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斩棘披荆奋进路 天开图画我辈裁
——壮丽70年，天柱山旅游发展巡礼

陈兴旺 郑与

文化旅游是潜山发展的特色首位产业，是潜山撤县设市的“立市之基”。回

眸2018，天柱山以六大举措六大创新，开辟文化旅游首位产业发展新境界。

——潜山撤县设市，天柱山乘“市”而上迈上新征程。文化旅游是潜山最

大优势和最靓名片。2018年8月28日，旅游让潜山成为全国首家以特色县获批

的县级市，也成为安徽最年轻的县级市。潜山成功撤县设市及“生态立市、旅

游兴市”战略为天柱山新一轮发展带来机遇，。

——《条例》颁布实施，天柱山依法治山步入新轨道。《安庆市天柱山风景

名胜区条例》于2018年9月1日起施行。这是安庆市自然生态类首部地方性法

规，填补了天柱山风景名胜区规范管理上的空白，对天柱山风景名胜区发展具

有里程碑意义，标志着天柱山迈上了依法兴旅、依法治山的新台阶。

——制订景区详规，天柱山科学规划描绘新蓝图。三祖寺、龙潭河景区详

细规划获住建部审批，至此，天柱山风景区详细规划实现全覆盖。此外，天柱

山国家森林公园总体规划通过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批准，国家地质公园规划获潜

山市政府批准并发布实施。

——完成林场改革，天柱山理顺体制释放新红利。完成天柱山国有林场改

革，并顺利通过国家级和省级验收组验收。林场以国有林场改革契机，创新发

展、转型升级，走绿色发展之路，释放森林三大效益红利，生动诠释“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

——牵手大型央企，天柱山借智借力拓展新空间。天柱山风景区与深圳华

侨城集团下属旅游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签订赋能管理合作协议，确立“赋能管

理＋投资调研＋上市筹备＋全域发展”合作路径，推进华侨城与天柱山及潜

山、安庆旅游深度合作。

——文化旅游联姻，天柱山血脉相融注入新动能。潜山市文化旅游体育局

组合一体化，民间文化旅游协会同步更名成立，有力发挥体制创新与集体智慧

及全产业链效应，推动文化旅游事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此外，六大宣传营销举措促进天柱山知名度影响力大幅提升。

——确立品牌口号，推动口号不一到主题突出创新。推出“大爱天柱，情系

天下”宣传广告语，以与安徽三大山宣传语相媲美，与本地重点文化资源相吻合。

——实行全域联动，推动景点营销到全域营销创新。正式施行旅游年卡

制，年卡定价198元，实现“一卡在手，全域畅游”，包括潜山市内20个景区(点)。

——冠名高铁列车，推动景区向“中国速度”借力创新。成功签约京福、

宁安、沪汉三趟高铁冠名权，“天柱山号”高铁列车成为潜山市首个冠名的车号。

——开发研学产品，推动国内消费到中俄合作创新。第四期俄罗斯高级公

务员研修班学员来到潜山、天柱山参观学习，献计俄罗斯风情小镇建设。潜山

天柱山积极响应“一带一路”倡议，借助长江和俄罗斯伏尔加河“两河流域”

合作平台，推进与俄罗斯的民间交流。

——结合重大节庆，推动品牌宣传向高端聚焦创新。两会期间，天柱山获

央视直播；国庆长假，央视、新华社现场云两天三次聚焦天柱山；央视摄制影

像方志专题片摄制播出；与省局拼盘在央视推广天柱山。

——着力科技应用，推动传统营销向创意营销创新。在省旅发委组织开展

的2016-2017年度安徽旅游创意营销奖评选活动中，天柱山旅游发展有限公司申

报的天柱幻影-AR新科技应用获新科技应用类一等奖，天柱山＋体育创新旅游

营销、神奇地带养生福地-莫斯科·中国天柱山旅游养生推介会营销案例，分获

主题营销类和创新推介类二等奖。

漫道前行昌国运，天柱前头总是春。在安徽旅游“撸起袖子加油干”之

际，天柱山正发掘旅游潜力，强化龙头带动，激发产业活力，推进天柱山旅游

改制上市，积极对接资本市场，开辟天柱山旅游高质量发展新境界，真可谓东

风劲鹏正举，天柱未来定可期。

文化首位到创新驱动
潜力天柱山加速度发展

金秋的风，满载着收获的气息，亲抚着天柱山的满目锦绣。从养在深闺，到走出国门，从步履蹒跚到超迈前行，天柱山以
全新的面貌和累累硕果向新中国成立70周年献礼！

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全国文明森林公园、中国自然与文化双遗产、全国文明单位、国家5A级旅游景区、世界地质公
园……一项项殊荣显现出天柱山发展的轨迹，也呈现出天柱山从“国字号”到“世界级”的跨越之旅。

据统计，天柱山年接待游客从开放之初的550人增至2018年的140.2万人次，实现600公里半径的中长线的游客量增长达
35%、占全部游客量比重达35%，境外游客量增长35%。是什么吸引了游客的目光？又是如何以滚石上山之力破解发展难题，
跑出旅游发展“加速度”的？这是绕不开的究底之问。

天柱山被尊为“中华历史名

山”，自然风光雄奇灵秀，汉武帝刘

彻号之“南岳”，为诸多名流倾心卜

居之所，文人墨客游览之地，儒释道

荟萃之区。然而，新中国成立之初，

潜山以农业经济为主，当地人民“身

处宝山不识宝”，天柱山因此成为冷

落的方外之地。

1979 年，“天柱山工作领导小

组”成立，统筹天柱山开发建设，拉

开了旅游开发的序幕。1980年，天柱

山开始接待旅游组团。1981年，天柱

山开始新建客房、餐厅、游览步道、

公路等旅游基础设施。1982年，天柱

山被确定为首批国家重点风景名胜

区，开始正式对外售票……

“再穷也要把路修通”，这是当时

县委县政府铁定的决心。天柱山地处

大别山系欠发达地区，基础设施建设

薄弱，尤其内部交通严重滞后。从

1982年初筹备到1984年竣工前后两年

时间就修通了从野人寨至茶庄的山区

公路，1986年动工修建茶庄至马祖庵

公路，两年后砂石路面基本竣工，公

路直达马祖庵景区，为修建索道衔接

主峰景区打下基础。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人们生活

水平的提高，旅游业迅速升温。1998

年11月，安徽省人民政府在潜山县召

开皖西南旅游经济会议，确立了天柱

山在皖西南的龙头地位。2000年，潜

山县委连续三年发出1号文件，确定

“旅游兴县”的战略。《天柱山总体规

划》 被国务院批准。自此，“山上

游、山下住”“山城一体化”的建设

大幕拉开。

2003 年，天柱山组建新的管委

会，同时成立天柱山旅游发展有限公

司。新的体制很快显现出活力。

坚持保护与开发并举，集中包括

门票收入、各类专项资金和银行贷款

8100万元，带动约10多亿元的社会资

本投资。按照同济大学和省设计院为

天柱山编制旅游规划，推进基础设施

建设，仅景区修路就投入1.5亿元，还

斥资1500万元完成主峰精品景区打造

工程；投资400万元新建游客服务中

心。同时兴建三大停车场，完善景区

供电、邮电、通讯服务设施，建成一

批生态公厕等。

从之前县委，县政府到撤县设市

后的市委市政府对旅游都高度重视，

潜山上下对发展旅游业的认识也逐步

深化，对天柱山旅游在县域经济中的

定位也实现了“三级跳”，即从最初的

“县兴旅游”，到“旅游兴市”战略，

再到山城一体化建设，从当初的观光

旅游，到领舞皖西南大旅游，再到国

家级旅游目的地和国际休闲养生中

心，标杆不断拉高，内涵不断丰富。

县兴旅游到旅游兴市 寂寞天柱山跃领皖西南

十年磨一剑，砺得梅花香。自

2000年获批国家4A级旅游景区开始，

天柱山又开始了新的品牌创建历程。

“十二五”开局之年，天柱山一

年三折桂，满贯收金。2011年，天柱

山被国家旅游局评定为国家5A级旅游

景区，跻身国内顶级景区之列，荣膺

世界地质公园，开始真正走出国门，

获批第三批全国文明单位，为当年安

徽省获此荣誉的唯一一家风景区。

立足品牌，挖掘特色，天柱山在

擦靓旅游优势名片上又如何出招？

生态是潜山最美名片。天柱山森

林覆盖率97%，负氧离子每立方厘米

含量是国际标准的20倍，被誉为“潜

山绿肺”，2019年7月获评“中国天然

氧吧”。天柱山养生功和生态养生游

尤其受到俄罗斯游客的推崇，成为美

好安徽走向世界的重要名片之一。

2017年4月 11日，在中国外交部

蓝厅举办的“开放的中国：锦绣安徽

迎客天下”安徽全球推介活动中，天

柱山下的“俄罗斯村”成为各国友人

关注的焦点之一。

“俄罗斯村”即“天柱山养生功

武术院”，借助养生武术院平台，潜

山市委、市政府及天柱山风景区加快

“走出去”的步伐，开展了一系列对

俄罗斯市场的旅游推介和经贸交流，

中俄文化旅游交流活动日益频繁。

2017年4月22日，天柱山专场旅

游推介会在俄罗斯驻上海总领事馆会

议厅隆重举行，首开全国山岳型景区

走进外国驻华总领事馆开展专场推介

先河。5月13日、14日，天柱山风景

区成功接待俄罗斯第三期高级公务员

研修班47名学员。6月16日，俄罗斯

联邦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自然管理

和生态部长、文化部长到天柱山访问

交流……

2018年 4月26日，首届中俄·天

柱山文化旅游交流活动在天柱山举

办，俄罗斯联邦远东发展部部长加卢

什卡出席开幕式并表示，2018 年至

2019年是中俄地方合作交流年，中俄

双方藉此在天柱山开展更加广泛深入

的合作，让越来越多的俄罗斯国民热

爱和喜欢天柱山。

随着俄罗斯游客的逐年增多，打

造一个原汁原味、让俄罗斯游客宾至

如归的“俄罗斯村”项目应运而生。

拟建的“俄罗斯村”项目总投资约

1.5亿元人民币，包括俄罗斯风情街、

俄式风情广场及综合旅游接待区、俄

式民宿三大板块。目前，《天柱山俄

罗斯村项目设计方案》已编制完成，

该项目正面向俄罗斯企业招商，建成

后的“俄罗斯村”将让俄罗斯游客有

到“家”的感觉，也让中国游客感受

到“异域”风情。

潜山市委书记张劲松表示，从俄

罗斯前总理基里延科三顾天柱山，到

一年迎来近2万俄罗斯游客；从搭建

中俄文化交流平台，到打造原汁原味

的俄罗斯小镇，“俄罗斯村”是天柱

山独特魅力的结晶，是中俄两国人民

友谊的结晶，更是天柱山走向世界的

“桥梁”。

久在深闺到走出国门 养生天柱山享誉海内外

10多年前，潜山只有一家4A景

区，2006年全县旅游总收入，占全县

GDP6.7%，仅为黄山的1/10。面对这种

反差，2007年，潜山县委县政府首次

明确旅游为县域经济战略性支柱产

业，谋划以天柱山为龙头、县城为依

托、各乡镇景点和项目为补充的旅游

大格局。

潜山文化旅游体育局有关人士介

绍，2016年以来，潜山坚持创建国家

全域旅游示范区，全方位保障，全景

化打造，全业态融合，全要素创新，

舞活天柱山龙头，做靓卫星景区，形

成风景观光、休闲度假、特色乡村、

历史人文四大旅游板块。专门设立

5000万元旅发专项资金，让旅游产业

红利成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支

撑点。截至目前，全市有3A级景区16

家58个景点，其中5A景区1家，4A

景区 4 家，形成从天柱山“一枝独

秀”到全市“百花齐放”，从“各自为

政”到“相融相谐”的全域发展格局。

如何推动“景点”向“全景”、

“门票经济”向“产业经济”转型？

天柱山将旅游跨界融合作为新动能，

大力实施“旅游＋”。“旅游＋”“＋

旅游”，双向融合，全业联动，围绕

“春游、夏宿、秋赏、冬品”主题，

发展休闲观光农业，做活“旅游+农

业”。依托薛家岗遗址公园，程长

庚、张恨水故居，痘姆古陶非遗传习

基地，推出文化寻源、戏曲寻根、安

徽寻祖文化游线，做活“旅游+文

化”。举办长板赛、溯溪赛、越野赛

等国际高端体育赛事，做活“旅游+

体育”。打造“养生”名片，做靓

“生态潜山、养生天柱”品牌，做活

“旅游+养生”。通过全产业融合发

展，带动了传统产业的升级换代，传

统产业的华丽转身，而又促进了全域

旅游的深入发展。

坚持“旅游+”的发展思路，把

旅游发展与精准扶贫工作紧密结合起

来，探索出“景区+农户”“公司+农

户”“农庄+农户”“合作社+农户”

“电商+农户”的旅游扶贫模式，带动

近6000户、1.6万人脱贫。

“在全域旅游发展的舞台上，天

柱山龙头带动作用日益显现，占有的

戏份越来越重。”潜山市委常委、天

柱山管委会副主任涂高生介绍，近些

年，以天柱山为龙头，景区得以做

强，乡村日益变美。天龙关、白马

潭、九曲河、天柱峡谷等景区由弱变

强，高山滑雪、高山潜水、低空飞

行、玻璃栈桥、冰雪世界、玻璃水滑

道等新业态层出不穷，天柱山俄罗斯

村、龙潭河景区综合开发启动建设，

海心谷、福元民宿、中联 （天柱山）

露营地等高端民宿投入运营，潘铺农

庄、望虎园林、野鸡湾生态园、查冲

生态园等休闲农业脱颖而出。

在苦练“内功”的同时，天柱山

发力宣传营销。开展“大爱天柱、情

系天下”和“醉美乡村在潜山”两大

品牌宣传活动。主动融入“一带一

路”和中俄“两河流域”战略合作，

持续举办中俄文化交流活动、推介

“生态潜山、养生天柱”和“天柱山

下俄罗斯村”。常年举办“最美乡村

在潜山”旅游系列活动，古陶艺术

节、杜鹃花旅游节、520相亲会精彩

纷呈。

据统计，2018年，潜山市全年共

接待国内外游客1068万人次，客源市

场拓展至全球40个国家和地区，旅游

总收入89.27亿元，旅游业增加值占

全县GDP比重18%以上。其中，天柱

山年接待游客140.2万人次，其中，俄

罗斯游客占境外游客绝大多数。

“潜山旅游在天柱山的领舞下，

实现从‘夏秋游’向‘四季游’转

型，从单一的山地景观‘平面游’向

水陆空‘立体游’转型，团队游从以

‘老年’为主向‘少年’为主转型，

从‘山岳观光游’向‘休闲度假游’

转型。”市长、天柱山管委会主任梅

耐雪说。

龙头引领到全域联动 奋进天柱山产业大融合

俄罗斯游客在天柱山习练天柱养生功 王立新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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