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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世界客都”品牌发展梅州旅游经济 

作者：陈建新 来源：中国旅游报 添加日期：10年03月09日 

       客家文化使梅州旅游特色鲜明 

       梅州地处粤赣闽三省交汇处，在客家人的形成、发展与演变过程中占有重要位置。梅州“八山

一水一分田”的地理特征，源于客家先民历次南迁至此所面临的历史现实：由于周边平原地区已被

原居民占据，客家先民只能选择山区、丘陵和盆地，艰苦生存环境的挑战、中原文化的长久传承加

之与百越兄弟民族的交汇融合，使梅州客家人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铸就了勤恳耐劳、坚韧克俭、亲

睦团结、爱国爱族、念祖怀乡、崇文尚武、热情好客的美德———也就是汤因比先生曾经用以诠释

了众多优秀文明起因的“逆境的美德”，一种“香自苦寒来”的梅花性格。 

       梅州客家先民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历经多次大规模的迁徙，由中原到梅州，由梅州到世界各

地。在这些过程中，客家先民在保存传统文化的基础上，主动与当地人民交流融合，从而使客家文

化直至今日还保持着连贯性和扩张性的显著双重特征：保持着理想色彩和务实精神，保持着坚定的

价值取向和开放的胸襟气度，保持着恒久的凝聚力量和鲜活的勃勃生机。1994年第12届世界客属恳

亲大会在梅州召开，这是在中国本土第一次召开规模盛大的客家人聚会。1996年在新加坡举办的第

13届世界客属恳亲大会上，大会主席团宣布：由广东梅州客家联谊会负责筹备成立“世界客家联谊

会”，梅州作为大会秘书处的常设地。 

       客家文化物质化或非物质化的积淀遗存，为梅州旅游增添了独特的文化魅力。以市区黄遵宪故

居（人境庐）、客家公园、客家博物馆、东山书院、客家院士广场等为代表所构成的客家文化历史

线路；以共和国元帅叶剑英、岭南才子宋湘、中国雕像派诗歌开山诗人李金发、国际著名画家林风

眠、亚洲球王李惠堂等名人的故居为代表的客家名人故居线路；千年古镇松口、蕉岭长潭以及梅城

“一江两岸”，随时随地都可感受到客家山歌给人带来的舒心；梅县南口镇的“中国最典型的客家

围屋古村落”———侨乡村，大埔县的泰安楼、花萼楼，可让游人真正走进客家人的生活，体验客

家民居文化和客家人的生活情趣。 

       擦亮“世界客都”品牌发展梅州旅游 

       近年来，梅州市在积极打造集客家文化之大成的“世界客都”和全球客家人的心灵家园以及加

快客家文化旅游发展的同时，积极倡导和推进粤赣闽三省客家地区之间的旅游合作与发展。2003

年，梅州市委、市政府把城市建设和旅游发展的定位确定为“世界客都”，并不断强化保护和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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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文化资源的意识，组织编写和出版了梅州与客家文化丛书；同时，进一步推进粤赣闽客家地区

的区域旅游合作。2004年，梅州市委、市政府明确提出要致力于实现粤赣闽三省客家地区之间的文

化与旅游合作的品牌化，专门召开了由文化、旅游等专家参加的专题座谈会，提出了打造“千里客

家文化长廊”这个区域性旅游合作品牌的构想。2007年4月，粤赣闽三省客家地区旅游部门在梅州

召开会议，形成了打造“千里客家文化长廊”的共识。笔者认为，梅州在积极探索和推进区域旅游

合作的同时，要积极发展客家文化旅游，围绕“一都三品”（“世界客都”和客家文化特品、热泉

康体名品、绿色度假精品）的旅游产品定位和打造“千里客家文化长廊”、“百里休闲长廊”的总

体目标，挖掘和整合资源，推进区域联合，以自驾游活动为载体，推进两个“长廊”建设与旅游市

场的对接： 

       1、打造梅州客家文化旅游的系列精品。一是要坚持“以开发促保护，以保护促开发”的原

则，加强对传统特色客家村落民居和人文古迹的保护与修复，积极传承和运用客家文化，将其建设

成为体现客家文化的载体，成为吸引外地游客的精品，增强梅州文化旅游的吸引力。二是要进一步

开展粤赣闽客家地区的旅游合作，定期组织开展“世界客家文化旅游节”和“客商大会”等活动，

以丰富梅州“世界客都”的内涵，精心打造客家大观园。通过加强对梅县南口镇侨乡村等古村落的

保护与开发，努力打造中国最典型的客家古村落，要对项目进行精心设计，使其兼具客家文化展

示、民俗实景表演、客家特色餐饮、住宿接待购物等多种现代旅游功能，开发市场欢迎的具有梅州

特色的文化旅游精品。 

       2、打造梅州客家文化旅游的时尚产品。历史的活化和旅游功能的现代化，是梅州旅游发展面

临的又一个重要课题。梅州拥有大量的客家文化研究人才和成果，要调动各方面专家学者的积极

性，为梅州客家文化旅游的发展出谋划策，引进体验经济的诸多元素，设计出现代人喜闻乐见的文

化旅游项目及产品。一是要积极发展会议旅游，以梅县雁南飞茶田度假村、雁鸣湖旅游度假村和五

华热矿泥、丰顺千江温泉等高品位项目群落，加快使梅州成为广东新兴的会议与度假休闲中心。二

是要加快发展康体休闲旅游，可结合客家文化开拓进取、坚毅果决的养分和现代社会增强个人及团

队综合竞争力的需求，在雁鸣湖、五指石建设能力拓展训练营地，借助丰富多变的地形地貌，打造

区域内著名的拓展训练基地。三是要发展农业旅游和乡村旅游，提供更多更好的具有梅州特质的农

业与客家乡村旅游产品，通过产业嫁接促使农业人口逐步转变成为旅游员工，并把传统的农产品转

变为特色旅游商品，提升农业价值与产值。 

       3、推进梅州客家文化旅游的市场营销。梅州的旅游市场营销要主动融入“千里客家文化长

廊”这个区域品牌里面，积极做好梅州自驾游区域内的客家文化旅游的市场营销工作，重点突出

“世界客都·文化梅州”和“世界客都·休闲梅州”的主题，加强旅游宣传推介与招商引资。一是要

坚持“走出去请进来”等方式，通过在海内外举办客家文化及梅州风光巡回展览等方式，进一步加

强对梅州客家文化与旅游的宣传推介，同时要继续丰富和完善梅州旅游宣传品，进一步完善“梅州

旅游网”，把网络宣传作为今后旅游宣传的一个重要手段。二是要坚持“旅游与文化搭台、经济与

商贸唱戏”，努力提升梅州作为“世界客都”的整体旅游形象，在打造一台有形的以客家文化为主

线的原生态客家歌舞表演项目的基础上，适时举办文化旅游节庆活动，突出传统客家文化与旅游市

场的对接，打造客家文化旅游精品，充分挖掘山歌、汉剧、采茶剧、船灯等地方传统曲艺，使之融

入旅游市场，成为梅州旅游一张特色文化名片。同时，要把两年一届的“客家山歌旅游节”和自驾

游系列活动，打造成梅州旅游的特色品牌；要积极倡导和支持举办区域性客家文化旅游节庆活动，

联手打造区域性客家文化旅游品牌，借助梅州“世界客都”的独特位置，定期举办“世界客商大

会”，进一步开展客商投资洽谈、投资论坛、客商文化研讨等活动，并把这些投资考察洽谈活动与

“客家文化旅游节”、“客家美食节”等节庆活动结合起来，吸引广大海内外客商，使悠久的客商

投资历史得到全新续写和发扬光大，有力推进客家文化旅游的发展。（作者单位：广东省梅州市旅

游局） 

免责声明： 本文系转载相关媒体，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与中国城市发展网无关。其原创性以及文中陈

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文章仅供参考。本站对其真实性、完整性、及时性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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