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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川区辖区旅游资源丰富，历史文
化厚重，生态环境良好，是达城市民休闲
度假的第一目的地。近年来，通川区委、
区政府高度重视旅游产业发展，确立了
建设“将军故里，山水通川”及秦巴地区
区域中心旅游核心区的目标。

通川区既有历史文化、红军文化，又
有好的生态植被、古院落和民风民俗。
神剑园、红军亭、红三十军政治部旧址，
凤凰山、犀牛山、千口岭森林公园，自然
生态，天然氧吧；莲花湖、龙爪塔，山青水
秀，风光旖旎；金石梯田千重浪，青宁空
中草原云接天；秦巴植物博览园、磐石都
市农业体验区，怀思乡村记忆。这些山
水钟灵、风光秀美的景区景观成为通川
区文化旅游发展的先天资源。特别是北
部片区山清水秀，生态自然条件较好，森
林覆盖率高，旅游资源丰富，各资源点相
对集中，具有较大的开发前景和旅游综
合价值。

2016年，全区实现旅游收入22亿元，
签订旅游招商引资意向协议超100亿元，
完成旅游投资5.8亿元，开展旅游培训10
期1200余人次；包装策划了金石云顶、龙
兴寺、双鱼湖、檬双鸡公石水库和复兴中
医药产业园等招商项目，与宏泰韩宝公
司、新曙光金属材料有限公司、四川盛世
嘉禾文化旅游资源开发有限公司、四川
林恩实业有限公司（龙之旅集团）等签订
了投资意向协议，完成了《北部乡村旅游
规划》《凤凰山片区策划性概念规划》和

《磐石都市农业体验区建设
规划》。完成了《通川区十三
五旅游规划纲要》《磐石都
市农业体验区提升规划》
《通川区乡村旅游总体规
划》《凤凰山片区概念性规
划》《金石云顶旅游综合开
发规划》《龙兴寺生态旅游
综合开发规划》等规划编
制。

节会兴旅成绩显著。
成功举办了元九登高节、
牡丹文化节、梦幻灯光
节、五国皇家马戏表演、
梨花节、草莓采摘节等节
会，申请到承办四川省第八届乡村文化
旅游节分会场暨达州市第六届旅游发展
大会，通过旅游节会带动旅游收入超2
亿元。

在重点景区建设方面，完成了犀牛
山景区一期、凤凰山景区升级打造、秦巴
植物博览园、磐石都市农业体验区核心
区、月湖狂欢谷等重点旅游景区（点）建
设。累计投入资金超10亿元，新增星级宾
馆（酒店）3个、星级农家乐（乡村酒店）近
100个、乡村旅游示范村（社区）5个；新增
旅行社近20家，辖区旅行社达31家。

坚持品牌战略，狠抓营销促发展。
充分利用丰富的乡村旅游资源，深入挖
掘民风民俗，顺应近郊游、自驾游消费增
长的趋势，做足休闲、避暑、观光、体验型

乡村旅游文章，以凤凰山、莲花湖、犀牛
山、神剑园四大景点为支撑，以磐石都市
农业体验区、秦巴植物博览园、月湖狂
欢谷、青宁空中草原、金石云顶、金凤
村、梨园村等精品乡村旅游为重要节
点，一批区位优势突出、乡村特色鲜明
的农家乐、民俗园得以快速发展。

坚持文化兴旅、文旅互动，全力推动
全区文化和旅游产业的融合互动。通过
组织具有通川地方特色、文化内容丰富、
群众参与性强的旅游节庆活动，将文化
元素融入到通川休闲度假旅游、生态旅
游、红色旅游、文化旅游等品牌活动中，
充分展示文化旅游魅力，带动旅游二次
消费，有力助推了通川区乡村旅游产业
的发展振兴。

达州，一个青山流翠的旖旎之地，以特有的三国文
化和自然山水，一直以来被视为四川旅游的“第三
极”。行走在仿若工笔描就的达州版图，漫步在达州幅
员面积1.6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扑面而来的是八台山、
花萼山的雄奇壮丽、幽深高远，巴山大峡谷的秀丽风
光、曲折幽深，五峰山的俊秀婀娜……在美丽的州河流
域，在青砖黛瓦中，体味古镇优雅，感受古巴人留下的
民风民俗；在青山绿水间，呼吸自然气息；在万亩田野
中，抒发怀旧胸臆；在农家小院里，收获闲情逸致。

在这里，家园与景区水乳交融，山水巴渠正成为
都市人心中的一方净土。从观光游览到细细品味，
达州旅游正在悄然转型。

项目引领 加速发展
新视野带来新思路，达州旅游在全省旅游发展规

划中寻找定位，在全国旅游大局中寻求突破。坚持旅游
规划引领，精心策划包装旅游项目，宣汉巴山大峡谷旅

游扶贫开发项目列入全国优选旅游项目，万源八台山
滑雪场项目列入8个跨区域重大旅游项目集群，宣汉
巴山大峡谷、渠县賨人谷列为30个省级重点项目，铁
山旅游综合开发项目成功签约。

全力加大投资力度，2016年旅游投资22.2亿元。巴
山大峡谷、峨城山、八台山创建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
八台山创建为“省级生态旅游示范区”，賨人谷创建为

“省级旅游度假区”，宣汉马渡关石林、香炉山、花果山、
圣水桃园和通川区月湖生态农业观光园创建为国家3A
级旅游景区。特别是渠县碧瑶庄园景区，项目业主自行
投资，在短短一年多时间完成了综合接待中心、碧瑶老
酒庄、生态花海等项目建设，打造出中式园林的徽派小
镇，项目设计理念、规划档次、投资强度、建设进度都展
现了超常规、大跨越发展态势。在旅游项目建设的支撑
下，达州旅游品牌创建再创佳绩，2016年，全年旅游接
待1913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140亿元，同比分别增
长21%、25%。在“2016四川旅游产业TOP10榜单”中，大

竹县荣获全省2016年十大“全域旅游”新生力，宣汉县
荣获2016旅游区县十强，达川区荣获2016年十大旅游
扶贫生力军。

深度融合 战略推进
市政府四届一次全体会议对旅游业发展提出明

确要求：突出重点强力攻坚，打好旅游业发展翻身
仗。把发展旅游业作为培育壮大“美丽经济”的重要
抓手，推动达州“点上旅游”向“全域旅游”转变、从

“门票经济”向“产业经济”跨越。
这是一份达州市2016年旅游管理的“服务”摘

要：积极组织开展旅游综合执法，加强旅游市场监
管，规范行权平台网上公开运行，重点在节假日期间
开展旅游市场秩序整治、旅游安全检查和专项执法
活动，整治不合理低价游，依法对擅自以“旅游集散
中心”揽客的旅行社给予行政处罚，开出达州市第一
张旅游罚单，全年组织检查行动30余次，出动检查人

员200余人次，检查涉旅企业40余家，受理旅游投诉
及其它涉旅纠纷10件，结案率100%。加大市场主体
培育力度，对全市13家星级饭店开展复核，推广“绿
叶饭店银叶级”创建行动，协调做好旅游团队住宿、
餐饮、出行等接待工作。开展游客满意度调查，对旅
游景区价格、通行、秩序等问题进行调查回访，协调
物价、食药、质监、卫生、交警等部门，及时回应游客
关切，有效处理游客投诉举报。努力提高旅游服务
质量，组织开展导游、讲解员风采大赛活动，发掘和
培养旅游人才，举办各类旅游培训达6500余人次。

这是一份达州市2016年旅游营销的“成绩”摘
要：采取政府主导、企业参与、互为补充的办法，精心策
划“川东门户�水墨达州”宣传推介，在达州火车站、高
速公路出入口等重要节点位置宣传旅游产品，引导游
客和市民旅游消费。坚持节会兴旅，成功举办第五届
四川温泉旅游节、四川省第七届乡村文化旅游节夏季
版暨开江第三届荷花节、中国大巴山第二届山地休闲

旅游节暨八台山旅游形象大使选拔赛等活动，开展丰
富多彩的采摘、观赏、歌唱等活动；积极组团参加四川
省第三届旅博会，达州旅游知名度越来越高。加强新
媒体宣传，改版达州旅游资讯网，利用“旅游达州”、“万
源旅游”、“大竹旅游”、“八台山旅游”等微信平台发布
旅游信息，公开征集达州旅游宣传语和LOGO标识，
线上举行“巴风賨韵�美丽达州”手机摄影赛、“我眼里
的水墨达州”景区美文有奖征集活动，达州旅游社会关
注度大幅攀升。通过一系列宣传，客源结构发生重大
改变，省外游客占比逐渐增大；东汉汤圆粉、馋香椿、唐
鸭儿、灯影牛肉等特色旅游商品通过“旅游达州”网上
交易扩大了市场份额。

乡村旅游迸发持续活力
围绕全市脱贫攻坚总体要求，抓好旅游扶贫。

坚持精准识别选村，梳理出适合旅游扶贫的建档立
卡贫困村156个、贫困户15352户、贫困人口44188

人。宣汉县鸡坪村、黄连村获得了第一批国家旅游
扶贫公益规划帮扶，黄连村旅游扶贫规划被认定为
全国66个旅游规划扶贫示范成果之一。坚持项目建
设带村，实施龙头景区联动扶贫片区开发，争取省级
扶贫等专项资金补助570万元，通过示范区、示范村、
达标户“三级联创”，巴山大峡谷被列为国家级旅游
扶贫示范区、全国“景区带村”型旅游扶贫示范区。
渠县大山村等21个村被列为省级旅游扶贫示范村，
达川区柴火鸡等90个农家乐、度假村被评为民宿旅
游达标户。坚持利益共享活村，指导成立旅游专业
合作社，建立利益分享机制，八台山——龙潭河景区
解决当地农民就业830人，黄连村建成游客接待中心
等公共设施，磐石都市农业体验区改善当地两个贫
困村60余户居住条件，五峰山——海明湖项目带动
木鱼村从贫困村变身为以乡村旅游和现代农业为支
撑的幸福美丽乡村。坚持产业发展富村，在重点旅
游景区和乡村旅游集聚区带动下，开展“赏花踏青”

活动，发展电子商务，开设农家乐，带动近4000余名
贫困群众直接参与旅游就业创业，间接带动近1.5万
名贫困群众增收致富。发展乡村旅游，更新了农民
的观念，激发了他们的创造热情，使全域旅游充满内
生动力。

今年是实施旅游业三年攻坚发展方案的开局之
年。按照市委、市政府关于旅游业攻坚发展的总体
部署，坚持投资驱动与筑牢基础同步、硬件完善与软
件提升并举，全力加快重大项目推进、核心产品提
质、配套服务优化等重点建设，努力把旅游业培育成
服务业的龙头产业，逐步构建“川东门户�水墨达州”
旅游新形象。力争实现旅游总收入170亿元，完成旅
游投资20亿元，旅游招商签约25亿元；创建国家4A
级旅游景区4个、3A级旅游景区2个、省级生态旅游
示范区1个；创建乡村旅游扶贫示范村20个。我们坚
信，达州已经迎来全域旅游发展的春天。

□本报记者 何晓丽

素有“川东秀壤、秦巴明珠”之美誉的达川
区，位于四川省东北部，是川东北交通枢纽和
川渝的重要物资集散中心，幅员面积2245平
方公里，辖52个乡镇、2个街道办事处，总人口
122万。

达川区历史悠久，人文底蕴厚重。春秋时
期属古巴国，东汉置县，梁称石城，隋号通川，
明曰达州，清改名达县，2013年9月撤达县设
立达州市达川区。在这块土地上，历史名人辈
出，“战国四公子”之一的春申君、唐朝通州司
马元稹、明朝吏部尚书卫承芳、清代杰出思想
家唐甄等名垂青史。至近代，无数优秀达川儿
女为建设新中国抛头颅、洒热血，立下不朽功
勋。

达川区地处成都、重庆、西安和武汉交汇
辐射中心地带，是川东北的重要门户和达州
市主城区的重要组成部分。襄渝、达成、达
万、达巴铁路纵横交错，达渝、达万、达
巴、达陕高速公路穿境而过，210、542国道
线等公路网四通八达，基本形成了1个半小
时到重庆、2个半小时赴成都、3个半小时抵
西安的陆地立体交通网络。境内达州机场开
通至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昆
明、泉州、三亚、拉萨、成都等多个城市空

中航线，州河、巴河水上航运直达
长江。

达川区旅游资源富集，风光秀
丽，素有“川东之秀壤、西蜀之名
区”之美誉。境内有国家4A级旅
游景区真佛山，是“中国乌梅之
乡”；安仁柚、米城贡米、达川

“双椒”（青花椒和山胡椒）、柑橘
等地方优质特色农产品更是久负盛
名；石桥烧火龙作为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的一种民间民俗文化，在
石桥古镇代代传承，于每年正月十
一至十五举行，并多次在央视播
放。安仁板凳龙是以板凳为道具的
一种民间舞蹈，距今已有300多年
的历史；每年元九登高节，达川数
十万人倾巢出动，登高踏青，2006年，“元九
登高节”被定为达州市“市节”，2008年被列
为“四川十大名节”，2009年被列为第二批四
川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翻山铰子”
距今已有150多年历史了，为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

近年来，达川区在红色旅游、生态旅
游、文化旅游上狠下功夫，开发建设石桥古

镇列宁街、铁山国家森林公园、真佛山等景
区，同时又对迅速发展的乡村旅游积极引导，
促其健康发展。2015年，全区拥有国家4A级
旅游风景区1个、国家森林公园1个、省级森林
公园1个、星级旅游饭店4家，成功创建“省级
旅游标准化示范区”。2016年，实现旅游接待
人数205.24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13.44亿
元。

宣汉，天然成韵的自然风光同千
年人类文明交相辉映。境内群山环
绕，峰峦叠翠，森林覆盖率达48%。全
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罗家坝巴人遗
址”，距今有3000至4700年历史；国家
4A级旅游景区巴山大峡谷雄奇峻秀，
婀娜多姿，峡中漂流被誉为“川东第一
漂”；省级风景名胜区、川东最大人工
湖江口湖，仙鹤闲飞，水天一色，旖旎
浩瀚；峨城竹海清秀挺拔，一碧万顷；
马渡石林平地突兀，千姿百态；明月九
条沟溪流湍急，瀑布飞溅；香炉山、四
望山、文山、峨城山雄奇险秀；前河、中
河、后河清柔相依，令人心旷神怡。

近年来，宣汉县按照“大旅游、大
景区、大产业、大聚集”的发展思路，加
快推进全域全景拓展、龙头景区集聚、
基础设施配套、产村农旅融合发展，成
功创建为“省级旅游扶贫示范区”，以

“旅游+”催生宣汉旅游化茧成蝶，成功
入选“2016四川旅游产业 TOP10榜
单”，被评为“四川省旅游十强县”，列
入全国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单位。同
时，宣汉按照“各具风情、功能互补、差
异发展”的总体思路，将全县划分为东
北部生态休闲度假旅游片区、中部乡
村观光旅游片区、西部生态文化旅游
片区、南部生态农业休闲旅游片区的

“四大旅游片区”，高起点规划编制完
成《宣汉县“十三五”旅游总体规划》
《宣汉县全域旅游发展规划》，着力构
建以巴山大峡谷景区为龙头，洋烈水

乡、庙安花果山、峨城竹海、马渡关石
林、米岩花海、川东莲乡、圣水桃园等
乡村旅游示范区为骨架，“旅游＋业
态”为网络的“一区多点”全域旅游格
局，成功打造国家4A级景区3个、国家
3A级旅游景区4个，国家级森林公园、
地质公园、乡村旅游模范村、红色旅游
经典景区和省级生态旅游示范区各1
个。

通过产村农旅全产业融合，激发
乡村旅游内生动力。该县结合“牛、药、
果、茶、菌、油牡丹”等特色主导产业，
加快休闲农业、美丽新村、乡村旅游规
划“三规合一”，开拓旅游扶贫观光采
摘、农耕体验等不同层次功能需求，做
精庙安脆李、南坝牛肉、黄金黑木耳、
宣汉黄连，使农业劳动变成休闲运动、
农产品变成旅游商品、农村劳动力变
成旅游从业者；精心创作薅草锣鼓、马
渡民歌、土家婚俗表演等民俗文化节
目，积极承办全国新农村文化艺术展
演、洋烈龙舟大赛等大型节庆活动，让
游客脚步慢下来、内心静下来、身心留
下来；推广“协会+专合组织+基地+农
户”模式，将产业资源转化为旅游资
源，打造了明月“川东莲乡”、下八“米
岩花海”等农旅互动典型和茶河圣水
山庄等幸福美丽新村96个，创建省级
三星级以上农家乐、乡村旅游特色业
态经营点、民宿旅游达标户109个，乡
村旅游收入达13.5亿元，村民户均增
收1000元以上。

万源地处川东北大巴山腹心地带、川陕渝
三省（市）结合部，境内风光秀丽，物产丰富，气
候宜人，秀美的山水风光、神奇的三国传说、感
人的红军文化和纯朴的民俗风情是万源旅游
资源的主要特点。

独特的大巴山地质地貌孕育了万源众多
内涵丰富而不可再生的自然生态资源和风景
名胜资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花萼山，被
誉为“大巴山生物基因库”；有被誉为“川东峨
眉”、“十里画廊”的八台山——龙潭河国家3A
级旅游区、国家级地质公园；有烟波浩渺、古朴
原始的黑宝山国家级森林公园和东林山、万宝
山省级森林公园；有经国家商标总局注册的

“大巴山第一漂”和“汉江第一漂”著名漂流旅
游品牌；有肖口河流域生态乡村旅游区；有休
闲避暑胜地鱼泉山、长洞湖；有石冠古寺、观音
幽峡、巴王溶洞、佛爷山、白杨溪等特色生态旅
游景点。

万源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川陕苏
区的重要区域，在这块红色的土地上，有全
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
范基地——万源保卫战战史陈列馆；有省级
文物保护单位——李家俊烈士故居（固军坝
起义遗址）；有大面山、玄祖殿、青龙关等红

军战场遗址和红四方面军万源保卫战军事会
议会址、政治部旧址、红三十三军医院旧址
等。

万源境内还有国内唯一最早记述种茶历
史的紫云坪植茗灵园记摩崖石刻；有佛教胜
地——烟霞山；有以张建成古墓为代表的明
清石墓群建筑；有巴山锣鼓、锁呐、薅秧锣鼓、
蚌鹤舞等丰富的民间民俗艺术节目。

万源盛产富硒茶叶、魔芋、香菇、竹笋、竹
荪、核桃、蕨菜、老腊肉、蜂蜜等大巴山特色农
副土特产品。天然富硒名茶“巴山雀舌”曾获
国际文化名茶金奖；旧院黑鸡世界稀有、国内
独有；萼贝、皮桔、天麻、银杏等名贵中药材和
根雕、藤编、竹编等大巴山特色民间手工艺品
深受游客喜爱。

近年来，万源市委、市政府紧紧围绕打造
秦巴山区旅游度假基地的目标，依托得天独厚
的旅游资源优势，按照“构建一个中心、突出两
大主题、建设三条精品线路”的工作思路，大力
实施政府主导战略、旅游精品战略、市场开拓
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科学规划，精心实施，
取得了明显成效。目前，拥有1个全国红色旅
游经典景区——万源保卫战战史陈列馆，1个
国家4A级旅游区、国家级地质公园——八台

山，两个国家3A级旅游区——红军公园和龙
潭河，1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花萼山，以及
大竹河、鱼泉山、观音峡、石冠寺、烟霞山、佛爷
山、大面山、曹家沟、黑宝山、东林山10个市级
风景名胜区。初步形成了太平镇至八台山至
龙潭河、太平镇至大竹河、太平镇至鱼泉山景
区三条旅游线路；“大巴山第一漂”、“汉江第一
漂”成为全国闻名的旅游漂流品牌。目前，已
引进广东元邦集团投资30亿元用于开发八台
山——龙潭河国家地质公园项目，该项目已正
式启动建设。

渠县地处四川省东北部，幅员面积2018
平方公里，人口150万，拥有“中国汉阙之乡”、

“中国黄花之乡”、“中国竹编艺术之乡”、“中
国诗歌之乡”四张文化名片，享有“古賨国都”
的美誉。境内达成铁路、襄渝铁路纵横交错，

高速公路、国省干道四通八达，是川渝陕结合
部的重要交通枢纽。2016年，渠县实现旅游收
入16.5亿元，同比增长24%。

渠县位于“世界最美风景走廊”北纬30
度线上，文峰夕照、濛山晓雾等“渠县八景”
神奇秀美；賨人谷神秘悠远，融自然风光和
人文景观为一体，与城坝遗址交相辉映；6处
7尊汉阙厚重古朴，数量冠绝全国；王平故
里、八濛山古战场和南宋抗元遗址引人遐
想、充满传奇；清代文庙乃巴蜀一绝，棂星门
牌坊被誉为“蜀中牌坊之首”；红色渠县纪念
园见证了苏维埃政权的历史，铭刻着无数革
命先烈的足迹；马鞍山城市休闲公园和沿渡
坝、柏水湖湿地公园清新自然，碧瑶庄园黛
瓦白墙还原古老的记忆，尽显诗意田园本
色；三汇彩亭惊险奇巧，瓷胎竹编工艺精美；
宕府王呷酒、三汇特醋、琦鑫源黄花等旅游
商品独具特色。

近年来，渠县紧紧围绕“三大奋斗目标”
和“五大主攻方向”，大力实施“古賨国都、悠

然渠县”品牌战略，在推进重点景区建设的
基础上，科学整合全县旅游资源，全力扶持
乡村旅游发展，纵深推进全县旅游扶贫工
作，景区景点建设项目取得了新的突破。编
制完成了《渠县龙潭汉阙风景名胜区总体规
划》《渠县旅游产业发展规划》《渠县乡村旅
游总体规划》及重要旅游景点的详细规划，
以賨人文化、汉代文化为代表的历史文化为
依托，打造旅游精品景区景点。渠县旅游产
业走上了从无到有、从有到优的发展之路，
已创建为“四川省旅游标准化示范县”和“四
川省乡村旅游示范县”，被评为“最具旅游投
资价值县”。

旅游体制创新，成立县旅发委，加强旅
游行政主管部门的统筹协调职能；组建了渠
县文化旅游集团公司。优化景区路网结
构，改造、新建旅游快速通道和旅游公路近
80公里，其中賨人谷旅游公路21公里、览阙
路12公里、贵柏公路13公里，新建到达賨人
谷、碧瑶庄园快速通道3公里和8公里，游客

游览方便快捷。全面打造精品景区景点，开
发建设賨人谷和红色渠县纪念园，賨人谷创
建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省级生态旅游示
范区、省级旅游度假区，红色渠县纪念园创
建为国家3A级旅游景区；文庙、渠县汉阙、
城坝遗址被确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并举办全国汉阙和秦汉文明学术研讨会，促
使城坝遗址纳入国家大遗址公园保护储备
项目；启动汉阙公园建设，修建完成了中国
汉阙文化博物馆，聚焦了全国目光；通过招
商引资，投资1.3亿元建设完成賨人谷假日
酒店，投资3.5亿元建设碧瑶庄园项目和投
资8000万元建设南庭湘苑音乐主题乐园。
大力完善配套功能，发展国内旅行社（分社）
5家，创建星级旅游饭店2家，发展景区农家
乐100余家；开发刘氏竹编、琦鑫源黄花、宕
府王呷酒等10余种特色旅游商品。持续扩
大品牌影响，面向成渝地区加大营销力度，
成功加入三峡旅游环线和川陕苏区红色旅
游发展联盟，渠县正在成为川东旅游胜地。

开江县位于四川省盆地东北部、大巴山
南麓。东连重庆开县，南邻重庆梁平，西接
达川，北依宣汉。全县幅员面积1033平方公
里，辖10镇10乡，总人口60万。境内旅游资
源得天独厚，“千年古刹”金山寺、“人间仙
汤”飞云温泉、“佛韵莲香”宝塔坝、“万亩竹
海”峨城山、“水上乐园”明月湖、“休闲公园”
金马山等独具特色。开江是享誉巴蜀的文
化县和革命老区，红色文化、恐龙文化、民俗
文化、宗教文化底蕴深厚，素有“巴山平原、
毓秀水乡”之美誉。

开江是全国绿色农业示范区、中国油橄
榄之乡、四川银杏之乡、四川鸭鹅之乡、四川
省乡村旅游示范县。拥有国家3A级景区

“千年古刹”金山寺、“国家水利风景区”宝石
桥水库、“人间仙汤”飞云温泉、最美乡村“莲
花世界”、“万亩竹海”峨城山、“水上乐园”明
月湖、“休闲公园”金马山、“城市绿肺”牛山
寺等旅游资源，有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
示范点1个、省级乡村旅游示范镇4个、省级
乡村旅游示范村8个、乡村旅游协会1家、四
星级农家乐（乡村酒店）2家、三星级农家乐
11家、初具规模的乡村旅游接待点50余个。

近年来，开江县牢固树立农旅文融合发

展理念，坚持把旅游业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
予以重点培育和支持，围绕“建设成渝西健
康养生旅游目的地”目标，以乡村田园风光、
生态休闲农业、康养医疗为支撑，整合自然
人文等资源，创新发展模式，着力打造特色
旅游品牌，走出了一条“农旅文”一体化融合
发展新路。

同时，深度挖掘水乡文化、红色文化、民
俗文化和宗教文化等资源，在精心打造千年
古刹金山寺、明代古迹宝泉塔、红色文化陈
列室等人文景观的同时，围绕全县农业

“221”战略工程，植入油橄榄、莲藕、银杏、豆
笋、板鸭等特色产业，有效增强了景区的多
样性、体验性和娱乐性。依托甘棠镇、八庙
镇、长岭镇、普安镇、永兴镇3万亩农建综合
示范区建设，突出“万亩莲花”、“黄金花海”
及“银杏十里长廊”等特色产业，积极植入

“川东号子”、“开江拗棒”、“薅草秧歌”等传
统文化传承和农事体验、蔬果采摘、休闲观
光等旅游主题，并配套乡村旅游要素，成功
打造“莲花世界”、“黄金花海”、“橄榄庄园”、

“十里银杏长廊”等一批精品乡村旅游环线，
发展星级农家乐50余家。依托金山寺景区，
整合“莲花世界”和映月湖大型农家乐，全新

打造“佛韵莲香”景区；投资超10亿元成功打
造“人间仙汤”飞云温泉、城市滨水景观、牛
山寺城市休闲公园，同时即将启动投资100
亿的宝石湖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工程，全力打
造以宝石湖水韵小镇为核心的国家级水利
风景区，展示特色水文化魅力。

传承发展川东号子、开江拗棒、薅草秧
歌、盘歌等乡土文化，积极申报一批国家、
省、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通过打造品牌节
会，突出“春观百花夏赏荷，秋尝百果冬温
泉”主题，做到季有节会、月有活动，有力地
拉动了县域经济社会发展。

“水墨达州�全域旅游”新画卷徐徐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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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山大峡谷景区

凤凰山红军亭

开江县莲花世界荷花美景

海明湖温泉

三汇彩亭

游客在秦巴植物博览园赏花留影

十里画廊鱼泉山

真佛山

达州，一个青山流翠的旖旎之
地，以特有的三国文化和自然山水，
一直以来被视为四川旅游的“第三
极”。行走在仿若工笔描就的达州版
图，漫步在达州幅员面积1.66万平
方公里的土地，扑面而来的是八台
山、花萼山的雄奇壮丽、幽深高远，巴
山大峡谷的秀丽风光、曲折幽深，五
峰山的俊秀婀娜……在美丽的州河
流域、在青砖黛瓦中，体味古镇优雅，
感受古巴人留下的民风民俗；在青山
绿水间，呼吸自然气息；在万亩田野
中，抒发怀旧胸臆；在农家小院里，收
获闲情逸致。

大巴山国家地质公园博物馆

开江黄金花海

大竹县位于川渝陕结合部，素有
“川东绿竹之乡”等美誉，因“竹多竹大”
而得名。这里不仅历史悠久、名人辈
出、物产丰饶，而且拥有出水量较大的
海明湖温泉、四川省历史文化名镇清河
古镇、川东第一佛教圣地净土寺、有“小
峨眉”之称的云雾山等自然和文化旅游
资源。

近年来，该县多措并举，使该县旅
游资源走出深闺，获得游客称赞。围绕
建成“川渝陕休闲度假旅游目的地”旅
游发展定位，借助丰富的自然山水、生
态风光、民俗文化、特色美食等旅游资
源，强规划、夯基础、铸精品、促融合，有
效推动了旅游产业加快发展、蓬勃发
展，旅游业成为全县经济社会追赶超
越、转型发展的“新引擎”。成功创建成

“全省旅游标准化示范县”、“全省十大
区市县旅游目的地”、“全省全域旅游新
生力前十强”；创建国家4A级旅游景区
1个、四川省旅游度假区1个、四川省生
态旅游示范区1个；成功承办第五届四
川温泉旅游节，对外影响力和知名度显
著提升。2016年，该县接待游客310万
人次，同比增长23%；实现旅游综合收入
22亿元，同比增长29%。

该县坚持以“资源为要素、时尚为

核心、文化为底蕴”，加快推动县域旅游
提档升级，全面提升知名度和美誉度。
积极融入时尚元素，客观审视和整合大
竹旅游资源，坚持将旅游发展全方位融
入城市整体发展综合布局，加快打造城
市中心休闲区、特色旅游社区和特色美
食街、旅游购物街等，不断完善旅游功
能。西南地区唯一保存完好的中西合
璧建筑群得到有效保护，白塔水街激光
水舞秀项目全面竣工，为大竹旅游增添
了浓厚的现代时尚元素。着力打造精
品景区，科学谋划“一城五区一线”旅游
环线，重点打造五峰山、海明湖、净土
寺、清河古镇、云雾山五大精品景
区，一批带动能力强、经济效益好的
精品景区加快建成；五峰山创建成国家
4A级旅游景区，乌木滩水库被评为“国
家水利风景区”，大竹县古井溶洞户外
休闲旅游项目入选2016全国优选旅游
项目名录。充分挖掘竹文化、三国文
化、红色文化、宗教文化、农耕文化等优
势资源，重点打造以“三国古道”为特色
的历史文化、以“净土寺”为核心的宗教
文化、以“哈儿司令”为原型的抗战文化
等一系列旅游新品牌，融入地域特色、
彰显竹乡文化的专项文化旅游品牌加
速形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