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斋堂镇地处北京西部山区，永定河畔，北邻河北省涞水县，南与北京

市房山区相接，西为门头沟区清水镇，东与门头沟区雁翅镇、大台地区接

壤，镇域内东有海拔1524米的鳘鬏山，北有海拔1773米的黄草梁，南有

百花山山脉的大寒岭、老龙窝、摘星岭。斋堂镇地域辽阔，约有400平方

公里的面积，共辖29个行政村1个社区居委会。村村依山傍水，地势险

要。斋堂镇历史悠远，资源丰富。素有“京西重镇”之称的斋堂，是门

头沟西部山区的发展中心，也是北京市重点发展的37个小城镇之一。

永定河文化广泛而深厚

永定河是流经北京的第一大河，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永定河流域以

其光辉灿烂的流域文化，形成、发展和养育了北京城，被公认为是北京的

母亲河。

2006年以来，我区着眼于北京举办人文奥运和进一步明确区域发展

方向，适时提出了打造永定河文化品牌的战略构想，朝治理和开发永定河

资源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斋堂镇位于永定河南岸，长期以来，围绕永定河形成了珍珠湖、斋堂

水库等大型水利设施，是北京市的备用水源和全国水土保持的重点地区。

特别是围绕永定河形成的光辉灿烂的流域文化更是斋堂人的骄傲。这里有

颇具名气的地质文化、名山文化、水利文化和交通文化，有底蕴深厚的古

人类、古城、古村落文化，有宗教文化、军事文化和民俗文化，甚至个

村落还形成科举文化，还有著名的抗日战争时期的八路军指挥部等。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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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一条浓缩的中华文明的历史长廊，各种文化现象几乎都能在这里找到

佐证。如果说在北京地区永定河文化的重点在京西门头沟，那么斋堂地区

就是永定河文化最精华和最核心的地带；如果说北京的众多小城镇都有自

己的发展特色，那么最具历史文化特色的小城镇就在斋堂。我们完全有信

心依托这些博大精深积淀深厚的历史文化资源，把斋堂地区建成中国的历

史文化名镇、北京的古都风貌示范镇和门头沟永定河文化标志镇。

型 建设西部生态发展带是我们的职责
文

卷 斋堂镇在历史上是有光荣革命传统的老区，长期以来，斋堂人民为国

家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和牺牲。在革命战争年代，这里是平西抗日根据

地，近500名优秀儿女为中国革命的胜利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解放后，斋

堂作为以煤炭开采为主导产业的资源型乡镇，多年来用优质的煤炭资源为

北京市的生产建设和市民生活奉献了自己的光和热。在加速现代化建设的

今天，斋堂人民自觉服从服务于首都生态环境建设和举办绿色奥运的大

400 局，关闭了赖以生存的煤矿，使地区经济发展遭受暂时的停滞及财产损

失，面临着经济转型的艰难而又痛苦的过渡期。

根据北京市空间布局调整的总体要求，未来北京将形成“两轴两带

多中心”的城市发展新格局。在西部生态带建设中，门头沟区将成为北

京的西部副中心，承担绿色生态屏障和文化娱乐中心(现代综合服务中

心)的重要功能。这恰恰为斋堂镇充分释放自身的历史文化和生态资源

优势提供了绝好机会，也为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和旅游休闲产业，加快推进

地区经济转型提供了广阔舞台。

斋堂在历史上就是西部山区的发展中心，现为北京最西端唯一的市级

小城镇，也是西部生态带与周边省份相联系的西部重镇；从资源条件看，

这里不仅历史文化积淀深厚，而且山高林密河谷纵横，风光绮丽景点众

多，京西著名的灵山、百花山、龙门涧、珍珠湖和爨底下村等旅游景区，

在境内或周边星罗棋布，是首都西部天然的生态屏障和自然保护区，也是

，． 我区实施生态立区战略的发展重点。综合这些因素可以看到，斋堂无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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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生态带建设还是在我区实施生态立区战略中，都发挥着极为独特的作

用。应该说斋堂镇优势得天独厚无与伦比，发展潜力巨大。我们只有迸一

步明确自身的功能定位，加强生态建设，使斋堂镇成为京城人民的后花

园，这个资源优势必然会转化为经济优势，才能全面融入首都和全区的发

展进程。

建设斋堂历史文化名镇是我们的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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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建设中国历史文化名镇，最根本的目的就是要尽快改变山区的贫

困落后面貌，使山区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小康生活。斋堂是革命老区，具

有值得骄傲的光荣革命传统。在采矿业下马、经济发展面临困境和农民增

收缓慢、劳动力就业困难的新形势下，如何找到一条符合地区实际的发展

新路，使老区人民尽快富裕起来，是镇党委和政府承担的重要历史责任。

从未来的发展方向看，发展绿色生态经济、依靠绿色生态富民，已经成为

门头沟区特别是山区的根本方向。我们提出建设中国历史文化名镇的战略

定位，不仅符合镇情实际，也完全符合西部生态带的发展要求，符合北京 斗o，

举办绿色奥运的申办理念，符合我区未来发展的功能定位。依托这个载体

和平台，斋堂必将成为首都西部文化娱乐中心，必将成为绿色奥运和人文

奥运的崭新亮点，必将成为体现北京古都风貌的重要典范，也必将极大地

提升斋堂镇的整体形象，使旅游和文化服务业成为强镇兴村富民的新型产 j

业，让山区人民通过经营旅游和绿色生态产品走上富裕之路。

建设历史文化名镇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

斋堂悠久的历史，厚重的文化，特殊的地理位置实为罕见，发展潜力

巨大。全镇现有市级文物保护单位5处，区级文物保护单位20多处，众

多的古寺庙、古戏台、过街楼、古塔、古墓、摩崖石刻等达百余处。从经 }

济社会发展地位、水陆交通、革命历史遗迹和传统建筑遗产、民俗风情等

方面分析，我们主要有九大历史文化资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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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老久远的史前文化

斋堂历史悠久，自古以来便是人类发祥地之一。永定河发源于山西宁

武县管涔山天池，流经山西、河北、北京、天津二省二市，全长680公里，

流域面积47016平方公里。其中流经北京市的河段长159．5公里，流域面积

3168平方公里，为境内最大的河流，也是最古老的河流。一百多万年前，

河水从晋北高原穿过军都山脉的崇山峻岭奔腾而下，在广阔平坦的华北平

原上随意地摆动宣泄，形成了大片的冲积扇，既造就了肥沃的土壤，又留

下了大量湖沼和丰富的地下水。正是这片丰泽膏腴的土地，哺育了北京地

区最初的文明，并为北京后来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优越的地域空间。

古人类沿此流域往返迁徙生存繁衍生息，逐渐稳定下来。由于清水河

流域独特的地理自然环境适宜人类生存，有一部分远古人类在清水河流域

留了下来，这就是斋堂川最早的先民。斋堂川由于历史、地理原因使这里

形成独特的人类群体并发展成为独特的聚落文化。

历史上重要的西山大道从这里穿过，从北京平原到蒙古高原横穿好几

个省市，历史上人类的迁徙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这里的人们像动物一样也

有固定往返迁徙路线，沿西山大道向西北而行，从此斋堂川便有了人类较

早的生产和生活，留下了许多古人类遗迹。

经考古发现，在桑峪村发现了早在l1万年前的“前桑峪人”。

1966年4月北京大学地质地理系学生在东胡林村率先发现了早在1万

年前的“东胡林人”。2003年10月，北京大学考古专家在东胡林村进一

步发掘，又发现一座保存较完好的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墓葬，出土了完整的

人骨化石，“东胡林人骨化石”出土填补了北京新石器时期人类活动的历

史空白，东胡林人遗址被市政府公布为第二批地下文物埋藏区。

近年，石器时代人们生活的遗迹，在沿河城石羊沟、刘家峪沟、狮子

沟等地屡有发现。这一切是研究京西政治、经济、文化、人民生活状况的

宝贵资料。

底蕴深厚的古城古道古村落文化

古城文化沿河城是明清驻军屯兵的重地，军事指挥中枢。明朝万历

年(1578)，由副都御史张卤(号浒东，河南仪封人)议修沿河城，



“命吏具畚锸积储待，期期而不具罪之，命将校督吏卒分工而作，期期而

不就罪之，将校及吏士奉约束惟谨，凡数月告成事”。一座东西南北四门

俱有(东门因为面向京城，故名之为“万安”；西门因为面对蒙古各部来

犯之向，故名之为“永胜”；南北两门均为水门)，东西长一里，城周

1182．3米的山间城堡矗立于绿水青山之间。虎踞龙盘乃古堡要塞之翘楚，

碑记有云：“周视关城，未有沿河口之壮者也”，而且山城竣工之后，附

近山民陆陆续续搬到其中居住，渐成五业兴旺人烟辐辏的山间小城，此后

“再无赤羽之警”，士民“平居不复馋盗，即一旦有缓急，急人收堡，凭

坚城而守，据河上流为天堑，而壮士挽弓赴敌，人人自坚无忌，西扼虏东

辅诸君国，燕台易水之间可高枕无忧矣!”守备老爷大纛一立、两三千军

兵，战旗猎猎、旌麾西指，三汉沿河水口、东小龙门口、石巷口、天津

(井)关口、东龙门口、天桥关口、梨园岭口、天门关口、洪水口、西小

龙门口、夹耳安口、乾涧口、爨里口、支锅石口、滑车安口、毛葫芦安

口、恶峪涧口，17处隘口与斋堂城等地，均在其掌握统辖之中，可谓八

面威风。

斋堂城乃明万历二十五年，沿河城守备李化龙为防蒙古铁骑入犯，改

变沿河城孤城之势，加强守备力量，形成犄角相互支援，主持建成了沿河

城守御城辅城——斋堂城，分东南西北四个城门，东城门为“廓清”门，

尚基本完好，西城门为“辑宁”门，在抗日战争中被日军毁坏。

以沿河城、斋堂城、大寒岭关城、黄草梁七座楼为代表的明代内长城

的古城堡，古韵悠悠，意味深长。

古村落文化斋堂独具风貌的明清古民居村落有十几处，是中国北方

明清时期乡村民居建筑的典范。建筑形式基本相同，磨砖对缝调青灰，青

砖到顶四角硬，板瓦硬山青水脊，脊两端有蝎子尾，山墙为混水碎石。墙

建筑风格既有建筑细节和局部处理上的风韵，又有北方高宅大院恢宏整体

的气势，石墙山路、门楼院落，影壁花墙，仍能看出当年的精工细作，砖

雕、石雕、木雕蕴含着古老的民族文化。

斋堂古村落既有皇家四合院的整体规划和合理布局，又有因地制宜的

巧妙利用，称为“山地四合院”。

●

斋
堂
镇

●

概
述



热顿氛



道教在斋堂川的影响一度超过佛教，元代道教的遗迹和影响还随处

可见。

元时，传教士以行医为名将天主教传至斋堂，元统二年，修建了桑峪

天主教堂。

千百年来在斋堂出现过不少名刹高僧，对该地区的经济文化、民风民 ●

俗有较大的影响，宗教发展所留下的恢宏建筑和艺术遗产，对本地社会文 量

化和思想的发展带来了较为深远的影响。 ?

繁荣一时的商旅文化 送

斋堂历史上曾有古道十余条，随着古道的开凿，一些村落、店铺也随

之出现，古道的兴衰也决定了这些村落的沉浮，古道沿线山村、古庙、刻

石遗迹随处可见。年深日久，古道之上形成一大景观——古道蹄窝。说明

古道千百年来乃是商贾行旅晓行暮宿之地，骑兵步卒征战冲杀之路，马帮 f

行脚日经夜过之途，车水马龙川流不息，人来客往络绎不绝，故千年之后

才得以留此壮观之景。

古今闻名的军事文化 。

斋堂川崇山峻岭是护卫北京城的天然屏幕，军事地位极为重要，是北
制-

京西上塞外的交通要道，自古是兵家必争之地，金灭辽、元灭金，均假道

于此。明代修建了沿河城、斋堂城两座戍守城池和12座敌台，防备北方

蒙古部族入侵，修建了随山起伏的内长城，是守卫京师的重要防线。 ，

斋堂镇是著名的革命老区，革命遗址众多，为中国解放做出了重大贡

献，称为“老八区”。1937年lo月，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民抗日军来

到平西斋堂。1938年3月，八路军邓华支队进驻斋堂，成立了平郊第一

个抗日民主政权——宛平县抗日民主政府，不久，宛平根据地——北平第
一个抗日根据地在斋堂很快形成。1938年2月，萧克将军来到斋堂，在 i

斋堂川成立了冀热察挺进军，斋堂川从此成为平西根据地的中心地区，数 +

十位八路军将领曾战斗于此，被后人称为“将军的摇篮”，这是斋堂人民

的骄傲，也是珍贵的遗产。

抗日政权机构遗址有西斋堂八路军办事处和冀热察挺进军司令部旧

址，重大战斗有堑鬏山大血战和王家河滩大拼杀，重要惨案发生地有王家 ，．’^

嗄’秘爻釜
不，擎蹲；撵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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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惨案遗址，还有烈士陵园、烈士墓和烈士碑多处。抗日战争中的抗战老

人和1938年前后入党的老党员还有一部分健在。斋堂有489位抗日英烈

慷慨赴难英勇捐躯，占门头沟区英烈的41．58％。至今，斋堂镇马栏村还

保留着挺进军司令部遗址，1997年肖克老将军题字“冀热察挺进军司令

部陈列馆”，市政府命名为市级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独具特色的地质文化

斋堂地区地质构造丰富多样，有褶皱构造、火山构造、断裂构造，京

西大裂谷、马栏阶地等，斋堂犹如一座天然的地质博物馆。马栏黄土是德

国著名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中国首次确定的第四纪晚更新世，风土黄土成

为标准剖面。

闻名遐迩的科举文化

中国科举制度开始于隋大业三年，历时1300年。斋堂父老乡亲自古

以来就非常重视教育，儒学十分发达。

在明清科举制度下，社学、义学、村塾遍布镇域之内许多村落。

桑峪洪武八年即建有社学(具体在哪村尚难确定)。

沿河城虽是明清军事指挥中枢，明有守备府，清有都阆府，但是却允

文允武，讲武同时亦颇为重视文教，建有圣人庙、魁星阁、文昌庙，据明

天启四年(1624)，都指挥张经纬守备所立石碑可知，1623年以前沿河城

村即有义学存在，距今已有370余年，这是现在已知的京西最早的义学。

据晚清举人王金度(字式如)于清光绪八年(1882)所撰的《齐家

司志略》一书可知：道光二十三年(1843)前后，斋堂义学尚存，距今

也有160余年的历史。

灵水村也建有文昌阁和魁星楼，读书者众，文化人才辈出。如：刘心

斋，字增广，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得中举人。进入民国又有多人于

京师大学就读，影响了一方民风和学风。

灿烂的民俗文化

斋堂保留了丰富多彩的民俗风情、传统技艺和民间艺术，极具地方特

色，如山梆子、蹦蹦戏、秧歌等。

柏峪村的燕歌戏即始于明永乐年问，追根溯源，迄今已逾600多年的



历史。该戏种有剧目379个，唱腔丰富，有“九腔十八调”之称，至今保

留《鹧鸪天》、《山坡羊》等金元时期的曲牌，是北京地区独有的地方剧

种，被研究专家称为“戏曲的活化石”。
‘

爨底下村丰富多彩的乡土文化、民俗活动。还有保存完好的历史遗

迹：甲午战争立功的捷报、表扬公文；抗日战争、土地改革、大跃进及文

化大革命各个时期的标语等。这些史料遗迹记载和展示了古村的发展史，

可谓是中国近代发展史的活化石之一，具有历史文化、文物保护、建筑艺

术等多学科的珍贵研究价值。

风光秀美的生态文化

．斋堂到处真山真水，山青水绿，旅游景点遍布，自然风光绮丽，是京

西生态旅游的精华所在。境内著名景点有黄草梁风景区、“京西小三峡”

珍珠湖风景区、双龙峡风景区、法城自然生态村和沿河古城、通州峪

“千年不冻水和万年不化冰”奇观；周边有京都第一峰灵山、华北天然植

物园百花山、京西大峡谷龙门涧等等，生态环境优美，自然景色宜人，是

都市人群休闲度假的天然“大氧吧”，也是广大青少年进行科普教育的天

然“大课堂”。丰富的自然资源和林木资源，给斋堂镇的发展提供了极大

的空间。斋堂镇自古以农耕为主业，农业物产丰富，有自古享有盛誉的柏

峪大杏扁、灵水薄皮核桃、火村和东岭的红杏、法城蜂蜜等，还有近年来

新发展的红富士苹果、“红提”葡萄和“克伦生”葡萄等绿色农产品，可

以满足各层次消费者的需求。

以上各方面文化现象相互交织，互相作用，共同发展使斋堂发展成了

独特的历史文化名镇，她镶嵌在光辉灿烂的永定河文化之中，融进历史的

长河里。

统一思想认识，走智力资源驱动的路子。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智力是

成功的阶梯。进一步统一全镇干部群众的思想，明确创建工作的根本方

向，是当前历史文化名镇建设工作的首要任务。

一是要解放思想，排除干扰。站在斋堂能不能全面融入北京发展的大

循环、能不能在全区的功能分工中占有一席之地、能不能建成名副其实

小城镇的战略高度，从更深层次上做好干部群众的思想工作。着力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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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建设历史文化名镇“无所谓、没必要”和“等靠要”等思想，排除干

扰坚定不移地把这项工作坚持下去，以发展的实际成果惠民、富民、

安民。
’

二是要立足可持续发展，开阔思路。要坚持生态立镇，牢固树立生态

· 保护和资源循环利用的发展理念，在资源保护的基础上，坚决防止出现新

．京-11。 的生态破坏现象；要坚持文化兴镇，把历史文化资源作为我们最大的优势

头I
J

和最大的潜力，全面整合资源，利用市场机制进行开发和保护，集中力量

耔 打整体战；要坚持旅游强镇，对现有旅游资源和文化资源摸清底数，统一

妥 包装，市场运作，尽快培育成为山区人民增收致富的主导产业。要切实把

意 经济工作的重点转移到“三个集中”上来：工业向园区集中，人EI向城

镇集中，土地向新业主集中，着力形成集聚效应。

三是要坚持科技进步，以人为本。树立“致富靠科技，治贫先治愚”

的发展理念，加快引进和普及农业先进实用技术和人才，真正把全镇的发

展转移到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为我镇建设历

史文化名镇提供有力的技术和智力支持。加大招商引资、富余劳动力和干

474。 部素质三个培训，保护好、引导好、发挥好各方面加快发展的积极性。

明确地区功能，走发展规划带动的路子。一是要确定基本功能。历史

遗迹众多、文化种类多样、生态资源丰富，是斋堂最大的优势，但由于地

处深山、信息闭塞、交通不便，长期以来守着金饭碗没饭吃，这是斋堂最

基本的镇情。这种镇情特点，决定了我们的发展不是多业并举的大规模发

展，而是立足资源实际，走资源加工、依靠生态富民路子的发展；不是就

生态搞生态的发展，而是以生态资源为依托、以历史文化资源为重点的特

色化、精品化和人文化的发展。为此，我们的定位应该着重围绕绿色、人

文两大优势，深度做好规划布局，突出绿色环境、历史怀古、人文观光和

休闲度假四大特色，打响“世外绿海田园、京西文化古镇”的品牌。

二是要确定发展目标。建设历史文化名镇，需要在这个总目标下合理

确定若干层次的分目标。从我镇的资源特点出发，围绕上述两大功能和四

大特色，我们建设历史文化名镇的具体目标应确定为：历史风情古镇、人

．’．。 文休闲大镇、旅游服务强镇和绿色产品示范镇。逐步培育形成较发达的历

怒杂



史文化、旅游服务和绿色农产品三大支柱产业。

三是要确定发展格局。如何建设历史文化名镇，我们初步考虑，要通

过统一整合全镇范围内的历史文化资源，着重形成“一八五”的发展格

局。“一”指一镇，即建设斋堂历史文化名镇；“八”指八村，即开发爨

底下、灵水、杨家峪、柏峪、徐队、刘队、双石头、法城等八个古村落；

“五”指五条旅游专线，即开发历史文化游、人文怀古游、传统教育游、

山水风光游和休闲度假游等五条旅游线路。

重点实施好四大工程。一是实施文物修缮保护工程。要坚持经济发

展与古镇保护相结合的原则，走“保护、开发、更好保护”的路子。要

对分散的历史文化资源进行整合加工，统一管理、合理布局，最大限度

地发挥资源的整体效能，形成主题鲜明、影响大、效益好的旅游文化品

牌。名胜古迹周边的景观环境要协调发展，使保护区域范围内的建筑风

格、景观风貌、功能设置与文物古迹相一致，实现文物保护与旅游观

光、商业贸易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坚决杜绝局部保护、分散开发的

模式。
‘

二是实施生态治理恢复工程。在保护好现有环境的基础上，对既有的

生态破坏现象，重点从山、水、城、矿四个层面人手，进行综合治理。加

快对爨柏沟、马栏沟等十条沟的综合治理；推进风沙源治理工程，涵养水

源，恢复植被；对矿区的治理，重点加强井下采空区、沉陷区的治理；加

强对小城镇的景观设计，全面推进绿化、美化、净化、亮化，努力建设古

典园林式小城镇。

三是实施产业开发建设工程。要以增收富民强镇为中心，加快农业产

业结构调整，建设历史文化名镇，达到自然环境清洁优美、设施环境先进

完善、体制环境规范高效、人文环境健康和谐的目标。加快林果基地建

设，重点完善和扩大精品杏扁、红杏、小枣、苹果、核桃、葡萄六大基

地。促进种植与观光相结合，大力发展“农家乐”民俗旅游产业。充分

利用广阔的山场和丰富的饲草资源，发展以羊、鸡、蜂为主的绿色养殖

业，使舍饲养羊、沟峪养柴鸡、养蜂形成规模。发展中草药种植基地，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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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林人遗址、灵水举人村为两翼，搞好“黄草梁、珍珠湖、双龙峡”三

景点的重点开发。

四是实施基础设施建设工程。充分利用好小城镇的相关政策，坚持服

4务旅游、发展经济、富裕农民相结合的原则，把小城镇建设与周边的村

落、景点有机联系起来，突出生态、历史、文化的主题，按照“一梁一水

一带”的布局进行整体规划。一梁，突出自然风景旅游区；一水，突出生

态休闲度假区；一带，突出文化古迹旅游带。搞好中心城镇的功能分区，

按照“旅游服务区、居民住宅区、商贸聚集区”的划分，加快基础设施

建设，启动旧村改造工程，完成集中供水、垃圾消纳、污水处理和“村村

通油路”等市政工程。筹建商业文化街，使中心镇成为全镇旅游吃、住、

行、游、购、娱的集散中心，充分发挥小城镇旅游休闲的聚集功能和经济

功能，以城带乡，城乡互动，促进地区主导产业的形成。

北京市的发展战略，将这里定位北京西部生态涵养区，在这一大战略

布局下，斋堂镇近年来加大战略转移建设中国历史文化名镇，最根本的目

的就是要尽快改变山区的贫困落后面貌，使山区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小康

生活。

由于我们坚持走出一条重新发展的道路，近几年来产业链条已逐渐形

成。斋堂镇在上级党委政府的关怀下，早在几年前已启动生态立镇、旅游

强镇这一工程。此项工程，在《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年》、《北

京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的大原则下已编制完

成全镇的总体规划，每个古村落也已完成规划并已逐步实施。整个斋堂镇

已拍电视剧达几十部，这里已成为著名的影视基地。在规划的原则下，这

里已建成的斋堂山庄，已成为诗人之家、旅游集散中心；柏台山庄将建成

斋堂地方文化戏剧之家并是户外运动基地；珍珠山庄已成为写生、绘画、

科考的活动基地；以灵岳寺为龙头的几个古山村将建成商务会展中心、企

业活动基地；杨家峪村将建成影视基地；在镇域内斋堂镇小城镇中心斋堂

镇中心街以南，109国道以北东西斋堂村界内，将建立餐饮一条街、旅游

文化产品一条街、旅游商品及农副产品集散中心。

此项目的建设已显露出它强大的生命力和地区经济的持续发展性。以

●北京门头沟村落文化志



旅游业为龙头的产业已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全镇旅游业的总收入已达三

亿以上，带动了双龙峡、胡林谷、法城村、黄草梁等一批生态旅游景区的

发展。各种生态观光园、采摘区的大发展以及上百家农家乐的发展，同时

以旅游产品为代表的一批名、特、优农副产品以及加工企业的崛起更是锦

上添花，古村落的卖点正被全镇人民所认识，即将变成更有发展潜力的新

的经济增长点。

一个全面发展的历史文化名镇，正以它独有的魅力，迎接着国内外的

大量游客来这里观光、考察，旅游、投资，一个崭新的斋堂古镇正展开热

情的臂膀真诚地欢迎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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