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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
提示

本报讯 今夏，作为全国“避
暑旅游目的地”之一的大连庄河
市，凭借凉爽舒适的气候和秀美优
质的生态环境，吸引了大批来自国
内外的游客，催热旅游经济。

世界气象组织日前宣布，热带
太平洋七年来首次形成的厄尔尼
诺条件，可能导致全球气温飙升。
7 月份以来，我国部分地区出现
37℃以上的高温天气。而来自庄
河市气象局提供的数据显示，庄河
市今年“三伏天”的平均气温仅为
25.6℃，平均最高气温 29.1℃。凭

借“清凉”的优势，庄河市当仁不让
地成了今夏的避暑胜地。

避暑游的兴起，让庄河市看到
了旅游业发展的新增长点，他们抢
抓时机，从提升游客体验感，提高
城市知名度和美誉度入手，升级产
业，吸引客流。

烈日灼灼，汗水如浆。在庄河
天门山景区内，山峦叠翠、绿树成
荫、凉风习习，游客或林间漫步，乐
享天然氧吧；或营地休憩，远眺奇
峰秀景；或中流击水，畅玩激流勇
进……“这里凉爽、景美、空气好，

明年我们还要来庄河享受夏日的
清凉！”来自北京的游客刘女士和
家人意犹未尽。

7 月 8 日，一场为期两天一夜
的越野障碍挑战赛在天门山拉开
帷幕，吸引了来自美国、意大利、瑞
士等国家及国内多个省份的 350
余名运动员参加，大美庄河的自然
魅力在活动中展露无遗。

在避暑游中，海岛游一直是热
门线路，素有“海洋盆景”美誉的庄
河海王九岛，是大连海岛游中的

“明星”代表。九座岛屿中被自然

资源部授予“和美海岛”称号的大
王家岛，更是热门中的热门。

乘坐“海上游海王九岛”环岛
帆船，可领略大文豪郭沫若笔下

“汪洋万顷青于靛，小屿珊瑚列画
屏”的魅力；可以欣赏到大象吸水、
神龟探海、鱼跃龙门等 60 多个形
态逼真、惟妙惟肖的奇礁异石，感
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还可以亲身
体验海钓、赶海的乐趣，品尝鱼、
蟹、贝的鲜美。7 月 19 日，总投资
3000多万元的九岛海宿开业，不同
风格的民宿，不仅提高了接待能

力，更从品质、景观、设施上提升了
游客的体验感。同期开业的九岛
集市，用热闹的摊位、璀璨的烟火、
诱人的美食点亮海岛夜生活，丰富
了游客的亲海体验。

今年夏天，庄河市提早谋划，
依托优质资源提升旅游服务，进一
步激活旅游经济，拓展全域旅游产
业发展空间，把“凉资源”变成“热
产业”，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据
统计，6 月 26 日至 8 月 20 日，庄河
市接待游客超28万人次。

赵金花 本报记者 于雅坤

避暑消费催热庄河旅游经济
仅6月26日至8月20日，接待游客已超28万人次

四季分明夏无酷暑

庄河市属于暖温带亚湿润区大
陆性季风气候，具有一定的海洋性
气候特征。气候温暖湿润，四季分
明，夏无酷暑，冬无严寒，日照充足，
雨量充沛，气候风险较低；海洋性气
候使得庄河的夏日凉风习习、清爽
宜人。气候的地域和垂直差异性，
带来的不只是多山和多水，同时也
带来了丰富的物种资源、旅游资源
和避暑气候资源。

罕有的自然资源、不可复制的
地理条件和生态环境，让庄河成为
中国北方生态宜养、山水宜游、文化
宜品、城乡宜居、环境宜业的休闲度
假生态旅游胜地，“庄河其实并不
远，这里空气有点甜”的旅游广告宣
传语越来越被认可。

夏季（6月1日至8月31日）平均
气温22.6℃，平均降水量451.2毫米，
平 均 相 对 湿 度 83.1% ，平 均 风 速
2.6 米/秒，平均累积日照时数 596.2
小时，平均气压 1002 百帕。天气形
势总体平稳，高温日数少、持续时间
短，庄河市从未出现过 38℃以上的
高温。

生态秀美资源丰富

作为大连市的“后花园”，良好
的生态环境和气候条件，是庄河市
最具魅力、最富竞争力、最持久的独
特资源和宝贵财富。

全市生态环境状况优良，空气
优良率多年保持在90%左右。森林
生态完好稳定，植被覆盖度较高，林
地面积占大连林地面积的33%；生物
多样性较丰富，生态保护红线划定
面积758.36平方公里。拥有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一处、市级自然保护区
两处，一级水源保护区3处。

空气富含负氧离子，是大自然
的天然氧吧。庄河市境内有一个负
氧离子监测站点，位于仙人洞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根据该监测站点
2018年至2021年夏季各月负氧离子
浓度监测数据显示，该地区夏季平
均负氧离子浓度为每立方米 2163
个，各月之间差异较小。

空气优良率常年保持在 90%左
右。2022 年，庄河市空气质量优良
天数为350天，其中优155天，良195
天，优良率为 95.9%，位列大连各县
区前列，远高于全国空气质量优良
天数比例的86.5%。

森林覆盖率高。庄河市森林资
源丰富，是我省重要水源涵养林
区。全市现有林业（含园地、草地）
用地总面积18.17万公顷，森林蓄积
量 449.85 万立方米，森林覆盖率达
45%。海拔 500 米以上的山脉有 13
座，其中步云山最高，海拔 1130.7
米，为辽南群山之首。全市有森林

公园 4 个，荣获“辽宁省森林城市”
称号。

水资源丰富，水质良好。作为
大连市的“水碗”，庄河市全域水系
纵横，河道密布，水资源丰富。庄河
境内有大小河流365条、水库38座；
碧流河、英那河等流域面积超过
100 平方公里的河流 14 条，流域面
积50平方公里至100平方公里的河
流 9 条，流域面积 20 平方公里至 50
平方公里的河流31条，河流总长度
1764公里。

特色美食名声在外。庄河市物
产富饶，是辽南优质粮、林、果，渔、
菜、禽的著名产地，多种特色农产品
被认定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

这里汇集了草莓、蓝莓、歇马杏、
大米、羊汤、李洪祥大骨鸡、“鑫岛蛋”
鸭蛋、来自北纬39°海域的“嘎叉”（蓝
面镜蛤）、富谷的河豚鱼、上品堂的海
参，以及玉洋的扇贝和杂色蛤、华富
的三文鱼和鲭鱼等各种农产品及海
产品美食，特别是石城乡“生蚝小镇”
的生蚝，肥美鲜甜、口感回甘，已经达
到顶级甜蚝口感标准，人们采用生
食、烤制、清蒸、芝士焗、捞汁等做法，
一年四季享受此美味，“庄河生蚝”已
经成为庄河市一张亮眼的美食名片。

全域旅游方兴未艾

庄河市旅游资源得天独厚，这
里地处千山余脉南段过渡地带，复
杂的地质结构和适宜的气候环境，
造就了奇异的山川地貌、茂密的林
木花草、宜人的海滨风光、丰富的地
热泉水等自然景观，境内还拥有历
史悠久的古代遗址等人文景观，使
庄河的旅游资源丰富多样，集海、
河、湖、山、林、泉、岛、港、城于一体，
如素有“辽南小桂林”的冰峪旅游度
假区扬名海内外，辽南第一峰步云
山拥有东北第一健康理疗温泉步云
山温泉……人文古迹与自然景观兼
备，特色鲜明。

土地资源利用类型复杂多样，
既有平原区特点的各类农业用地，

又有反映山地丘陵区特点的林、果、
蚕、牧业用地以及滨海地区特点的
水产养殖用地，丰富的土地资源为
建立立体复合型农业生态系统和发
展旅游业创造了有利条件。

庄河市辖区内拥有国家地质公
园一处（冰峪国家地质公园）、国家
森林公园 3 处（天门山国家森林公
园、仙人洞国家森林公园、银石滩国
家森林公园）、国家海岛森林公园一
处（王家海岛森林公园）、4A级旅游
景区3家（冰峪沟景区、天门山景区、
海王九岛景区）、3A级旅游景区5家
（蛤蜊岛景区、天一庄园景区、黑岛
度假村景区、石城岛景区、香泷景

区）、2A 级旅游景区一家（城山古
城）。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2个、国
家级精品民宿一个、中国乡村旅游
最美目的地 2 个。建有 2 个温泉场
所、一个民俗博物馆、一个市民健康
中心、4个大型健身广场、2个体育休
闲公园、7个单项体育场馆。

庄河市还是东北地区独具魅力
的智慧滨海田园养生城市之一，获
评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全国休闲农
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县、国家海绵城
市建设试点城市、国家卫生城市等
称号。

借助得天独厚的山海旅游资
源，近年来，庄河市海岛游、露营和
漂流等旅游项目发展势头迅猛。王
家镇重点打造了以“亲鸟、踏浪、望
月”为主题的高端网红民宿项目“九
岛海宿”，项目包括 4 个部分，其中

“九岛星球”由 9 座“星球民宿”组
成，对映九大行星，白天看上去平
平无奇，到了夜里则闪闪发光，如
梦似幻，其奥秘就在于星球民宿的
外体是精心设计并手绘而成的；

“九岛星际”是一片高端宿营地，每
间房都如同一艘舰船，高高架起，
入夜后游客如同置身星辰大海，浪
漫氛围拉满；“九岛别苑”内设自然
简约与西班牙风格相结合的别墅，
是家庭旅游和公司团建的理想场
所；“九岛市集”布局在海边沙滩
上，以集装箱为主体，包括演出舞
台、烧烤大排档、烟花秀场等，通过

夜间娱乐的方式让游客进一步畅
享海岛风光。

位于荷花山镇的下泉眼露营基
地，利用现有自然环境和地理优势
依山而建，自然禀赋优良，气候凉爽
宜人，是夏季避暑、休闲度假和朋友
聚会的理想之地；雍荷湾云端民宿
露营，山丘、河流、云海、草地、树林
各具特色，汇峻、秀、幽、奇、美于一
身，在给游客提供原生态的乡村住
宿环境的同时，还配备了现代化生
活设施。

天门峡漂流的河道九曲十弯、
水量丰富、水质清澈，漂流全长13.7
公里，漂流从起点到尾点的自然落
差91米，全程有12处激流点，有1/3
的河段落差大，水流急、弯道多，跌
宕起伏、激情四溢，漂流时两岸美景
不断，犹如置身山野图画，恍若步入
人间仙境。

近年来，为持续推动文化、体
育、农业、海洋等各类优势产业和旅
游产业深度融合发展，庄河市将文
旅康养作为全市重点打造的三大新
兴产业之一，形成了以城区作为核
心，北部生态康养旅游区、中部农旅
复合康养区、南部滨海城市康养休
闲区、海岛生态康养休闲区的“一
核”“四区”“全域”的空间分布格
局。全市旅游产业发展潜力巨大，
年最高游客接待量达到720万人次，
旅游综合收入 50.5 亿元，占当年地
区生产总值的15.6%。

本报讯 日前，第八届美丽中国·深
呼吸小城（壶关）夏季旅游文化节暨首届
太行山山地旅游大会召开，庄河市获评

“深呼吸生态旅游魅力名县”荣誉称号。
这次旅游大会课题组根据生物多

样性、资源丰富度、资源独特性三大指
标，制定了“深呼吸生态旅游魅力指数
评价体系”，结合森林生态系统、草原
生态系统、湿地生态系统、海洋生态系
统、淡水生态系统和湖泊生态系统分
类，在全国范围划分出 12 条“美丽中
国·深呼吸生态旅游带”。沿 12 条生
态旅游带，结合魅力指数评价体系，庄
河市最终被评选为“深呼吸生态旅游
魅力名县”。

“深呼吸生态旅游魅力名县”称号
的获得，是近年来庄河市委、市政府深
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
念，科学做好“生态保护与开发”这篇
大文章所取得的重要成果，也为庄河
市加快建设区域引领性绿色经济发展
示范区和北黄海生态型现代化海滨城
市提供了强有力支撑。

赵金花 本报记者 王荣琦

获评“深呼吸生态
旅游魅力名县”

日前，2022年国家气候生态品牌创建示范
活动评审结果公布，庄河市荣获全国“避暑旅游
目的地”称号，成为全国37个“避暑旅游目的地”
之一，是我省唯一获得该称号的地区。

“避暑旅游目的地”作为国家气候标志品牌，是衡量一个
地区避暑旅游气候、生态环境的综合评价和权威认定。评价
范围为海拔高度2500米以下的地区。评价内容包括气温、
降水、风、湿度、气压等基本气象要素，还有影响避暑旅游的植
被、空气、水等生态环境和景观以及配套设施等环境条件。

根据国家气候中心制定的《“避暑旅游目的地”评价技术
指南》，庄河市避暑旅游评价指标优良率达88.9%，优率达
61.1%。其中，气温指标优良率达75%，优率达50%。

庄河市晋升全国“避暑旅游目的地”，有利于充分挖
掘并发挥地方气候和生态资源优势，实现气候与旅游融合
发展，拓展旅游产业发展空间，把宝贵的“清凉”资源变成优
质的“火热”产业，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为加快建设区域引
领性绿色经济发展示范区和北黄海生态型现代化海滨城
市提供强有力支撑。

本报讯 近年来，庄河市将整治
农村人居环境当作重大民生工程来
抓，建立健全工作机制，先后获评“全
国村庄洁净行动先进县”“省级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成效明显激励县”。

庄河市着手构建常治长效整治体
系，实施一家国有企业负责农村垃圾
全程转运，9 个固定和移动垃圾转运
站承担乡镇垃圾压缩任务，在小城镇
推行垃圾“四分法”，在村屯推行农村
生活垃圾“五指分类法”，实现闭环处
理和源头减量。如今，庄河市农村垃
圾日处理量由280吨减至80吨，减量
率达到71%。目前，全市2929个屯已
全部成立保洁队伍，生活垃圾收运处
置体系覆盖223个行政村（农场）。

庄河市还广泛开展以“净化整治
村庄环境，携手共建美丽乡村”为主题
的宣传活动。目前，累计进村入户宣传
12555场（次），出动63584人（次），清理
农村生活垃圾14273.3吨，清理“三堆”
7489 个。村屯内道路硬化面积达到
1347万平方米，村内主要道路硬化的行
政村比例达到100%。农村公路总里程
达到3324公里，实现“屯屯通”。

赵金花 本报记者 王荣琦

全市2929个屯
成立保洁队伍

本报讯 庄河大学城自 2017 年
正式办学以来，发挥人才和智力优势，
积极与庄河市各行各业开展深度合
作，特别是与地方企业大力开展产业
协同育人项目，建设一批学生实习实
践基地，联合开展科学研究和科技攻
关，提升学校服务地方经济建设的能
力，助力庄河高质量发展。

庄河大学城目前有大连工业大学
艺术与信息工程学院、辽宁师范大学
海华学院两所大学入驻。两所大学全
面修订人才培养方案，加大师资队伍
建设，建立校外实践基地。自建校以
来，两所大学积极参与庄河地方经济
建设和社会发展，先后开展政产学研
项目、活动 1800 余个，直接或间接安
置就业达1000余人。

今年，庄河大学城迎来 4406 名
新生，其中大连工业大学艺术与信息
工程学院2211人，辽宁师范大学海华
学院2195人。秋季开学后，庄河大学
城在校学生将达1.8万余人。

赵金花 本报记者 王荣琦

庄河大学城
携手企业共育人才

清凉庄河消夏胜地
——走进我省首个国家级“避暑旅游目的地”城市

赵金花 本报记者 于雅坤

庄河时讯SHIXUN

天门山风景旅游区露营地内搭满了消暑纳凉的帐篷。 本版图片由庄河市委宣传部提供

庄河市王家镇重点打造的民宿“复式太空舱”吸引游客。

本报讯 8月25日，由辽宁省作家
协会、庄河市委宣传部主办的辽宁“文
学之乡”授牌仪式在庄河市文化馆举
行。辽宁首个“文学之乡”落户庄河，这
是庄河文艺界和几代文学工作者辛勤
耕耘的结果，对进一步繁荣庄河市文学
艺术创作、营造良好的人文环境、赋能
庄河各项事业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长期以来，庄河市委始终坚持把
发展繁荣文化工作放在全市经济社会
发展全局的重要位置。特别是近年
来，庄河市委牢牢把握文艺工作的正
确方向，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
导向，积极推动文艺、文学工作守正创
新、快速发展，文学工作亮点频现，涌现
出一批在全省乃至全国有影响的文学
名家、名作，还有一批热心文学、甘愿奉
献的文学工作者、文学爱好者，以及创
作基地、文学刊物、文学社团等，共同
营造了浓厚的文学氛围。

赵金花 本报记者 于雅坤

省首个“文学之乡”
授牌庄河

生姜种植是庄河助农增收的特色产业。 蓝莓被誉为庄河乡村振兴的“致富果”。

依托丰富的海洋资源优势庄河全产业链发展生蚝产业。 优质的生长海域为庄河海参的品质奠定了坚实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