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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多样的工业旅游资源
为株洲出彩出圈奠定了坚实基础

株洲工业旅游，有资源、有底

气，更有实力。

株洲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八个重

点建设的工业城市之一，工业门类

齐全、工业品牌优势突出、工业旅游

资源丰富，轨道交通装备、中小航空

发动机、先进硬质材料等产业已成

为中国制造的亮丽名片，轨道交通

城、航空工业城、中国陶瓷谷以及各

类工业园，为株洲发展工业旅游提

供了坚实承载和丰富场景。

目前，株洲拥有 3 个国家级工

业旅游示范基地，10 个省级工业旅

游示范点，16 个市级工业旅游接待

点，工业遗址有 200 多处，占据了湖

南近 40%的工业旅游资源。很多人

眼里的“大国重器”，正是株洲的

“土特产”。

资源很多，但与其他旅游节庆

活动一比，不足也很明显。

“在全国形成较大影响力的工

业旅游活动并不多。”政协委员们

调研发现，在工业旅游的发展进程

中，株洲仍存在有吸引力的产品数

量不足、品牌竞争力较弱、部分企

业开发积极性欠佳、服务体系不完

善等短板。

建言献策凝心聚力
合力打响株洲工业旅游品牌

市政协一直高度关注工业旅

游发展，早在 2015 年，就将“推进我

市旅游产业发展”作为重点调研课

题，通过实地走访、调研座谈、考察

学习等方式，进行了深入调研，为

工业旅游发展建言献策，并取得了

积极成效。

今年省“两会”召开期间，省政

协委员、市政协主席聂方红，就向

大会提交《关于支持株洲推动工业

旅游创新发展 加快建设工业旅游

示范城市》的提案，建议省委、省政

府加大政策资金支持，在新项目铺

排、相关政策和资金上给予倾斜；

加快服务设施建设，打造全省首个

开放式工业遗产（遗址）博物馆；加

强精品线路打造，指导株洲面向全

国乃至全世界进行线路开发设计；

加大宣传营销推广，宣传湖南旅游

时，增加株洲工业旅游元素。

“发展工业旅游，就是在为株洲

的制造业代言。”市政协委员谢春利

建议，大力发展工业旅游，是塑造城

市品牌、促进产业升级、推动高质量

发展的重要抓手。她建议，要瞄准

“国家工业旅游示范城市”目标，加

强产品建设；锚定“全国工业研学首

选目的地”的市场定位，做好精准营

销；构建“大旅游”格局，完善服务体

系，提升株洲在全国工业旅游中的

专业地位，实现客源稳定增长。

清水塘工业区是国家工业化战

略的成果，搬迁改造之后，工业遗址

资源丰富集中，是独有的城市红色

工业遗址区。市政协委员江轶建

议，以“工业牵引商贸、文化铸魂产

业”为总体思路，丰富产品类型，盘

活株洲清水塘工业遗址资源，打造

独具特色的工业文化产业园。

“凸显株洲自身特色形成错位

竞争。”“促进工业旅游与城市更新、

教育研学、科技、文化融合。”“着力

打造清水塘工业文旅集中地。”今年

10月，市政协还围绕“创新发展工业

旅游，创建全国工业旅游示范城市”

主题开展专题议政性常委会会议协

商，为合力打响株洲工业旅游品牌

建言献策、凝心聚力。

建设全国工业旅游示范城市
加快打造知名工业旅游目的地

近日，邵阳市一批学子来到株

洲，走进制造名城展示中心。“科技

的魅力让我们着迷。”深入了解株

洲轨道交通、中小航空发动机、新

能源汽车三大动力产业发展现状、

乘坐智轨后，同学们纷纷表示，这

次工业研学收获很大。

立足丰富的工业场景，株洲走

出一条特色工业旅游之路。

株洲“厂 BA”篮球锦标赛作为

全国首批群众“三大球”精品赛事

案例，是株洲工业文化和篮球赛事

经典融合。今年的“厂 BA”与湖南

工业旅游推广月、第三届株洲旅发

大会同期举办，借助“厂 BA”热度，

“工业文化+赛事体验”，吸引全民

主动参与、进一步关注株洲工业旅

游。“厂 BA”球场外，还设置了全省

工业旅游成果展、“硬核株洲”工业

记忆时光隧道、音乐节、美食和啤

酒集市等多元素消费场景。

走进“中国电力机车摇篮”株

洲田心，电力机车、城际动车组、城

轨车辆以及轨道交通装备衍生产

品琳琅满目。

漫步芦淞区航空小镇，通用飞

机“阿若拉”腾云而上，游客们不仅

可以参观航空生产、学习航空知识

等研学课程，还有多种航空主题游

乐项目可供体验。

“醴陵有瓷，捡个不停”。去年

以来，“醴陵捡瓷”在网上“火了”。

在仙岳山街道、阳三石街道、孙家

湾镇、嘉树镇等捡瓷点，每天都有

慕名而来的捡瓷游客，已吸引全国

数百万游客前来。

此外，株洲还与省旅游协会、

省旅行社协会等 30 家省内外行业

协 会 签 署《看“ 厂 BA” 乐 工 业 游

株 洲 工 业 旅 游 市 场 开 发 合 作 协

议》，开展工业旅游“大学生”“银

发群体”市场对接会，让株洲工业

旅游资源、产品得到了全面推广

和展示，知名度和影响力大幅提

升。“引大入株”、夏日“醴”行等活

动及配套奖补措施持续引流，吸

引省内外游客纷纷来到株洲打卡

工业旅游。

充分释放独特的资源优势，脱

颖而出、大放异彩的工业旅游，正

在为株洲带来更多惊喜和收获。

今年 3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

考察时，提出了两道“融合命题”：一是

探索文化和科技融合的有效机制；二

是推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工

业旅游，不仅有利于更好传承工业文

化，丰富旅游供给，更好满足不断升级

的文旅消费需求，对促进株洲产业升

级、重塑城市形象也具有重要意义。

除工业旅游外，近年来，广大政协

委员还针对全域旅游发展、景区服务

提升、民宿发展提质、文旅产业融合等

各个方面提交了一系列提案。期待市

政协继续发挥人才密集、联系广泛的

优势，充分调动广大政协委员的积极

性，向“新”而行，找准加快文化与旅游

深度融合高质量发展的契合点和着力

点，为未来株洲实现“全市年旅游总收

入 1000 亿元、年接待游客 1 亿人次，建

设成为国家文化和旅游消费示范城

市、全国工业旅游示范城市”目标贡献

更多政协力量。

为“双亿双城”目标
贡献更大政协力量

政协委员为株洲打响工业旅游品牌建言献策

加快打造全国工业旅游示范城市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周蒿 通讯员/刘洋 郭青燕

近日，记者从清水塘片区重点项目座

谈会上获悉，清水塘 1956 工业遗址文创产

业园首开区，预计明年下半年开园。

清水塘 1956 工业遗址文化创意产业园

项目，规划占地面积约 936 亩，其中原株冶

厂区面积约 769 亩，原株化厂区约 147 亩，

保留原有约 71 处建筑物，建筑面积约 17.26

万平方米，将成为株洲工业旅游的又一“闪

亮名片”。

工业和文旅的“双向奔赴”，是传播工

业文化、弘扬工匠精神的有效载体，更是推

动工业和旅游业供给侧改革、满足人民美

好生活需要的创新途径。如何推动工业旅

游出圈出彩？近年来，政协委员们就此提

交了多个提案，为合力打响株洲工业旅游

品牌建言献策。

记者手记

醴陵捡瓷活动已经成为株

洲工业旅游的品牌活动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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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包师反向操作 直接将面包店开进村里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刘芳

最近，80 后
刘 彦 希 和 她 的
乡 村 窑 烤 面 包
店红了。

越来越多的
人“开车进村买面
包”、不断有人添
加微信、每天忙得
没时间落座……
这些改变，都源于
刘彦希的反向操
作：她关掉了之前
开在市区的手作
面包店，回村二次
创业，开了一家窑
烤面包店。

如今，她在乡
村过上了向往的
生活，也为更多喜
欢乡村、喜欢面包
的人带去食物的
慰藉。

跟着导航，经过白关镇，又走了几公里的田间小

道，终于在一个池塘边看到了如院乡村窑烤面包店。

走进院子，一股浓浓的面包香味扑面袭来。冬

日暖阳下，古香古色的装饰将院落打扮得别致、

温馨。

刘彦希是这家乡村窑烤面包店店主，此前，因自

己喜欢吃面包，曾到多地学习烘焙，后来在荷塘区开

了一家面包手作小店，凭借纯手工、无添加、低糖低

油等特点，口碑逐渐传开，累积了一批忠实粉丝。

为何在有固定客群的时候，选择离开城市，反

向而行，到乡村开窑烤面包店？

“这也是别人问我最多的问题，家人朋友都不

理解。”刘彦希笑着说，“其实原因很简单，我想做自

己喜欢的事。我很喜欢做面包，想尝试做窑烤面

包，其次我有一个田园梦，一直梦想有一个自己的

院子。”

别人眼里的疯狂、不可思议，刘彦希却为爱痴

狂，义无反顾。

好在，面包店原来的几位小伙伴都理解她，并

选择追随。

“我比较喜欢待在自然的环境里，之前在城市

上班会有一定的压力和焦虑。”面包店员工佳佳是

一个“面包脑袋”，她曾疯狂在网上“秒杀”面包，一

年前辞职拜师刘彦希，“现在我觉得自己做的面包

是最好吃的。”

“能回到离家近的地方做自己喜欢的事，这是

世上最美好的事了。”店员红姐是刘彦希的闺蜜，家

住在院子隔壁。

找院子、设计、装修……经过大半年的前期准

备，刘彦希的乡村窑烤面包店终于成型。

这个院子原本是屋主用来养老的，房子主体还

比较新。后来，屋主随其女儿去成都生活，院子便

荒废了。刘彦希回忆起几个月前的院子，“杂草丛

生，路都没有。”

“现在，很多来过这个院子的顾客说，羡慕我开

了一个女生都想拥有的店。”刘彦希笑着说，取名

“如院”，也是希望在这个院子里能“如你我所愿”。

她说，“我不是想做一家现象级的网红店，而是

想长久地将这个窑烤面包店开下去，一直到我 60

岁、70岁。”

午后，阳光落在树梢上，在如院乡村窑

烤面包店里，醒好的面团静静地躺在烤盘

上，随后被推入窑炉中。随着火苗跳动，浓

郁的面包香渐渐弥漫开来。

窑烤面包，就是用传统柴窑和柴火烘烤

而成的面包。

刘彦希说，柴窑的穹顶可高效聚热，使

得热量不断从下往上循环流动，形成很好的

热量对流，比平顶烤炉的热量流动更顺畅、

更快速，热力分布更均匀。

在窑炉的设计上，刘彦希倾注了心血。

窑炉的轮廓与窑洞相似，在红砖与耐火砖砌

成的墙体上，巧妙嵌入了三扇黑色铸铁门

洞。窑炉古朴又时尚，搭建过程充满艰辛。

刘彦希和小伙伴们起早贪黑，亲力亲

为，可就在窑炉快要建好时，却发现柴窑在

保温方面出现了问题。

“那一刻，我崩溃到想放弃，多亏了小伙

伴们的支持。我又四处寻找有经验的窑炉

师傅，经过多次改进，上下温差终于控制在

有效范围之间。”刘彦希介绍，窑炉共有三

层，第一层用来烤面包，第二层用来烧柴，产

生的草木灰落到第三层。

在烘烤面包之前，要把窑炉烧热。烘烤

面包时，刘彦希要根据面包的大小和种类，

精准控制火候，确保面包达到理想口感。面

包从窑炉中取出后，还要放在晾网上降温。

窑炉面包没有科技和狠活，采用天然酵

母、进口面粉等制作，用果木烤制，其外皮酥

脆、内里柔软，还会带有一种果香，传递出一

种回归自然、享受生活的态度。刘彦希说，

“我们想把最自然、最 纯 粹 的 东 西 呈 现 给

顾客。”

窑炉搭好，面包却没有像预想中的那样

完美。“窑烤面包，对面包的发酵程度、窑温

的判断、烤制的时间等都不可马虎。”刘彦希

认为，这是项需要依靠经验的技术活，特别

消耗时间和耐心，“为了烤出最理想的窑烤

面包，我们烧了一吨果木柴做调试。”

有的人是奔着窑烤面包来的，有的人是来看看这个

小院，有的是自己来放松的，有的带着孩子来体验的，有

的特意把父母带来……如今，这个隐身小山村卖窑烤面

包的小院，不仅成为株洲新晋网红店，吸引一批批的人

前来打卡，更成为这一群人的精神故乡。

“到现在我们还没有正式营业。”由于顾客不停地催

更，刘彦希只能提前营业，线上的顾客占相当大的比重，

这周还有一个来自非洲的订单。“她是多年的老顾客，去

年搬到非洲工作生活，这次有朋友回株，便特意预定了

一批面包、糖果、点心带过去。”

现在，面包店周一至周五主要做线上订单，大概一

天能卖出三四百个面包，周末主打线下，顾客可体验做

窑烤面包。“住在村子里的老人也会闻香而来，尝一尝

难得一见的窑烤面包。”刘彦希说，“现在就是我想要的

生活。”

11 月末，一位年轻妈妈带着 5 岁的女儿，利用休息

时间，开车来体验制作、品尝窑烤面包。在刘彦希的带

领下，母女俩一起动手做了欧包、吐司等。吃着自己动

手烤出来的窑烤面包，她们表示，这是幸福的味道。

“有时候，顾客来体验窑烤面包，要从发酵开始做，

到烤制好，需要几个小时。”刘彦希说，在等待的过程中，

这些顾客有的在院子里读书、喝茶，有的拍照、荡秋千，

有的沿着村里的小路，沉浸式感受田园生活。

“看着这些等待的顾客，我对自己的事业更有信心

了。因为这窑烤面包的味道里，不仅藏着我的生活与理

想，还是很多人的向往。”刘彦希说。

下一步，刘彦希计划在院子里花些心思，在满足顾

客拍照打卡需求的同时，为乡村增添亮丽新风景。她也

希望更多的年轻人看到乡村发展的机遇，凝聚更多乡村

主理人的力量，助推乡村产业振兴。

乡村的场景满足了都市人群对“短暂逃离”和“田园

生活”的向往。这样的消费形式，已经不仅仅是“吃面

包”，更像是进行一场乡村风情的“微旅行”。

一座村庄，一家窑烤面包店，在烟火气中，在这场关

于梦想与创新的融合之中，刘彦希和她的小伙伴也正在

努力，让这座村庄成为更多人心中的诗与远方。

“为爱痴狂”，回村开店 “烧了一吨果木，
只为烤出最理想的窑烤面包”

一边品尝窑烤面包，
一边沉浸式感受乡间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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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客体验制作面包。 刘芳 摄

刘彦希将发酵好的面团放进窑炉。 刘芳 摄年轻人以面包为名逃离城市，到乡村体验窑烤面包。 刘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