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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濛濛细雨中，深藏于高山峡谷间的石城县

九寨温泉内，山峦间雾气缥缈升腾，一个个泉眼汩汩

翻涌，热气氤氲，如云似雾，“仙气”萦绕，给这片青山

环绕的景区增添了几分朦胧诗意。

“到很多温泉景区体验过，石城温泉有不一样的

感觉。九寨温泉自然生态、有山有水，配套设施服务

齐全，方便舒适。”福建游客洪秀芳与同伴沿着山涧行

走，沉浸在舒适惬意的休闲之旅中。在石城，游客不

仅可以进行徒步、石板浴、森林浴等活动，享受大自然

的纯净和宁静，还可以在温泉中放松身心。据了解，

石城地热水资源丰富，当地温泉以构造脉状水为主，

属上升泉，含有多种矿物质和微量元素，且具有分布

广、水量大、水温稳、水质优等特点，目前全县已探明

的地热温泉点有 7处。2021年石城县被中国矿业联

合会授予“中国温泉之城”称号，为江西省唯一。

石城地处我省赣州、抚州与福建三明、龙岩“两省四

市”交界处，境内国道、高速贯穿南北。优越的区位优势

吸引赣、闽、粤三省及其它各地的游客纷至沓来。袁珍

来自厦门一旅行社，常年为石城县输送游客，她说：“前

不久忙得不可开交，刚带了几批厦门、漳州、泉州的客人

到石城游玩。‘大健康时代’，康养旅居成为当下新时尚、

新追求，以温泉游为代表的健康养生度假模式越来越受

到游客的青睐。”

“温泉+”点燃文旅康养“热焰”，观光游向康养度

假游华丽转身。数据显示，石城县地热温泉项目启动

以来，一批连锁酒店、文化主题酒店、精品民宿等的床

位数不断增加，地热水温泉产业位列县域经济产业前

列。今年前三季度，石城累计接待游客 463.03 万人

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 40.51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42.78%、42.37%。

蕴藏在绿水青山间的温泉资源，已经成为石城绿

色发展中的新引擎。今年 10月，生态环境部公布了

第七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名单，

其中，江西有两地上榜，石城县便是其一。近年来，该

县将温泉资源与山地、荷花、客家文化、乡村资源组合

包装，大力发展“温泉 +”文旅产业，通过地热温泉带

动旅游产业，将7处地热资源精心打造成峡谷、森林、

花海、都市、田园生活等多元化温泉度假产品，形成了

住温泉房、游温泉景、玩温泉水的健康养生度假新旅

游业态。目前全县有森林温泉小镇、天沐温泉、九寨

温泉、花海温泉等为主体的温泉旅游产业。温泉美

食、温泉康养联动发展，实现年产值近 10亿元、年接

待游客量百余万人次、提供就业岗位1.2万余个，温泉

水成为当地群众的“财富水”。

以“泉”兴旅，引客入县。11月 9日，2023年石城

温泉康养旅游系列活动启动，在石城县文旅产业招商

推介会暨引客入县签约仪式上，17个项目集中签约，

签约总金额达15.96亿元。石城县文广新旅局相关负

责人表示，石城将积极对接各地企事业单位共谋合

作，巧做“加法”聚人气，不断探索“旅游+”多领域融合

发展新模式，深挖石城自身的文旅资源，擦亮温泉康

养品牌，努力打响“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品牌。

本报讯（周艳凤）近日，由中国旅游协会温泉旅游分会主办的第十

届中国温泉旅游推广季暨第六届金汤奖颁奖典礼，在江苏盐城荷兰花

海天沐温泉酒店举行。我市会昌县汉仙温泉旅游度假区获得第六届金

汤奖全国“十佳亲子温泉”荣誉奖项。

这是汉仙温泉旅游度假区继 2021年入围第五届金汤奖全国“十佳

人气温泉”、全国“最佳服务温泉”称号之后，又一次脱颖而出。这是对汉

仙温泉旅游度假区品质、服务、生态环境的肯定，也标志着汉仙温泉旅游

度假区在中国温泉界地位的进一步提高。

汉仙温泉是全国稀缺的纯天然58℃偏硅酸氟型医疗热矿泉，采自地

底蕴藏千年的偏硅酸氟型热矿泉。根据江西省旅游协会温泉旅游分会

颁发给汉仙温泉旅游度假区的《江西旅游温泉水温水质认证》，汉仙温泉

水含偏硅酸、氟、钠、钙、镁、硫、钾等20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

元素，是康养休闲的好去处。

汉仙温泉旅游度假区
获“十佳亲子温泉”称号

本报讯（记者黄文生）近日，经各单位自愿申报、各县（市、区）总工

会推荐、市总工会实地考察和审定、网上公示等环节，赣州市总工会研究

决定，命名七鲤古镇国际旅游度假区等 6个单位为 2023年赣州市职工

（劳模）疗休养基地，并予以授牌。

据了解，该 6个赣州市职工（劳模）疗休养基地分别为：章贡区七鲤

古镇国际旅游度假区、崇义县上堡梯田景区、龙南市虔心小镇度假区、于

都县新长征宾馆、定南县九曲度假村、赣县区天子峰休闲养生山庄。

据悉，为不断提升疗休养服务能力和水平，被命名的单位须严格

遵守《赣州市职工（劳模）疗休养基地管理办法（试行）》，加强规范化

管理，进一步完善基地设施设备, 把基地建设成服务职工、劳模的金

字招牌。同时进一步拓展业务、提升服务，把基地打造成工会服务劳

模、服务职工群众的特色阵地，从而推动全市工会疗休养事业扩面、

提质、增效。

本报讯（廖君福 叶际江）“住在舒心的农家旅馆，有着更多的时间

欣赏大余‘第一高峰’天华山的原生态美景，探视神秘的东庄玉扣纸造纸

作坊，领略纯粹的畲乡风情……”11月 20日，来自湖南省汝城县的游客

郭女士在游览大余县天华山风景区时说道。大余县以民宿建设强化巩

固景区景点“根据地”“大本营”功能，以民宿产业推进文旅产业发展，实

现文旅发展、农产品外销、助民增收“一石三鸟”。

大余县切实把握“民的生活，宿的空间”理念，大力发展民宿产业，

围绕自然景观、河流湖泊、田园风光、民俗文化等，因物因势造景，让民

宿有温度、有故事、有情怀、有艺术。为此，该县出台了《大余县民宿管

理办法（试行）》《大余县“美丽宜居与活力乡村（+民宿）”联动建设示范

县创建工作方案》等文件，在资金奖补、配套设施用地、税费减免等方

面落实扶持政策，支持民宿经济与乡村振兴紧密衔接。如对新获评的

甲级、乙级旅游民宿，分别给予一次性奖励 40万元、20万元。依托丫山

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南方红军三年游击战争纪念馆等重量级景区及全

县 46个乡村旅游点等丰富旅游资源，结合全国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试

点、乡村全面振兴“三个十”攻坚行动，让民宿“活”起来，向着“美丽经

济”转化发展。为提高民宿发展积极性、民宿抗风险能力等，大余县在

发展模式、营销方式和增收机制等方面进行大胆探索，走出了一条“三

变三金”的民宿富民新路子：即“村民变员工、员工变股东、股东变老

板”，当地村民足不出村就能实现“民宿务工拿薪金，资源入股得股金，

房地租赁收租金”。村民变员工，民宿务工得薪金。

目前该县民宿（企业）可吸纳 1200余人就业，大多是周边的村民，

人均年收入可达 30000元。鼓励、引导村民以资金、技术、资源等形式

入股民宿（企业）。如，丫山花海客栈是由 54名村民和员工以每股 1000
元的方式众筹而成，共筹资 72万元，年底分红人均超过 3000元。股东

变老板，农资流转得租金。民宿企业与村民签订租赁合同，农户可获

得每年每亩 600-900元不等的土地、林地租金。在租赁合同期内，每户

居民可固定得到 600 元/月的无风险经营保障金，户均增收 2000 元左

右。民宿产业的发展还为农产品销售开辟了新渠道。民宿成为特色农

产品的展示平台、直播平台、带货平台和销售场地，在拓宽民宿产业链

的同时，助力农民丰收、增收。据悉，仅今年 1至 10月，该县通过民宿

平台累计销售农产品达 2.86亿元。目前，该县有旅游民宿（含农家旅

馆）89家，总床位 1020张。今年春节、五一、中秋、国庆等节点，全县民

宿入住率达90.18%。

大余积极强化
景区民宿“大本营”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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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石城，很多人脑海中会浮

现“石城灯会”“石城砚”“白莲之

乡”等热词。但这里，还有一种能

真实感受到的热度——温泉。

我市命名六景区（宾馆）为
职工(劳模)疗休养基地

九寨温泉地处群山环抱的峡谷之中，峰峦连绵、树木青翠、环境优雅，被称为“峡谷温泉”。

天沐温泉将石城特色元素“莲、石”融入场景，为

广大游客带来不一样的温泉感受。

森林温泉集温泉、度假、养生于一体，以“逃离都市喧嚣，回归生态自然”为主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