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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央媒体走基层看气象“绿镜头·发
现中国——走进贵州”主题采访活动走进安顺，
采访该市避暑气候、气象赋能地方经济社会发
展能力、气候生态旅游及气候康养产业发展的
生动实践和亮点成效。

靠近黄果树大瀑布，在声如奔雷的轰鸣中，
看“捣珠崩玉，飞沫反涌”，清凉水汽扑面而来
……“安顺是名副其实的避暑胜地，当夏季我国
多地气候炎热时，安顺90%以上的区域平均气
温稳定在21℃，加之丰富的旅游资源，吸引众多
中外游客前来避暑、旅游。”安顺市气象局党组
书记、局长徐晓在瀑布旁大声介绍道。

安顺地处中国华南喀斯特地貌中心，江河
峡谷纵横交错，峰丛石林、森林湖泊、暗河泉水
星罗棋布，100多个瀑布、1200多个地表溶洞密
布，构成一幅绚丽多姿的立体画卷。

为保证游客出行安全，给游客提供满意的
出行体验，安顺市气象预报预警信息不仅接入
了安顺首批6座智慧公交站台，供出行人员随时
查看，还接入了当地“安旅通”小程序，而游客在
安顺境内旅游必然会通过这个小程序购买门
票。点击进入，安顺主要景区天气预报就会自
动弹窗提示。

“景区非常重视旅游安全，特别当有极端天
气时，我们会按照应急预案开展工作。比如，要
不要发放雨衣、要不要关闭索道、停摆船只，要
不要疏散游客等。”安顺旅游集团有限公司安全
生产办公室主任陈亮奎说。

穿行于龙宫溶洞，在如梦如幻的光影里，赏
“怪石嶙峋，钟乳倒悬”，神秘氛围弥漫四周……

同时，精准的气象服务，为游客欣赏溶洞风光提
供了安全保障。“我们致力于实现‘监测精密’，
为旅游气象服务提供坚实的数据支撑。”徐晓说
道。“目前，全市已建成237个地面气象观测站
点，站点间距缩短至6.3公里，实现了对安顺全
域的精密监测。同时，增设先进探测设备，大大
提升了旅游气象综合监测能力。”

漫步匠庐·村晓，在鸟语啁啾的吟唱里，看
古村新貌，享悠闲时光，悠然氛围浸润身心。随
着旅游旺季的到来，位于安顺市石头寨普叉村
古村落里的匠庐·村晓民宿一房难求。民宿负
责人翟云洪说：“民宿的发展离不开智慧气象的
护航，气温、降水、湿度、风速、光照等都会影响
旅行体验感。”

该民宿大厅接入了安顺市气象局打造的
“黄果树匠庐气象智能服务平台”，既能显示精
细到点位的温度、湿度、紫外线指数、气压等实
时数据，又能显示24小时和未来7天天气预报
以及气象预警等信息。游客还能通过平台，查
询景区实时天气，灵活调整出行计划和行李装
备，获得“安全感满满”的旅游体验。

“加强天气旅游安全风险联防联控，推动景
区安全管理。”徐晓表示。安顺将打造集智能观
测、预报、服务一体的“智慧气象”，构建交互式服
务网络，护航游客安全。安顺市气象局将持续挖
掘、释放气象数据要素价值，推进“气象+旅游”融
合发展，不断提升旅游气象服务精细化水平。

2023年，安顺市接待游客5307.3万人次。
安顺市将继续入挖掘气候资源的潜在价值，成
功打造“避暑旅游目的地”气候生态品牌。

近日，贵州省气象局2024年“绿镜头·发现中国
——走进贵州”的采访团队深入安顺，实地探索气象与
旅游深度融合的实践与成效。在这片被誉为“21℃的
城市”的土地上，“气象+旅游”正逐步成为气象资源利
用和服务创新中最活跃、人民群众最能直接感知的新
领域，也是该地旅游经济中增长最快、最具活力的新发
展方向。气象与旅游的深度融合正引领着安顺避暑旅
游迈向全新阶段，并催生了新兴的旅游产业集群，谱写
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华美乐章。

得天独厚 避暑天堂的自然密码

“这里四季如歌，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尤其是夏
季，当外界热浪滚滚时，安顺全域90%以上的区域平
均气温稳定在21℃，这份大自然的慷慨馈赠使安顺成
为国内外游客争相追捧的避暑胜地。”安顺市气象局党
组书记、局长徐晓满怀热情地向记者们揭示了安顺避
暑胜地的自然密码。

安顺的夏天确实是一个独特的季节，其凉爽的气
候和充沛的雨量构成了这一地区鲜明的气候特征。一
年中的大部分降水都集中在夏季，占比高达55.1%，这
不仅为当地生态系统提供了宝贵的水资源，还孕育了
众多自然奇观，如黄果树大瀑布的雄伟壮观、龙宫水溶
洞的奇幻美妙。这些自然景观的存在，无疑为安顺增
添了无尽的魅力。

在安顺市虹山湖公园游玩的市民金国祥，已届70
高寿，他向记者分享了对安顺夏天的感受：“微风轻拂，
不仅带来了凉爽，驱散了炎热，又给人心灵上的一种宁
静和放松。”这份由自然赋予的内心体验，是安顺夏天
赠给群众的珍贵礼物。

“安顺的温度都处在舒适、适宜度假和旅游的范围
内，四季宜居。”安顺市文体广电旅游局副局长剪艳罗
加介绍，人体的适宜温度为15至24℃，而安顺市夏季
在适宜温度区间的日数平均有61至84天。安顺宜居
的生态、宜人的气候、舒适的环境共同构成了安顺避暑
胜地的独特魅力。这独特的气候，吸引着无数游客慕
名而来，体验那份难以言喻的清凉与惬意。

智慧气象 守护景区旅游安全

安顺市气象局深知气象服务对于旅游发展的重要
性，因此不断完善气象站网建设，为旅游景区提供精
准、高效的气象服务。目前，全市已建成237个地面气
象观测站点，站点间距缩短至6.3公里，实现了对安顺
全域的精密监测。同时，引入X波段天气雷达、风廓线
雷达等先进探测设备，大大提升了旅游气象综合监测
能力。

“我们致力于实现‘监测精密’，为旅游气象服务提
供坚实的数据支撑。”徐晓的话语中透露出对工作的严
谨与执着。在景区服务方面，安顺气象部门不仅提供
天气实况、风险预报、雷电灾害预警等多元化服务，还
积极推进智慧气象建设，将气象数据实时接入“安旅
通”平台及智慧公交站台，为游客提供便捷、直观的气
象信息服务，创造了旅游业的核心价值。气象景观预
报日益成为游客安排行程的关键要素。

“加强天气旅游安全风险联防联控，推动景区安全
管理。”徐晓表示。安顺将打造集智能观测、预报、服务
一体的“智慧气象”，构建交互式服务网络，护航游客安
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在服务中崭
露头角，气象服务为公众出行写下越来越密集而温暖
的注脚。

此外，安顺的人工影响天气作业也及时开展，有
效减轻了冰雹等自然灾害对农业和景区的影响，为游
客和当地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提供了有力保障。气
象部门的智慧守护，让安顺的旅游景区更加安全、更
加宜人。

走在安顺市石头寨普叉村古村落里，层层叠叠的石
屋气势壮观。这里的匠庐·村晓民宿，仅有的36间客
房，在这个夏季“一房难求”。民宿负责人翟云洪喜不自
禁，他的民宿每天接待游客数量不断攀升，收入可观。

在匠庐·村晓的游客大厅里，安装有一个“黄果树
匠庐气象智能服务平台”设备，屏幕显示着当天气象的
一些相关数据。翟云洪表示：“民宿的业态发展离不开
智慧气象护佑。在我们这里搭一顶帐篷，铺一桌美食，
坐在休闲椅上聊聊天……这都是我们匠庐·村晓为旅
客提供的体验项目，但在享受美景的同时，还得和天气
打交道。”

翟云洪明白，匠庐·村晓依托黄果树景区资源，汲
取老普叉村自然资源的养分，其建造和落成离不开一
份山水和气象服务。“当地的气温、降水、湿度、风速、光
照等信息和气候季节变化特征，都会影响旅行情趣以
及自然景观的美观度。”翟云洪说。

为了提高气象为旅游服务的质量和效益，安顺气
象部门与景区进行了深度合作，在景区里安装了智慧
气象平台等设备，并设立安全应急部门联系专线，及
时关注山区天气变化，以便第一时间获取恶劣天气预
警信息。游客还能通过平台，查询景区实时天气，灵
活调整出行计划和行李装备，获得“安全感满满”的旅
游体验。

气象数据转化 赋能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

气候资源赋能旅游产业，让安顺成为游客青睐的
避暑康养胜地。2023年，安顺市接待游客5307.3万人
次，黄果树景区接待游客首次突破500万人次，全市旅
游人次、旅游总收入、游客人均花费分别恢复到2019
年的104.9%、110.3%、105.1%，带动避暑房产销售超
过3000套、增长44%。“黄龙屯格”实现一体化运营发
展，天龙、云峰等屯堡景区提质升级，黄果树串珠成链
效应显著增强。

安顺市气象局深入挖掘气候资源的潜在价值，通
过精准的气象数据分析，成功打造了“避暑旅游目的
地”气候生态品牌，并荣获多项殊荣。这一品牌的树
立，不仅提升了安顺旅游城市的国际知名度，更吸引了
大量国内外游客前来体验安顺的避暑魅力。

“我们利用气象数据，计划为景区开发定制式、个
性化旅游气象服务产品。”徐晓介绍，黄果树“观彩虹”、
格凸河“观神光”等特色气候景观路线的推出，不仅丰
富了安顺的旅游产品体系，更提升了游客的旅游体验
与满意度。为收集到更为丰富的气象数据，安顺市气
象局将统筹推动气候资源开发利用，在黄果树、龙宫、
天龙屯堡、格凸河等旅游景区建设多个监测站和科学
服务平台，为景区安全管理、规划游览路线等提供决策
依据，也为后续安顺创建“中国天然氧吧”“中国气候宜
居城市”等气候品牌夯实基础。

同时，安顺市气象局还积极推进气候生态价值转
化工作，通过建设负氧离子监测站、景区小气候监测站
等设施，收集更为丰富的气象数据资源。这些数据不
仅为景区安全管理、规划游览路线等提供了科学决策
依据，更为推动气候旅游、气候康养、气候旅居等产业
融合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采访中，遇到了多位与安顺气候有着不解之缘
的人物。安顺市民唐莉用“三个非常”来告诉我们：“安
顺的生态和空气都非常好，非常适合居住，现在退休
了，感觉老年生活非常幸福。”而宇溪星空餐厅负责人
许鹏则从外地人的角度分享了他的感受：“从山西来到
安顺后，我被这里的气候深深吸引。目前餐厅的生意
也因为这份独特的气候资源而日益兴隆。”

据了解，安顺市气象局将持续挖掘、释放气象数据
要素价值，高位推动“气象数据X”行动，探索搭建气候
生态价值转化桥梁，开发安顺气候旅游资源，推进“气
象+旅游”融合发展。同时，将开展定制式、个性化旅
游气象服务，不断提升旅游气象服务产品精细化水平，
擦亮“21℃的城市·360度的人生”城市品牌。

安顺以其得天独厚的气候资源和精准的气象服务
成功打造了避暑旅游的新名片。随着气象科技的不断
进步和气象服务的持续优化，安顺的避暑旅游产业将
迎来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在这片充满生机与活力的
土地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篇章正续写。

一帘瀑布飞流直下，让“中国瀑乡”——贵州安顺流
光溢彩。黄果树大瀑布享誉世界，但安顺不止黄果树。

走进安顺，飞瀑溶洞、江河峡谷等星罗棋布，红色文
化、屯堡文化等璀璨夺目，精品民宿、极限运动等业态时
尚，夏季平均气温21℃、气候宜居宜游……从“先天”到

“后天”，安顺有着得天独厚的旅游发展优势。
坐拥旅游“沃土”，安顺如何耕耘？就此，人民网“行

进中国”贵州调研采访团专访了安顺市人民政府有关负
责人，来听听他怎么说。

“我们着力精开资源优势，注重旅游融合发展，不断
创新文旅、体旅、桥旅、康旅、研旅融合等业态，围绕‘业态
留人’核心工作，不断丰富拓展配套业态，提升游客体验
感，努力将‘流量’变成‘留量’。”他如是介绍。

纵览旅游发展格局，安顺确是如此——
促文旅融合，打造屯堡文化活态展示“窗口”，围绕王

若飞故居、“弄染结盟”“三线建设”遗址等讲好红色文化，
用好自然瑰宝及文化瑰宝；

促体旅融合，持续办好坝陵河国际低空跳伞、黄果树
国际马拉松等国际赛事，努力打造具有山地特色的极限
运动基地和体育旅游示范区；

促桥旅融合，推进坝陵河大桥业态提升及花江峡谷
大桥建设，打造“桥旅融合”样板，进一步挖掘“桥旅”的景
观价值、体验价值、研学价值；

促康旅融合，推出“旅游+温泉+康养”等复合产品，
让“21℃的城市·360度的人生”城市IP更加深入人心；

促研旅融合，围绕龙宫、关岭化石群国家地质公园等
景点打造提升研学旅游项目，创新“红色+研学”“桥梁+
研学”“航空工业+研学”等融合产品；

……
资源叠加、业态衍生、融合发展，更多旅游产业发展

的新成效、新活力涌现。“2024年，安顺谋划了一流旅游
城市重点任务190项和85个建设项目。”安顺市人民政
府有关负责人说。

“当然，旅游产业发展离不开‘龙头’。”安顺市人民政
府有关负责人表示，黄果树是贵州省打造世界级旅游目
的地的重要支撑，安顺要将黄果树这一旅游“龙头”高高
舞起。

在“2023年7月5A级景区品牌传播力（MBI）100强
榜单”中，黄果树大瀑布景区全国排名第三，在全国自然
景观类景区中排名第一。安顺市人民政府有关负责人表
示，当前，安顺紧紧围绕黄果树这一“特意性”资源，做好
资源、客源、服务“三大要素”升级，持续提升周边旅游业
态，营造高质量旅游环境，奋力将黄果树建设成世界级旅
游景区。

新业态赋予老牌景区新活力。2023年，黄果树大瀑布
景区“夜间旅游”流量井喷，夜游接待游客17.79万人次。今
年，景区还增加铜鼓广场沉浸式演出等夜游业态……

越来越精彩的黄果树正讲述着安顺将旅游资源优势
转化为产业强势、经济优势、发展胜势的生动实践，助力
打造一流旅游城市的“金名片”。

“安顺全域旅游做得非常好，旅游资源非常丰富，气候非
常凉爽！”第八届安顺旅游产业发展大会百家签约旅行商大
会的现场，来自重庆如臆国际旅行社的代表王荣对安顺赞不
绝口。

安顺素有“中国瀑乡”“屯堡文化之乡”“蜡染之乡”“西部
之秀”的美誉，是中国优秀旅游城市、中国最佳避暑旅游城市，
是世界喀斯特风光优选地、大西南黄金避暑带上的核心城市，
也是国家“三线建设”时期重点航空工业城市，境内红色文化、
历史文化、屯堡文化交相辉映，拥有独特的黄果树风光、美食
美景和多彩的民族风情。

安顺的旅游产业发展日新月异。发布的旅游产品是为打
造两日游以上的安顺旅游目的地、实现过夜率增长的目标而制
定的全域旅游系列产品，由安顺市旅游发展和改革领导小组办

公室、“十四五”全域旅游营销推广销售联盟组织、定价和发布。
产品包含所列线路景区门票、船票、观光车等基础费用。

“会上推出了可供旅行社自由组合的产品，例如黄果树与
龙宫加其他任意两个景区，这样的产品也给了旅行商自主权，
我对此很满意。回到重庆后，我们将会对安顺的全域旅游进
行大力的宣传，今后我们也将结合自己的能力以安顺旅游重
庆营销中心的身份组织更多的游客到咱们安顺旅游观光，为
促进安顺旅游业的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王荣说。

依托安顺夏季平均气温21℃,夏无酷暑,可以亲水爽
身、溶洞纳凉、山峰避暑、古镇静心、乡村吸氧,尽享“天然大空
调”“绿色大氧吧”的凉爽和惬意的气候优势，重庆如臆国际旅
行社在今年的五月份便推出到安顺旅居和避暑的相关产品，
收获许多重庆市民的关注和喜爱。

中国网记者 董宁

解密“避暑旅游目的地”的
气象护航之道

人民网 “行进中国”贵州调研采访团

安顺安顺，，何以何以建设一流旅游城市建设一流旅游城市

贵州广播电视台教育事业部

安顺：用气象唤醒绿水青山
赋能旅游产业激发新活力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胡彪 杨曦

来安顺旅游，
感受21℃的
清凉一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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