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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开展 , 为大别山区旅游业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大好机遇。但目前大别山区的旅游业发展水平和本身所具有
的资源潜力并没有得到协调发展。如何开发利用大别山区丰富的旅游资源 ,开拓创新, 以旅游为带动 , 发展地方经济 , 促进新农村建设 ,
是目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介绍大别山区旅游资源状况 , 提出了开发大别山区旅游资源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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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别山位于中原腹地, 鄂、豫、皖3 省交界地, 横跨3 省3

市26 个县区 , 面积5 .43 万km2 , 人口2 181 万 , 其中绝大部分

是农村人口 , 是我国著名的革命老区、贫困山区、落后山区。

该区处在亚热带向温带的过渡地带, 是长江、淮河大水系的

分水岭。区内有18 个国家级贫困县( 区) 。2004 年, 区内人

均 GDP 仅3 733 元, 为全国同期平均水平的35 .5 % ; 人均城

镇居民可支配收入5 975 元, 为全国平均水平的63 .0 % ; 农民

人均纯收入2 340 元 , 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79 .6 % [ 1] 。

1  大别山区旅游资源简介

1 .1 原始生态旅游资源  大别山区原始生态保存好, 有大

别山、三角山、天台山、吴家山4 家国家级森林公园和近10 家

省级森林公园。大别山是物种的宝库 , 为全国6 大基因库之

一。据调查, 其中既有国家珍贵保护植物如银杏、青钱柳、香

果树, 又有享誉国内外的茯苓、板栗、云雾茶, 还有造型奇特

的岩松、石隙兰。屹立于西淠河源头的天堂寨, 以“飞瀑、怪

石、奇松、圣水、幽谷、云海、清凉”而闻名遐迩, 被誉为“华东

最后一片原始森林”, 总面积120 km2 , 主峰海拔1 729 m, 为大

别山主峰之一。天堂寨共有植物1 746 种, 其中国家级保护

植物60 多种, 各类动物200 多种, 年均气温12 .6 ℃, 空气湿

度85 % , 负氧离子含量高, 被誉为天然氧吧、森林浴场。

1 .2 红色旅游资源丰富 大别山横卧中原 , 崇山峻岭, 绵延

千里, 特别是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中原突围等历史事

件, 留下了大量的革命遗址遗迹以及纪念物, 从而使之名声

远播。是鄂豫皖重要根据地之一, 更是刘邓大军活动的主要

区域, 在中国革命历史进程中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革命博

物馆、皖西烈士纪念馆、红军纪念堂等纪念馆以及当时苏维埃

政府所在地等一大批革命遗址, 成为著名的爱国主义教育基

地。现大别山区被定为全国著名的12 大红色旅游基地之一。

1 .3 农业旅游资源  自古以来, 大别山区盛产闻名全国的

板栗、六安茶、信阳毛尖等农产品, 对提升旅游文化品位起到

至关重要的作用。黄冈的土特产品丰富, 有古代列为朝廷贡

品的茧丝绸、英山茶叶、蕲春四宝( 蛇、龟、竹、艾) 、浠水巴河

多孔藕; 有曾在巴拿马国际博览会上获金奖的黄梅挑花、武

穴章水泉竹器、罗田茯苓板栗、英山桔梗和余正泰粉丝; 还有

桑、麻、茶、药、竹、柳、白鹅、粮油等丰富的农产品资源等[ 2] 。

在2007 年1 月份, 英山乌云山茶叶公园和罗田九资河圣人堂

村被列为全国农业旅游示范点, 两条线路列为武汉城市圈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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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精品线路。可以充分利用这一资源优势, 大力开发农业旅

游资源 , 形成集观光、种植于一体的现代农业旅游产业。

1 .4 地质旅游资源  金刚台地质公园位于大别山中部 , 是

扬子板块与华北板块的拼合部位 , 又是秦岭—大别山造山带

的东段, 赋存着丰富、系统、完整的大陆动力学研究系统 , 是

研究秦岭—大别山造山带拼合、增生、喷发、侵入等深化过程

的理想场所。在地质现象上 , 更是火山地貌、花岗岩地貌相

依相偎, 新老构造运动遗迹星罗棋布。尤其是奇特的火山地

貌、典型的同源岩浆演化 , 堪称国内罕见, 具有极高的观赏和

保护价值。金刚台地质公园由金刚台景区和汤泉池景区组

成, 山地、丘陵、河谷、湖泊等各种地貌浑然一体 , 集典型性、

稀有性、观赏性、科研价值、健身疗养等于一身。汤泉池位于

信阳商城县西南20 km 的雷山脚下, 水温56 ～58 ℃, 富含硫、

镁、氢、氟、锶、钡、钛、硼等多种微量元素, 对各种皮肤病、风

湿性疾病有显著疗效[ 3] 。另外 , 黄冈英山温泉水质、水量号

称“全国第2”。六安霍邱有铁矿等矿产资源。

1 .5 古色旅游资源 大别山区古色斑驳、名人辈出, 古有鸠

鹚之役、李成之乱、陆逊追曹、徐寿辉起义称帝、马朝柱天堂

聚义、太平军浴血奋战松子关。亦有东坡赤壁、李时珍纪念

馆、四祖寺、五祖寺等文化旅游景点 , 寿县古城、六安国王陵

等古色旅游资源。现代则有地质科学家李四光, 爱国诗人学

者闻一多等一大批影响中国乃至世界历史的科学、文化巨

匠。这里也是历代迁客骚人留连之所 , 苏轼在此作二赋一

词, 徐寿辉反元曾在此建“天完国”, 李贽客居麻城讲学著书 ,

太平军转战鄂东等, 留下了大量历史遗迹和名篇佳作[ 2] 。

2  发展旅游业是实现大别山区新农村建设的重要途径

一是有利于促进农村产业结构调整。长期以来, 由于大

别山区自然地理环境恶劣, 一直以来就处于靠天吃饭的境

地。产业结构也比较单一, 以种植业为主。发展旅游可以有

效实现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 促进农村生产力发展, 从而改

变大别山农村地区自产自销的传统低产低效实际状态。

二是有利于提高农村居民综合素质。发展旅游有利于

农民感受到游客带来的城市文化, 开阔眼界、更新观念、变革

生活方式、提高村民素质和文明程度, 有利于形成新农村的

文明风尚。因此, 旅游开发将促进先进文化与文明风尚在大

别山区农村形成。

三是有利于山区人民脱贫致富。旅游业是新农村建设

中比较容易直接带动农民增收的产业。发展旅游可以有效

地把农业产业与第三产业结合起来 , 发展观光农业, 拓展增

加农民收入的新路子。引导和吸引大量农民参与和直接从

事旅游接待服务, 形成家庭收入 , 促进经济的发展, 从而带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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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大别山区区域的发展。

四是有利于村容村貌的改善。旅游对于环境卫生及基

础设施的要求, 将大大推动大别山区农村村容的改变。通过

发展旅游, 农村的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条件, 交通、通信、卫

生和饮水等条件将得到改善, 有利于实现新农村建设中对整

洁村容村貌的要求[ 4] 。

3  大别山旅游资源开发利用的战略发展思路

2004 年12 月, 大别山作为全国12 个“重点红色旅游区”

写进了《2004 ～2010 全国红色旅游发展规划纲要》。大别山

旅游资源开发利用的发展战略, 要结合山区实际, 把发展旅

游作为新农村建设的切入点。挖掘极其深厚浓郁的大别山

区的红色、农业、生态、地质等旅游文化 , 将其整理、挖掘, 为

构建大别山区和谐社会主义新农村提供重要指导作用。目

前, 大别山区旅游资源开发利用的主要瓶颈在于, 由于区域

面积广大 , 位于3 省交界地带, 景点分散, 导致各旅游景区景

点部门倾向比较明显, 景区缺乏统一规划, 旅游区域间缺少

有效合作, 没有形成合力 , 丰富的自然景点、人文景观和革命

遗址被孤立开发 , 同时由于在包装、宣传、促销上各自为政 ,

已开发的资源显得散、乱、小、差 , 严重影响和制约了旅游资

源的开发与利用。

3 .1 用科学的发展观编制大别山区域旅游规划, 指导大别

山区旅游的开发和建设 用科学的发展观制定大别山区域

旅游规划, 要强调加强旅游区域合作, 主动融入中部区域旅

游合作、全国旅游发展大局, 打破行政区域界限, 做好与周边

城市的对接 , 共同打造大别山旅游精品线路, 如联合办交通

的形式和联合旅游开发的形式。为消除旅游壁垒、实现无障

碍旅游创造良好发展条件。

在规划中要明确重点开发区域、科学布局相关配套措

施。坚持开发与保护并重, 可持续发展的原则。注重保护大

别山优美的生态环境, 避免不同程度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

情况。以绿色旅游来支持红色旅游, 确保大别山红色旅游可

持续发展。

3 .2 吸引多方投资, 完善旅游基础设施建设  旅游基础设

施薄弱、资金缺乏是制约大别山区旅游业发展的主要因素。

完善乡村旅游基础设施建设要结合新农村建设工程, 多渠道

筹措资金, 坚持投资主体多元化, 在保护的前提下开发旅游

资源。引导投资兴建如景区的停车场、公共厕所、住宿、饮食

卫生等食、住、行、游、购、娱六大旅游要素。如根据接待需求

规划引入自来水, 处理相应的排水污染等, 将使农民的家庭

环境、整体生活条件得到全面改善[ 2] 。

加快大别山区旅游业的发展, 不仅需要加强旅游“硬件”

设施的建设, 也需要不断提升旅游“软件”服务的质量, 按照

新农村建设中对村容村貌的要求, 努力营造整洁的村容村

貌、良好的乡风文明氛围。

3 .3  突出特色,“红”、“绿”、“古”结合, 提升旅游核心吸引力

 大别山区的红色旅游资源是难得的稀缺性资源, 要充分发

挥这一优势地位, 以红色旅游为龙头, 深度开发和整合旅游

资源。大力发展以革命传统教育为主题的红色旅游, 以大别

山生态风光为主题的绿色旅游, 以历史文化和名胜古迹为主

题的古色旅游, 打造特色 , 提升旅游核心吸引力, 打造农村经

济新的增长点, 为大别山区新农村建设提供财力支持。

另外, 在突出特色的旅游资源开发过程中要摒弃现有的

简单模式, 适应市场需求, 形成更多的参与性、游乐性、休闲

性项目。如可以根据大别山独特的军事文化, 开发推出自驾

车游、野外宿营、战斗游戏这些时尚的旅游休闲项目。将这

些活动和参观旅游景点紧密地结合起来, 使游客真正感受到

“游有所学, 游有所乐”, 增强旅游的吸引力。

3 .4 培养旅游从业人员整体素质, 营造和谐的旅游环境  

发展大别山区旅游业, 要充分发挥人才作用, 牢固树立人才

资源是第一资源的新观念, 抓住培养、吸引、使用人才3 个环

节, 加快高素质人才和适用人才的培养步伐。立足于长远发

展, 有计划、有重点、多方式地培养旅游人才, 造就新农村的

新农民。可通过学习深造、参观考察、教育培训等方式, 进行

旅游接待服务技能培训, 学习旅游相关法律法规等旅游经营

管理专业知识[ 5] 。提高广大村民的文化水平和整体素质, 培

养文明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 为旅游者提供愉悦、舒适、安

全的旅游环境。

3 .5 切实抓好宣传促销工作, 着力打造大别山旅游知名品

牌 由于大别山区所具有的地域广大性特点, 大别山旅游知

名品牌的打造应选择联合宣传促销的形式。以有效地改变

对外宣传乏力, 宣传资料不齐备, 旅游业文化总体形象难以

树立的状况。在宣传促销中要重点突出大别山具有广泛吸

引力的战争文化、军事文化。从这样一种稀缺性红色旅游资

源角度开发、塑造新卖点, 以提高旅游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要通过多种方式加大对大别山旅游宣传促销的力度, 可

建造大别山旅游信息平台, 提高信息网的管理水平与信息

量, 把它作为宣传和推介大别山区旅游的一个重要工具。

充分利用旅游交易会、博览会与周边城市联合对外宣传

推介。目前大别山红色旅游大型推介会( 河南) 和六安大别

山旅游推介会分别已在北京、上海举行 , 都取得了良好的效

果。通过大别山板栗节、大别山生态旅游节节庆活动形成宣

传促销合力。并积极编印旅游宣传册, 主要内容包括各旅游

景区的简介、景点间的交通信息、门票价格、游览路线等 , 为

实行区域旅游合作, 打造无障碍大别山区旅游圈奠定基础。

4  结论

大别山区旅游资源开发利用是一项综合性的旅游、文

化、社会事业。应坚持以大别山红色旅游文化为基础, 以市

场需求为导向, 将开发利用大别山区旅游资源与扶贫工作和

新农村建设相结合, 使开发利用大别山区旅游文化资源成为

新农村经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 进而起到推动整个大别山

区的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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