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赖书闻

引擎声低沉有力的摩托车、多巴胺配色

的观光巴士、设施齐全的房车……暑假到来

后，海南环岛旅游公路上游客如织，游客们以

各自喜欢的交通方式领略海岛美景。

7 月 13 日，海南环岛旅游公路观光巴士

三亚至陵水和三亚至乐东、东方两条线路正

式开通。这两条新线路精选了沿途最具特色

和人文风情的海岸海岛以及渔村渔港，让游

客深度体验和感受海岛人文风情。

“摩旅”达人纷至沓来

海南环岛旅游公路自去年底开通后，“摩

旅”成为一些“摩友”探索海南的流行玩法。

他们或单人上路，或组队出发，在阵阵海风和

发动机轰鸣声中打卡岛上各处小众景点。

来自广西的尹艺涛和女友都是“摩旅”爱

好者，近期，他们从广西一路骑行到海南，并

用一周的时间沿着环岛旅游公路“画圈”。

在万宁山钦湾燕子洞，蔚蓝的大海、错落

有致的火山岩礁石、金黄的沙滩，让初次来海

南的湖北“摩友”王浩直呼“不虚此行”。他还

表示，自己已经告诉当地圈内摩友，来海南旅

游一定首选“摩旅”，环岛旅游公路的自然和

人文美景不容错过。

环岛旅游公路示范驿站“儋耳追光”是摩

旅文化主题驿站。这个驿站有 32 栋独立小

院、6 套独栋别墅散落在园林间。这里还有

7500 平方米的帐篷营地草坪。从驿站穿过

一条松林栈道，就可以到达海边。

每逢节假日，驿站的客流量会直线飙

升。天南海北的“摩友”在此相遇，交流骑行

心得，分享沿途小众景点和安全骑行知识。

“这里不仅给我们提供了休息补给的场所，还

提供了分享交流的平台。”在驿站，来自广东

的资深摩友陈鹏说，他从海口出发时还只是

3辆车 5个人，第二天从驿站出发时就是一个

15辆车的车队了。

观光巴士路线实现全覆盖

海南环岛旅游公路全线近千公里，贯穿

海口、文昌、琼海等 12 个沿海市县。按照以

景选线、以线串景的设计原则，公路沿途有 9
类 84 段景观区域，包括 31 家 A 级以上景区、

22 个岬角、68 个港湾、20 处旅游度假区、216
处滨海名胜古迹，形成了一条串联全岛众多

美景的“珍珠项链”，游客可以沿路体验海岛

独特的自然人文风情。

今年上半年，环岛旅游公路观光巴士陆

续新开通了海口至昌江棋子湾线、海口至万

宁石梅湾线，近日，三亚至陵水和三亚至乐

东、东方线路开通，同时还新增 1条海口至澄

迈、临高线路。这也预示着环岛旅游公路观

光巴士线路正式实现全覆盖。

“环岛旅游公路观光巴士的开通，为游客

提供了一种全新游览海南的方式。”来自北京

的游客张阿姨已经第 3次跟着环岛旅游公路

巴士打卡。今年 3 月初，观光巴士新增西线

游览路线时，张阿姨夫妇便是第一批体验

者。“我和老伴儿喜欢坐观光巴士环岛游，之

前推出的文昌线和万宁线我们都体验过。后

面如果还有新线路，还会再来。”

近日，在儋州龙门激浪，来自黑龙江的

游客张女士说：“坐着观光巴士一路驶来，我

们看到了万年火山海岸、风车海岸、生态渔

村，还品尝了粽子、米烂等儋州原味美食，感

觉太棒了。”

“观光巴士为我们这些上了年纪不便自

驾的游客，提供了更便利的旅游体验。”“候鸟

老人”孙强说，观光巴士线路还将沿线热门打

卡地串联起来，游客不仅能“一站式”感受海

南自然美景、形象地标、人文历史，还能品尝

沿线特色小吃，可谓美景美食尽收囊中。

海汽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后续还将不

断创新环岛旅游公路观光巴士运营模式，开

发更多新玩法、新线路、新产品，吸引更多游

客到环岛旅游公路这条“珍珠项链”上来。

将构建“线上+线下”公共服务平台

为了让游客更好地体验海南环岛旅游公

路的魅力，该省还推出了《海南环岛旅游公路

自驾指南（1.0版）》和“十大精彩游程”线路产

品，提供海岛人文、运动亲海、自然探索等多

种主题玩法。

“目前展现在人们面前的，还是环岛旅

游 公 路 比 较 初 级 的 1.0 版 本 ，我 们 将 持 续

提升更新。”海南省交通运输厅总工程师

黄澎说。

未来，海南将进一步优化环岛旅游公路

与周边路网和景观的协调性，加强公路养护

管理，完善安全应急保障体系，推动公路智慧

化与周边资源开发相结合，拓展路衍经济，不

断提升精细化管理运营水平，努力将环岛旅

游公路及沿海景点、驿站品牌化。

据了解，到 2025 年，海南环热带雨林国

家公园旅游公路计划将建成通车，届时“两

环”旅游公路将与环岛高速、高铁、国道组

成全岛“五环”路网格局，完善“快进慢游”

路网结构。

黄澎还表示，环岛旅游公路已经启动云

控中心建设，将整合公路、驿站、景点、服务设

施等资源，构建“线上+线下”的公共服务平

台，并纳入“一部手机游海南”系统，实现一个

APP就能为游客提供全方位的信息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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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 读 提 示
海南环岛旅游公路，让“摩友”在骑

行中打卡岛上各处景点。随着新线路开

通，环岛旅游公路观光巴士线路实现全

覆盖，让游客“一站式”感受海南自然美

景、人文历史。

新疆旅游

迎来暑期旺季

图为近期游客在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库车市天山神秘大峡谷观光游览。

随着暑期到来，新疆旅游也迎来
了旺季，这里独特的旅游资源吸引着
各地游客。当前各景区游人如织，人
气旺盛。

本报记者 吴铎思

本报通讯员 王红丽 摄

（上接第 1版）

理念之变：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流水潺潺、竹林摇曳、远山起伏……漫步

在浙江安吉余村，宛若置身画中。

20 多年前，由于炸山开矿，这里的山变

成“秃头光”，水成了“酱油汤”。痛定思痛，村

民们停掉了矿山，关掉了水泥厂，决定不欠

“环境债”，换个思路谋发展。

“下决心关停矿山是高明之举。”2005 年

8 月 15 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来

到余村调研，强调指出，“我们过去讲既要绿

水青山，又要金山银山，实际上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如今，靠着良好生态环境，发展乡

村旅游，试水竹林碳汇，余村走上一条生态

美、产业兴、百姓富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思路一变天地宽。小小山村之变，恰是

中国大地上这场绿色变革的生动缩影。

聚焦顶层设计。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作

为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内容。《关于加快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和《生态文明体制

改革总体方案》两个纲领性文件出台，构筑起

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四梁八柱”，对生态文

明建设进行全面系统部署安排。

法治化进程加速。目前，我国已有生态

环境保护法律 30余部、行政法规 100多件、地

方性法规 1000 余件，既涵盖了各类自然系

统，又对特定区域、特定流域、特定类型的资

源采取了特别的保护措施，形成了覆盖全面、

务实管用、严格严密的法律体系。

制度体系不断织密。推进以国家公园为

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出台空间布局

方案；创造性提出生态保护红线制度，实现一

条红线管控重要生态空间；推动建立中央生

态环境保护督察制度、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评

价考核制度，坚持用制度管权治吏、护蓝增

绿；排污许可、碳排放权交易、生物保护补偿

等管理制度加快出台……通过全面深化改

革，产权清晰、多元参与、激励约束并重、系统

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基本形成。

攻坚之举：生态文明建设成果丰硕

近年来，我国按照生态系统的整体性、系

统性及其内在规律，坚持整体保护、系统修

复、综合治理，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开展生

态环境保护，不断增强生态系统韧性和循环

能力。

头顶的天空更湛蓝。《大气污染防治行动

计划》《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空气

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接续出台。十年攻

坚，力度空前，我国画出全球大气治理最快曲

线。数据显示，2023 年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

细颗粒物（PM2.5）平均浓度为 30 微克/立方

米，优于年度目标（32.9 微克/立方米）约 3.0
微克/立方米，相比 2019年下降了 16.7%。

从 2013 年开始，北京市民邹毅坚持每天

早上拍摄同一地点的天空。3800 多张照片，

从“雾霾灰”到“常态蓝”。他的镜头下，空气

质量不断改善，百姓的幸福感也在不断增强。

身边的河湖更澄澈。重点流域水污染防

治、城市黑臭水体治理、饮用水源地保护等行

动不断推进；长江保护修复攻坚战、黄河生态

保护治理攻坚战陆续打响；“河湖长制”让河湖

管护难题迎刃而解。数据显示，相较于 2012
年，2023 年全国地表水水质优良断面比例提

高 27.8个百分点，长江、黄河干流全线水质稳

定保持Ⅱ类，水环境质量发生转折性变化。

“曾经，由于过度养殖、垃圾倾倒，五缘湾

污染严重，是大家不愿意居住的‘风头水

尾’。如今，这里蜕变为宜居宜业的‘风水宝

地’。”厦门湖里区金山街道金林社区居民黄

晓红说。

脚下的大地绿更浓。“三北”工程正在北

疆筑起绿色长城，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

退”，一片片戈壁荒滩变身青青草原。一棒接

着一棒干，我国在世界上率先实现土地退化

“零增长”，荒漠化土地和沙化土地面积“双减

少”，是全球森林资源增长最快的国家。

共生之道：“含绿量”提升产业“含金量”

绿水青山既是自然财富、生态财富，又是

社会财富、经济财富。近年来，我国以发展

“含绿量”提升产业“含金量”，让生态优势源

源不断转化为发展优势。

柞水县地处秦岭南麓，在严格的生态保

护下，植被覆盖率达到 88%，去年全县空气质

量优良天数达到 349 天。然而，由于耕地稀

少、交通闭塞，这里曾是国家级贫困县。

做啥能致富？结合生态环境优势，柞水

县选中了木耳产业，聘请农技专家研发柞水

一号至五号 5 个木耳原种，在全县推广智能

栽种技术。如今，在好山好水的滋养下，木耳

产业链不断延伸，“柞水木耳”品牌价值达到

53.23亿元，位居全国木耳行业第一。

更多的“转化”和“改变”悄然发生、积厚

成势。垃圾分类、低碳出行、节水节电……绿

色生活理念成为共识；清洁生产、减污降耗、

科技创新……绿色生产方式逐渐铺开。数据

表明，中国正以年均 3%的能源消费增速支撑

年 均 超 过 6% 的 经 济 增 长 ，同 时 实 现 单 位

GDP 能耗下降 26.8%，单位 GDP 二氧化碳排

放下降超过 35%，主要资源产出率提高 60%
以上。

在云南，曾靠山吃山的村民如今“守山护

山”；在内蒙古，林业工人从之前的“砍树人”转

变为“看树人”；在福建，放下渔网的渔民加入

了海上环卫工人队伍……事实证明，人与自然

并非“你进我退”，我国走出了一条高水平保护

和高质量发展相互促进的“双赢之路”。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在党的二

十届三中全会精神指引下，尊重自然、顺应自

然、保护自然，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

美丽中国建设将不断迈出新的步伐，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的华夏篇章，将不断绽放新的精彩。

本报讯 （记者苏墨）7月 26日，第三十二

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以下简称书博会）在

山东省济南市开幕。本届书博会以“悦读齐

鲁 书香中国”为主题，线上线下共展出各类

出版物 70余万种。

本届书博会主会场设在济南市山东国际

会展中心，在济宁市、威海市设分会场，同时

在山东省各地设新华书店书博会专场。今年

也 是 书 博 会 第 四 次 花 落 山 东 。 济 南 市 于

2009年、2021年、2023年，先后三次承办书博

会，是书博会落地次数最多的城市。

展会期间，来自全国各省区市和港澳台

地区的 1700多家出版印刷发行单位参展，聚

力打造“全民书博会”“数智书博会”“绿色书

博会”“高效书博会”，充分展示中国式现代化

发展的出版成果，打造全民共享的文化盛宴。

主会场设有“践行习近平文化思想 推进

中国式现代化”主题展暨全国图书精品展区、

少儿图书展区、绿色印刷展区、惠民图书销售

专区、数字阅读体验区、“山东手造”精品展销

区等 10余个专题展区和各省展区。书博会期

间，将组织开展读者大会、“红沙发”系列访谈、

韬奋基金会“书香润齐鲁”图书捐赠等 750多

场文化活动，满足每一位观览者的文化需求。

本届书博会致力于提升数字化、智能化

办展水平，设置智慧化数字导览平台、虚拟数

字人，提供 AI 导览服务，对“天空书城”数字

展馆进行全方位提升，面向全网读者打造沉

浸式互动性展会场景。

本届书博会将持续至 7 月 29 日，面向读

者免费开放。

第32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开幕
线上线下共展出各类出版物 70余万种

本报讯 （记者田国垒）7 月 25 日，首届

黄 河 流 域 职 业 技 能 大 赛 暨“ 技 能 中 国 行

2024-走进山东（东营）”系列活动在山东东

营开幕。活动以“聚黄河巧匠 谱技能华章”

为主题，聚焦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产业

转型升级，结合黄河流域省区产业需求，设置

增材制造、数控车、化学实验室技术、网络安

全等 10个项目，涵盖先进制造业、化工工艺、

数字技术、文旅等多个领域，沿黄九省区竞赛

选手齐聚东营，以技展风采、以赛促提升。

大赛集成“赛展演会”多元办赛模式，同步

设置黄河流域九省区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成

果展、高技能人才座谈交流会、技能人才工作

情况媒体吹风会等内容，旨在搭建黄河流域技

能人才交流合作平台，推动技能人才工作共建

共享、互利共赢。开幕式上，举行了黄河流域

技工院校协同发展联盟成立仪式、职业技能培

训师资研修中心揭牌仪式，在赛事举办、师资

培训、载体建设、平台搭建等方面实现新突破，

进一步推动九省区深入交流、协同发展。

近年来，山东全面推进“技能山东”建设，

深入实施“技能兴鲁”行动，积极构筑技能人

才培育聚集“新高地”，打造了一支规模宏大、

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技能人才大军。截至

目前，全省技能人才总量 1523 万人，其中高

技能人才 420 万人；现有中华技能大奖获得

者 22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技能人才

70 人，全国技术能手 771 人，齐鲁首席技师

2248 人，山东省技术能手 4528 人，高技能人

才、高技能领军人才总量位居全国前列。

首届黄河流域职业技能大赛举行
（上接第 1版）

这背后，是青岛港一项又一项求真务实的育人举措。

“近期刚刚参加了‘金蓝领’培训班，培训内容既贴合

实际又生动鲜活，给了我不少启发。”青岛港机械司机郝立

权分享他的感受。

今年年初，山东港口召开第一届职工代表大会第四次

会议、工会第一届会员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会上专门通

过了“2024 年重点培训项目安排”，体现了对人才培养的重

视。青岛港落实上级党委部署要求，持续加大对人才的培

养力度，“金蓝领”培训班正是其中一项举措。

多年来，青岛港在山东省港口集团党委领导下，逐步建

立完善的人才培养体系和育人平台，是助力职工“能成才”

的重要支撑——

培训赋能拓宽视野。青岛港采取线上线下齐发力、内

培外培同强化的形式，引进“平安知鸟”线上培训平台，全

员参与专业培训，线下组织技能人才拓展轮训，对内邀请

专家走进来，对外组织技能人才参加行业培训，帮助职工

拓宽视野、提升能力。

以赛促练提升技能。坚持“全员参与、立足岗位、注

重 实 效 ”，青 岛 港 坚 持 开 展 职 业 技 能 大 赛 ，以 考 促 练 ，以

练促学，而且在“大练兵”中，创新“导师带徒”等培养机

制 ，实 行“ 一 对 一 ”传 帮 带 结 对 帮 扶 ，帮 助 职 工 快 速 提 升

技能。

搭建平台激活创新。青岛港倾力打造先模创新工作

室，成立创新团队，“振超大师工作室”“皮进军工作室”“宋

维肖创新工作室”“前港公司劳模工作室”等，为干部职工

发挥自身特长、开展头脑风暴、立足岗位创新创造提供了

有力支撑。

建机制吸引人，调动干事创业的奋斗热情

“振超效率”“杜勇精装”“建军大件”“光海高效”……

在青岛港各个港区，以职工命名的绝活、品牌始终是独特

的风景。

如何让广大海港干部职工更有地位、更有尊严、更受重

视、更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除了给予足够的肯定，山东

港口一体化改革发展以来，始终将人才强港、技能兴港摆

在突出位置，采取了建机制、拓通道等举措。

确立专属节日。山东港口将每年的 10 月 19 日确定为

“山港工匠日”，让广大海港“工匠”有了更多的归属感。

拓宽发展通道。山东港口先后出台了《员工职业发

展 通 道 实 施 细 则》《人 才 培 养 工 作 规 划》《进 一 步 提 升 高

技 能 人 才 培 训 培 养 工 作 方 案》等 系 列 制 度 机 制 ，在 全 港

掀起“工匠热”“技能潮”，营造尊重劳动、崇尚创造的浓

厚氛围。

完善激励体系。创新技能人才自主评价管理模式，青

岛港先后开展自主评价 160 余场次，评价人数 6556 人，其中

3845 人获得技能晋升，新增高级工、技师、高级技师等高技

能人才 1069 人，新增特级技师 6 人、首席技师 1 人。此外，

青岛港开展技能评聘、优秀农民工选拔、二次分配、创新成

果奖励等方式，实现技能人才“名利双收”。

据介绍，5 年来，青岛港共有 247 名干部成长成才，1310
名职工获聘职业发展通道，青岛港干部职工荣获 681 项次

集团公司级以上荣誉，一大批工匠人才在港口成长成才，

反哺港口。

这里的码头工人人才辈出

31家 A级以上景区、22个岬角、68个港湾、20处度假区……形成串联全岛美景的“珍珠项链”

沿着环岛旅游公路玩转海南自然人文
广西景区面向学生推出暑期优惠活动
本报讯（记者庞慧敏 通讯员蒋杰）暑期出游旺季到来，

为进一步刺激广西壮族自治区旅游市场消费，一些景区纷纷

推出暑期优惠活动，让游客畅享八桂大地的美景和文化。

南宁大明山风景旅游区，8 月 31 日前，考生凭 2024 年中

考或高考准考证可享受免门票优惠。全日制本科及以下学历

的在校生凭有效学生证也可享受景区特惠门票。

南宁方特东盟神画“东南亚泼水节”活动将持续至 8月 31
日。活动开启“白+黑”畅玩模式，同时还推出毕业生专属福

利——“青春纪念票”，2024 年应届中高考生、全日制大学毕

业生（含本、专科）持毕业证或准考证可购买此票入园畅玩。

不仅南宁，桂西南的德天跨国瀑布等 10家景区也在暑期

向全国学生（研究生以下）发出“免费游”邀请。7 月 1 日至 8
月 31日，全日制本科及以下学生群体可免收首道门票。

据悉，此次暑期优惠活动的推出，旨在通过吸引全国学生

游客，增加暑期游客量，提升广西旅游产业知名度和影响力。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在今年印发的《广西文旅产业

发展三年行动方案》中提到，要实施产业市场深度拓展行动，

包括研究推出周末高速公路通行费折扣，引导旅游景区（点）、

酒店民宿、餐饮企业等旅游市场主体推出周末门票打折、食宿

促销等优惠措施。

本报记者 王鑫 方大丰 本报通讯员 吴丹丹

来自全国各地的大学生，受邀走进全市各大景区，免费吃

小炒、捡瓷器、听音乐、看大剧，还有机会拿实习补贴、调研奖

励、创作大奖……这是日前湖南省株洲醴陵市开展“千年瓷都

正青春，五彩醴陵夏日行”全国大学生夏日“醴”行的活动特色。

醴陵市文旅部门相关负责人介绍，2000 余名大学生通过

网络报名参加此次夏日“醴”行活动，近距离感受“千年瓷都”

的魅力。地处湘东的醴陵，是釉下五彩瓷原产地，有“中国陶

瓷之都”“中国花炮之都”之称。此次活动旨在以大学生作为

桥梁和纽带，通过提供调研、实习、创作平台，开展一系列接地

气的互动活动，让来“醴”大学生充分发挥创意和才华，为当地

文旅和特色产业发展注入活力。

醴陵有三宝，陶瓷、烟花和小炒。7 月 20 日，一场精彩的

醴陵小炒肉厨神大赛在中国陶瓷谷国际会展中心举行。100
组醴陵本地餐饮企业厨师和民间小炒爱好者同台竞技，同时

也向来客展示特色美食。一些首次来“醴”的大学生对极具特

色的捡瓷活动兴趣颇深，株洲方特、瓷器口、陶润会、会展中心

捡瓷点，一路走来，不放过任何捡瓷机会。还有不少大学生在

醴陵开展实习、调研、文创、拍摄和美食研究。

借此机会，醴陵市还举行了 2024年高校毕业生暑期专场

招聘会，并与湖南多所知名大学和多个知名旅游企业、景点现

场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据统计，为期两天的夏日“醴”行活动，

共免费送出醴陵小炒肉 12.6 万份、醴陵瓷器超 10 万个；接待

游客约 54.07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约 5.23亿元。

免费吃小炒、捡瓷器、游景区

湖南醴陵开展大学生夏日行，激发文旅新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