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匯要聞A7

2019年4月11日（星期四）

20192019年年44月月1111日日（（星期四星期四））

2019年4月11日（星期四）■責任編輯：鄧逸明 ■版面設計：周偉志

敦行拓絲路遊
闖西北創輝煌
王敏剛傾注心血辦敦煌山莊 員工緬懷讚助力文化旅業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香港著名愛國愛港實業家王敏剛上月11日因病

與世長辭，消息傳至其生前投資建設並傾注心力的敦煌山莊 ，員工們一

片悲痛。山莊經理杜亞東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緬懷王敏剛推動

西北文化旅遊的種種舊事，稱讚他身體力行推廣旅遊，用古老的絲路英

雄故事激勵後人。 ■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俊海 甘肅報道

敦煌山莊在過去26年的經營中，王敏剛與
員工們一起不斷探索，務求讓賓客住得舒
心，當中包括打造了「摘星閣」和「沙山早
餐」兩個項目。前者已成為遊客摘星攬月的勝
地，後者也大受歡迎，遊客可擁抱敦煌，享受
愜意的早晨。曾有一位美國客人給酒店留言
道：「摘星閣咖啡廳能觀賞到鳴沙山的日出
日落，喝着咖啡，看着美景，十分愜意。」
摘星閣位於敦煌山莊主樓3樓的一個露天
平台上，露台面積有600平方米，擺着十幾
個小方桌，每個桌子配4把籐椅，旁邊還有
一個小咖啡廳。站在敦煌山莊的摘星閣
上，能夠欣賞到不遠處鳴沙山美景，這是
遊客眺望鳴沙山的最佳去處，也是遊客最
喜歡在敦煌摘星星、看月亮的好地方。
在蘭州工作的一位外籍教師說：「在敦

煌，室內觀看日出的最佳地點是敦煌山莊
的摘星閣，看太陽從鳴沙山上冉冉升起，
那真是人生絕頂的享受。」
「沙山早餐」也是遊客很喜愛的項目。

山莊經理杜亞東介紹，日出前，遊客們騎
着駱駝從山莊出發，穿越約40分鐘的沙漠

戈壁，於日出前到達鳴沙山環繞的露天早
餐場地。場地位處幾座小型沙山之中，地
勢平坦，視野開闊。面對如此開闊的就餐
環境，賓客的胃口也會比平日好很多。
另外，在經營過程中，山莊還承接和組

織多項活動，如時下內地興起的徒步運
動，在敦煌正蔚然成風，各種團隊絡繹不
絕，這是山莊最早為敦煌旅遊發展引入的
新理念，在王敏剛的參與和推動下，成為
敦煌的又一張旅遊名片。

■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俊海 甘肅報道

26 年前，王
敏剛便遠赴甘肅
敦煌投資建酒
店 。 他 曾 於
2017 年香港回

歸祖國20周年時接受央媒訪
問，指每個人都可作為一個絲
路的使者，每個人都可扮演文
化使者的角色：「無論你在經
商、在做一項社會的事業抑或
個人旅遊，都可在絲綢之路上
發揮作用，一舉一動都可起到
正面的交流作用。」
王敏剛當時在訪問中指出，

他投資及建設敦煌，一切源於
1992年的一次絲綢之路旅遊，
「那時我看到絲綢之路在敦
煌、蘭州、張掖這些地方的旅
遊業發展得十分差，路都不好
走，但訪客的人卻檔次很高，
很多是學者、成功的企業家及
教育界人士，且很多是外國
人。」

開發敦煌擴視野
他表示，當時便去世界旅遊

組織做了一些宏觀的調研，資
料顯示文化旅遊市場中最主要
的消費人群還是歐美、日本的
退休人士；後來再訪問日本的
旅遊協會，了解到原來在上世
紀80年代時，日本平均每年有

30萬名遊客要去絲綢之路，主
要來看敦煌，惟當時敦煌的接
待能力只有5萬人且檔次不太
高，「有這個市場的動力，我
們便考慮於那裡投資。」
王敏剛表示，之前開的酒店

主要是設於廣州與東莞等地的
城市酒店，而敦煌是文化旅
遊，客源不同。他解釋，選擇
敦煌是因該處有濃厚的歷史氛
圍與悠久的歷史，「世界上沒
有幾個地方像敦煌這樣的。從
敦煌出發，4小時車程便可到
達青藏高原，可到戈壁、沙
漠，可到蒙古大草原，還可到
祁連的原始森林。」他表示，
他在深入認識和探索敦煌的過
程中，提升了他對文化歷史的
了解，並獲得了更多的啟發。
他指出，當時投放了逾億

元，但由於當時西部還未開
發，因此酒店開業時曾遇過經
營困難而虧損，但從無想過放
棄，而後來的形勢也慢慢轉
好，「我們在當地是最好的，
也是獨一無二的，而且當地有
那麼精彩的資源，沒有理由不
發揮出來的，它的經濟價值在
有適當條件時肯定會釋放出
來。」
他提到，起初是從一個商人

的角度去敦煌研究市場，並認
為有市場價值，希望可賺取利
潤，但後來慢慢發現除了賺取
利潤以外，還可以有更大的社
會效益，就是對文化及文明的
貢獻，「我不斷地擴大自己的
視野，跟國際上很多朋友交
流，這是很豐富、很愉快的經
驗。」

■香港文匯報記者 費小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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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星」賞勝景 沙山歎早餐

坐落於甘肅省敦煌市鳴沙山附近的敦煌
山莊，現已成為全國特色酒店典範之

一，遊客搶訂、會議不斷，旅遊旺季時更
是一房難求。然而，在開業之初的10餘年
間，山莊每年虧損五六百萬元，其間全賴
投建人港商王敏剛堅持不懈的投入，親自
研究絲路英雄故事，設計卡通形象，加以
宣傳推廣，才轉虧為盈。

投資逾億打造 越困轉虧為盈
敦煌山莊是由香港西北拓展公司於1992
年與甘肅省合作，由王敏剛投資逾億元打
造而成。山莊黃泥為牆、卵石院落、青磚
鋪地、飛天漫壁，與大漠戈壁中的敦煌巧
妙融為一體，是港人最早在西北投巨資打
造的文化旅遊項目。然而，在開業初期，
山莊經歷了10餘年生意不景氣。
山莊經理杜亞東說，上世紀90年代初的

敦煌，旅遊基本集中在7月至9月短短3個
月時間，那時敦煌市全年接待遊客量也僅
20萬人次左右，旅遊景點和接待設施都非
常有限。因此，1995年至1999年是敦煌山
莊最困難的5年，每年虧損都在500萬元至
600萬元。
他說，那些年山莊是通過和王敏剛投資
在其他地區的酒店統籌員工、效益補償的
方法維持着。在旅遊淡季，山
莊就完全停業節省能源消耗，
職工送往王敏剛在東莞的東莞
山莊培訓和工作。在那
段困難時期，山莊培養
了一批敦煌當地的管理
人員，也免去了高薪聘
請管理人員的成本。
杜亞東憶述，面對
艱難的經營，王敏剛

並沒有放棄，而是一如既往地對敦煌和甘
肅進行宣傳和投入，並利用他在香港的社
會影響及家族關係，協助甘肅省多次在香
港、澳門進行商貿洽談和文化旅遊推廣。
敦煌山莊也因獨特的文化建築風格和經營
理念，為當地的文化旅遊起到了推動作
用。

親研絲路英雄 開發動漫產品
王敏剛生前曾說，要透過活化文物古

跡，轉化為酒店、旅遊及景點等產業，推
廣其文化產業的市場價值。他身體力行，
親自研究絲路英雄人物、故事，並將其開
發成兒童讀物、設計出卡通形象，開發吉
星系列、巴扎系列動漫產品，甚至親自改
稿，找出版機構，精心設計出品，用古老
的絲路英雄故事激勵後人，推廣旅遊。
直至2000年，隨着國家加強西部開發力

度，敦煌旅遊開始緩慢的增長，山莊的境況
也得到改變。杜亞東說：「從2000年開始，
甘肅省對一些國營的旅行社進行改制、重
組，隨之出現了一批民間資本經營的旅行
社，因此，來西北旅遊的遊客逐漸增多，加
之互聯網開始普及，各種新式、快速的宣傳
手段出現，山莊的生意開始變好。」

杜亞東介紹，由於遊客的增多，
山莊效益也好起來，
2007年至2013年山莊
開始於冬季繼續營業，
職工一部分送往在
南方新開的酒店協
助工作，其他人員
本地培育和經營。
而 2014 年至今已
實現淡季完全營
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王敏剛除了
投資發展敦煌文化旅遊業、建造敦煌山
莊，對於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發展亦非常
上心。他生前曾在接受媒體訪問時表明，
改革開放給了港商很大鼓舞和信心，有關
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港澳從未離開；又曾
在一個國際旅遊論壇上明言，整個大灣區
當可發展成為世界級旅遊景點。
王敏剛於去年底在北京接受中新社專訪
時表示，改革開放為香港提供了機會，他

在內地投資多年，內地法治建設不斷發
展，且加大打擊貪污腐敗，有助增加商人
的投資信心。
他當時在訪問中表示，特別關注內地的

法治發展，曾通過全國人大代表身份，向
有關部門反映內地基層法院「執行難」等
問題，希望促進國家有更好發展。他又認
為，未來國家發展，要走在科技前沿，經
濟發展要更重視質量。而「一帶一路」倡
議強調人類命運共同體，就是強調要分

享，中國展現誠意給全世界看，對中華文
化傳播也有很積極的推動作用。

結合傳統優勢與新興產業
對於備受關注的大灣區建設，王敏剛認

為，這是產業優化升級的重要平台，可幫
助企業拓展市場，目前一些新興經濟體需
要很多傳統工業產品。將傳統優勢與新興
產業結合，可為香港中小企業提供很大發
展空間，對大灣區建設，港澳從未離開。

王敏剛於去年6月舉行的第三屆「『一
帶一路』國際旅遊新商機論壇」上，曾以
《一帶一路．旅遊．從大灣區出發》為題
發表演說，指「一帶一路」倡議的宗旨，
是推動五通，即政策、建設、貿易、金
融、民心相通，達至世界一體；倡議亦體
現了國家領導人的全球治理新理念，蘊含
包括旅遊在內的諸多大機遇。
他當時指，自上世紀七八十年代起，世界

旅遊市場由文化旅遊主導，全球旅遊業數據
對GDP的貢獻率高達11%，而且每10個就
業人士，就有1個從事旅遊業，從其經驗來
看，文化旅遊景點開發需具備5個元素，即
定位、認證、管理、創意、應用。

他又指，旅遊業以外，「一帶一路」與
大灣區的經濟機遇，主要在大型基建和服
務業上，基建方面有碼頭、機場、能源、
公路、鐵路等，而服務業則有金融、貿
易、物流、醫療、旅遊等。
此外，「一帶一路」倡議和大灣區發展
亦對文化和教育發展有重大貢獻，例如促
進文化藝術交流和令文史哲教育更受重
視，推動傳統醫藥開發等。
他認為，在大灣區城市，香港是連接世

界交通的樞紐，澳門則是世界博彩休閒的
中心，兩地都可在1個小時到達嶺南文化
圈，整個大灣區當可發展成為世界級旅遊
景點。

灣區建設促旅業 利港澳拓展市場

王敏剛與敦煌緣
1992年
■與甘肅省政府簽約投資逾億元人
民幣在敦煌興建敦煌山莊

1995年
■敦煌山莊建成並投入運營

1995年
■捐資10萬元人民幣給敦煌鳴沙村
建立敦煌民俗博物館（敏剛樓）

1995年至1998年
■多次帶領香港商界領袖及團體到
敦煌考察捐資

1996年
■引薦敦煌研究院與饒宗頤接洽，通
過饒宗頤拉開了香港商界及文化界
對敦煌莫高窟的大型捐資熱潮

1997年
■獲得敦煌名譽市民稱號

1997年開始
■捐資並引進「香港中國探險協
會」保護敦煌及阿爾金山野生
動物種群

2002年
■以方潤華教育基金理事身份引進
教育基金，同年以上述基金注資
命名「敦煌星」

2003年
■與美國賽事之星合作，引進以徒
步競技為主新型文體旅遊項目戈
壁長征

2005年
■與扶輪社香港區捐資殘疾基金10
萬元，並在敦煌南門廣場樹立紀
念牌

2007年
■陪同董建華到敦煌考察

2011年至2014年
■捐助並引進香港大學生西部交流
學習活動項目，先後有40位香
港的大學生到敦煌實地考察實踐

2012年
■捐助並引薦絲綢之路城市市長會
議團赴敦煌考察

2012年至2013年
■與聯合國世界旅遊組織取得聯
繫，與甘肅省政府、敦煌市政
府一同舉辦第四屆世界旅遊組
織絲綢之路論壇

2016年至2018年
■多次參加敦煌國際文化博覽會，
為敦煌文化旅遊經濟走向國際化
建言獻策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俊海

■■港生被山莊內的設計吸引港生被山莊內的設計吸引。。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俊海香港文匯報記者劉俊海 攝攝

■■王敏剛傾注心王敏剛傾注心
力營辦敦煌山力營辦敦煌山
莊莊，，員工對他的員工對他的
辭世感悲痛辭世感悲痛。。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王敏剛生前與管理團隊在敦煌山莊合影王敏剛生前與管理團隊在敦煌山莊合影。。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王敏剛生前設計開發的吉星系列卡王敏剛生前設計開發的吉星系列卡
通動物通動物。。 香港文匯報記者楊韶紅香港文匯報記者楊韶紅 攝攝

■■山莊開發的沙山日出早餐山莊開發的沙山日出早餐，，深受旅客歡深受旅客歡
迎迎。。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俊海香港文匯報記者劉俊海 攝攝 ■■敦煌山莊外觀敦煌山莊外觀。。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俊海香港文匯報記者劉俊海 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