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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序

一个人的伟大不是因为他干了惊天动地的事情，而是因为他是否赶上了一

个大时代，如是，渺小即伟大！

四亿五千万岁的金沙江，在我们这一代人里发生史诗般的历史性剧变，逝

者没有见到今天的金沙江高峡平湖、碧波轻漾；来者无法想象昨天的金沙江惊

涛骇浪、万波奔涌……

我们是破坏的一代，更是幸运的一代，只有我们才见证了这个伟大的时代！

乌蒙山的剧变、金沙江的颠覆正是我创作 《创意乌蒙　策划昭通》的原
动力。

我是一个标准的 “井底”之蛙，出生于云南省永善县井底乡，毕业于云南

省永善县井底小学 （虽然后来获得了北京广播学院、云南省委党校大学文凭，

但都是函大电大，非系统国民教育），１３岁便开始了漫长的宣传、文化、艺术
工作之旅，一干就是４０年。

正因为学历低，我才不断鞭策自己，至今在国内外拍摄发表展出 《苗族飞

歌》《彝族酒礼婚俗》《共和国总理的眼泪》等摄影图片近万幅；参演 《雷雨》

《园丁之歌》《风水宝地》等话剧、舞蹈、戏曲、音乐和花灯歌舞一百多部；编

导 《火祭》《揭秘金三角》《扎西风云》等电视纪录片、舞剧、话剧十余部；出

版 《中国西部千里大峡谷》《高原明珠》《金航杨帆》等摄影画册十多部……

正因为学历低，自知才疏学浅，因此，今天仍然不懈奋斗在深山老林里。

宋大明

２０１３年金秋于昭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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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西部千里大峡谷文化旅游整体开发
推介策划书

总策划：王敏正

策　划：宋大明

她，蕴藏着西部深厚独特的民史文化！

她，编织着西部神奇迷人的峡谷环游！

她，演绎着西部气象万千的山水灵动！

如椽巨笔，挥就一幅西部科学发展、人居和谐的英雄史诗；丹青

妙手，铺陈一轴大气磅礴、雄浑壮丽的时代画卷！

——— 《中国西部千里大峡谷》

一、大峡谷项目的开发背景

（一）行业背景

文化旅游，是当今世界极具发展潜力的新兴产业、朝阳产业、可持续发展

产业，也是关联度大、牵引性强的产业。世界上任何自生性物质资源的开发都

是有限的，唯独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无穷无尽，这就是 “隐形资本”。目前，

世界旅游市场需求持续增长，旅游产业已经跃升为世界第一大产业。旅游业在

调整经济结构、推动区域经济发展、扩大对外开放、增加就业岗位、提高人民

生活水平等方面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当前，随着全国、全省文化旅游开发进程的加快，昭通文化旅游产业发展

正迎来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昭通作为云南旅游规划的 “六大片区”之一，作

为省旅游 “二次创业”的新兴旅游区，是云南旅游开发的一块 “净土”。把文

化旅游业作为支柱产业来发展，这是昭通市在 “两烟”、能源、矿产、生物资

源 “四大支柱”之后的又一必然选择。昭通市出台了 《中共昭通市委、昭通市

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旅游产业发展的意见》等一系列政策措施，进一步统一了加

快文化旅游发展的思想，全市上下营造了积极发展大旅游、培育大支柱、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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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产业的良好氛围。

（二）昭通市情

昭通，位于云南省东北部，是一片历史悠久、文化厚重的土地，云、贵、

川三省结合部，是四川盆地向云贵高原逐步抬升的过渡地带，是中国 “南方丝

绸之路”的要冲，素有 “锁钥南滇，咽喉西蜀”之称，也是云南通往四川和长

江中下游的北大门。全市辖 １区 １０县，总面积 ２３万平方公里，居住着汉、
彝、苗、回等２３个民族５８７万人。这里具有悠久的历史、独特的区位优势、连
绵雄伟的山形地貌、浓郁的民族风情、气象万千的立体气候等丰富多彩的自然

和人文资源。

昭通自古就是中原文化、巴蜀文化、川渝文化入滇的咽喉和桥梁，也是滇

文化、哀牢文化、夜郎文化流向内地与中原的通道和纽带，并在文化与民族的

碰撞和交流中，产生了闻名的朱提文化、乌蒙文化和昭通文化，五尺道、袁滋

题记摩崖、孟孝琚碑、朱提银、镗琅铣就是昭通文明发展史的见证。在这片土

地上，孕育出了无数英雄———龙云、卢汉、罗炳辉、姜亮夫等，中央红军在这

里点燃革命的 “胜利之火”，“扎西会议”写下中国革命史辉煌和关键的一页。

这里人杰地灵，物华天宝，不但生态、人文等旅游资源丰富，而且历史文化厚

重、民俗风情绚丽多彩，诸如西部千里大峡谷温泉、铜锣坝国家级森林公园、

盐津豆沙关、大山包国际湿地 （黑颈鹤之乡）、龙氏宗祠、扎西会议会址、伊

斯兰风情园等，具有发展旅游得天独厚的优势。

二、大峡谷开发的范围与文化定位

中国西部千里大峡谷是还没有被世界发现、认识的神秘的处女谷，流经这

里的金沙江、朱提江在群山万壑中千回百转，鬼斧神工把这块乌蒙大地切割成

了蔚为壮观的 “中国西部千里大峡谷”。地处大西南腹心位置的昭通市有着

１１００多公里的 “峡谷”资源，是中国西部占国土面积比例最高的州市之一。

以流经昭通市的金沙江、朱提江两江大峡谷 （总称 “西部千里大峡谷”）为开

发重点，辐射赤水河小峡谷镇彝威红色文化经典的西部文化旅游核心区。两江

山高谷深沟壑纵横为共有的自然优势，同时，又有各自独具特色的文化内涵。

金沙江大峡谷以民族文化水电文明为特色，朱提江大峡谷以历史文化交通文明

为特色，形成两峡相连、两江相通、循环互补的西部峡谷文化旅游景观。

（一）金沙江大峡谷概况

金沙江大峡谷南起昆明市东川区、曲靖市会泽县与昭通市巧家县蒙姑镇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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壤的小江口 （俗称 “三江汇流”），经巧家、昭阳、永善、绥江、水富，北至四

川省宜宾市，全长４５７公里，从海拔４０４０米巧家大药山下降至２６７米水富滚坎
坝，山顶山峦起伏，群峰雄峻，江面波涛汹涌，暗流湍急，有国家特级险滩１１
个，江面最窄处溜铜江虎跳石仅２０余米。峡谷内集中了白鹤滩、溪洛渡、向家
坝三个国家级巨型水电站以及得天独厚的民族文化资源。它是中国古代 “京铜

大运河”最为核心、最为艰险、最具特色的一段，是彝族神秘土司文化的摇篮，

闻名中外的白鹤滩大峡谷、蒙姑神秘的石棺墓群、亚洲第一高溜、码口 “地下

长城”溶洞群、擐擐桥溪洛渡云南民族文化生态园、大毛滩新石器遗址、三江

口原始森林等等，为打造金沙江大峡谷的民族文化、水电文明、高峡出平湖旅

游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二）朱提江大峡谷概况

朱提江大峡谷全长３００余公里，从海拔３２００米鲁甸猫猫山下降至２６７米水
富滚坎坝，从南至北纵贯鲁甸、昭阳、大关、盐津、水富５县区。它是世界６１０
万年前古猿聚居地，是中国古代 “南丝绸之路”的神奇画廊，大致呈西南—东

北走向，集中了昭通市九大旅游景区 （点），如昭阳区水塘坝的古生物化石群、

大山包 “国际重要湿地”和国家级黑颈鹤自然保护区、龙卢家祠，“瀑布之乡”

大关黄连河，省级风景名胜区、著名的 “天麻之乡”彝良小草坝，省级历史文

化名镇盐津豆沙古镇，水富县境内的西部大峡谷温泉、国家级森林公园铜锣坝

景区等。大峡谷蜿蜒曲折，像一条桀骜不驯的巨蟒，匍匐在乌蒙山区群山之间，

它的宽度几十米至两三公里，峡谷两岸的山崖均为喀斯特地貌，最大深度达

２９３４米，平均谷深２６１２米，有自古以来形成的关河水道、秦朝的五尺道、２０
世纪５０年代末修建的２１３国道，还有内昆铁路、昆水高等级公路在深谷中交相
呼应，纵横穿梭，整个关河的径流面积占了全市国土面积的５１４％，形成了两
山壁立、一水中流、五道并行的奇观，它神奇、壮美、神秘，是大自然鬼斧神

工的杰作，既有神奇的自然魅力，也有丰富厚重、浓郁多姿的人文风情。

三、大峡谷开发主体思路和模式

中国西部千里大峡谷的整体文化旅游开发，将按照当代文化旅游审美需求

的美学理念进行包装设计、宣传推介，以 “体验峡谷山川、回眸历史文化、走

进民族家园、感悟两个文明”为主体思路，积极开展宣传促销工作，让全省、

全国乃至全世界有更多的人了解昭通、认识昭通，到昭通旅游，感受 “大山、

大水、大峡谷”的无穷魅力。重点围绕 “两江挟一山、红色一线穿”设计理

念，贯穿 “一座山、一方水、两江情”的人文精神，扩大以 “峡谷文化”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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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的昭通文化的影响，统一形象策划，统一宣传促销，精心打造好文化旅游

品牌。

四、大峡谷开发原则

（１）整体包装和重点打造相结合，既整体统筹大峡谷环形旅游线路开发项
目的规划建设，也集中资源优先发展重点景区，形成龙头和示范效应。

（２）基础建设与景点开发相结合，为旅游增添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既注重
现有的自然生态风光的保护，又注重景点的恢复与完善。

（３）自然景观与历史传奇有机结合，融入民族特色，突出旅游意境，挖掘
文化内涵，为搞活大峡谷特色旅游注入点睛之笔。

（４）现有景点与人造景观、恢复原貌相结合，突出人们热爱壮丽山河的情
感和参与休闲养生的内在意愿，为旅游增加新内涵。

（５）旅游发展与环境保护相结合，在旅游价值开发利用的同时，对环境资
源与历史文物进行保护性开发。

五、大峡谷开发的总体目标

西部千里大峡谷文化旅游开发的总体开发目标是：建设金沙江大峡谷—朱

提江大峡谷 “自然生态、历史文化、民族民俗、两个文明”的文化旅游环线，

即通俗意义上的 “两江挟一山”游。

近期目标是开发建设 “朱提江大峡谷旅游线”，即西部千里大峡谷的东线，

重点是着力打造好大山包景区、鲁甸伊斯兰风情园、龙氏家祠 （含卢汉家祠）

民国风情度假区、青龙洞溶洞、黄连河瀑布群、豆沙古镇、大峡谷温泉、铜锣

坝森林公园等景区 （点）。开展金沙江大峡谷探险自助游线，即西部千里大峡

谷的西线，积极筹备开发 “溪洛渡云南民族文化生态园”工作。

中长远目标是打造以金沙江下游三大巨型电站为依托的 “金沙江峡谷旅游

线”和以威信县为中心的镇彝威 “红色旅游线”，即通俗意义上的 “红色一线

穿”游。其中，红色旅游线重点打造好 “扎西会议”旅游精品点，主动融入赤

水河 “红色旅游经济圈”，同时规划好彝良、镇雄 “乌蒙回旋战”的旅游开发，

把红色旅游做成昭通旅游的又一大名片。

六、大峡谷文化旅游开发宣传定位

以下宣传口号为沿用或暂拟，可通过公开征集等方式再行确定，力求精辟独

到、生动传神、易记宜传，既富有创意又充满诱惑，既魅力四射又让人浮想联翩。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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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整体包装宣传口号

（１）大千昭通，山水灵动；
（２）磅礴乌蒙，神奇昭通；
（３）魅力古邦，人杰地灵；
（４）锁钥南滇，咽喉西蜀；
（５）丝绸古道，精彩昭通。

（二）景区宣传口号

（１）鲁甸——— “朱提银都”“朱提银都，乌蒙江南”。

（２）昭阳——— “蜀王故里”“汉铣之乡”“黑颈鹤之乡”“苹果之乡”“人

猿老家”。

（３）大关——— “中国瀑布之乡”。

（４）盐津——— “古道雄关”“锁钥南滇，咽喉西蜀”“美色盐津”。

（５）水富——— “万里长江第一港”。

（６）绥江——— “金江水韵第一湖”。

（７）永善——— “江渡蜀滇、天下永善”。

（８）巧家——— “药峰金辉、白鹤振翅”。

七、大峡谷建设方案

（一）旅游线路设计

大峡谷旅游线路要摒弃单线条设计思路，不搞单一的纵向开发，要和高峡

平湖线综合考虑，统筹策划，一定要设计成环形线路，让游客循环式地观光游、

探险游、民族风情体验游。其基本线路：Ａ线，昆明市、攀枝花方向。金沙江
大峡谷—朱提江大峡谷：昆明—巧家—金阳—永善—绥江—水富—盐津—大关

—昭阳—鲁甸—昆明。Ｂ线，成都、重庆方向。朱提江大峡谷—金沙江大峡谷：
宜宾—盐津—大关—昭阳—鲁甸—巧家—金阳—永善—绥江—水富—宜宾。

（二）大峡谷规划开发的主要景点

中国西部千里大峡谷开发的主要景点 （项目）包括：①朱提江大峡谷：洒
渔河文明 （含古猿地质公园、鲁甸县朱提山、昭阳区龙氏家祠和大山包）、大

关县青龙洞和标水岩 （含黄连河）、盐津县豆沙关 （含交通博物馆、人石寨）

和普洱镇码头文化 （关河号子打鼓草）、水富县的大峡谷温泉 （含铜锣坝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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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公园、邵女平民族文化体验园）。②金沙江峡谷：向家坝水电站、南岸镇土
司文化、绥江人文化主题公园、溪洛渡水电站 （含水电博物馆）、云南民族

文化生态园、黄华红色文化 （含七壮士）、码口京铜大运河、铜运栈道 （含地

下长城）、巧家白鹤滩水电站、亚洲第一高溜、巧家蒙姑金沙江漂流探险、三江

并流，等等。

１鲁甸县朱提山 （历史文化遗迹）

朱提山位于鲁甸县境内，是古朱提银的主要产地、南丝绸之路的古驿站。

唐宋八大家之一韩愈在 《赠崔官立之》一诗中言 “我有双饮盏，其银出朱提”。

其中的朱提银就来自昭通鲁甸县朱提山 （今龙头山八宝一带）。从汉代建元六

年 （公元前１３５年）到唐朝初期，鲁甸皆因朱提山出善银而归属朱提郡。清初
改土归流，雍正九年 （１７３１年）置鲁甸厅，当时云集十万多矿工，年产白银５０
万两。朱提山地区有著名的马厂、野石新石器和乐马银矿古遗址及新街坪地营、

转山包清代古战场遗址，有清雍正年间建造的独具特色的拖姑清真寺，有仙人

洞、天生桥、乐红石林、梭山黑石天然大溶洞、轿顶云海、梨园春色、砚池波

光等丰富的自然景观，具有悠久的开发史和巨大的开发前景。

２鲁甸县拖姑清真寺和伊斯兰城堡 （历史文化＋民族宗教）
拖姑清真寺位于鲁甸县城东部的桃源乡拖姑村，因其建筑风格独特、历史

悠久被誉为云南省十大清真寺之一。１９９３年，被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拖姑清真寺始建于清雍正八年 （１７３０年），以构筑精巧、历史悠久著称全滇。
雍正四年 （１７２６年），云贵总督鄂尔泰奉旨在西南各省实行 “改土归流”，废除

土司制度，由中央王朝委派流官治理。回族将领哈元生部奉命征伐滇东北，平

定之后，定居屯垦，回民集中分布在昭鲁坝子。拖姑清真寺是为回民信奉伊斯

兰教做礼拜而建造的，至今已有二百八十余年的历史。该寺整个布局为典型的

中国式庭院建筑，由前门楼阁、左右厢房、中间大殿、后院塔房组成。拖姑清

真寺，就其建筑独具一格，素有 “甲誉全滇”的美称，在昭通市一百多座清真

寺中首屈一指；因其历史久远，素有 “祖寺”之称。建筑技艺巧夺天工，无

钉、无楔、无扣，结构科学合理，几经沧桑，数次地震，毫无倾斜崩塌，令人

叹为观止。

鲁甸 “伊斯兰城堡”位于桃源乡境内，２１３国道至县城中段。２００６年 １０
月，完成了 《鲁甸县伊斯兰城堡修建详细规划》，其总面积２０９万平方米，工
程投资２５００万元，目前已完成投资６００多万元。建成后的 “伊斯兰城堡”，将

融汇国内外伊斯兰建筑风格和人文风情，全面展现伊斯兰建筑文化、民俗文化、

饮食文化、服饰文化、宗教文化和园艺文化。这在云南省也是首屈一指的旅游

景区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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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昭阳区龙氏家祠 （历史文化）

龙氏家祠位于云南昭通市昭阳区永丰镇簸箕湾村，建于１９３０—１９３３年间，
占地２６２３亩，是 “云南王”龙云精心择址修建，以资回乡祭祖的家庙。祠堂

坐南向北，内有祠堂、宅院两大建筑群以及雕楼、粮仓、花园、池塘、亭榭、

网球场等，外有垛口围墙及护城河。祠堂整体建筑庄严宽敞、布局合理，木雕、

石雕、彩绘技艺精湛，是云南省近代祠堂和家宅建筑的优秀代表作，尤其是建

筑风格上融合了中西建筑元素，又兼具地方民族特色，代表了当时西南地区乃

至全国建筑技艺的最高水平，是云南民国时期的建筑文化代表之一。同时，祠

堂承载着部分乃至全国近现代历史信息，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和较高的旅游知

名度。

２００６年，昭通市政府投资１０００万元修复 “龙氏家祠”，目前已经基本完

成，现正在进行城墙和护城河的修复建设。云南伊力寅吾有限公司规划开发总

投资１２亿元、总面积为２１平方公里的龙氏家祠度假区，已经完成公路的建
设，其他工程正在逐步推进。

４昭阳区大山包生态旅游区 （自然风光＋珍稀物种）
大山包生态旅游区位于昭阳区西部，距城区８３公里，海拔 ２２１５～３３６４

米，年平均气温６２℃，总面积１９２平方公里，属于亚热带高原草甸风景区。这
方神奇的土地，集山水、花草、湖瀑、珍禽于一体，融辽阔、俊秀、奇险于一

身，素有 “小西藏”之称。大山包２００３年被列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２００５年
被国际湿地公约组织批准为 “国际重要湿地”，２００６年被国家林业局授予 “中

国黑颈鹤之乡”荣誉称号，是乌蒙高原上的一颗璀璨明珠。景区总面积１９２平
方公里，于２００２年开始规划建设，我区拟将其建设成为国家４Ａ级风景区。大
山包景区自２００５年以来，相继编制完成了大山包生态旅游总体规划和生态旅游
集镇建设性详规，认真组织实施了大山包生态旅游集镇建设项目和景区湿地生

态旅游建设项目。

２００９年，大山包已经被列为国家公园试点进行规划开发，由昭通市委、市
政府委托云南财经大学、云南大学等高校的专家教授共同组成规划组，编制大

山包国家公园总体规划，进行开发建设的前期工作。

５大关县黄连河景区 （自然风光）

景区位于大关县城东南侧５５公里处，紧邻２１３国道，面积４２平方公里，
于１９９３年对外开放，先后被评为省级风景名胜区和国家ＡＡ级旅游区。其主要
以密集型瀑布群为资源主体，更有天然大滑板、鸳鸯瀑、水帘长廊等绝景奇观，

在核心区方圆５平方公里范围内就有大小瀑布４７条，是罕见的瀑布群奇观，素
有 “瀑布之乡”的美誉。该景区以姿态各异、美不胜收的瀑布群为其主要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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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还有地下溶洞、奇峰峭壁、密林山花、古刹名胜、苗族风情等景观，集山、

水、林、洞为一体，以峻、秀、奇、幽著称，蔚为大观。该景区是大关旅游的

主景区，更是开展旅游观光、休闲娱乐、度假疗养的旅游胜地，主要景点有对

歌瀑、双瀑迎客、团圆瀑、水上舞台、月老瀑及鸳鸯瀑、水帘长廊、大滑板、

少女瀑、情郎瀑、白象洞。山有水之源，水有山之灵，山中有水，水在山中，

大关黄连河瀑布群有着险峻挺拔的山、清秀灵逸的水，山水交融，相得益彰，

描绘了一幅美轮美奂的山水画，令人心旷神怡、流连忘返。

６大关县青龙洞 （自然风光＋峡谷溶洞）
青龙洞位于上高桥乡西北１２公里处，距县城４８公里，距昭阳区４４公里，

面积３９平方公里，于１９９５年对外开放，主要以高山峡谷和溶洞奇观而著名。
青龙洞中有银河、银雨树、迎客松、血色溶瀑等溶洞奇观。

７盐津县豆沙关 （自然风光＋历史人文）
盐津县豆沙镇石门关风景区，距盐津县城２２公里，位于云南省滇东北的滇

川交界处，四川盆地向云贵高原过渡的起伏地带，乌蒙山脉关河 （朱提江）深

谷的中段，自古以来就是中原入滇的要隘之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劈就了锁

滇扼蜀的雄关天险；五千年的文明历史，留下了众多灿烂的文化遗产。中原文

化、荆楚文化、巴蜀文化、人文化和古滇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形成独具特

色、独领风骚的朱提文化。这里，新石器时代就有了人类居住，公元前４世纪
“南丝绸之路”就从这里经过。自那时起，这块闭塞落后的荒凉之地，就进入

了繁荣文明的开发时期。尤其是先秦开道，秦开 “五尺道”，汉武开 “南夷

道”，隋唐开 “石门道”以来，更加速了开发进程。豆沙古镇遗存文物众多。

在豆沙古镇１０平方公里以内遗存史料价值高，具有代表性的历史文物有古老神
秘的人悬棺，距离最长、保留最完好的秦开 “五尺道”，维修复原，屹立于

关隘的隋代古城堡，闻名遐迩的唐代袁滋题记摩崖，明末清初如意斗拱装饰的

三重檐歇山顶式建筑观音阁，玲珑精致的清代三观楼塔，老木城西侧马蹄石上

的十余个极深且大的马蹄迹，石门关五尺道上大小２４３个马蹄迹，石门关前的
古今四道交通风景线，五尺道北岩壁上的清代、民国、新中国成立后三个历史

时期的摩崖群，保留和迄今为止出土的木、石碑刻，清乾隆年间铁钟、大鼓，

彰显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２００６年７月２２日，豆沙古镇发生５１级强烈地震，
其知名度大大提高。昭通市委、市政府紧紧抓住震后重建的机遇，在中央及省

委、省政府的关怀下，累计投入上亿元资金拟将其打造成 “南丝绸之路”上的

又一重要景区景点。

８盐津县普洱镇 （历史人文）

普洱镇原名普洱渡，是盐津水陆交通重要集镇码头，位于盐津县境西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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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河两岸，距县城２４公里。普洱元代设站，曾名蒲二。清朝乾隆十三年 （１７４８
年）转运京铜时，为盐津境内第三站。清代先后名鸡爪、吉照，清末取蒲二谐

音，且集镇南北两端均有渡口，更名为普洱渡。普洱镇位于鸡狗山主峰之下，

东西横跨关河，被关河、上清河、沿江河、黄坪河分成五大片。三江古镇普洱，

浓缩了盐津厚重历史，曾是南方丝绸之路四川入滇沿关河五尺道的一段，这里

人们经商传统悠久，文化发达，历史厚重，形成了丰富的历史人文景观，随着

岁月的流逝，古镇残存的老街古楼，还辉映着昔日商道的繁荣。镶嵌在乌蒙山

中的三江古镇普洱，随着水麻、普桧两条高速公路的建设，沉淀的古镇文明将

会焕发出生机。那佛教名山真武山，神奇的自然奇观天生桥，历史悠远的乌蒙

王阿杓墓，记载关河航运的枞木滩清乾隆年间疏河刻石等，将再现昔日普洱的

辉煌和传承新的文明。

９水富县西部大峡谷温泉 （自然风光＋休闲度假）
西部大峡谷温泉位于云南省水富县境内，金沙江畔—龙苍岩与玛瑙山之间

的峡谷。大峡谷是一个山青、峡险、水急的河谷，山势陡峭，高大伟岸，峡上

林荫密布，郁郁葱葱，缕缕薄雾犹如洁白的哈达环绕于青山之上。大峡谷温泉

园区依山而起，依石而建，依水得名，有独特的河谷风情和田园诗画般优美的

意境。大峡谷温泉生态园，整个园区面积１５５６１２平方米，建筑面积３００５９８
平方米，水域面积１８２１０平方米，可以容纳３０００人以上沐浴。园内绿化面积
４８０５５平方米，占６０％以上，堪称西部首家颇具规模、上档次、有独特情调，
融温泉沐浴、休闲度假、商务洽谈、各种会议接待、疗养健身为一体的旅游温

泉生态园。

１０水富县铜锣坝国家森林公园 （自然风光）

水富铜锣坝国家森林公园位于水富县太平乡境内，是一个拥有丰富的动植

物资源、秀美的山水风光、厚重的历史文化和浓郁苗乡风情的森林生态旅游区。

旅游区原始森林保存完好，古树参天，植被丰富，动植物种类繁多，林中葱郁

蔽日，落叶覆地，林间花草星星点点。旅游区地势曲折回环，水源丰足，形成

形态万千的河湾菁汊、湖泊池沼、溪流飞瀑跌水等各种水体景观，区内分布着

５条溪流、１８个小盆地、１０８个山峰、７个小湖和３个较大的大瀑布。铜锣坝森
林生态旅游区内主要的少数民族为苗族，苗族的传统民居建筑、生活习俗、民

族服饰、传统节日、民间表演、体育活动、原始宗教祭祀活动等具有浓厚的民

族特色，让游客体验到真正的苗家风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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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绥江湖滨生态游、彝族土司文化博物馆
１２溪洛渡巨型水电站、溪洛渡云南民族文化生态园
１３务基青龙汉墓群、锦平彝族原生态自然村
１４码口 “地下长城”溶洞群、糖汁里的村庄、京铜大运河古栈道

１５白鹤滩大峡谷、亚洲第一溜、白鹤滩巨型水电站
１６螳螂文化园、巧家花灯、金沙江奇石
１７蒙姑栈道、石官墓群石匠房、金沙江漂流、三江并流

八、千里大峡谷开发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一）必要性分析

近年来，世界各地旅游业迅猛发展，竞争空前激烈，尤其是我省滇南、滇

西南、滇西、滇西北、川西南等区域取得了巨大的市场效应。结合昭通实际，

积极整合昭通现有旅游资源，实施 “两江挟一山” （即本案规划区域）峡谷风

光、水电资源、历史文化、民族文化、生态旅游等旅游资源开发，对昭通旅游

业的兴起具有重要实际意义，将有力地促进昭通各项社会事业的迅速发展。

（１）本案的启动，将完全改变昭通的投资 “磁性”，引发投资热点，形成

资金洼地，整体提升昭通旅游文化档次，促进产业群经济圈的形成。

（２）本案一旦形成大气候，自然产生连带效应，则未来昭通经济发展将更
加大有可为。有了经济支点的活力，区域性经济的快速拉动将指日可待。届时

进行旅游景点综合性开发及配套设施的续建，既兴建新的文化旅游项目，也利

用昭通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即丰富的水电、矿产、生物资源发展工业产业。

（３）项目实施后，将有力促进七县一区甚至整个昭通市的社会经济发展，
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并促进当地农民增收等。

（４）实施西部千里大峡谷文化旅游开发是保护两江流域历史文化遗存的有
效措施。

（５）旅游产业的复合性开发是第三产业发展的必经之路，本案的建设必将
带动所属区域的第三产业发展。

（６）发展旅游文化产业是调整我市经济产业结构的需要，是实现产业结构
优化升级的有力措施。

（７）昭通作为云南旅游规划的 “六大片区”之一，仅靠零星的小规模的旅

游景点，很难实现片区化和承载 “六大片区”之一称号，也无法与滇南、滇西

南、滇西、滇西北等其他五大片区相匹配与抗衡，因此需要将这些散落的珍珠

串起来，形成具有高品质、高价值、能引得来又留得住的品牌旅游片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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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随着三大水电站的建设完成，高峡出平湖的奇观及具有 “世界性地

位”的三大水电站本身必将吸引大量的游客前来参观旅游，而仅有水电站可供

旅游显然是不够满足游客需求的，还需要峡谷风光、历史文化、民族文化、休

闲旅游等旅游元素的支撑。

（二）可行性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各项社会事业不断进步，为旅游业的发展提供了广阔

的经济基础和投资空间，我国的旅游业有了非常迅速的发展，但是相比较而言，

我国国内旅游业发展的广度、深度都远远不能适应旅游发展的需要。随着经济

的发展和人民收入水平的进一步提高，人们对旅游消费的需求将进一步提升，

旅游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重要。因此，积极发展昭通市旅游文

化产业有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１行业前景
旅游业具有 “无烟产业”和 “永远的朝阳产业”的美称，它已经和石油

业、汽车业并列为世界三大产业，发展旅游产业前景十分广阔。国内外旅游市

场发展迅速，近年来，我市旅游发展速度更是大大超过国内发展速度。

国内：２００８年，我国旅游人数为１７亿人次，同比增长６％，实现旅游收入
８７００亿元，同比增长１２％。

省内：２００８年，我省国内游客１０２５００８万人次，同比增长１４０７％；旅游
收入５９４７６亿元，同比增长２０２２％；接待海外入境游客５１０７０万人次，同比
增长１１４２％；旅游外汇收入合计１００８亿美元，同比增长１５６０％；全省旅游
业总收入６６３２８亿元，同比增长１８６１％。

市内：２００６年，昭通市共接待海内外游客 ２０５９８万人次，同比增长
４０７％；实现旅游总收入５４亿元，同比增长１５２％。

２００７年上半年，昭通市接待海内外游客 １２１３４万人次，同比增长 ４０％；
实现旅游收入３５亿元，同比增长９％。
２００８年，昭通市共接待海内外游客３３７６万人次，同比增长５８％；实现旅

游总收入１１４５亿元，同比增长７８％。
２资源条件
昭通作为云南旅游规划的 “六大片区”之一，自身拥有 “三大优势”：

（１）特殊的区位优势。昭通自古就是连接滇、川、黔的咽喉要地，西南四
省 （市）中心，周围连接着昆明、贵阳、成都、重庆四个大城市和几十个中小

城市，有广阔的旅游客源和消费市场。

（２）厚重的人文历史优势。昭通是云南文化和中华文化长河中的一颗璀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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