜”，把以“信阳菜”为主导的餐饮
业培育为信阳市旅游业的核心竞争力和核心吸
引物，使信阳真正成为国内外“美食之城”。

关键词：旅游
+

新业态
休闲旅游消费的春天来了，进入旅居时代、

全域时代，自驾车、房车露营地、低空旅游领跑
休闲旅游。

今后五年，实施全域旅游发展战略，大力发
展主题公园、慢行系统、游艇、水上飞机、低空旅
游等休闲产品，开发山水生态、休闲度假和健康
养生游，创建“中国国际休闲度假生态旅游目的

地”。规划建设环南湾湖茶道休闲区、鸡公山慢
城区、新县红色旅游区、商城生态休闲区等休闲
区自驾游基地、户外活动营地、旅居露营地、骑
行服务站等，构建自驾、户外休闲长廊，抢占休
闲度假高地。

旅游进入大众化时代，信阳大有作为。

多 彩 信 阳 绽 放“旅 游 + ”

本报记者孙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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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链接
信阳旅游大数据

近五年来，市委、市政府把旅游
业作为“调结构、转方式”的重要抓
手， 列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柱
产业来培育， 提出建设区域性文化
旅游中心和打造中国山水旅游休闲
度假目的地的发展定位。

旅游经济： 全市实施旅游项目
77

个，完成投资
102

亿元，比上一个
五年分别增长

26.2%

、

496.5%

；累计
接待国内外游客

8000

万余人次，年
均增长

19.7%

； 实现旅游综合收入
450

亿元，年均增长
21.1%

；超过
10

万人从事以旅游为主的第三产业，

人均年收入超
8000

元。

品牌创建：全市备案景区（点）

38

个。其中，国家级森林公园达到
6

个，国家级地质公园
1

个，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

3

个，国家级湿地公园
3

个，

国家
4A

级景区
6

个、

3A

级景区
15

个，

6

个红色旅游景区进入全国百家红
色经典景区名录，

4

个景区成为首批
省级旅游度假区创建单位。

红色旅游：成功打造了“苏区首
府”“将军故乡”“江淮抗战”“千里跃
进”四大红色旅游品牌，构建了“一

轴三带四路八区”“

70

个景点” 的战
略布局。迄今为止，创建国家级爱国
主义教育示范基地

9

处、省级
3

处、市
级
10

处。

乡村旅游： 全市有
11

个村入选
河南省“美丽乡村”创建试点，

2

个村
进入了全国特色景观名镇（名村），

3

个村进入了河南省特色景观旅游村
名录，

19

个村进入中国传统古村落
名录。全市多数乡镇发展乡村旅游，

其中部分乡镇依托重点景区和特色
产业的村旅游收入占全村经济总收
入的

80%

以上。

市场推广： 先后两次在央视播
放“美丽信阳休闲茶都”城市形象
宣传片；对接央视中文国际频道《远
方的家》， 策划拍摄《百山百川行》

《江河万里行》信阳大别山自然风土
人情专题片， 并在央视黄金时段播
出；开行北京至信阳“信阳旅游号”

专列， 实施北京至广州“信阳旅游
号”高铁列车冠名。

配套建设：创建星级饭店
23

家，

按照五星级标准建设
10

个旅游酒
店，

4

个已形成接待能力； 全市拥有

快捷商务宾馆、农家宾馆、休闲山庄
等接待设施达到

2800

家， 总床位达
到
10

万个；全市共有旅行社
37

家，省
市在市县设置分社

21

家、门店
28

家；

建成游客咨询服务中心
35

处， 达到
3A

级以上景区建有标准化游客服
务中心；首批

156

座旅游厕所基本改
扩建完成，今年

192

座旅游厕所建设
全面启动。

对外交流： 承办鄂豫皖三省第
二次政协主席会议、 举办第八届鄂
豫皖大别山红色旅游区域合作会
议、 与鄂豫皖六市签订了战略合作
协议， 推进区域红色生态旅游一体
化进程； 与河南省旅游局签订局市
合作框架协议； 加入中原经济区城
市旅游联盟， 与区域内

46

个地市在
多方面广泛合作；与驻马店、周口等
豫南五市建立旅游联盟；与黄冈、随
州签订旅游合作协议， 深化区域内
合作； 与湖南株洲和湖北随州共签
三地《区域旅游合作协议》，与四省
十市旅游局建立客源互送协议，建
立跨区域旅游合作机制。

（本版照片均由市旅游局提供）

“云中公园”鸡公山

“千年古刹”灵山寺 绿意盎然的信阳茶山 红二十五军长征出发地何家冲

风光秀美的南湾湖

许世友将军故里 金刚台风韵 中国最美乡村郝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