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年7月22日 星期六旅游 值班编委：黎良图 值班编辑：李正蓬 值班校对：尹仲原B2 旅游聚焦

水上体旅产业带渐趋雏形

7 月 6 日，国家旅游局办公室和国家体育总局办
公厅联合印发《关于开展“国家体育旅游示范基地”
创建工作和“国家体育旅游精品赛事”申报工作的通
知》，公布了首批 30 个“国家体育旅游示范基地”创
建单位，以及 33 个“国家体育旅游精品赛事”。在 30
个“国家体育旅游示范基地”名单中，北起吉林北大
壶体育旅游经济开发区，南至三亚蜈支洲岛旅游区
的水上运动旅游产业带基本形成，备受瞩目。由此，
去年国家体育总局发布的《水上运动产业规划》提出
的打破水上运动产业规划壁垒的目标更加明朗。

据了解，此次发布的 30 个“国家体育旅游示范基
地”创建单位中，至少有贯穿南北的 10 家创建单位
与“水上运动”息息相关。其中 7 家创建单位为内陆
水域示范基地，两家单位为海洋水域示范基地。一
所海岛型体育示范基地。

其中，最为明显的是三亚蜈支洲岛旅游区、青岛
奥林匹克帆船中心、海洋国家沙滩体育运动示范基
地。濒临优质海域的自然优势充分满足水上运动旅
游产业发展的各类条件，这些企业在水上运动的设
施建设和管理模式做了充分的探索和研究，成为水
上运动娱乐项目集结的标志性景区。

三亚拥有 258.6 公里海岸线，分布着亚龙湾、大
东海湾、三亚湾、海棠湾、崖州湾等 19 个海湾和西
岛、东岛、东锣岛、西鼓岛等 40 个岛礁，主要港口有
三亚港、榆林港、南山港、铁炉港、六道港等，海水透
明度高，海洋生物种类繁多；同时，三亚四季如春，相
对于欧美漫长的冬歇期，全年都适合开展帆船、游艇
等海上运动。更主要的是，三亚具备优越的区位优
势，处于链接东亚、东南亚的枢纽位置，是国际大帆
船、游艇进入中国海域的首选落脚点，也是国际大帆
船‘候鸟群’冬季理想的栖息地。这些资源得天独
厚，是开展潜水、海底游览、垂钓、海上运动等活动的
理想场地。

独特的资源、优越的区位、天气优势是三亚市做

足海洋文章，鼎力发展海洋旅游财产奠定良好的基
础。近年来，三亚市积极寻求和探索发展游艇帆船
财产的出路，提出通过把“沃尔沃”、“美洲杯”、“中
国奥运帆板冬训基地”等世界顶级品牌引进三亚，
进一步晋升三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最终把三亚打
造成为“中国风帆之都”。

于是，环海南岛国际大帆船赛、沃尔沃帆船赛、
香港至三亚国际帆船拉力赛、三亚帆船挑战赛等一
系列知名赛事相继落户三亚，极大促进了三亚海上
运动的发展，海上游览、水上运动项目正在成为三
亚旅游的新兴产品，成为海南国际旅游岛的又一张
名片，推动了海上旅游和海上运动项目蓬勃兴起。

旅游+体育 产业深度融合成新经济

增长点

踏在蜈支洲岛的平地上看这座小岛，它是这样
的：碧蓝海水涌来一层层波浪，拍打着山脚下的礁
石，溅起雪白浪花。而乘直升机从海上低空俯瞰蜈
支洲岛，它是这样的：海水澄净碧蓝且层次分明，小
岛如蝴蝶振翅状且葱翠欲滴、绿意盎然。岛的北部
沙滩玉带天成，沙白如雪；东南部群山环抱，奇峰怪
石嶙峋；中部山林草地起伏逶迤，绿影婆娑……

而在三亚蜈支洲岛夏季码头，伴随着一阵轰鸣
声，一架罗宾逊 R44-2 直升机腾空飞起，低空环岛观
光项目让三亚海上旅游这艘大船又多了一位“成
员”。

在水上运动旅游产业带形成的过程中，资源的
优化与整合促使水上运动旅游产业不断迸发出新的
经济增长点。去年国家体育总局、国家旅游局、国家
发展改革委等九部委印发的《水上运动产业规划》还
指出，要打通水上运动产业发展壁垒，探索特色水上
产业集聚区构建、运作模式，实现规模化产业发展。
到 2020 年，水上运动产业总规模达到 3000 亿元。

当旅游业的消费升级遇到水上运动的蓬勃发
展，撬动的是万亿产业规模，展示出了背后强大的消
费需求。据《全民健身计划（2016--2020）》指出，要
充分利用我国丰富的江河湖海等自然水域资源，带
动健身、休闲、娱乐以及器材设施设备等相关产业和
产业链的发展，建设健康中国、增强经济增长新动
能。水上运动旅游产业的发展与扩张，离不开国家
相关政策的支持与鼓励，更需要企业自身发挥创造
精神，不断探索，自主创新。

蜈支洲岛旅游区自 2012 年起就开始深掘海陆资
源，引入新西兰动感飞艇、法国海天飞舞等水上运动
项目，实现海岛旅游的差异化发展，符合新常态下游
客需求从单一观光向深度体验的转变，紧跟市场前
沿动态，助力旅游供给测结构性改革。该景区借力
热带海岛型景区的独特资源优势，推出 30 余种游乐
项目，其中 20 余种水上运动项目，12 项极限运动，每
年吸引着超过 50 万人次游客前来体验水上体育的
乐趣。而多层次、立体化的玩海体验也成了景区发
展的一个强力引擎。2012 年投入 260 万元的动感飞
艇项目实现盈利仅用了 45 天，2016 年水上运动项目
收入便达 3.5 亿元，占景区总收入 40%。

三亚地处北纬 18 度，属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区，
无严冬酷暑，绝大多数年份日照时间在 1600 小时以
上，海水温度常年保持在 20 至 28℃间，是开展海上
运动的理想之地。近年来，三亚大力发展水上休闲
体育，推动产业融合发展。因地制宜，依托独特的区
域和自然资源优势，重点打造特色休闲体育产业和
产业集群，不断丰富健身休闲业和竞赛表演业，做大
做强潜水、摩托艇、冲浪、滑水、帆船、游艇、高尔夫
球、马拉松、沙滩排球、网球、羽毛球、乒乓球、校园
足球、自行车、航模、智力运动、户外运动、大众健身
等休闲体育产业，提升产业发展水平。

三亚市文体局局
长陈震旻表示，三亚
水 上 体 育 运 动 的 推
进，毋庸置疑对旅游
业的发展有着极大催
化 剂 作 用 ，海 南 岛 有 200
多万平方公里的海域，长
夏无冬，空气清新，没有雾
霾，丰富的海洋资源和气
候条件为开展水上运动提
供了得天独厚的优势，尤
其是，传统的走马观花式
的旅游已经不再成为吸引
人们眼球的热点，新兴的
体育旅游模式能够弥补传
统旅游的短板和不足，让消费
者完全沉浸其中，做到“健康
游”、“欢乐游”、“深度游”。

海南作为中国久负盛名的
旅游胜地，近年来并不缺少客流和
资本的涌入。三亚，更是人们休闲
度假时争相奔赴的地方。但随着这
些年和略显单调的旅游模式以及其

他旅游目的地的增多，三亚客流量的上升幅度已趋
于平缓甚至有些下降。从市场时机来说，旅游+体
育已成为三亚产业深度融合的新经济增长点。

“‘旅游+体育’作为一种全新休闲方式，已成为
新的消费热点，越来越受大众消费青睐。同时，也激
发三亚发展活力。在未来，三亚将坚持倡导全民共
享的发展理念，打造与建设国际化热带滨海旅游精
品城市相应的品牌，搭建面向国内外的开放合作平
台来全力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探索实践体
育旅游。”陈震旻说。

打造全域旅游发展新引擎

水上运动旅游产业经历了萌芽期、发展期、转型
期、深化期，如今虽有长足的发展，但仍处于产业发
展的初级阶段。

蜈支洲岛相关负责人表示，以海岛型旅游景区
为例，水上运动旅游还需政府从政策、资金、人才培
训、宣传推广等方面的综合施策，进一步发挥“基地”
的示范带动作用，以自身卓越发展促进行业自身改
革，推动体育强国建设。

由于水上运动旅游在生态环境保护中的特殊地
位，发展的过程必须从生态保护和体育旅游发展的
两个角度着手。更要全面实现旅游管理可视化、旅
游营销精准化和自然保护科学化。运转高效的智慧
管理体系、智慧服务体系和智慧营销体系，共同推动
体育产业链和旅游产业链深度融合，形成新的业态，
带动新的增长点；推动体育设施和旅游设施深度融
合，将体育设施融入景点、景区、园区，使健身休闲设
施成为景区评级的硬性标准；推动体育产业政策和
旅游产业政策深度融合，为体育旅游发展提供强大
动力。

开展水上运动旅游，发展全域旅游，还要着手产
业链的完善。上游产业链由场馆规划建设、水上运
动设施装备、水域管理、水上赛事活动、旅游区广告
营销等细分领域的公司所组成。“下游”产业链则由
体育媒体、社交社群、教练培训、搜索引擎、户外装备
等企业所组成。每一个环节都必不可少。产业链的
完善不仅将推动水上运动旅游产业的良性发展，同
时也为水上运动旅游产业进入发展快车道做好了准
备和铺垫。

在优质的景区资源下，以“全域旅游”创建工作
入手，驱动“旅游+体育”的经济协作和产业融合，大
力发展体育旅游，从实际情况出发，探索如何更好地
推进全国全域旅游的发展，才能最终开启水运动的
新时代。

“三亚水上旅游的发展空间还很大，不能满足于
现有的成绩，要对标世界其他度假岛屿，跟它们竞
争。”三亚市旅游委副主任郑聪辉说，三亚应积极引
进更多形式的水上以及海上旅游项目，形成产品集
群，扩大产业规模，降低活动成本，让更多人能亲近
海、体验海；同时要打造独特性、专业性的相关项目，
让游客的参与性更强，更难以忘怀；还要改善现有项
目的档次，提升品质等。

三亚市是首批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之一，
三亚要如何紧抓全域旅游建设的契机，做大做强体
旅融合？“我们将分区推进全域旅游，进一步规范大
东海、三亚湾的海上旅游项目，加快推动夜游三亚湾
旅游文化项目的提档升级，让海上旅游成为三亚更
亮丽的品牌。”郑聪辉说。

结合全域旅游发展水上体育旅游，郑聪辉认为，
三亚应突破行政区域划分，强化“大三亚旅游经济
圈”的资源互补，要以资源脉络的联系，充分利用多
种资源要素，开发海上旅游项目，打造整体性旅游产
品。同时，可以联动陆地和空中，打造“海陆空三体
合一”整体性旅游产品，让游客对三亚、对海南的海
洋及岛屿印象更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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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随着首批“国家
体育旅游示范基地”创建单
位，以及“国家体育旅游精
品赛事”大名单公布，一条
覆盖全国的水上运动体旅
新模式初现光芒，体旅融合
将开启水上运动新时代。
这也意味着，体旅融合将通
过“示范基地”和“精品赛
事”，打造水上运动旅游业
态黄金期，全面推动水上运
动项目的转型与升级。

“三亚号”驶向半山半岛帆船港。 本报记者 翁叶俊 摄

三亚市民观看帆船比赛。
本报记者 翁叶俊 摄

水上飞机观光游尽揽鹿城美景。 本报记者 胡拥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