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核 心 提 示

近日，一场降雨过后，乌江酉阳龚滩
古镇段，出现平流雾景观，如梦如幻的云
雾铺展在乌江上。

龚滩是酉阳文旅融合发展的一道风
景线。近年来，酉阳不断探索“文化+旅
游”融合发展之路，依托龚滩古镇的文化
优势，成功举办龚滩写生季、民谣音乐季
等一系列文化艺术活动，吸引了大批游人
前来打卡。

以龚滩为代表。未来，酉阳将坚持生
态优先、绿色发展，积极用好生态和人文

“两个宝贝”，让绿水“流金”、青山“变现”，
推动酉阳全域旅游迈上新台阶，全力打造
文旅融合发展“新标杆”、绿色创新发展

“新高地”、人与自然和谐宜居“新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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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好生态和人文“两个宝贝”

酉阳 全力打造文旅融合新标杆

2022年酉阳旅游新看点

力争全年实现接待游客2600万人次，旅游综合
收入110亿元。

提升桃花源景区品质，开放菖蒲·花田景区。
建设乌江画廊、酉水河流域旅游示范带，打造

圆梁山、巴尔盖、桃花源街道（天山堡）等高山纳凉休
闲度假区。

建设重庆文化旅游乡村振兴学院和11个非遗
传习所。

修缮一批物质文化遗产，完成4个市级革命文
保单位保护修缮。

启动龚滩国家级旅游度假区、龙潭古镇国家5A
级旅游景区和花田梯田、叠石花谷、南腰界国家4A
级旅游景区创建。

提升《梦幻桃源》《梯玛古歌》《面具阳戏》演艺精
品，推出“酉阳酉礼”系列特色旅游商品100个以上。叠石花谷粉黛子 摄/刘宁

文旅融合迈出新步伐

近日，第六届全国高校师生龚滩古镇写生艺术
季开幕，来自全国各地的知名艺术家、高校师生汇
集到龚滩古镇找寻创作灵感，拉开了一场艺术与灵
感的古镇之旅。

“龚滩古镇是一个天然的写生艺术基地。”酉阳
县相关负责人介绍，龚滩古镇是中国历史文化名
镇、国家4A级旅游景区。建于蜀汉后主元年，是
酉阳“千里乌江，百里画廊”的起点，也是目前世界
上唯一在大江大河边上保存完好的千年古镇。

因此，酉阳依托其丰富的旅游资源，厚重的历
史文化，不断探索“文化+旅游”的发展模式，持续
举办多届龚滩写生艺术季、艺术家写生采风交流行
等艺术活动，吸引了大批艺术爱好者慕名前来，成
为龚滩“艺术小镇”最美的人文风景。

目前，龚滩古镇景区已逐渐形成了“全国高校
师生龚滩写生艺术节”品牌节会，有效激活了龚滩

“写生小镇”的“写生经济”。同时，通过扶持一批主
题文创店铺、精品民宿，落成吴冠中纪念馆、龚滩美
术馆等多个艺术馆，给龚滩古镇文旅融合发展注入
了源源不断的活力。

随着龚滩古镇艺术氛围愈加浓厚，龚滩立足自
身生态旅游优势，围绕“艺术小镇”“非遗小镇”“鲜
花小镇”“百里画廊”四大品牌，不断挖掘其旅游文
化优势，通过文化为旅游赋能添彩，成功举办了写
生季、民谣音乐季等一系列文化艺术活动，吸引了
众多游人前来打卡，在酉阳推动文旅融合发展中迈
出了新步伐。

2021年，龚滩古镇积极探索“古镇+游船”的旅
游经营模式，通过引进“龚滩1号”“龚滩2号”游船，
让游人感受“舟行碧波上，人在画中游”的诗意。

“游船的投用不仅能为乌江水域旅游休闲船
艇绿色发展增添动力，同时对推进文旅融合起到
了重要作用。”酉阳县相关负责人表示，龚滩古镇
通过以大型游船为载体，积极引入“鸟瞰乌江、亲
水乐园、画舫船宿、水上餐厅”等热点游览项目，
不仅增强了游览航线娱乐性和体验感，还突破了
传统旅游观光的产品局限，从而打造出乌江水上
旅游新亮点，促进了龚滩景区乌江画廊文旅示范
带的再次提档升级。

挖掘保护呈现新活力

良好生态是酉阳旅游的“维生素”，深厚人文是
酉阳旅游的“基因库”。

数据显示，目前，酉阳县共有473处旅游资源
单体，分为8大类、22亚类，涵盖了旅游资源的所有
分类。其中，以菖蒲盖、乌江画廊等为代表的自然
资源161处，以桃花源、龚滩古镇、叠石花谷等为代
表的人文资源共计312处。自然资源有地质、水
体、山脉、园林、气候等多种生态资源类型，人文资
源涵盖了土家、土司、桃源、红色、巫傩、山寨和古镇
等多种历史文化资源类型，生态与人文资源相得益
彰、交互相融。

因此，如何把人文历史文化保留好、挖掘好、利
用好，促进文旅融合发展，对酉阳推动文化旅游事
业显得尤为重要。

近年来，酉阳大力推进文旅融合，坚持特色发
展，深挖文化内涵，打造酉阳特色文旅品牌，全力推
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南腰界位于酉阳县南部，是由贺龙同志率领中

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创建的川黔湘鄂革命根据地，曾
播撒过中国革命火热的种子，留下过红军生活和战
斗的足迹，浸透过先烈们流下的热血，是一片红色
的土地。

这里红色文化资源丰富，有保存完好的数十处
红军战斗遗迹、红军烈士墓，有红二、六军团会师大
会会址、大坝祠堂、红三军政治部旧址，还有红军大
学、红军医院、十大政纲等34处革命文物，曾经建
立了“一区四乡”苏维埃政权。

多年来，酉阳充分挖掘红色资源，在保护、修缮
革命文物的基础上，围绕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酉阳
段）建设，按国家5A级景区标准规划打造南腰界
革命根据地景区。

“景区总体规划范围以红三军司令部旧址为中
心，辐射周边革命旧址约3.5平方公里，将和红色美
丽村庄实现红旅融合、红绿融合。”酉阳县相关负责
人介绍，目前，酉阳加强文物保护利用，全面开展南
腰界革命文物保护工作，完成了7处重点革命文物
修缮保护工作。同时重点实施了“一馆、一街、一
寨、一校”（南腰界革命历史陈列馆、红军街、红军古
寨、南腰界红三军司令部旧址）项目，全力打造武陵
山区红色旅游新高地。

南腰界革命根据地景区仅是酉阳大力挖掘保
护文化，助力文旅融合发展的一个剪影。

接下来，酉阳将持续推动文化保护利用，深入
挖掘文化的“根”和“魂”，盘活传统历史文化、非遗
文化，塑造出独一无二的文化品牌，推动传统文化
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促进推动文旅融合。

打造文旅融合新标杆

桃花源游客集散中心建成投用；
酉州古城升级开街，轨道观光、松鼠丛林乐园

成为热门打卡地；
叠石花谷“高速+旅游”开放式服务区建成投用；
车田乡成功入选“2021年世界旅游组织—旅

游扶贫助力乡村振兴经典案例”；
花田农林文旅融合发展示范区核心景观基本

成型；
……
近年来，酉阳立足生态人文资源，用文化的理

念发展旅游，用旅游的方式传播文化，把文旅资源
优势转变为经济发展胜势，让文化看得见、摸得着、
品得出，在打造“近悦远来”的精致山水美丽之城的
生动实践中，谱写了一曲文旅融合发展、生态人文
美美与共的华丽篇章。

目前，酉阳已获评国家5A旅游景区、全国红
色旅游经典景区、中国历史文化名镇、中国传统村
落、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国家湿地公园、国家森林
公园、国家地质公园、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全国
文明县城、全国卫生县城、全国山水园林县城、中国
气候旅游县等13类53个国家级文化旅游品牌。

2021年，酉阳全县游客接待量、旅游综合收入
分别增长33.3%、39.3%。

未来5年，酉阳将围绕“乌江画廊、武陵风光、生
态康养”三大主题，把生态和人文“两个宝贝”作为文
旅融合的核心，把重点工作推进作为文旅融合的抓
手，把乡村振兴作为文旅融合的关键，大力推动酉阳
文旅融合发展，全面打造文旅融合发展新标杆。

其中，在重点工作推进方面，加快推动“创A增
星”工作，全力推进桃花源、龚滩景区创建国家级旅
游度假区，龙潭古镇“创5A”，叠石花谷、花田梯田
和南腰界“创4A”工作，启动车田天龙山创建市级
旅游度假区工作，努力做到新增旅游景区策划一
个、成熟一个、开园一个，形成景点直连线、景区大

环线的旅游新格局，促进农旅融合、商旅融合、交旅
融合、文旅融合。

大力推进品牌创建，完善旅游基础设施，提升
景区品质。通过立足桃花源新城建设，把景区景
点、旅游项目、旅游产品等优质资源结合起来，串珠
成线，设计推出精品旅游线路、旅游名片、旅游产
品。加大旅游环线论证，做精旅游线路、做靓旅游
产品、突出品牌发展，切实提升旅游品质，扩大旅游
消费，提高旅游收入。

全力构建“一域两带三十景”旅游空间新格局,
打造菖蒲高山草原、南腰界红色经典、圆梁山休闲
避暑、巴尔盖森林康养度假片区,创建桃花源国家
级旅游度假区,建成乌江画廊和武陵山区民俗风情
旅游目的地、康养度假基地、文旅创新融合示范区。

力争到2026年，新创建1个5A级旅游景区，3
个4A级旅游景区，新增4个国家级旅游品牌，实现
接待游客、过夜游客、人均消费3个翻番。

在乡村旅游促进乡村振兴方面，全力推动何家
岩村创建“全国第四批乡村旅游重点村”，河湾村、
天山堡村、苍岭村、后溪村、浪坪村创建“市级乡村
旅游重点村”，同时充分利用当地丰富的生态和人
文优势，再推一批乡村旅游示范点，在游客“井喷
式”增长上实现新突破。其中，利用气候海拔优势，
推出毛坝群贤居等避暑纳凉景点；利用传统村落优
势，推出河湾山寨、石泉苗寨、下拉寨、山羊古寨等
访古寻幽景点。

赵童 刘玉珮 吴志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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