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商引资力度。根据地委、 行署有关文

件精神，财政部门对旅游企业实行了

自投产之日起， 3年内由地方财政按实

际征税额安排扶持资金的优惠政策。

仅中外合资云杉坪索道公司一家就由地

方财政预算安排了 1000多万元企业挖

潜改造资金，使企业有能力进行玉龙

雪山省级旅游度假区的后续开发，进

入了良性循环的发展轨道。另外，玉

龙雪山索道公司用财政安排的资金完成

了 3 万 5 千伏输电线路、柏油路、 排

水排污等项目的建设。经过多年的发

展，玉龙雪山风景区于 1999年被省政

府评为 “云南省优秀旅游景区”，

2001年 1月进入我国首批4A 级旅游景

区行列。引进深圳一家公司投资800多

万元推出了大型精品文艺节目 《丽水

金沙》，不但每年可减少地方财政事

业费支出 100 多万元，还丰富了旅游

业的文化内涵。引进香港某公司投资

2400万美元建设玉龙雪山国际高尔夫

俱乐部，昔日荒凉的甘海子如今被俱

乐部的草坪、 人工湖、树木等点缀得

别有情趣。

全盘皆活的态势

近10年来，丽江旅游业发生了深

刻而巨大的变化。以古城为品牌的丽

江旅游，目前已获得 “世界文化遗产、

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国家重点风景名

胜区、国家4A 级景区”等7项高规格

荣誉。培养和聚集了一支包括英、 日、

德、法、朝鲜等语种在内2000多人的

导游和1万多人的业务人员队伍，以及

近3万人的从业大军，解决了近8万人

的就业问题。拥有旅游涉外酒店 7 9

家，标准床位2万余个，各类旅行社39

家，旅游汽车公司6家。同时形成了一
大批民族文化娱乐企业，定点购物商

店，餐饮业等群体。为推进旅游行业自

律，在财政部门的支持下，成立了行业

自律性组织 —— 丽江宾馆酒店协会，

200 1 年又组建了滇西北旅游集团公

司，以30家旅行社为主体，统一采购、

统一价格、统一服务质量、统一对外宣

传， 避免了旅游企业之间的恶性竞

争，杜绝了签单造成的拖欠。到2001

年底，旅游企业原3000多万元的 “三

角债务”降到了800多万元。星级酒店

营业收入增加8000多万元，国家税收

增加 4 0 0 多万元， 游客对宾馆 （酒

店）的投诉比上年下降 72.3%。2002

年 7月，丽江旅游管理结算中心试运

行， 所有旅行社、宾馆和景区景点

109 个单位全部纳入网络管理信息化

平台，首次在国内实现了旅游团队网

上操作运行和统一结算，实现了消费

结算的非货币化，把丽江旅游管理推

向信息化和网络化。

旅游业的迅猛发展，带动了产业

结构的调整和经济、社会、生态的协调

发展。三次产业结构由90年代初的 “一
三二”排序变成了 “三一二”排序，以

旅游业为主的第三产业占国内生产总

值的比重由 1990年的 31.9%，提高到

了 45.8%，第三产业对国民经济增长的

贡献率达73.9%，旅游业已成为丽江经

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在旅游业蓬

勃发展的带动下，交通、通信、市政等

基础设施明显改观，商贸、金融保险、

文化娱乐等各行业快步发展，因结构

调整和天然林禁伐带来的困难得到缓

解，许多下岗职工有了再就业的新路。

旅游业的蓬勃发展促进了农村经

济结构的调整，实现了农业增效、农

户增收。地处城乡结合部的丽江县黄

山乡以开展民俗旅游为契机，加强农

村基础设施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农

民的生活环境和生活质量都有很大的改

变和提高。随着旅游业的发展，该乡

居民以家庭为单位搞旅游接待， 推出

的 “吃纳西农家饭、住纳西农家院、

做纳西农家活、 享纳西农家乐” 等项

目，成为丽江旅游的新亮点。看田园

风光，享农家之乐，执杆垂钓，摘瓜

采果，牵牛赶马，耕地割麦，强烈地

吸引着游客。目前，旅游家庭接待户

由最初的 10 户，发展到 69 户， 日接

待 5000 人以上。赶上旅游旺季，一
般农户每月最低收入也有2000元，最

高的在4000元左右。旅游部门也按照

市场规律，因势利导，帮助开发农家

乐客源，农民高兴地说，“乡村民俗

旅游是一项富民工程”。

旅游业的发展，使世界变小了，离

丽江更近了。涌入的人流，碰撞的观念

和信息，加上旅游业特殊的带动和关

联作用，加快改变了丽江人的思维和

生活方式，他们更加关心旅游、爱护

基础环境和生态，自觉地促进旅游经

济建设发展。

地方专栏——云南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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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庆是 云南省的一个藏族自治

州，地处滇西北横断山纵谷地带，高

山峻岭和深邃峡谷相间分布，不少山

峰耸立于雪线以上，境内金沙江、 澜

沧江和怒江三江并流， 自然景观瑰丽

奇特。但由于这里交通闭塞，曾给人

们生产生活带来诸多困难。

为建设美好的新藏区，迪庆充分

利用自然资源优势， 大力发展旅游

业。自 1994 年以来，迪庆州加快了

公路、 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推出了

“寻找香格里拉” 旅游品牌。 1997 年

9月 13日，云南省人民政府召开新闻

发布会， 向世界宣布： 经云南省 “香

中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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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里拉课题组” 研究，美籍英国作家

詹姆斯 · 希尔顿《失去的地平线》一
书中所描绘的香格里拉的原型就在迪

庆藏族自治州。2002年 5月 5 日，经

国务院批准，迪庆州州府所在地的中

甸县正式更名为香格里拉县。“香格

里拉就在迪庆”大大提高了迪庆在国

内外的知名度，掀起了香格里拉旅游

热潮。中共迪庆州委、州政府紧紧抓

住 “更名” 这个得天独厚的机遇，立

足于迪庆旅游资源自然、 神秘 、 奇

特、 险峻的特色，调整发展思路，把

旅游业摆到了政府工作的首要位置，

大步走上发展旅游业的路子。

迪庆积极争取项目和资金，切实

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力度。总投资

2.5亿元的迪庆 “香格里拉” 机场于

1 999 年 4 月 30 日正式通航；投 资

1 .2 亿元的旅游东环线正在加紧实

施；总投资9000多万元的世界文化遗

产——梅里雪山景点规划已全面启

动。到目前为止，全区共建成各类旅

游饭店（宾馆）94家，国内旅行社25

家，旅游公司4家，藏民家访旅游点

23 家， 民族服饰歌舞展演中心 2家，

旅游定点购物商店7家。吃、 住、行、

游、 购、 娱乐旅游产业体系基本形

成，改变了 “九五”初期全州只有100

个标准床位，2家国内旅行社，旅游从

业人员不足 1000 人的状况。

在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的基础上，

迪庆采取了一系列加快旅游业发展的

措施。如组织实施好《迪庆香格里拉

旅游发展总体规划》；积极发展旅游

普通中等职业教育， 完善迪庆生态

旅游服务中心， 建立旅游教育培训

体系， 培养旅游专业技术人才；强

化旅游行政管理部门的自身建设，

加快观念更新、 知识更新、 管理手

段更新，充分发挥该部门在旅游产

业 发展 规 划 、 开 发建 设 、 市 场 开

拓、 行业管理、 市场整治 、 人才培

养等方面的职能作用；加大旅游景

点安全工作力度，建立完善的卫生

防疫急救体系，尤其是交通急救和

安全保卫快速反应体系， 全方位强

化安全机制， 确保旅客人身和财产

安全， 等等。各项措施的 落实， 改

变了过去僵化、 单调的服务方式。

迪庆还借鉴旅游发达地区的先进

经验 和做法， 结 合迪 庆 自 身的 特

点， 坚持走 “全民旅游全民办” 的

新路子。一是做好旅游黄金周的旅

游接 待 服务 工作， 动员 全社 会 力

量， 充分发挥地方民间的潜在接待

和服务 能 力；二是坚 持 走 政府 主

导 、 全 民参与的 旅游 经营 开 发 之

路，打破陈旧的经营管理体制和模

式；三是大力扶持发展藏民家访等

民居旅游，使之成为全州旅游经济

中的一个主要增长点；四 是切实加

大 州内 旅游宣传教育力 度， 提高 全

州全民的旅游意识， 牢固树立和做

强 “香格里拉” 品牌。

在迪庆 “香格里拉” 旅游品牌

的开发和发展 战略实施过程中， 迪

庆州财政部门紧紧围绕州 委 、 州政

府的旅游发展思路，充分发挥财政

部门的职能作用。从 “更名” 基础

工作的筹办、 庆典仪式的举行， 到

各旅游项目的启动， 包括生态环境

保护和人才培训及管理等等一系列旅

游发展系统工程的开展，千方百计

筹集资金， 保证了各项工作的顺利

开展。

“更名” 给迪庆旅游业的发展带

来了机遇，一系列措施赢得了可喜成

果。截至 2002 年 8 月，全州接待海

内外游客的总人数由 1995年的 4.26

万人次，增加到 124 万多人次，年

均增长近 40 个百分点；旅游综合收

入由 1995 年的 1860 万元增加到近 9

亿元， 年均增长近 50 个百分点；两

项旅游经济发展指标年均增长幅度均

超出了 全省 平均水 平。在刚刚过去

的 “十一” 旅游黄金周期间， 接待

海内外游客 10.57万人， 比上年增长

22% ，旅游综合收入 4643
.
35 万元，

比上年增长 18.34% 。2001年，全州

地方财政收入完成 6987 万元，大大

超过了 1998年以前的收入数额。旅

游业的蓬勃兴起和迅速发展为全州经

济的发展和财政收入的增加起到了不

可替代的作用。

青 石 板代替 了 水 泥 预 制 块， 藏族酥 油 灯 造型的 古 式路灯散发 着

浓浓的 文化韵味 ，连公共汽车站 台也别具特 色。随着 中甸县 改 为 “香

格里拉县”， 迪 庆州根据香 巴拉王 国的 传说和现存的 独 克 宗古 城格
局 ， 将 香格里拉县城的规划定位为人类的 “理想城”， 先期投资 了

1 200万 元对和平路进行 了改造，三线入地，扩植草坪，藏式 包装，……

“理 想城” 初 现香 格里 拉。

石化龙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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