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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桑景画心神往，碧江映鲤云中徜。”
在热浪肆虐的八九月，绥宁黄桑国家自然保

护区为旅客送上了清爽凉意。在彩虹隐现的六鹅
洞飞瀑前，悬崖边洒下的水珠飞溅到游客身上；
在森森古树下的曲幽谷，游客徜徉其中，流连忘
返；在古老神秘的上堡古国，游客感受到原汁原
味的民族风情，体会到了多彩的“文化盛宴”。

像黄桑生态旅游区这样的文化旅游景点，
绥宁县还有很多。“十三五”期间，绥宁县将发展
乡村旅游作为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抓手，加
快推进旅游重点村的基础设施建设。花园阁村
兴建了风雨桥、戏楼、长廊、码头、森林剧场和环
岛游道，发展观赏荷花100亩；六鹅洞等7个村
成立了民俗文化表演团队；大园村建设了演艺
中心、游步道、标识系统等。

2015 年至 2019 年，全县年游客接待量从
150 万人次上升到 257.99 万人次，年均增长
14.52%；旅游收入从8.2亿元上升到23.97亿元，
年均增长30.24%；旅游业增加值占 GDP的比重
从4.37%增长到11.35%，年均增长26.95%。旅游
业逐渐成为绥宁县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

“十四五”以来，绥宁县按照“一圈三线四
廊”的发展战略，打造精品旅游线路，加速文旅
产业融合，积极推进文旅公共服务水平，全面推
动文旅产业健康发展。今后，该县将以文旅融合
为引领，以“做强绿色，突出古色，培育红色”为
目标，以“讲好绥宁故事”为主题，打响绥宁文化
旅游新名片。

“醉”美绥宁 一见钟情

绥宁县地处湘西南边
陲，总面积 2927 平方公里，
境内山高谷幽、溪河密布，风
光旖旎，被联合国誉为“没有
污染的神奇绿洲”。

绥宁县森林生态旅游资
源丰富。境内植被繁茂，生态
优良，现有林地348万亩，森
林覆盖率80.87%，有“三湘林
业第一县”之美誉，并荣获“国
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全
国绿色小康县”“中国竹子之
乡”称号。该县拥有黄桑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花园阁国家
湿地公园，以及全国面积最
大的金丝楠木林、全国面积
最大的铁杉林、全国面积最
大的穗花杉林，被誉为“天然
氧吧”“动植物王国”“动植物
基因库”“亚热带最美森林”。

绥宁县民族民俗文化旅
游资源丰富。一方面，绥宁是
革命老区县：红军长征四过
绥宁，武阳大捷开湘西会战
胜利之先声，为中国革命和
抗战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另一方面，多民族长期交织
融合，民族文化丰富多彩：绥
宁苗族四月八姑娘节被列为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上
堡、大团侗寨被列入中国世
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录，拥有
市级以上非物质文化遗产25
处、中国传统村落18个、省级
少数民族特色村寨5个、省级
文物保护单位13处，获评“中
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

绥宁县旅游产业发展
基础日趋完善。目前，全县
拥有接待床位万余张，景区
游客接待中心、停车场、公
厕等基础设施日益改善。近
年来，该县民宿发展火热，
先后涌现出花园阁云水居、
坝哪部落艺术民宿、上堡故
事民宿、铁杉林苑等20余家
精品民宿，常年“霸占”邵阳
市抖音吃喝玩乐民宿客栈
排行榜。2021 年，该县接待
游客 181.2226 万人次，旅游
收入21.364亿元。

今后，绥宁县将大力实
施“生态立县，绿色崛起”战
略，奏响“深呼吸·到绥宁”旅
游宣传口号，全力推进全域
旅游、生态文旅康养示范区
建设，实现“美丽绥宁、活力
绥宁、幸福绥宁”建设目标。

花园阁风光。

近年来，绥宁县毫不松懈坚守“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坚持走生态优
先、绿色发展之路。该县按照“生态立县，
绿色崛起”战略，致力创建国家生态文明
建设示范区、国家绿色循环低碳发展先
行区、省级森林城市和邵阳西部生态圈
中心城市，推进生态旅游高质量发展。

该县扎实推进以生态红线管控为重
点的森林资源保护，严格控制建筑规模，
减少对林地、草地的占用；加强对山体的
监测力度，健全防火体系；加强对各水源
地的水质监测力度，全力维护水质安全；
鼓励绿色出行，旅游大巴、景区摆渡车等
全部采用清洁能源。

“十四五”开局至今，该县凭借资源
优势，围绕“生态立县，绿色崛起”战略，
打造“深呼吸·到绥宁”品牌，“崀山—南
山—黄桑”旅游圈已形成，并融入“张崀
桂”旅游圈。同时，该县利用现有的高速
公路路网格局，打造“快入慢游”的生态
旅游模式，以黄桑生态旅游区为龙头，形
成旅游“重点区—潜力区—散点区”梯度
发展、辐射拓展的“一圈三线四廊”全域
旅游发展新格局。

呵护生态做强绿色

定远桥。

近年来，绥宁县大力开
发古村古寨旅游板块。本着

“修旧如旧，以存其真”的原
则，该县以文物为载体、以
旅游为平台，大力挖掘、开
发古村落的历史文化遗产，
逐步将大园古苗寨、上堡侗
寨和大团侗寨打造成具有
历史文化和民族风情特色
的原生态古寨。

该县以寨市古镇和大
团侗寨为双核，整合寨市苗
族侗族乡、乐安铺苗族侗族
乡、东山侗族乡3个乡镇旅
游资源，在保护历史文化遗
产的原真性和完整性的前
提下，打造文化遗产和民族
风情特色旅游区。结合自然
山水、农家休闲、民俗体验、

田园风光等内容为一体的
传统村落旅游区，使历史与
现代、人文与自然有机融
合。其中，寨市古镇创建为
湖南省特色文旅小镇。

依托古村古寨，打造民
俗民宿旅游集聚区。充分挖
掘上堡侗寨故事底蕴，打造
具备侗寨风情的民宿旅游
集聚区。打造插柳村文化艺
术平台，组织开展省级、市
级等有影响力的文化艺术
活动，带动插柳村发展民宿
集聚群。六鹅洞村位于黄桑
景区腹地，具备不可比拟的
优势，该县在此建设了一批
具有苗侗文化底蕴的民宿
群，打造森林康养、新型养
老、休闲度假胜地。

乡村旅游 突出古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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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园古苗寨大园古苗寨。。

绥宁是革命的热土，留下了很多
可歌可泣的革命故事。如邓小平“两
数烟叶钱”、贺炳炎“锯臂疗伤”等感人
肺腑的红色故事，以及“鸡公坡战役”

“白家坊遭遇战”“梅口阻击战”“关帝
庙大捷”等激人奋进的战斗故事。

该县始终将保护革命遗址遗迹
放在文旅融合发展的战略核心地
位。对列入省级文物保护名单的梅
口阻击战旧址、武阳大捷旧址和茶
山阻击战旧址进行保护修缮，建立
缅怀先烈的亭阁，组织经常性的缅
怀活动。追寻红军长征在绥宁留下
的足迹，深入挖掘整理红军故事；加
大对红七军指挥所旧址的保护，争
创国家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关于长征文化旅游这一主题，
该县除了充分对旧址、遗址进行保
护和开发以外，还强调重塑长征精
神，打造长征文化园。该县通过多种
方式，对革命旧址所在地的自然环
境、人文环境、旧址建设与保护等内
容进行普查，充分挖掘经典故事，总
结精神实质，精心包装一批长征红
色旅游建设项目。

此外，该县组织写作班子，将绥
宁的红色革命故事写成小说、剧本，
组织演职人员排演舞台剧、话剧，拍
摄微电影，激励人民记住红色历史，
传承红色精神。

整合资源 培育红色

铁杉林。

近年来，绥宁县通过“六大服务体系”建
设，切实提升文旅服务水平。

信息咨询服务体系。该县在各个旅游服务
中心建设旅游信息服务咨询点，并在各咨询点
投放旅游指南、旅游手册、旅游触摸屏等。

自驾车旅游服务体系。打造包括自驾车
综合服务中心、自驾车营地、自驾车风景道和
自驾车服务保障的自驾车旅游产品体系，提
高自驾车旅游管理水平、服务质量和技术配
套专业水准。

旅游营地体系。逐步启动各类旅游营地
体系建设，包括自驾车营地、徒步者之家营
地、户外拓展运动营地、房车营地、户外烧烤
营地、帐篷营地等。

旅游标准化体系。积极引入国际标准，在
相关旅游基础设施、旅游服务设施建设和旅
游服务领域，实施国际标准；积极参与国家、
地方标准的制定和修订，特别是结合相关旅
游新业态，制定相关建设和服务标准；积极争
取纳入国家旅游标准化试点城市（企业）行
列，创建标准化旅游企业，制定符合自身旅游
业发展需要的旅游标准化体系。

环卫设施体系。在旅游服务中心、旅游景点
及游览区内游人集中停留地段合理布局厕所；
成立环卫队伍，设置垃圾中转站、收集清理场等
设施，配置清运车等设备，做到垃圾日产日清。

旅游安全保障体系。以“安全第一、预防
为主、防治结合”为方针，全面实施“安全旅游
目的地”战略，为游客营造安全、高效、放心的
旅游环境。

服务体系 优化升级

绥宁县城全景绥宁县城全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