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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
刘延东视察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

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主席

黄孟复视察川陕苏区将帅碑林

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刘奇葆视察巴中旅游交通建设情况



中共四川省委副书记、省长

蒋巨峰视察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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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四川省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张谷出席第一届

中国·四川光雾山红叶节开幕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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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人民政府副省长黄彦蓉出席第七届

中国·四川光雾山红叶节开幕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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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中共巴中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

主任李仲彬在川陕苏区将帅碑林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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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巴中市委书记李刚

调研优秀旅游目的地城市建设

中共巴中市委副书记、市长

周喜安调研乡村旅游发展情况

巴中市政协主席熊光林在“光彩事业巴中老

区行暨巴中市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大会”

上接受国家领导人为“川陕苏区首府·红色

之旅巴中”授旗。

巴中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彭耀学调研旅游商品开发

巴中市人民政府副市长魏文通出席第八届光雾山

红叶节新闻通气会暨201 0四川红叶之旅启动仪式



《巴中市旅游志》编纂机构

一、编纂委员会

主 任：王政熊道地

副主任：高少东张中信郁水

委 员：余定和蒋安刚黄杰杜江杨界平

张林苟毅石林祥刘红彬李文海

二、编辑室

主 任：高少东

副主任：余定和

成 员：杜江杨界平杨永忠吴云波

三、编纂部

主 任：王政熊道地

副主任：高少东张中信郁水余定和

编 缉：吴云波(执笔)杨永忠蒋安刚黄杰

杜江杨界平王秀兰李晓梅熊碧琼

余宛玲



巴中市旅游志

序

从古到今，盛世修志。今逢国运昌盛，社会稳定，经济

发展，市委，市政府及时部署第二轮修志工作，编修巴中市

旅游志的责任历史地落在我们的肩上。2 004年7月，巴中市

旅游志编纂领导小组应运而生。

今天，奉献在全市人民面前的《巴中市旅游志》，历经

三年，几易其稿，从资料收集到伏案编纂，不少热心志士为

其劳心劳力，含辛茹苦，辑成此卷。值此出版之际，我谨代

表巴中市旅游局， 《巴中市旅游志》编纂委员会，向关心、

支持、指导本志编写工作的市志办等单位表示衷心的感谢，

向从事编写工作的同志致以：亲切的慰问。

编修《巴中市旅游志》，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

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

导，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本着详今略

古、详近略远、详独略同的原则，坚持秉笔直书，真实记

录，体例完备，资料翔实，图文并茂，融思想性、科学性、

资料性于一体，寓成败得失于史料之中，以促进巴中市旅游

业又好又快地发展。

《巴中市旅游志》真实记录了巴中市辖区内近3o年，特

别是建地设市以来，旅游业发展状况，客观地记载了巴中

市、县区旅游机构演变和队伍建设的情况以及坚持旅游开

发、行业管理所取得的丰硕成果；通过资料的收集整理，探

索旅游产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并按志体原则

寓褒贬于记述之中。整个志书文朴言简，详略得当，编排得

体，具有可读性。它不仅为我们从事旅游经济进行理论探讨

提供了历史依据，而且对指导今后的旅游产业发展提供了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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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的借鉴。

编修市级旅游志，在我市尚属首例。由于旅游是一种新
兴的社会经济产业，在巴中的历史不是很长，需要挖掘和探
讨的东西一定很多，加之我们水平有限，其不足之处在所难
免，恳请读者鉴正。

巴中市旅游局局长王政

2007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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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
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针，坚持历史唯物主义
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本着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充分运
用文档资料和相关史料，去伪存真，秉笔直书。

二、本志内容，上限起于1 9 7 9年，下限截至2 006年底。

个别事件不受此限。
三、本志按照新编地方志的基本理论和要求进行编纂。

以编年体和记事本末体相结合。章、节、目按属种关系和逻
辑事理划分，横不缺要项，纵不断主线。采用述、记、志、
传、图、表、录诸体，图文并茂，文表互补。

四、本志采用语体文记述，一般不加评论，直叙其事，不

加作者观点，其思想、观点和本质，透过事实自然而然地反映
出来。 ．

五、巴中地区建立前，通江、南江、巴中、平昌四县属
达县地区管辖。为统一口径，1 9 9 3年1 o月前，本志称“辖区
内”。

六、本志各种称谓，含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及会议、

文件等名称，行文中第一次出现时用全称，以后用简称。如巴
中市旅游局简称市旅游局。政区、地名及机关、职官称谓，一
律以当时的称谓为准。人名直书其名，一律不加同志、先生和
褒贬词语。

七、本志各项数字的书写，凡代表数理的一律用阿拉伯
数字；习惯用语，专门名称、番号、单独使用个位数、表述
性语言中的数字等用汉字；百分比用阿拉伯数字，几分之几
用汉字。

八、本志资料来源于巴中市旅游局机关档案和四川省旅
游志及各县区旅游局报送的资料与口碑资料，经核实后使
用。机构成立，人事任免、职工编制，一律以组织部、机构
编制等相关部门的正式文件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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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旅游始于何朝何代，史料上没有明确记载。按说文解字

的含义：旅，即是出门在外；游，即是四处活动，两者加在

一起，都离不开运动，也就是说，离家远行，到外地观光，

即是旅游的基本特征和具体表现。大约4000年前，中华民族

的始祖黄帝将中国版图划分为若干个区域之后，从甲到乙，

从此到彼，便是具有雏形的旅游活动。从古代哲学家老聃骑

牛西行，道学家庄周梦幻成蝶和被称为大圣人的孔丘周游列

国，到唐代玄装西行取经，已是有史可考的旅游活动。诗仙

李白四处云游，来到巴中并写出《巴女词》，诗圣杜甫骑驴

入剑，亦入巴中逗留，并有《奉寄别马巴州》的诗作流世，

这些无一不说明旅游一事由来已久，也是巴中旅游资源有相

当基础的佐证!当然，当时他们不是为了到各地观光，更不

具备旅游的条件。至于把旅游当成一种消费、一种目的、一

种爱好，至今还无确切的史料说明它始于何代。随着近代文

明的发展，在人类逐渐有了旅游活动，而且在近1 oo年之

间，开始把旅游当作一项经营性的事业来办。1 9 31年全省挂

牌经营旅游的第一家旅游企业“川江旅行社’’在重庆成立。

1 9 37年“川江旅行社”改组为“四川旅行社”。 1 9 54年成

立“中国国际旅行社”。1 964年成立“中国旅游事业管理

局’’。1971年9月省革委政工组内设外事组，兼管旅游工作。

1976年7月省革委政工组、外事组改制为省革委外事办公室。

1978年中央在成都召开“全国旅游工作会议’’；2月下旬省

革委召开“四川省第一次全省旅游工作会议(与侨务工作会

议合开)”，传达贯彻全国旅游工作会议精神，讨论四川开

办旅游事业的准备工作；当年省委批示，省革委外事办兼管旅



游工作，成立省外办旅游处；4月组建中国国际旅行社成都

分社、四川省中国旅行社，负责对海外旅游者(即外国旅游

者、外籍华人、华乔和港澳同胞)在四川旅游的接待工作；

6月6日国家公安部、外交部、总参谋部和旅游总局发文通

知：四川省成都、重庆二市及重庆至上海长江水域对外开

放；11月27日中共四川省委决定，成立四川省旅行游览事业

管理局。尽管在上世纪30年代重庆就建有“四川旅行社”和

“中国旅行社’’，但他们只承接委托代办旅行事务，以后由

于战乱和经济凋敝，没有形成一个行业的规模。建国后相当

长一段时期，也无条件发展旅游业。
1 9 7 8年1 2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此后

全国工作重点发生战略性的转移，全面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

心，旅游业作为一项新的产业经济，也为此萌芽和发展。
1 9 8 1年1 o月1 0日，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强旅游工作的决

定》。此后，四县相继设立外事办公室或旅游办公室，负责

辖区的旅游资源的普查、景点保护和开发。通江县先后建设

和开发了诺水河狮子洞等一批旅游景点；巴中县发动部门参

加景区建设，动员群众兴办旅游服务企业，其经验还在全省

推广。自此，巴中的旅游业开始起步。

1993年10月，巴中建立地区，不仅迎来了经济和社会发展

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也为旅游业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基础和条

件。巴中是个农业大区，工业基础十分薄弱，其他资源也比较

匮乏，但却有得天独厚的自然风光和文化底蕴厚重的人文景

观，地委、行署及时提出“开发旅游”的战略决策，1 994年

2月行署决定设立巴中地区旅游局并与地区文体局合署办公，

负责全区旅游资源的普查、保护、开发和利用，让旅游业开

始成为老、少、边、穷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柱产业。



巴中位于川陕交界的秦巴山区，绚丽诱人的自然风光，

丰富多彩的人文景观，加之370多万人民的勤劳勇敢，为旅游业

的发展注入了健康的血液和丰富的营养，特别是红军文化的灿

烂夺目，给整个旅游线路缀上了闪光的花环。加之这里东邻达

州，南抵南充，西接广元，北依汉中，距成都、重庆、西安等

特大城市仅400公里左右，优越的地理位置，也为旅游业的发展

创造了优越的条件和广阔的前景。众多景点，尤以南江光雾山

原生态风景和通江诺水河大型溶洞群及奇异山水为特色的自然

景观，是观光、休闲、度假、疗养、探险、科考旅游活动的绝

妙去处；境内的南龛、北龛、东龛、西龛以及水宁寺千佛岩隋

唐石窟佛教艺术，加上“太虚洞”、 “月亮岩”、 “皇柏

林"、 “汉王台’’、 “牟阳城”、 “得汉城’’、 “擂古寨’’等

古文化遗址和三国遗踪，配以区内丰富多彩的民风民俗，是又

一特色文化旅游资源；门I陕革命根据地(二战时期全国第二大

苏区)保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和革命文物，是全国爱国主义教

育基地。针对巴中境内这些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条件，建区之

初地委行署将开发旅游列为经济发展战略。自1993年以来各级

政府十分重视旅游业发展，相继建设配套旅游服务设施，开展

了以国内旅游为主的旅游活动。1994年到1997年，全区接待国内

游人15蜍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1．5亿元，推动了地方经济的
发展，使旅游开始成为脱贫致富的经济产业，地委、行署将旅游

业作为全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柱产业进行重点培育。首先改善旅

游交通环境，采取总体规划，分步实施的战略。1994年至

1988年全区连续开展两轮交通大会战， “改造瓶颈制约，改

造硬化县际间及出区公路’’；1996年底全区相继投资14．6亿元，相

继改造硬化了巴中至南江、巴中至平昌水泥路和巴中至通江、



巴中至仪陇等油路；1 9 8 7—1 98 8年投资1．2亿元完成了通江

至诺水河、南江至光雾山、南江至诺水河镇的公路改造硬化。

为解决旅游开发用电，通江、南江两县分别投资500万元架设

了至诺水河、光雾山景区的10千伏、35千伏输电线路。

保护旅游资源开发旅游景点，是旅游业发展的重点之一。

南龛景区1984年，巴中县政府开发建设南龛公园，打通

了巴中城区至南龛山顶的车行道，修建了川陕革命根据地博

物馆，公园内兴建了儿童乐园、游乐场、荷花池、小桥流

水，建亭廊10余处，建成了玉佛寺、大成殿等；1993年开始

了川陕苏区将帅碑林建设，到2006年，建碑4 28 0余块，石刻

红军英名1 3万余人，在碑林区建成了五大景观区。南龛景区

集红军文化、石刻艺术、游乐于一体，旅游活动项目逐渐增

加，已成为巴中重要的旅游景区。

诺水河景区1 9 8 6年1 0月，通江诺水河被省政府批准为省

级风景名胜区。1 9 8 6年至1 990年，通江县在注重景区资源保

护的前提下开发了狮子洞；1 9 8 8年，通江县政府成立了旅游

办公室，负责旅游资源普查和开发工作；随着通江县诺水河

景区的交通道路建设，1991年诺水河景区开始兴建旅游服务

设施，通江县人民政府发布了《关于加强诺水河景区资源保

护的布告》，集中人力、物力和财力，相继开发了狮子洞、

牛角嵌、宋家洞和楼子庙等部分景点，兴建了仙人居、诺水

河1号、2号楼，开办了文化娱乐项目和水上娱乐项目，修建

了斑竹园微型水电站；1994年开始改造通江县城至诺水河景区

的旅游公路，1997年路面硬化达标；随着交通条件的改善诺水

河推出了丰富多彩的旅游活动项目，游人逐年增多，使诺水

河的知名度越来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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