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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依据贵州省榕江县旅游资源大普查成果，从自然、人文两方面对榕江县旅游资源
禀赋特征进行了归纳。同时结合榕江核心旅游资源分布、旅游资源开发现状及旅游资源开发区

位条件等方面进行了综合分析，提出了进一步开发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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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榕江，昔称古州，地处湘黔桂三省结合部中心
地带，位于都柳江畔，东邻黎平、从江，西壤雷山、

三都，北界剑河，南接荔波，有“黔省东南锁钥，苗

疆第一要区”之称，地理区位优越。榕江行政隶

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全县总面积３３１５８平
方公里，下辖６个镇１３个乡（其中５个民族乡），
２６８个行政村，杂居着侗、苗、汉、水、瑶等１５个民
族，总人口４１４３万人，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县总人
口的８０９６％，县域内山水风光独特，原生民族文
化和人文生态系统保存完整。

１　榕江县旅游资源禀赋情况

榕江县旅游资源根据《贵州省旅游资源大普

查技术要求》共拥有１６３７个旅游资源单体，覆盖
了１２个标准主类中的１１个，占比９１６７％；４２个
标准亚类中的３４个，占比８０９５％，２１０个基本类
型中的１０２个，占比４８５７％（表１）［１］。

表１　榕江县旅游资源丰度统计表

Ｔａｂｌｅ１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ｔｏｕｒｉｓｍ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ａｂｕｎｄａｎｃｅ

ｉｎＲｏｎｇｊｉａｎｇ

系列 标准数目 调查区数目 占标准比例（％）

主类 １２ １１ ９１６７

亚类 ４２ ３４ ８０９５

基本类型 ２１０ １０２ ４８５７

榕江县旅游资源总体呈现出基本类型涉及面

相对较广，而主类相对集中的特点，主类主要集中

于水域风光、生物景观、建筑设施与乡村旅游四大

类（图１）。

图１　榕江县旅游资源单体类型分布柱状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Ｓｉｎｇｌｅｔｙｐｅｈｉｓｔｏｇｒａｍｏｆｔｏｕｒｉｓｍ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ｉｎＲｏｎｇｊｉａｎｇ

１１　自然类旅游资源禀赋特征
榕江县自然类旅游资源包括地文景观、水域

风光、生物景观、天象与气候景观四种类别，共有

旅游资源单体８５９个，占榕江县旅游资源单体总
数的５２％。在８５９个自然旅游资源单体中，入级
旅游资源单体３５２个，其中优良级旅游资源单体
数３１个，普通级旅游资源单体３２１个。县域南部
分布的月亮山、孔明山、都柳江及古榕树群，北部

的雷公山、北东部的八万山等均为榕江县独特性

的自然生态资源。以下着重介绍水域风光及生物

景观类旅游资源禀赋特征：

（１）水域风光类旅游资源
榕江县域内水系发育、水资源丰富，有长８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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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以上，集雨面积２０平方公里以上的河流６７条，
北为清水江水系有河流９条，流域面积占全县总
面积的９０４％，南为都柳江水系，有河流５８条，流
域面积占全县总面积的９０９６％。县域内的主要
河流为都柳江、寨蒿河、平江河、朗洞河、两汪河及

其支流，水域风光类旅游资源主要沿这五大河流

及其支流分布。位于都柳江、寨蒿河、平江河下游

及中段主要旅游资源为河段亚类中的观光游憩河

段基本类型（１００个），上游及其支流中主要为瀑
布亚类中的悬瀑（１０３个）和跌水（３９个）基本类
型为主。典型旅游资源单体如都柳江（都江至腊

酉）观光游憩河段、杨家湾水域风光、都柳江水域

风光都什段、略蒙河百道湾、龙塘湖、十里百瀑、晚

寨瀑布、太元瀑布、百药山瀑布群、干夜下瀑布及

催乳泉等。现拥有水域风光类旅游资源单体３４０
个，占该县旅游资源单体总量 ２０７７％，包含了 ４
个亚类、８个基本类型。

（２）生物景观类旅游资源
榕江县地面森林覆盖率 ７４７１％，活立木蓄

积量２１２８万立方米，植被类型主要是亚热带阔
叶林景观。全县有植物 ２０００多种，其中 ４００多
种有较高的实用价值，该类旅游资源单体在榕江

县域内分布较为广泛，典型旅游资源单体如月亮

山原始森林风貌、高帮红豆杉林、三宝古榕树群、

口寨古榕树群、兄弟姊妹神树、扣瑞古银杏树、本

里秃杉群及德腊村桫椤等。现拥有生物景观类旅

游资源单体４５１个，占该县旅游资源单体总量的
２７５５％，包含了４个亚类、６个基本类型。

１２　人文类旅游资源禀赋特征
榕江县人文类旅游资源包括遗址遗迹、建筑

与设施、旅游商品、人文活动、乡村旅游、红色旅

游、山地体育旅游７大类，共有旅游资源单体７７８
个，占榕江县旅游资源单体总数的 ４８％。在 ７７８
个人文旅游资源单体中，入级旅游资源单体 ５０６
个，其中优良级旅游资源单体数共７８个，普通级
旅游资源单体共４２８个。以下着重介绍建筑与设
施及乡村旅游类旅游资源禀赋特征：

（１）建筑与设施类旅游资源
榕江县内的侗族广泛分布于县域内，侗族传

统的萨玛文化、鼓楼文化及花桥文化所建设的萨

玛祠、鼓楼及花桥等建筑物留存久远，代表苗祖文

化的主体建筑－庙宇，均具有深远的文化价值，典
型旅游资源单体如三宝萨玛祠、大利寨花桥、三宝

鼓楼、大利鼓楼及苗王庙、摆贝苗王墓等。现拥有

建筑与类旅游资源单体３８９个，占旅游资源单体
总量的 ２３７６％，包含了 ７个亚类、３２个基本
类型。

（２）乡村旅游类旅游资源
榕江县为侗族、苗族等少数民族的聚集区，

侗寨多依山傍水，环境优美，苗族多居于高山，

空气清新，其村寨各具特色，各自民俗文化传承

延续较好，形成了较为丰富的乡村旅游类旅游

资源，典型资源单体如加宜梯田、宰荡侗寨、三

宝千户侗寨、摆贝苗寨、八吉侗寨及都什侗寨

等。现拥有乡村旅游类旅游资源单体 ２０５个，
占旅游资源单体总量的 １２５２％，包含了 ２个亚
类、９个基本类型。

综上，对榕江县旅游资源进行了统计，从优良

级资源等级和数量结构上看，人文旅游资源优于

自然旅游资源（表２）。

表２　自然旅游资源和人文旅游资源分级构成表
Ｔａｂｌｅ２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Ｎａｔｕｒａｌｔｏｕｒｉｓｍ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ａｎｄｈｕｍａｎｉｔｙｔｏｕｒｉｓｍ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等外级
普通级旅游资源 优良级旅游资源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五级
总数

自然类旅游资源 ５０７ ２７２ ４９ ２３ ８ ０ ８５９

人文类旅游资源 ２７２ ３３５ ９３ ５８ １８ ２ ７７８

合　计 ７７９ ６０７ １４２ ８１ ２６ ２ １６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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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核心旅游资源分析

榕江旅游资源丰富，其深厚的苗源文化、多彩

的侗族文化及独特的生态资源已成为该县旅游资

源发展过程中的核心资源。

２１　深厚的苗源文化
榕江县是苗族的根源，苗文化的发源地。榕

江县的苗王庙，是中国乃至全世界绝无仅有的供

奉苗族始祖的庙宇，被称为“苗族天下独一

庙”［２］［４］。此外，榕江县域空申苗寨、小丹江苗

寨、加两苗寨、摆王苗寨等原生态传统苗寨，苗年、

茅人节等传统苗族节日，苗族古瓢舞、月亮山苗族

木鼓舞等传统苗族舞蹈，以及不同支系的苗族服

饰，都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榕江苗族的变迁、独特

的苗族文化传承与发展，十分具有民族地域特色。

２２　多彩的侗族文化
榕江县侗族按区域和服饰、习俗不同，可分为

七个支系［３］，七大支系文化各有差异，共同构成

了榕江多彩的侗族文化。其中：侗族大歌为世界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侗族人民传承本族历史与

文化的一种方式，体现了浓浓的侗族风情；大利

侗寨古建筑群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村寨四

周古木葱茏，寨中拥有大小不同、风格各异的百

年风雨桥，村寨传统民族文化氛围浓郁；此外，

各地鼓楼、侗族琵琶歌、七十二侗寨侗族爬窗情

歌、各支系风格相异的侗族服饰、侗族美食等无

一不体现了榕江县独特的侗族文化，这些宝贵

的民族文化财富是发展榕江旅游最具吸引力的

亮点。

２３　独特的生态资源
大面积的森林覆盖以及独特的都柳江、古榕

树群、月亮山、孔明山、笔架山等自然生态资源为

榕江县发展生态旅游奠定了良好基础。

３　开发现状与建议

３１　旅游资源开发现状
榕江县通过多年的努力，旅游业逐步走向成

熟，形成了以三宝为中心，辐射至大利、宰荡、摆

贝、八蒙等旅游村寨的都柳江原生态多民族旅游

精品线和以茅人河漂流为中心辐射至空申、小丹

江、卡寨、乐里、晚寨旅游村寨的环雷公山苗侗风

情旅游精品线。部份景区获得了国家有关部门的

行业认定和市场的青睐，如榕江县苗山侗水风景

名胜区已批准为国家级风景名胜区［５］，三宝千户

侗寨被评定为全国农业旅游示范点和琵琶文化艺

术之乡，宰荡被评定为侗族大歌文化艺术之乡等。

但历年的开发过程中存在如下问题：

（１）旅游资源总体知名度不高，对统一塑造
全区整体形象的意识不强，旅游市场的宣传和推

广力度虽大，但独特性不明显，没有形成合力；

（２）景区资源整合力度有待加强、景区旅游
基础设施较为滞后；

（３）未能深入地挖掘和提炼出统一、完整、系
统、能促进旅游市场发展的形象定位；

（４）旅游产品开发不足，旅游商品市场尚未
成熟，未形成具有市场影响力、市场竞争力、代表

榕江特色的旅游产品。

上述问题在今后的旅游规划及开发过程中需

注意落实，才能让榕江的旅游事业可持续发展。

３２　旅游资源开发区位条件及市场
条件分析

　　（１）区位条件分析
①地理区位：榕江隶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

州，地处湘黔桂三省结合部中心地带，有“黔省东

南锁钥，苗疆第一要区”之称，地理区位优越。

② 交通区位：榕江外部交通拥有水陆空三种
方式，水运－船舶顺都柳江而下可直达广州；陆运
－３２１国道、炉榕公路、锦榕公路在县城交织，厦蓉
高速、贵广高铁穿境而过；航运－东北、西南与黎
平、荔波两大机场毗邻，距离不足１００ｋｍ，整体形
成了水、陆、空一体化交通网络格局，且即将修建

的剑榕、荔榕高速将直接连接榕江的南北，外部交

通条件较好。

榕江县域内１９个乡镇全部通车，近年来村村
通项目及乡村硬化工程的开展，将使榕江县内部

交通条件得以改善。

③旅游区位：生态上，榕江处于施秉喀斯特和
荔波喀斯特两大世界自然遗产之间，境内有月亮

山、雷公山、都柳江等原生态自然旅游资源，保护

较好，旅游发展空间较大。文化上，榕江处于黔东

南苗侗文化旅游圈的核心层，位于黎从榕世界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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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旅游区，且东北部紧邻环雷公山精品线路，区

域民族文化氛围浓郁，旅游节点位置重要。

（２）市场条件分析
榕江县经过多年的开发与打造，初步建立起

自有的旅游市场，２０１０—２０１５年间旅游市场平稳
快速增长，由２０１０年游客接待量３６５３万人增长
至２０１５年的１００８万人，旅游总收入由 ２２８亿
元增长至６０５亿元（图２）。

图２　２０１０—２０１５年榕江旅游发展情况
Ｆｉｇ２　Ｔｏｕｒｉｓｍ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ｏｆＲｏｎｇｊｉａｎｇｆｒｏｍ２０１０ｔｏ２０１５

３３　进一步开发建议
根据上述对榕江区位条件分析，认为总体区

位优势明显。榕江应进一步提升旅游业在地方经

济发展中的地位，把握国家政策机遇，紧紧围绕榕

江县十三五规划，以“一庙一节一城”三大建设为

契机，全力打造与宣传“苗侗祖源·绿色榕江”，

形成“一心三线”产业布局［６］［７］。建议在文化上，

依托“世界苗源和世界侗观”两张牌，打造精品项

目，积极推动三宝侗寨创建国家４Ａ级旅游景区，
形成旅游品牌；在生态上，积极开发月亮山旅游资

源，积极酝酿都柳江及两岸苗侗文化之“民族文

化长廊”，构建旅游产品和项目。可从以下三方

面着手：

（１）深挖人文资源特性，形成独特的资源
魅力

①以“苗王庙”为依托，以杨家湾苗祖起居地
为立足点，探索“世界苗源”。榕江县周边，已具

有较为知名的旅游品牌，如西江千户苗寨、从江岜

沙苗寨，榕江的苗族文化旅游资源开发要想突围

发展，做大做好苗族文化，极需找准苗族文化的一

个基准点和出发点，作为世界级资源的苗王庙无

疑是榕江发展苗族文化的突破点，可以“苗王庙

为”物化载体，并将其引申为世界苗源文化，以放

大文化的市场影响力。

②以“三宝千户侗寨”为载体，“萨马等侗文
化”为核心，探索“世界侗观”。榕江县东部的黎

平县，已成功打造肇兴侗寨这一知名品牌，榕江若

想发展侗文化旅游，需要从现有资源着手，可以三

宝为引爆点，融集榕江侗族七大支系特色文化，对

其历史渊源、文化传承等内涵进行深入挖掘，打造

集派别、建筑、服饰、节事等多种内容于一体的侗

族文化大观，广纳侗乡风情，荟萃文化奇观。

（２）立足特有自然资源，进行文化打造包装
①以“雷公山”为基础，“月亮山”为重点，深

挖两山区域水苗文化，建立原始而神秘的“月亮

故乡”。我省现大力建设“多彩贵州风·山地公

园省”品牌形象，全面提升以民族文化和山地生

态为核心价值的贵州山地旅游品牌，榕江可以此

为契机，以“雷公山”为基础，“月亮山”为重点，深

挖两山区域水苗文化，提炼“月亮故乡”这一文化

主题，打造月亮山自然与人文生态旅游区。

②以都柳江、寨蒿河为基底，古榕群为点缀，
沿岸苗侗族文化为主色调，沿“百榕之江”建立起

“民族文化长廊”。榕江，以榕树众多而得名。境

内榕江、都柳江、车江三江汇流，水资源丰富，存在

较大的旅游开发空间。而目前仅开发有山水观

光、古榕树群观光、五榕山休闲等产品，且知名度

不高，产品体系不健全，缺少合理的规划和打造，

尤其是对第一大江都柳江的旅游开发尚浅。建议

结合Ｇ３２１，融入民族文化，打造观光休闲类产品，
完善滨江自驾车体系建设，在中远期对都柳江进

行全面开发，构建集生态观光、水上运动、文化体

验、滨江度假、康体养生等功能于一体的旅游产品

体系，尤其是重点做好“江水＋民族文化”的融合
发展，汇集苗族、侗族、瑶族、水族等多种文化元

素，将其打造为一条民族文化之江［３］。

（３）立足车江万亩大坝，以农业观光园为依
托，引领农业科技创新

加强车江万亩大坝的“净土”整治，依托榕江

县现代高效农业示范园、头塘生态小镇建设，做足

山水田园文章，加强农业科技创新，打造贵州省高

效农业示范基地。

综上，榕江应区域上树立全域旅游发展理念，

县域内注重人文与自然生态相结合、现存资源与

科技观光相结合，支持部分高级别景区的建立，予

以齐全的配套设施，争取将榕江由短暂的观光游

现状转变为长期的度假游。

（下转第２２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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