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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摘选信息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合法性由发布单位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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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华山概况 

基本简介 

现浙江金华山，广义上指金华市本级北部的山脉，狭义上指金华

市区北面山峰（壶瓶山）。金华山名的来历最早史见于晋朝末南朝初，

距今已有 1500多年历史。 

金华山，道教名山胜地。位于浙江省金华市境内北部。山中层峦

叠嶂，清泉潺流，洞穴四布，怪石林立，主峰海拔 1300 余米，面积

约 2.5 平方公里。金华山又名长山、常山。山间双龙、冰壶、朝真

三洞合称"金华洞"，为道教第三十六小洞天，名曰"金华洞元洞天";

赤松山传为古仙人赤松子于此引牧羊少年黄初平修道成仙之地，故

名。山上有金华观、赤松亭、"五洞十景"等自然景观及道教古迹。为

浙江道教名山之一。 

（来源：好搜百科） 

 

区域划分 

金华山旅游经济区昨正式成立 面积 150 平方公里 

昨天，金华召开了一个旅游经济开发动员大会，成立了金华山旅

游经济区管理委员会，“大金华山”被当成一个概念推出。新区包括

了一山两镇，即金华山和临近的婺城区罗店镇、金东区赤松镇。在规

划里，新区范围包括金华山山脉和周边规划建设的特色小镇区域，涉

及金华山北坡兰溪市部分区域和金华山脉绵延的双尖山、萧黄岩、太

阳岭等地界。 

新区管辖范围包括双龙风景区规划范围，婺城区罗店镇辖区，新

狮街道长岭、对岳殿、鹿村、放生塘、山下曹、唐村、姚垅 7个行政

村，金东区赤松镇辖区。 

总体来看，区域面积有 150平方公里，其中涵盖了双龙景区 79.7

平方公里的规划区。 

（来源：浙江在线 2015-7-7） 

金华山旅游发展区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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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加爱:全面推进金华山旅游经济区开发建设 

为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加快市区重点区块开发建设和

赶超发展，市委、市政府在充分调查研究、多方征求意见的基础上，

决定成立金华山旅游经济区，与双龙风景旅游区合署办公，管委会作

为市政府派出机构，给予充分授权，并全面托管婺城区罗店镇、新狮

街道部分行政村和金东区赤松镇。金华山旅游经济区的成立，标志着

金华山及周边区域新一轮开发建设拉开序幕。 

一、充分认识成立金华山旅游经济区的重大意义 

二、深度挖掘开发金华山旅游经济区这座“富矿” 

三、科学谋划金华山旅游经济区开发建设蓝图 

四、扎实推进金华山旅游经济区开发建设 

（来源：金华新闻网 2015-7-16） 

 

市领导调研金华山旅游经济区发展情况 

金华山旅游经济区管委会成立后，立即着手总体规划编制。经过

反复讨论修改，12月 17日，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金中梁召开专题

会议听取由北京“土人设计”设计的金华山旅游经济区总体规划修改

稿。会后，与会人员还赴经济区进行调研。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金

华山旅游经济区党工委书记林一心， 能够加上北京土人设计院首席

设计师俞孔坚陪同调研。 

会议充分肯定了修改稿内容，但同时也指出旅游的根本问题是要

吸引游客来金华，相关规划要站在“大金华山”的角度去考虑问题，利

用好双龙洞、黄大仙和金华山的山水风光，将温差、区位等优势发挥

好。在创造经济效益的同时，也为金华人民创造一个优质生活休闲场

所。要提高景区的交通能力，连同内部交通，解决景区可接入性问题，

重点探索多种形式上下山的形式。 

会议强调，要在交通、重点景区建设、老景区改造提升、景中村

改造提升等方面找准当前景区发展的切入口。探索发展核心区与周边

景区的差异化建设，做到规划一张图、交通一张网、共打一张牌、开

发多主体这一要求。在与前期规划相融合基础上，合理挖掘、开发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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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乡镇特色旅游项目，妥善保护因地制宜发展老矿区、特色古道等旅

游资源。要抓住历史机遇、加快旅游开发，做大做强金华山。 

（来源：金华新闻网 2015-12-18） 

金华山旅游发展区的未来 

金华山旅游经济区绘就发展蓝图 

从双龙洞迈向大金华山时代 

11月 30日，金华山旅游经济区召开建区 5个多月来的首次干部

大会，向全区近 400名机关和镇村干部发出了第一个“三年行动计划”

和建设“美丽金华山”动员令。 

对全区干部来说，这既是一次建设动员会，也是一次誓师大会。

从这一刻开始，无论是区机关、景区，还是罗店、赤松等镇村干部，

从此大家都是金华山一家人，为了“从双龙洞迈向大金华山时代”这一

历史使命，凝心聚力，奋勇前行。 

300 平方公里的规划蓝图已经初步绘就，三个“三年行动”计划目

标也已明确。金华山旅游经济区全体干部发出了诤诤誓言：力争通过

10年左右的努力，年接待游客量突破 1000万人次，旅游收入达到 100

亿元，重振金华山“江东名山”的盛誉。 

①大调整：景区变身经济区 

多年来，不用说外来游客，就是许多本地游客，对金华山的认识

也仅限于双龙洞景区，以及 20 年前开发的黄大仙祖宫景区。摊开以

往的双龙风景区总体规划，虽然规划了双龙洞、黄大仙、尖峰山、大

盘天、家园里等多个景区，但总面积也不过 79 平方公里，且局限于

金华山南坡。 

这些，远不是金华山的全部。金华山横亘于金华城北，高耸云中

的山脊是金华最美的天际线，其地界跨越婺城、金东、兰溪、义乌，

甚至向东北延绵到了浦江。兰溪的六洞山、红岩谷、义乌的萧皇岩等

景区，都是大金华山的一部分。同时，金华山还是一座集儒、释、道

于一体的历史文化名山，还有许多旅游秘境和文化资源“藏在深闺待

人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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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华山长期存在“一山多头，一景多主，一地多属”等状况，由于

体制不顺，空间有限，发展受到束缚，难以形成合力。今年 7月，市

委、市政府以前所未有的远见和魄力，下大决心调整双龙风景区管理

体制，决定成立金华山旅游经济区。 

从总体规划初步成果来看，全区规划覆盖整个金华山脉及周边特

色小镇，包括金华山北坡的马涧镇、梅江镇 314省道以南的兰溪分区

约 150平方公里，总规划面积达到 300平方公里，直接管辖面积 150

平方公里。 

新设立的金华山旅游经济区管委会，作为市政府的派出机构，被

授予设区市人民政府部分经济社会管理权限，全面托管罗店、赤松及

新狮街道 7个行政村，共拥有 80个行政村，6万余常住人口。 

这一重大决策，彻底改变了以往多头管理、交叉管理、效能低下

的局面，同时整合“一山两镇”资源，实行山上山下整体规划，联动开

发，也解决了山上发展空间狭小受限制的难题。体制调整，如同一招

妙棋，以往看来难以解开的“死结”迎刃而解。 

从 79 平方公里到 300 平方公里，从单纯的旅游风景区到有经济

社会管理权限的旅游经济区，局限于一隅的双龙洞时代正渐行渐远，

以“大旅游、大产业、大市场、大发展”为胸襟的大金华山时代已然开

启。 

②大视野：双龙要打国际牌 

建区伊始，市委、市政府就提出，要坚持市场化、精细化、个性

化、国际化路径，强化统筹，整合资源，优势共创，扎实推进旅游景

区要素集聚、功能转型、产品创新和周边特色小镇建设，以“双龙胜

景、三教名山、休闲养生”为特色，着力打响“大仙圣地金华山”品牌，

加快创建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和国际化风景名胜区，着力打造国际养

生旅游度假区。 

在总体要求的框架下，“三三四五”的具体发展目标和任务也逐步

清晰起来。“三三”就是实施三个“三年行动”计划，分阶段实现大发展、

大提升和大繁荣的目标。“四”就是承担浙中现代旅游产业集聚区、浙

江旅游管理体制创新区、儒释道三教文化集中展示区和金华美丽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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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示范区等四大功能。“五”是要合理布局旅游观光区、森林保护区、

生态居住区、休闲度假区和低碳产业区等五大功能区块。 

“区域范围更广了，发展平台更大了，目标定位也更高了。”市人

大常委会副主任、金华山旅游经济区党工委书记林一心说，这是一个

庞大的系统工程，金华山要下的是很大一盘棋，再也不能像以往一样

小打小闹，小家子气，一定要立足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和高效能

管理，以大视野、大手笔，谋求旅游经济区的大发展。 

③大气魄：誓言三年大变样 

金华山旅游经济区成立 5个多月来，始终是一个社会热点。外界

一直在关注，金华山成立旅游经济区，要干什么，怎么干，能不能干

出名堂来。事实上，去管委会转一趟，就会发现这里的干部走路都要

快一些。“现在不比以前，千头万绪，目标高任务重，事情实在太多，

人手又不够，开完会就忙落实，实在停不下来，‘五加二’、‘白加黑’

更是家常便饭。”办公室一位干部坦言。 

5个多月来，区领导干部在忙碌，也在不停思索。根据市委、市

政府提出的“一年求突破，两年见成效，三年大变化”要求，金华山旅

游经济区成立后，一手推进管理体制调整，落实“三定方案”，确保委

托权限“接得牢、管得好”；一手加快 300平方公里总体规划编制，评

审确定北京土人城规设计有限设计方案中标，尽快完善实施。 

同时，管委会汇集各方面智慧，拿出了第一个“三年行动计划”征

求意见稿，也向社会昭示了金华山大开发、大建设的勃勃雄心。“三

年行动计划”提出要加快推进旅游经济全域化、旅游项目品牌化、旅

游营销国际化三大战略。对照 5A 级旅游区创建标准，从旅游交通、

游览设施、综合服务、特色文化、信息化、旅游安全、旅游管理、资

源和环境保护等八个方面进行自查整改和完善提升。 

力争通过三年努力，完成双龙申报国家 5A 级旅游区工作，把金

华山建设成为生态良好、业态多元、文化彰显、服务优质的国际化风

景名胜区，着力打造金华山国际养生旅游度假区。届时，金华山年游

客量要力争达到 350万人次，年旅游总收入 30亿元，分别比 2014年

增长 66%和 60%，确保“三年大变样”。 

④大发展：十大工程战鼓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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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金华山旅游经济区公布的首个三年行动一揽子计划中，最振奋

人心的是 10大重点工程和 10大工作，这也是“三年大变化”的项目支

撑。这些重点工程和工作经过了前期调研和梳理，全部明确了时间表

和责任人。 

翻开这 20 项工程、工作任务分解表，你会发现金华山旅游经济

区管委会确实在下“很大一盘棋”。比如，文化体验型的旅游大项目就

有婺文化公园、智者文化园和侨仙文化园，分别以尖峰山高尚生活区

块、智者寺和黄大仙祖宫为载体，对应和做大儒、释、道三大教文化。

观光休闲型旅游项目有双龙胜景、浙中凉都和森林公园，包括山顶的

滑雪（草）场和大盘天服务接待中心都纳入了招商和建设计划。 

按照“产业+文化+旅游”模式规划建设的罗店和赤松两大特色小

镇项目，也让人憧憬。如罗店要分两期实施千年古镇风情街改造，罗

店的“云谷小镇”要在三年内初具规模。赤松镇要启动“仙谷”小镇建设，

仙桥老街改造提升，锦林佛手文化园提升改造，以及赤松子养生园、

朱丝了文化书院等项目。 

三年行动计划中，基础设施项目也安排了两组。一组是交通路网，

打通里宅村—赤松黄大仙宫道路，拓宽提升石墙脚村—山口冯村道

路，优化新朝线—九龙线道路等，实现区间道路的内联外通。徐霞客

古道要完成三期工程，启动金兰古道、牧羊古道等建设，并为索道、

滑道等项目做好设计和前期。另一组是服务基础设施项目，要完成智

慧景区建设，促进双龙、鹿田、盘前、钟头、老石桥等高端民宿发展，

并赋予健康养生功能。 

金华山旅游经济区管委会主任蒋金红表示，无论是传统景区的提

升、新型景区的开发，还是特色景区的培育，都需要实实在在的项目

为支撑。机遇难得，时不我待，只要全区广大干部群众凝心聚力，狠

抓落实，抓个三年，金华山一定能大变样。 

⑤大旅游：打造美丽金华山 

“试想一下，如果村庄里脏兮兮的，污水横流，蚊蝇满天飞，又

如何让游客进得来，留得下？”在 11 月 30 日的干部大会上，区领导

一席话让众多与会的村干部警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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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华山旅游经济区直接管辖 80 个行政村，有相当一部分还是落

后的山区村庄。根据旅游经济全域化的既定战略要求，构建大旅游大

景区格局，全民参与、全民享有，“人人都是旅游形象，处处都是旅

游环境”。这些传统的农村，   要真正升级为国际化大景区的一部分，

显然还有很长的道路要走。 

按照区领导班子的想法，第一步必须把环境整治好，清清爽爽，

山清水秀，让游客进得来；然后像琐园村、寺平村一样，形成自己的

旅游风情特色，让游客留得下。 

为此，区党工委、管委会决定结合“五水共治”、“四边三化”、“三

改一拆”等，以“美丽金华山”建设为抓手，全域推进环境整治提升工作，

优化人居环境，提升服务水平，把金华山旅游经济区建成“两美”金华

的示范窗口。 

未来一年内，全区将按照“点线面结合、镇村齐推进、一年求突

破”的要求，实施“夯实环境基础，建设秀美村庄；编制建设规划，布

局优美村庄；彰显景区特色，打造精美村庄”等三大行动任务。争取

到 2016年底，全区建设 10个左右的美丽乡村示范村，建成两三条美

丽乡村风景线，使全区生态环境明显提升。 

（来源：金华新闻网 2015-12-2） 

各地区旅游开发案例、经验 

山丹打造“旅游+”产业模式 综合收入 12 亿余元 

国际在线生态中国频道：近年来，山丹县充分发挥得天独厚的旅

游资源优势，把旅游业与双创、精准扶贫、绿色发展、美丽乡村建设、

互联网+等结合起来，探索出了一条“旅游+”的发展路径，推动旅游产

业与农业、信息、文化等产业融合发展，培育了多元化新业态旅游产

品，全县旅游产业呈现跨越式发展态势。至目前，共接待游客达 220.25

万人次，同比增长 24.9%，实现旅游综合收入 12.18亿元，同比增长

46.6%。  

“旅游+农业”。主要依托焉支山、皇家马场、大佛寺景区、南湖

生态植物示范园和李桥水库水利风景区，大力实施旅游扶贫，推动大

众创业万众创新和美丽乡村建设，成立了首家乡村旅游专业合作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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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有发展潜力的贫困户申请贷款，新建农家乐、家庭农场和生态农

业观光示范区等，打造地方特色的产供销发展产业链，真正拓宽贫困

农民增收渠道。联合各乡镇举办农家乐管理和服务人员技能培训班，

组织村级干部和农家乐业主赴陕西省礼泉县袁家村考察学习，探索出

了一条以旅游促扶贫、推双创、助增收的路子。全县共培育乡村旅游

专业村 4 个，乡村旅游专业合作社 1 家，兴办农家乐 88 家，其中四

星级 10家、三星级 15家、二星级 23家，吸纳剩余劳动力就业 2135

人，辐射带动 200余人脱贫，实现了产业发展和扶贫增收的双赢。  

“旅游+文化”。抢抓国家建设“一路一带”和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建

设机遇，建设河西文化大县和旅游大县，突出马文化、艾黎文化、长

城文化、佛教文化、生态文化等旅游特色，将整个县域作为一个互补

互动的“大景区”来打造。重点建设“五区三线”旅游大格局，在推进焉

支山自然风光体验旅游区、马场马文化体验旅游区、长城雄风体验旅

游区、艾黎新西兰国际旅游村观光体验旅游区、大佛寺佛教文化体验

旅游区五区一体化发展过程中，通过举办丝绸之路全球商学院智慧精

英挑战赛、腾讯益行家古长城公益挑战赛、“焉支山旅游文化艺术节”

暨建设银行杯七夕爱情主题文化旅游节、首届焉支山诗会、“四月四”

大佛寺庙会和“六月六”焉支山庙会等节会赛事活动，更好地彰显了旅

游与文化的相互融合。同时，加快麦杆画、剪纸、绣球、文物复制品

等民俗文化的包装、传承，挖掘编排特色鲜明、雅俗共赏的胡腾舞、

太平车、高台舞狮等演艺节目，打响山丹炒拨拉、垫卷子等风味小吃

知名度，提升了旅游业的文化含量。  

“旅游+信息化”。积极推进“旅游业+互联网”，用信息化武装旅游。

强化智慧旅游平台建设，引导焉支山、大佛寺和三星级以上旅游饭店

注册入驻张掖智慧旅游平台，同时，借助携程、去哪儿、驴妈妈、山

丹旅游微信公众号、山丹微生活和山丹马可波罗电子商务公司等电商

平台，开展旅游信息发布和咨询服务，提供门票、酒店预订，销售麦

秆画、烙画、山丹六珍、山丹羊肉等旅游产品，构建了旅游信息化营

销体系。 

（来源：国际在线 2015-11-16） 

广东“文化+旅游”带来风光无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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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广东省文化厅联合省旅游局、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出台

了《关于促进文化旅游融合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探索创建文化旅

游示范区、推动文化旅游产品多样化、提升旅游纪念品创意设计、打

造高品质旅游演艺产品等一系列重点任务。 

广东一直苦于旅游业大而不强，打“文化牌”成为从省到各地市不

约而同的选择。“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旅游是文化的载体。大力推动

文化旅游产业融合，培育旅游经济新增长点，对我省建设旅游强省具

有重要意义。”广东省旅游局副局长王志红说。 

活用资源：走差异化之路 

此次出台的《意见》，确立了特色化、差异化发展的大原则。这

无疑是根据广东省文化资源禀赋的特点决定的。今年年初，文化部公

布了 2014-2016 年度“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评审结果，广东以 29

个县（市、区）和乡镇（街道）、共 39个项目名列全国第一。佛山市

大沥镇“醒狮武术之乡”、太平社区“粤曲之乡”、石湾镇“陶艺之乡”……

异常丰富多姿的岭南民间传统文化，是广东省发展文化旅游最宝贵的

财富。 

将这些特色鲜明的文化资源加以利用，打造独树一帜的文化旅游

品牌，已成为广东许多地方的自觉性。东莞市在这方面走在全省前列。

该市 32 个镇街，各自都拥有独具特色的文化旅游“招牌”，不仅避免

了同质化发展，而且实现了优势互补，以最大限度的集群化品牌吸引

客源。 

譬如，在前不久第六届美食文化节上，美食之乡道滘镇吸引了

45万人次前往观光，现场销售额达 5000多万元，拉动消费 2.5亿元。

一个小镇缘何如此成功？道滘镇委委员丁金诺告诉记者：“道滘粽、

龙船饼等传统美食源远流长，许多游客慕名远道而来品尝，产生了独

特的美食旅游市场。近年来，道滘将美食与龙舟竞赛、粤剧曲艺、放

莲花灯、摆七夕贡案等传统民间文化活动有机结合，使美食文化节品

牌在珠三角有了不俗的名气。” 

水乡小镇沙田，将闻名远近的疍家文化与水乡文化结合，打造了

惠丰年水道疍家文化体验园。记者乘船游览了长达 14 公里的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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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饱览了水乡风情，而且体验了舟上咸水歌叫卖、龙舟竞渡、疍歌

传情等疍家风俗。 

“广东四大名市”寮步镇，则积极发掘了莞香历史文化元素，确立

了“文化+旅游+产业”的统筹发展战略。 

根据新出台的《意见》，类似东莞市这样，引导文化旅游融合并

朝着特色化、差异化发展的做法将得到大力支持。广东省将根据各地

区情况因地制宜，推动文化旅游产品多样化。依托广府文化、客家文

化等地方文化，加上鸦片战争、辛亥革命、北伐战争、抗日战争、解

放战争等历史文化，发展品类繁多的文化观光游和文化休闲游。 

活化遗产：让古村韵味重现 

年 7月，佛山市发布了酝酿已久的首批古村落活化方案，将首批

13 个古村分为最田园、最原真、最文化、最时尚四类，结合周边景

点，列出了 5条“探佛寻古”系列旅游线路。同时，提出“活化应该以人

为本，人的守望才是古村魅力所在”，由 30个古村的代表集体签署倡

议书，号召全社会和村民共同保护古村文化遗产。 

岭南大地上的古村落，是广东省文化旅游融合发展的重要阵地。

一手抓保护，一手抓活化。近年来广东不少古村落及其灿烂文化已经

从消失的边缘重焕活力。 

位于东莞茶山镇的南社明清古村落就是一个成功案例。近年来，

茶山镇将拥有 500年历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茶园游会”打造成响亮的

文化旅游品牌。“今年‘茶园游会’我们推陈出新，邀请了多项省内非物

质文化遗产项目参加，人气大增。如今，古村游客络绎不绝，今年春

节茶山接待游客较去年同期增长了 101%。” 

佛山从 2012 年起就对古村落文化资源进行了系统调查整理，完

成传统村落信息录入 63个，大力开发古村落旅游。“活化后的古村落

非常有韵味，行走其中，就像在触摸历史的肌肤。”佛山市市长鲁毅

说。 

激活创意：让游客带走文化 

近日，湛江市宣布了当地一年一度的旅游盛事——将于国庆期间

举办的 2015 湛江海洋周的活动安排：在美丽的金沙湾浴场上将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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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滩音乐会、民间艺术展演等丰富多样的文化展演，将“欢乐海洋”主

题进行到底。 

同时，针对湛江旅游商品种类少、缺乏创意、市场开发薄弱等短

板，届时还将启动湛江旅游特色商品创意设计大赛。对于入围作品，

有关部门将资助其申请专利，还会纳入旅游特色商品目录库，优先推

荐给创业投资机构转化对接，帮助其尽快在市场上打响。 

从演艺产品的开发到旅游商品的设计，“创意+”正成为广东文化

旅游不可或缺的元素。除了湛江，广东各地都在积极探索如何激活创

意，让旅游者不虚此行，能“带走一座城市”。例如，以客家文化知名

的梅州市，研发设计了富有客家文化内涵的手工艺品和土特商品，如

“细哥细妹公仔”“客家风景烙画”等，让游客能将客家文化带回家；同

时还着力培育旅游演艺市场，打造了展演客家文艺的对外窗口

——“客都艺韵”剧场，令游客记住客家文化的动人神韵。 

同时，《意见》也提出要“打造高品质的旅游演艺产品”。未来，

广东将鼓励社会资本进入旅游演出市场，鼓励运用现代高新科技，创

新演出形式，提升节目创意，打造优秀文化旅游演出节目。旅游景区

将广泛引进和吸纳文艺演出团体和艺术表演人才以多种形式灵活参

与景区经营，不断丰富和提升景区文化内涵。 

（来源：《经济日报》 2015-7-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