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建设部门就免收经营旅游企业各种规

费30万元。对旅游企业在建设 、 经营

中因资金短缺申请银行贷款的，由区

政府负责协调，由企业信用担保有限

责任公司提供担保。为加大旅游招商

引资力度，夷陵区还积极鼓励单位和

个人参与招商引资， 并对引资 500万

元以上的人员给予一定奖励。2000年

以来，全区共推出12个有关旅游招商

项目，签约资金达5.1亿元，到位资金

近亿元，促进了旅游产业经济的迅猛

发展。

同时， 夷 陵 区 还加 大 了 景区 基

础设施建设力 度。按 照旅游景区 规

划，由政府统筹协调， 将生态工程 、

以工代赈、 水土保持、 农村改水 、 天

然林保护、 移民安置、 农村电网改造

等资金优先向景区倾斜。已经开工

或建成了太平溪、 抖船坪、 虾子沟3

个旅游码头， 提升了通往旅游景点

道路等级， 加大了对景区内基 础设

施建设。200 1年， 区 财政向各旅游

景区捆绑投入 专项资金达 3400多万

元， 不仅改善了景区环境， 而且大大

加快了景区 农民脱 贫致富的步 伐，

加强了对旅游服务 业的管理， 提高

了旅游接 待质量和档次， 培训了旅

游专业人 才。区政府还加大景区 内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力度， 严厉 打 击

强买强卖、 欺诈 、 造假等行为， 严肃

查处向企业伸手 、 敲诈勒索及 “三

乱” 行为， 为旅游业的健康发展营造

良好的投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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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君故居

兴山 县地处长江三峡 西陵峡北

侧，是古代汉明妃王昭君的故里。80

年代初，兴山县旅游开发建设以昭君

村为突破口，修复了王昭君纪念馆。

90年代县旅游部门多方筹资 500余万

元， 在昭君村先后修复了昭君书院、

娘娘泉、 昭君故宅等 10余处景点。除

昭君人文景观外，兴山县还开发了诸

多自然景观， 主要有龙门河国家森林

公园、 神农洞景区、 高岚风景区。目

前， 全县年接待游客 4万人次， 全县

旅游综合收入 1300 万元。

丰富昭君村游览区人文景观。在

完善昭君村现有景点设施的基础上，

增加古汉文化的展示和民俗的演示，

改建昭君村民居， 建成古汉文化村

落， 并开发与之相关的旅游产品。还

兴建了名人故里寻踪、 汉文化旅游等

重点景区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扩大龙门河国家森林公园生态游

览区。重点开发了溶洞观光猎奇游、

山木避署休闲游、 夏令营和森林浴保

健游等旅游产品。在开发时尽量保持

原始特色，很好地解决了由森林经营

向旅游开发的转轨、 旅游特色与拳头

产品的问题。突出自然主题，开辟龙

门河中科院阔叶林博物园游览， 强化

生态旅游功能，大力开发生态产品、

专项产品和四 季观光产品。同时加强

配套服务建设， 为旅客提供服务齐全

的硬件环境，使之成为在省内外有影

响的景区。

增辟新县城古洞口水上休闲游览

区。重点围 绕 “水” 字做 文章， 利

用水库开发水上休闲游乐项目，推出

龙舟竞渡和坝上漂流等项目。在新县

城恢复仿汉商业步行街和明清古建筑

一条路。让游 人们在游中玩， 玩中

乐，获得身心的舒畅，把新县城古洞

口建成有吸引力的游览区。旅游业已

成为兴山县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和农

民增收的重要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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