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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湖南旅游“西一片”

  意在南情北景一条河

欧家太  杜红春

湖南旅游资源素有“东一片”“西一

片”之称。“东一 片”指岳阳楼、岳麓山、

韶山、衡山一线；“西一片”指张家界、猛

洞河、德夯苗寨、凤凰古城一片。在湖

南省向世界推荐的四条黄金旅游线路

中，长沙——张家界——猛洞河名人名

山风景旅游被排在首位。因此，湖南旅

游“西一片”开发的战略地位十分突出，

对促进本区域财政经济增长和增加就

业也具有重要意义。问题是，“西一片”

开发失衡，制约了整个景区的整体功能

的发挥。本文就如何改变这种状况谈

些看法。

一、湖南旅游“西一片”的特点及现

状

湖南旅游“西一片”的主要景点，概

括起来 是一 句话：南情北 景一 条 河。
“南情”系吉首德夯、凤凰古城的民俗风

情；“北景”系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的自

然景观；“一条河”系永顺猛洞河漂流。

“西一片”的最大特点是集奇特的自然

风光、浓郁的民俗风情、众多的名胜古

迹、丰富的人文景观于一体，实为一个

富有吸引力的综合性旅游胜地。
作为“西一片”的“北景”——张家

界（含天子山景点），于 1989 年 1 月从湘

西自治州划归张家界市管辖。1988 年

至 1998 年，张家界共接待游客 1 515 万

人次，其中接待入境游客 30.8 万人次，

旅游收入达 205 850.5 万元。
作为湖南旅游“西一片”的“南情”

“一条河”，属湘西自治州管辖。1988 年

至 1998 年，湘西州共接待游客 666万人

次，其中入境游客 3 万人次，旅游收入

为 20 655.3 万元。
近几年，通过加强对湖南旅游“西

一片”的开发，不仅有力地推动了张家

界市和湘西州财政收入的稳步增长，而

且极大地促进了这些地区的扶贫攻坚。
首先，发展旅游促进了财政增收。

1991 年至 1998 年张家界市财政收入年

递增 17.26% ，湘西州财政收入年均递

增 12.15% 。张家界市武陵源区 1989 年

财政收入为 245 万元，其中旅游门票收

入仅 4.2 万元。这些年来，该区紧紧围

绕旅游，积极探索财政增收之路，取得

了显著的成效。1998 年，全区财政收入

达到 3 249万元，为 1989 年的 13.26 倍，

其中仅旅游门票收入即达 703 万元，占

财政总收入的 21.64% ，全区人均财政

收入 722元，位居全省第一。
其次，发展旅游扩大 了社会就业。

自 1992 年连续 7 年举办“猛洞河国际旅

游漂流月”活动以来，湘西猛洞河风景

名胜区逐渐享誉国内外。与此同时，湘

西州旅游从业人数也逐年增长，1998 年

旅游从业人数已达 5 000 余人。在猛洞

河风景名胜区的中心——芙蓉镇（王村

镇），有一位农民向隆生，围绕旅游开发

土家织锦，不仅使自己成了年创纯收入

30 万元、拥有资产 300 万元的个体私营

业主，而且为芙蓉镇 120 余位农民广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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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就业门路。
第三，发展旅游带动了脱贫致富。

属于民族贫困地区的张家界市武陵源

区，1988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仅 250 元，

该区根据旅游消费市场的需要，努力提

高农业商品化率，带来了农民生活的显

著改善，1998年农民人均纯收入达

1 789元，基本实现了农村脱贫目标。

二、湖南旅游“西一片”发展失衡现

象堪忧

所谓湖南旅游“西一片”发展失衡，

指的是“北景”——张家界的旅游开发

高速发展与“南情”“一 条河”——湘西

州的旅游开发停滞不前的反差加大。
两地旅游及相关情况作比较如下：

（一）旅游交通状况

张家界荷花机场于 1994 年 8 月通

航，开通了长沙、广州、北京、上海、重

庆、厦门、南京等国内定期航线航班，完

成旅游吞吐量近 30 万人 次，特别是

1999年 4 月 16 日开通了张家界至香港

航线；怀化经张家界到石家庄的火车延

伸至北京，张家界至广州开通旅游专列

等，使张家界与国内旅游市场的联系日

益紧密；市内鹭鸶湾大桥、观音大桥和

永定大道已建成通车；景区内，天子山

索道、黄狮寨索道相继投入运行，索张

公路水泥路面已完工，两园公路、天子

山车行游道已投入使用。以张家界荷

花机场、张家界二级火车客运站和全市

公路网络以及标准游路为重点的空中、

陆地立体交通体系已基本形成，为张家

界旅游业的发展提供了先决条件。
湘西州近年来虽然在加强旅游基

础设建设上作出了很大的努力，拓宽了

张家界至王村的王石公路，新修和整修

了部分旅游专线，使旅游景区的交通条

件有了一定改善，但从全州整体上来

看，交通对旅游的瓶颈制约仍然十分明

显。目前，全州没有一对始发 客运列

车，没有一条高等级公路，更没有能构

成立体交通的机场。从长沙至该州，无

论是坐火车，还是坐汽车，时间均在 10

个小时以上，这样的交通状况常常令不

少旅游者，特别是入境旅游者望而却

步。连接张家界的重要交通线“1828”公

路吉首至罗依溪大桥投资 3 亿多元的

改造工程才刚刚破土动工，吉首德夯、

龙山皮渡河和凤凰古城等景区的基础

服务设施亦无大的改观。
（二）旅游接待能力

张家界现有足额上交旅游质量保

证金的旅游社（旅游公司）40 家，其中国

际社 4 家，国内社 36 家，共有导游从业

人员 1 000 余人，各类宾馆饭店 400 多

家，其中涉外星级饭店 38 家，日接待能

力可达 3万人次。
湘西州仅有旅游社 4 家、旅游公司

9家，旅游饭店 18 家，其中涉外星级饭

店 7 家，且均在二星级以下，日接待能

力仅 3 000多人次。其猛洞河风景区的

中心芙蓉镇共有国有、私营旅游旅馆 27

家，总床位 529 张，而旅游旺季的客流

量低值在900人次 /天以 上 ，峰值在

1 400 人次/天以 上，供求矛盾十分突

出。
（三）旅游景点建设

张家界已开发风景区（点）12处，开

辟游览线 30多条，修建景区公路 300多

公里，可供观光游览的主要景点景观

300多处。仅武陵源旅游硬件设施开发

建设累计投资已达 5.8 亿元人民币。
修建简易游道 19 条共计 3 000多公里，

建成国际标准游道 4 条共计 50多公里，

建成天子山、黄狮寨两条景区索道。景

区建设日新月异。
湘西州已开发风景区（点）10 处，开

辟游览线 16 条，修建景区公路 150 公

里，可供观光游览的主要景点景观 50

多处。但景区景点建设看不出大的变

化，有些景点如凤凰黄丝桥景点，甚至

可以说是一成不变。
（四）旅游管理水平

张家界不仅成立了以市委书记为

核心的综合协调旅游行业管理的权威

机构——“旅游工作委员会”，而且设立

了旅游质量监督所，并在各景区（点）、

机场、车站设立游客投诉站或投诉电

话，坚决取缔非法旅游机构、严格查处

非法经营旅游业务。同时狠抓行业管

理：一是实行了旅行社年检制度，出台

了《导游人员管理暂行规定》、《旅行社

管理暂行规定》；二是推行了旅游涉外

饭店星级达标制度；三是实行了不定期

整顿张家界驻客源地旅游机构制度；四

是建立旅游从业人员培训制度。
湘西州虽然成立了“旅游协调领导

小组”，但在旅游制度建设上不如张家

界健全，在旅游行业管理上不如张家界

规范，在旅游质量监督上不如张家界有

力，在发展旅游认识上不如张家界超

前。
（五）旅游经济效益

1998年，张家界共接待国内外旅游

者 220 万人次，其中入境旅游者 3.1 万

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 65 576 万元；湘

西州共接待国内外游客 86 万人次，其

中入境旅游者 0.3 万人次，实现旅游总

收入 8 460 万元，分别 为 张 家 界 的

39.1% 、9.7% 和 12.9% 。

从以 上比较可以 看出，湖南旅游

“西一片”之“南情”、“一条河”的旅游开

发明显滞后于“北景”的旅游开发。如

果再不注重它们的协调发展，不仅迟滞

前者经济潜能的释放，而且势必影响

“西一片”整体功能的发挥。从一定意

义上说，如果失去了南部的民俗情、只

剩下北部的山水情，那么湖南旅游“西

一片”的功能就等于失去了一半。

三、改变不平衡的几点思考

旅游资源的开发应该是全方位、立

体型的。这是因为旅游区必须以交通、

通讯为前提，以旅馆、餐饮、娱乐业为基

础。因此，要最终解决湖南旅游“西一

片”开发失衡的问题，需要站在整体的

高度统筹规划，以大旅游的理念协调发

展。
（一）视线上要转移。首先，观念要

改变，要树立“大武陵源”的概念，摒弃

武陵源仅指张家界的狭义观念，把“南

情”、“一条河”的开发纳入“武陵源旅游

开发区”的总体规划之中，拟定一个“西

一片”的总体开发规划，不搞各自为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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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既要巩固“北景”的中心地位，更

要增强其对“南情”和“一条河”的辐射

功能，发挥“西一片”的整体功效；第三，

“北景”的开发应在控制量的盲目扩张

的基础上，把重心转向质的提高，“南

情”和“一条河”的开发应在巩固提高质

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大量的扩张。
（二）投入上要倾斜。首先，在交通

建设的投入上要向“南情”、“一条河”所

在的湘西州倾斜。因为交通瓶颈是湖

南旅游“西一片”发展失衡的主要症结。
要通过建立吉首经张家界至常德的高

等级公路，缩短与张家界机场及长沙的

距离，完善“西一片”旅游的整体功能。
其次，在旅游接待设施建设的投入上要

向湘西州倾斜。作为“北景”的张家界

通过近十多年的快速发展，旅游接待设

施已经饱和，接待能力已相对过剩。而

作为“南情”和“一条河”所在的湘西州

旅游接待设施相对落后，接待能力严重

不足。因此，“西一片”旅游接待设施建

设的重点应逐渐由北向南转移。第三，

在旅游景点建设的投入上要向湘西州

倾斜。
（三）拳头项目上要推进。作为湖

南旅游“西一片”三大景区之二的“南

情”和“一条河”，近些年虽然也取得了

长足的发展，但与“北景”的发展速度相

比相距甚远。“南情”景区的黄丝桥古

城和“一条河”景区的土司王故都老司

城，甚至尚未得到很好的开发。现今保

存完好的黄丝桥古城建于清朝 1700年，

至 1913年止有 213年的驻兵史，城墙上

有大小箭垛 300个，外炮台 5 座，城堡开

有东西北三个城门。走近古城，仿佛看

到当年英勇的苗族人民为反抗清统治

者的残酷压迫揭竿起义、清朝统治者不

得不屯兵苗寨严厉镇压和防范的历史

画卷。1986 年该古城被省政府列为省

级重点文保单位，被前来参观考察的海

外学者赞誉为“可贵完美的艺术杰作”。
老司城是溪州彭氏土司政权的故都，文

物古迹众多，有土家族“露天博物馆”之

誉。主要景点有祖师殿、土王宫、彭氏

宗祠、土司王墓葬遗址等。上述两个景

点的适度开发将会大大丰富湘西旅游

“西一片”的内容。
（四）政策上要放宽。一是要创造

宽松环境，大力引进国外、州外资金，突

出加强“南情”和“一条河”景区的旅游

基础设施和重点旅游景点建设，使“南

情”、“一条河”亦享受“武陵源旅游开发

区”的有关优惠政策；二是建议国家开

征旅游税，对各省的重点旅游黄金线路

在资金投入上实行倾斜，对黄金线路景

区所在的民族贫困地区实行旅游税先

征后返，专项用于民族贫困地区的旅游

开发；三是目前各级财政安排的旅游发

展基金、三产引导资金应对属于旅游黄

金线路的民族贫困景区给予重点照顾；

四是要制定以资源保护和行业管理为

主要内容的《旅游管理条例》，加大旅游

市场执法检查和质量监督力度，规范旅

游市场。
（五）机制上要搞活。旅游企业的

改革改制是湖南旅游“西一片”景区 面

临的新课题。不断改革创新是企业发

展的永恒主题，特别是在当前服务贸易

进一步放开、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形势

下，必须坚决摒弃追求平稳、不思进取

的经营理念，按照现代企业制度，以 转

换经营机制为核心，以提高企业效益为

目的，着力做好企业的改革改制工作。
所有的旅行社、旅游公司和其他旅游企

业，都要努力向股份制或股份合作制过

渡，以充分调动旅游从业人员的积极

性，促进旅游企业充满生机和活力。
（作者单位：湖南省湘西自治州财

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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