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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区老旧客运索道改造为何难

全 国 人 大 代 表 朱 虹 在 今 年 的 建 议

中 提 及 ：截 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 ，全 国

现有 30 年以上的客运索道 9 条、25 年以

上 的 客 运 索 道 54 条 、20 年 以 上 的 客 运

索道 125 条，大多是建在名山大川核心

景区和生态保护红线内。这些老旧客

运索道受当时技术、材料以及工艺等方

面的制约，普遍存在运力低、控制系统

简单、安全性能和乘坐舒适度较差等情

况，索道改造重建问题刻不容缓。

“ 这 主 要 指 仍 在 运 行 的 索 道 ，实 际

上 ，还 有 部 分 老 旧 客 运 索 道 因 为 维 护

成 本 太 高 、安 全 隐 患 等 原 因 已 经 停 止

了运营。”中国索道协会秘书长黄鹏智

解释，20 世纪八九十年代修建的索道，

大 部 分 是 循 环 式 固 定 抱 索 器 索 道 ，运

行年头久，需要定期维护更换配件，类

似 于 装 修 房 子 ，部 分 结 构 出 现 问 题 后

小 修 小 补 ，不 能 从 根 本 上 改 变 老 旧 索

道本身基底差的问题。

怎 么 理 解 循 环 式 固 定 抱 索 器 索

道 ？ 用 专 业 术 语 解 释 是 ，抱 索 器 固 定

于 运 载 索 上 ，运 载 工 具 与 抱 索 器 随 运

载索运动而运行。因为是不间断匀速

行驶 ，其运行速度一般在每秒 1.5 米左

右 。 对 于 普 通 游 客 而 言 ，更 多 是 一 种

“颇有年代感”的乘坐体验。

“ 索 道 是 敞 开 式 的 吊 椅 ，感 觉 很 刺

激，一方面可以和大自然近距离接触，

山 风 在 耳 边 呼 啸 而 过 ，另 一 方 面 又 有

点担忧安全，设备比较简单，急忙坐下

扣好安全带后不敢乱动。吊椅不停地

匀 速 运 转 ，出 发 和 到 达 的 瞬 间 都 要 掌

握好速度，体验感不好，对老人儿童也

不太友好。”游客于欢回忆自己多年前

在一些较高海拔景区乘坐循环式固定

抱索器索道的经历，有感而发。

的 确 ，许 多 游 客 有 属 于 自 己 的 索

道 乘 坐 经 历 ，乘 坐 过 程 中 伴 随 着 索 道

管理安全提醒：不要自行扒开吊具门；

等待吊厢或吊篮门自动开启或由乘务

人 员 手 动 开 启 后 ，按 照 内 外 座 位 顺 序

根据站务人员指引有序下车，勿拥挤、

推 搡 ；乘 坐 吊 椅 索 道 的 乘 客 ，看 到 有

“ 请 抬 起 护 栏 ”的 标 识 时 ，按 照 提 示 抬

起护栏……

如 今 大 部 分 新 建 的 景 区 索 道 都 是

循环式脱挂抱索器索道。抱索器在客

厢进站时通过减速机将其与运载索脱

开 ，便 于 乘 客 上 、下 站 台,继 而 提 高 速

度 ，重 新 与 运 载 索 挂 接 ，然 后 出 站 运

行。其中，上、下站台时有一个减速过

程。而且，大部分新建的循环式脱挂抱

索器索道都是密封性和舒适度更高的

吊 厢 ，运 力 大 ，对 于 游 客 而 言 ，体 验 感

更好 。

客 运 索 道 ，属 于 特 种 设 备 的 一

种。景区需要按照《特种设备安全法》

要 求 定 期 进 行 索 道 安 全 应 急 演 练 ，避

免 因 节 假 日 游 客 增 多 导 致 设 备 高 频

次、满负荷运行引发事故，切实提高特

种设备风险防范能力。

每 年 底 ，中 国 索 道 检 测 中 心 的 技

术人员会前往景区，对每个吊椅、吊厢

的 抱 索 器 和 整 条 钢 绳 进 行 无 损 探 伤 ，

并检查索道驱动设备的磨损情况。完

成全部检查后向安监部门出具检验报

告，报告显示该索道安全合格，才允许

索 道 第 二 年 继 续 运 营 。 不 仅 有 年 检 ，

还有不定期的抽检、安全演练等。

黄 鹏 智 认 为 ，景 区 老 旧 客 运 索 道

即使在符合安全管理条件的情况下准

许 运 行 ，也 可 能 在 一 定 程 度 上 有 安 全

隐患。

“颇有年代感”的乘坐体验

□ 曹燕

客运索道又称吊车、缆车，在

山 岳 型 景 区 中 ，是 游 客 亲 近 自 然

的 重 要 载 体 。 从 发 展 历 史 看 ，北

京 香 山 公 园 索 道 1982 年 初 装 ，是

国 内 第 一 条 客 运 索 道 ，至 今 已 运

转 40 年，也是我国大众旅游业发

展的见证者。

随 着 时 间 的 推 移 ，全 国 早 期

建 设 在 用 的 一 大 批 老 旧 客 运 索

道 开 始 逐 渐 显 现 安 全 隐 患 。 今

年 全 国 两 会 期 间 ，全 国 人 大 代 表

朱 虹 建 议 支 持 老 旧 客 运 索 道 改

造 重 建 。 景 区 客 运 索 道 的 规 划 、

建设等问题再次受到社会关注。

据 朱 虹 介 绍 ，全 国 老 旧 客 运 索 道

所在景区大部分有改造重建的强烈意

向，如江西庐山秀峰、含鄱口、太乙、井

冈山龙潭，云南野象谷、泸沽湖、滇池、

香 格 里 拉 石 卡 雪 山 ，贵 州 黄 果 树 天 星

桥 ，辽 宁 大 连 海 达 、旅 顺 白 玉 山 天 ，四

川 西 昌 泸 山 、成 都 青 城 山 后 山 金 骊 等

旅游景区。

“ 我 了 解 的 情 况 是 ，目 前 大 部 分 景

区老旧索道改造提升工作都处于停滞

状态，最根本的问题是，这些索道都处

于核心景区和生态保护红线范围内。”

黄鹏智说，回溯历史，20 世纪八九十年

代 ，知 名 景 区 建 设 索 道 ，当 时 是 解 决

“ 有 没 有 索 道 ”的 问 题 。 而 且 ，当 时 对

环 境 保 护 的 理 解 没 有 那 么 深 ，也 没 有

生态保护红线的概念。

付 至 民 曾 任 职 于 贵 州 省 水 陆 源 生

态 环 境 咨 询 有 限 公 司 ，他 了 解 的 情 况

和 黄 鹏 智 类 似 。 在 参 与 制 定《贵 州 省

索 道 专 项 规 划（2020-2030 年）环 境 影

响 评 价》的 过 程 中 ，他 发 现 ，贵 州 省 内

的景区老旧客运索道的改造重建基本

上 都 被 叫 停 ，有 的 项 目 已 经 进 入 施 工

阶段，仍然被叫停。

朱 虹 表 示 ，按 照 国 家 相 关 规 定 ，索

道改造重建需报经发改、自然资源、林

业、环保等部门审批同意，有生态保护

红 线 、空 间 管 控 、林 地 使 用 、环 境 评 估

等 诸 多 要 求 ，需 要 统 筹 处 理 好 生 态 保

护、绿色发展与景区建设之间的关系。

索 道 是 一 种 景 区 游 览 工 具 ，是 旅

游 体 验 的 载 体 。 大 众 旅 游 最 重 要 的

诉 求 之 一 是 到 达 核 心 景 区 游 览 ，索 道

满 足 了 这 一 诉 求 。 在 付 至 民 看 来 ，

“ 20 世 纪 八 九 十 年 代 的 景 区 客 运 索

道 ，可 以 说 百 分 之 百 都 是 建 设 在 核 心

景 区 和 生 态 保 护 红 线 内 。 而 现 在 ，景

区 新 建 客 运 索 道 都 必 须 是 在 缓 冲 区

或 外 围 区 域 。 如 果 索 道 线 路 规 划 越

界 ，那 就 必 须 对 规 划 进 行 调 整 ，而 景

区 规 划 的 形 成 和 调 整 是 一 个 长 期 而

复 杂 的 过 程 ”。

现 实 的 困 境 也 很 多 ，例 如 景 区 老

旧 索 道 多 采 用 循 环 式 固 定 抱 索 器 索

道 ，两 条 钢 索 间 距 通 常 是 4 米 ，而 如 果

改 造 成 吊 厢 式 缆 车 ，钢 索 间 距 至 少 需

要 5 米 ，这 就 会 涉 及 整 体 索 道 区 域 的

改 造 ，势 必 会 破 坏 目 前 的 景 区 规 划 。

如 今 景 区 开 发 坚 持 生 态 优 先 ，绿

色 发 展 ，严 守 生 态 保 护 红 线 、环 境 质

量 底 线 、资 源 利 用 上 线 ，因 此 ，景 区 老

旧 索 道 的 改 造 面 临 一 个 非 常 尴 尬 的

处 境 —— 索 道 线 路 已 成 既 定 事 实 ，如

果 要 在 原 有 路 线 上 进 行 改 造 ，就 是 破

坏 原 有 的 景 区 规 划 ，触 碰 了 生 态 保 护

红 线 ，而 生 态 保 护 红 线 原 则 上 按 禁 止

开 发 区 域 的 要 求 进 行 管 理 。

现实中面临的尴尬处境

针 对 景 区 老 旧 客 运 索 道 改 造 重 建

难 的 问 题 ，黄 鹏 智 提 出 一 个 建 议 ：“ 这

些处于核心景区和生态保护红线内的

索 道 ，可 以 请 各 方 专 家 进 行 调 研 、论

证，索道运行这么多年以来，是不是对

景 区 生 态 资 源 造 成 了 破 坏 ？ 如 果 没

有 ，对 老 旧 索 道 的 改 造 重 建 是 否 可 以

从实际出发酌情处理？”

“ 景 区 交 通 系 统 ，对 公 路 争 论 少 ，

对 索 道 争 论 多 ，这 其 实 是 一 个 误 区 。”

黄鹏智说，在投资基本相同的情况下，

公 路 占 地 面 积 远 大 于 索 道 ，对 沿 线 土

地、植被的影响较大。同时，山区公路

弯 道 多 、弯 道 急 的 特 性 决 定 了 公 路 运

输 过 程 中 无 法 保 证 游 客 的 舒 适 性 ，大

部分游客无法在乘坐过程中自在地欣

赏 沿 途 美 景 。 而 乘 坐 索 道 ，游 客 可 以

悠闲地观看风景。

“ 我 们 有 过 生 态 调 查 ，索 道 对 景 区

生 态 的 破 坏 非 常 有 限 。 架 设 索 道 线

路，下方林地会开一条路，这会造成一

定 范 围 的 林 地 生 态 破 碎 ，但 对 生 态 多

样 性 的 破 坏 有 限 ，主 要 对 鸟 类 会 有 一

些 影 响 。 架 设 索 道 的 地 方 ，鸟 就 不 会

在 这 里 飞 了 。”付 至 民 说 ，所 有 景 区 索

道项目的建设都需要进行环境影响评

价文件审批公示，接受公众的监督。

黄 鹏 智 提 到 ，索 道 项 目 是 永 久 性

人工建筑，开始运营一段时间后，随着

施工人为干扰的消失和植被的逐渐恢

复 ，大 部 分 外 迁 动 物 会 陆 续 回 归 原

地。索道运营期对动物的影响主要是

噪声和游客两个方面。索道的游客集

散 场 地 更 加 规 范 ，可 消 除 游 客 下 缆 车

后 对 站 点 附 近 植 被 的 破 坏 ，对 于 植 被

管理而言，也是有利的。

“ 以 环 境 友 好 型 客 运 索 道 为 目 标 ，

是景区客运索道发展的必然选择。规

划 建 设 客 运 索 道 ，必 须 坚 持 保 护 环 境

的原则，促进人与自然相和谐，促进发

展模式与生态环境承载力协调。”黄鹏

智 强 调 ，索 道 建 设 要 规 范 化 、标 准 化 ，

要 建 立 索 道 的 生 态 环 境 评 价 体 系 ，强

化 企 业 保 护 环 境 的 责 任 ，注 重 与 自 然

和环境的和谐，做到保护优先，开发有

序 ，在 保 护 中 发 展 ，在 发 展 中 进 行 保

护 。 索 道 开 发 应 当 以 生 态 环 境 、地 质

地貌、风景景观和客流变化为主线，认

真 进 行 项 目 的 环 境 评 估 ，并 在 建 设 后

做好环境恢复工作；索道要合理选址，

遵循“保护环境、保护景观、方便旅游”

的原则；索道建设要树立精品意识。

有专业人士认为，客运索道也是展

示景区的一扇窗口，而不仅仅是交通工

具。一些景区业者提到，缆车吊厢是很

好的宣传渠道和载体，但是现在景区运

用有限，还需要进一步连接外部的商业

资源，将索道广告空间用起来。另外，

索道的站房和支架形式应体现与自然

环境特点协调一致和地方特色。作为

一种运动中的线下场景，索道还有更大

的想象空间等待开掘。

与生态环境承载相协调

□ 曹燕

朱 虹 特 别 提 到 2017 年 正 式 运 行

的 庐 山 交 通 索 道 ，这 是 一 条 3S 索 道 ，

最 快 7 分 钟 登 顶 ，改 变 了 从 古 至 今 登

临 庐 山 的 交 通 方 式 ，破 解 了 冰 雪 封 山

的 交 通 难 题 。 这 是 一 条 低 碳 环 保 的

生 态 绿 道 ，既 有 效 缓 解 了 交 通 拥 堵 ，

减 少 了 进 山 车 辆 的 尾 气 排 放 ，又 最 大

限 度 地 降 低 了 对 山 体 植 被 的 破 坏 ，更

好 保 护 了 庐 山 生 态 。 这 也 是 一 条 全

新 体 验 的 视 觉 廊 道 ，索 道 联 通 空 中 地

上 、春 夏 秋 冬 ，联 动 山 上 山 下 、城 区 景

区 ，带 来 了 立 体 式 、全 季 节 的 视 觉 感

受 ，是 一 道 流 动 的 风 景 线 。

今 年 春 节 期 间 ，庐 山 雪 景 带 来 了

一大波客流，因冰雪交通路况，游客大

多 选 择 换 乘 交 通 索 道 上 山 ，缓 解 了 交

通 压 力 。 据 统 计 ，7 天 累 计 购 票 7 万 余

人次，其中 2 月 3 日达单日最大客流量

2 万人次。

朱 虹 认 为 ，无 论 是 从 受 游 客 欢 迎

程度，还是从经济效益来看，修建庐山

索 道 很 有 必 要 。 虽 然 因 疫 情 持 续 波

动 ，文 旅 行 业 项 目 投 资 将 会 受 到 较 大

影 响 ，但 对 于 山 岳 型 景 区 特 别 是 山 势

险 峻 的 景 区 来 说 ，新 建 或 提 升 索 道 仍

是 大 势 所 趋 ，否 则 将 很 难 吸 引 更 多 游

客前往。

许多专业人士提到，景区建设要因

地制宜、各有特色，并不是所有的风景名

胜区都必须建设索道或者适合建设索

道。索道能适应复杂地形、克服地面障

碍，比较适合山高路陡、弯道较多的山岳

型风景区，一般海拔达到 800米以上可以

考虑修建索道。对 于 低 海 拔 的 山 岳 型

景 区 来 说 ，循 环 式 固 定 抱 索 器 索 道 是

一种更切实际的选择。例如北京香山

公园最高峰香炉峰的海拔是 575 米，不

适合修建脱挂抱锁器索道。

从景区绿色发展的角度看，合规运

营的索道是一种绿色生产力。作为立体

化的交通工具，索道仅有数量有限的支

架和山下站房需要占地，且索道将游客

通行轨迹托离了地表，是对景区、景观、

山体 、植被影响最小的一种交通方式。

据了解，索道的能耗很低，对六种交通工

具进行比较，包括火车、地铁、有轨电车、

公交汽车、小汽车，其中索道能耗是最低

的，低碳效果显著。

总 之 ，景 区 前 期 的 索 道 专 项 规 划

一 定 要 做 到 位 ，针 对 景 区 的 生 态 环 境

特 征 提 出 量 身 定 制 的 整 体 方 案 ，做 到

保护优先，开发有序，并在实际修建过

程中，因地制宜，将索道对景区的生态

环境影响降到最低。

合规运营的索道是一种绿色生产力

索道是山岳型景区重要的运输工具和体验载体 本报记者 陈晨 摄

□ 本报记者 高慧 文/摄

岩 口 山 村 位 于 湖 南 省 怀 化 市 麻

阳苗族自治县，是一个古老的苗族村

寨 ，拥 有 中 国 传 统 村 落 、湖 南 省 最 美

少数民族特色村寨、湖南省四星级乡

村 旅 游 点 、国 家 森 林 乡 村 等 多 个 桂

冠 。 然 而 多 年 来 ，因 山 路 蜿 蜒 崎 岖 ，

地 处 偏 远 ，交 通 不 便 ，这 里 的 村 民 守

着“古色”“绿色”等文旅资源，依托文

旅 产 业 发 展 发 家 致 富 的 梦 想 始 终 未

能 如 愿 。 去 年 5 月 ，湖 南 第 一 师 范 学

院乡村振兴工作队正式驻村，随之而

来的一系列乡村振兴规划，再次点燃

了村民发展文旅产业的热情。

村民之愿

近 日 ，本 报 记 者 从 麻 阳 县 城 出

发 ，驱 车 将 近 一 个 半 小 时 ，伴 随 着 山

路 蜿 蜒 ，幽 深 的 峡 谷 逐 渐 开 阔 了 起

来，随即抵达岩口山村。

在 途 经 的 一 个 制 高 点 ，可 以 俯 视

岩口山村。只见村庄四周群山环绕，

起 伏 连 绵 ，古 朴 苗 家 吊 脚 楼 依 山 而

建 ，掩 映 在 树 木 之 中 。 车 随 山 转 ，转

过大山，在村口就可以看到一座凉亭

式 的 风 雨 长 廊 ，长 廊 下 的 石 碑 上“ 中

国 传 统 村 落 ”六 个 大 字 ，分 外 醒 目 。

沿着古老的石街在村里行走，明清时

期留下的木制吊脚楼层层相连，巷巷

相 通 ，浓 厚 的 苗 族 文 化 气 息 弥 漫 开

来 。 40 多 岁 的 村 民 田 观 送 正 在 家 门

口 清 洗 从 田 里 抓 来 的 田 螺 、泥 鳅 、小

龙虾。“这些在我们村田里很常见，随

便在稻田里挂上笼子，每天都可以捉

到一两斤小龙虾，半小时就可以在田

里捡半桶田螺，泥鳅更多。如果村里

旅游发展起来了，这些都可以成为游

客 的 桌 上 菜 。”田 观 送 期 盼 旅 游 尽 快

发展起来，他想开个果园、搞个农庄，

做旅游生意。

32 岁的村民滕朋对村里发展旅游

更是充满憧憬：“现在受疫情影响，出

去打工受限，只靠几亩薄田很难维持

生活。村子太偏僻，平时收获的小籽

花生、红薯、玉米、柑橘、茶油等农特产

品 还 要 拉 到 15 公 里 外 的 镇 农 贸 市 场

才 能 卖 出 去 。 如 果 旅 游 产 业 发 展 起

来，游客多了，可以带动村里农特产品

的销售，我也可以开个小餐馆，做点小

生意，就不用出去打工了。”

滕 朋 入 股 了 村 里 30 多 亩 的 湘 莲

基地，看着盎然绿意的水面，他期待着

夏季荷花满塘开，成群结队的游客来

采摘莲子，村里热闹起来。

发展之困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驻岩口山村第

一书记兼乡村振兴工作队队长罗祥云

介 绍 ，岩 口 山 村 文 旅 资 源 十 分 丰 富 。

岩口山村岩龙盘洞是麻阳的八大景点

之一，村内传统古宅民居、巷道民俗特

色较鲜明，有古树木保护园 2 处，名老

树木近百株。另外，汉戏、高腔、傩戏、

阳戏等传统文化资源丰厚。岩口山村

还是有名的“长寿寨”，寨内长寿老人

多，最高龄纪录达 110 岁。

罗 祥 云 说 ，湖 南 第 一 师 范 学 院 乡

村 振 兴 工 作 队 驻 村 后 ，全 面 考 察 摸

排 了 村 貌 地 形 、产 业 基 础 、民 俗 文

化 、组 织 建 设 等 情 况 ，一 致 认 为 ：岩

口 山 村 地 域 太 偏 僻 ，目 前 无 论 从 麻

阳 县 城 、锦 和 镇 ，还 是 从 凤 凰 古 城 ，

通 往 岩 口 山 村 的 道 路 均 崎 岖 狭 窄 ，

可 进 入 性 较 差 ；岩 口 山 村“ 空 心 化 ”

现 象 较 严 重 ，大 量 青 壮 年 外 出 务 工 ，

日 常 住 村 留 守 老 人 较 多 ，在 村 发 展

的“ 能 人 ”年 龄 偏 大 ，村 民 在 知 识 更

新 、接 受 新 事 物 、发 展 视 野 等 方 面 都

具 有 一 定 的 局 限 ；脱 贫 攻 坚 期 间 岩

口 山 村 在 资 金 使 用 和 项 目 运 行 上 的

监 督 管 理 有 一 定 欠 缺 ，发 挥 资 金 效

益 和 项 目 收 益 效 果 较 差 ，如“ 中 国 传

统 村 落 ”专 项 资 金 在 保 护 修 缮 古 村

落 古 民 居 、传 承 民 俗 文 化 等 方 面 使

用 不 太 精 准 等 ；同 时 ，随 着 人 民 生 活

水 平 的 提 高 及 对 住 房 质 量 的 追 求 ，

目 前 ，村 内 部 分 木 制 房 屋 已 破 旧 ，少

量 被 遗 弃 ，亟 待 修 缮 复 旧 ；在 高 腔 、

傩 戏 、阳 戏 等 传 统 文 化 的 传 承 方 面 ，

青 年 传 承 人 少 。

2012 年，岩口山村集体和凤凰县某

旅游公司签订合作协议，立足于当地特

色文化、自然景观、山林生态环境，探索

民俗生态乡村旅游项目，对岩龙盘洞进

行了简单便道和灯光建设，培训当地村

民进行民俗表演，并负责从凤凰县组织

运送游客来岩口山村观光休闲、体验民

俗乡村风貌。但由于道路交通条件、旅

游配套建设不完善等因素，该项目仅运

营 3个月就夭折了。

规划愿景

文 旅 发 展 ，规 划 先 行 。 麻 阳 苗 族

自治县县委副书记周燕表示，岩口山

村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要做好规划

设 计 ，有 规 模 、有 特 色 地 发 展 乡 村 产

业 ，做 好 宣 传 推 广 ，让 村 民 实 现 增 收

致富。

为 进 一 步 推 动 文 旅 产 业 发 展 ，3

月 12 日，湖南第一师范学院驻岩口山

村 工 作 队 与 岩 口 山 村 村 支 两 委 出 台

《岩 口 山 村 乡 村 振 兴“ 十 四 五 ”规 划

（2021—2025 年 ）》（ 以 下 简 称《 规

划》）。《规 划》中 明 确 ，岩 口 山 村 要 以

森 林 生 态 资 源 、传 统 民 俗 村 落 为 依

托，推动生态种养、民俗乡村旅游一、

三 产 业 融 合 发 展 。 吸 引 动 员 社 会 力

量 探 索 发 展 生 态 休 闲 、民 俗 体 验 、森

林 康 养 乡 村 等 乡 村 旅 游 项 目 。 向 市

县 主 管 部 门 申 请 建 设 岩 口 山 至 凤 凰

古 城 8 公 里“ 旅 游 路 ”拓 宽 提 质 工 程 ，

改 善 岩 口 山 村 对 接 凤 凰 古 城 的 旅 游

通 道 ，推 动 岩 口 山 村 生 态 休 闲 、民 俗

体验旅游融入凤凰旅游版图和线路。

岩 龙 盘 洞 是 岩 口 山 村 发 展 乡

村 旅 游 的 核 心 吸 引 物 ，人 走 进 去 别

有 洞 天 ，豁 然 开 朗 。《规 划》指 出 ，要

进 一 步 探 索 开 发 岩 龙 盘 洞 旅 游 价

值 ，推 进 洞 内 观 光 道 、灯 光 建 设 和 景

点 打 造 。 改 善 村 内 旅 游 配 套 公 共 基

础 建 设 。 合 理 安 排 荷 花 、菊 花 、郁 金

香 等 三 季 景 观 花 栽 种 。 依 托 村 内 古

树 木 保 护 群 、石 水 坡 水 库 设 计 乡 村

休 闲 和 垂 钓 基 地 。 综 合 运 用 山 、水 、

林 、田 、路 、房 空 间 布 局 ，逐 步 为 发 展

高 品 质 的 乡 村 旅 游 创 造 条 件 。 争 取

专 项 资 金 或 社 会 资 本 对 传 统 村 落 木

质 特 色 民 居 复 旧 修 缮 ，逐 步 建 成 民

俗 特 色 民 宿 体 验 基 地 。 挖 掘 苗 族 歌

舞 、服 饰 、手 工 艺 、传 统 节 庆 或 祭 祀

礼 仪 等 民 俗 文 化 ，提 高 民 俗 旅 游 资

源 吸 引 力 。 依 托 数 字 化 、虚 拟 化 信

息 处 理 技 术 ，对 村 落 风 貌 、古 建 筑 遗

产 进 行 记 录 。 建 设 村 史 室（墙）宣 传

展 示 传 统 民 族 文 化 ，在 重 大 节 假 日

和 苗 族 传 统 节 日 组 织 村 民 开 展 歌 舞

表 演 、集 会 等 民 俗 特 色 活 动 ，打 造 特

色 苗 寨 。

4 月 20 日 ，湖 南 第 一 师 范 学 院 、

怀化市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中合慧

景（湖 南）文 化 旅 游 投 资 控 股 集 团 公

司 在 岩 口 山 村 联 合 启 动 麻 阳 苗 族 自

治 县 岩 口 山 村 乡 村 振 兴 文 旅 专 项 规

划 公 益 行 动 。 驻 村 工 作 队 与 中 合 慧

景集团就《怀化市麻阳县岩口山村乡

村振兴文旅专项规划》进行签约。

中 合 慧 景 集 团 董 事 长 陈 耿 介 绍 ，

《怀化市麻阳县岩口山村乡村振兴文

旅专项规划》将充分挖掘岩口山村的

“ 中 国 传 统 村 落 ”、长 寿 古 寨 、千 年 溶

岩 洞 府 、百 年 苗 王 大 屋 等 旅 游 资 源 ，

紧 密 衔 接 工 作 队 前 期 铺 设 的 产 业 项

目 ，围 绕“ 生 产 发 展 、生 活 富 裕 、生 态

良 好 ”的“ 三 生 并 进 ”的 发 展 理 念 ，以

文旅农深度融合为着笔思路，全面统

筹 村 内 景 点 体 系 打 造 、人 居 环 境 整

治、配套设施提升、区域联动发展等，

积 极 探 索 百 姓 富 裕 、游 客 喜 爱 、村 庄

精美、产业兴旺的乡村振兴岩口山村

模 式 ，精 心 绘 就 一 幅 彰 显 怀 化 特 色 、

麻阳韵味的现代版“富春山居图”。

文旅兴村 规划先行
湖南麻阳岩口山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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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麻阳岩口山村的岩龙盘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