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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永州市作为国内知名的历史文化名城不仅拥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而且具有大量的其它地区所不具备

的自然景观资源。针对目前永州市不能有效地整合利用现有资源情况，本论文提出以历史为足迹，以文

化为引导，以自然景观为媒介，集中精力打造一条具有自身特色的旅游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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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famous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city in China, Yongzhou has not only profound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details, but also a large number of natural landscape resources which are not available in 
other regions. In view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that Yongzhou cannot effectively integrate and util-
ize existing resources. This paper proposes to take history as a footprint, culture as a guide, and 
natural landscape as a medium, to focus on creating a tourism resource with its own characteris-
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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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永州或古称零陵，得名于夏舜公葬地九嶷，是古我国的南方农业开发历史较为早久的一个地区名字

之一。后因潇水、湘江在市内蘋岛汇合，雅称潇湘。永州城市的辖区总面积 2.24 万多平方千米，而永州

市自然环境优美、文化底蕴深厚，是湖南省一座十分著名独特的省级自然历史文化名城[1] [2]。 
据湖南省旅游局对湖南省各市州旅游资源统计结果发现，永州市旅游资源排名第二，仅次于张家界。

而对于永州市内部分景区的空气监测结果显示，永州空气中负氧离子浓度非常高，可谓“天然氧吧”。

然而现实是大部分人对于永州了解并不多，提到永州不知道有什么出名的地方，然而当提到永州八记、

九嶷山、李达故居等地方时又非常清楚，出现这种情况一方面是政府的宣传力度不够引起的，而另一方

面就是目前的景区的打造并不完善，对省内较远城市以及省外城市的旅游人员吸引度不高导致的。 
本论文针对永州市历史文化及自然景观进行统计分析，并对目前永州市旅游整体存在的问题进行统

计，提出集中精打造有自身特色的“文化–旅游”一体化品牌，通过知名产品的打造，辐射周边的其它

景区，从而带动永州市旅游文化的整体发展。 

2. 历史悠久 

永州市最早记载的历史地名文字记载时间延伸至大约 4000 多年前[2] [3]，从图 1 上绘制的永州市地

名历史的变化及发展演变图上就应该可以清楚明确得看出，其中零陵是因远古尧舜葬九嶷山而得名。到

了东汉中的汉武帝时代的汉高祖元鼎始六年时(公元前 111)设置为零陵郡。在到隋朝开皇时又取消了原来

的零陵郡，设置名称为永州总管府，从此，有了零陵、永州一地二名。 
西汉元朔五年(公元前 124 年) [3]县级泉陵侯国在此筑城，到南宋末年，零陵城墙达到九华里多，据

记载，城内辟有“南市、北市、腰市”三处集中贸易场所，店铺共 76 座。从汉代到明朝初年开始，零陵

均为湖南仅次于长沙(潭州)的第二大城市，是楚南粤北一带重要的物资集散地。 
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驻军图》[3]清晰标明，西汉初期长沙国南境的“深平防御区”，即今永州

南部的潇水流域，驻军九支，并建有指挥城堡。此后，晋、唐直至明清，永州一直处于中原王朝重兵把

守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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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Yongzhou 
图 1. 永州市历史发展 

3. 历史文化丰富 

永州是历史上文人墨客聚集的重要场所[4]-[9]，屈原、司马迁、蔡邕、谢脁、李白、杜甫、刘长卿、

元结、韩愈、白居易、欧阳修、苏轼、黄庭坚、杨万里、范成大、陆游、元好问、张养浩、马致远、解

缙、李梦阳、王夫之、袁枚等，都留下吟咏永州风物的作品。同时，永州本土文人辈出，如东汉末年零

陵少年才俊周不疑；两宋时期周敦颐、陶岳、路振、周尧卿、陶弼、乐雷发；唐代狂草大师怀素；清代

何绍基等。据道光《永州府志·艺文志》载，永州古代著述共 1003 种，其中经部 213 部、史部 336 部、

子部 220 部、集部 234 部。同时永州还是国内文明的革命老区，李达、陈为人、李启汉是重要代表。 
永州市的历史文化传承经统计(见表 1)，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7 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

目 23 项。作为文物传承下来的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34 个(见表 2)，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86 个(见
表 3)。 

永州作为历史名城，对于重要的文化传承和文物保护都做得非常好。 
 
Table 1. Statistical table of provincial and abov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projects in Yongzhou 
表 1. 永州市省级以上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情况统计表 

序号 级别 类别 项目名称 地区 公布时间 

1 

国家级 

民间文学 盘王大歌 江华县 2014.7.16 

2 传统舞蹈 
(民间舞蹈) 江华瑶族长鼓舞 江华县 2008.6.14 

3 传统戏剧 祁剧 祁阳县 2008.6.14 

4 曲艺 祁阳小调 祁阳县 2011.6.10 

5 

民俗 

女书习俗 江永县 2006.5.20 

6 舜帝祭典 宁远县 2011.6.10 

7 端午节(道州龙船习俗) 道县 2021.5.24 

8 

省级 

民间文学 

舜帝与娥皇女英的传说 宁远县 2012.8.7 

9 状元李郃的传说 宁远 2016.10.18 

10 何仙姑的传说 零陵 2021.12.30 

11 传统音乐 
(民间音乐) 过山瑶瑶歌 蓝山 2016.10.18 

12 传统舞蹈 
(民间舞蹈) 

瑶族伞舞 蓝山县 2012.8.7 

13 串春珠 江华县 2009.2.26 

14 

传统戏剧 

花鼓戏(零陵花鼓戏) 零陵区 2009.2.26 

15 道州调子戏 道县 2012.8.7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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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曲艺 
零陵渔鼓 零陵区 2012.8.7 

18 渔鼓(祁阳渔鼓) 祁阳 2021.12.30 

19 传统武术 东安武术 东安县 2012.8.7 

20 传统美术 
(民间美术) 木雕(永州木雕) 市直 2021.12.30 

21 

传统技艺 
(传统手工技艺) 

瑶族织锦(八宝被制作技艺) 江华 2016.10.18 

22 瑶族古方引子茶酿造技艺 双牌 2021.12.30 

23 湘菜烹饪技艺(东安鸡制作技艺) 东安 2021.12.30 

24 湘菜烹饪技艺(永州血鸭制作技艺) 市直 2021.12.30 

25 传统医药 瑶族医药风湿骨痛“贴丹灵”疗法 江华县 2012.8.7 

26 

民俗 

瑶家坐歌堂 新田县 2009.2.26 

27 洗泥节 江永县 2012.8.7 

28 奏铛 江华县 2012.8.7 

29 抬阁(黄阳司扎故事) 冷水滩 2016.10.18 

30 柳宗元祭祀习俗 零陵 2021.12.30 

 
Table 2. National key cultural relics protection unit of Yongzhou 
表 2. 永州市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序号 名称 地址 时代 文物类别 

1 玉蟾岩遗址 道县寿雁镇白石寨村 新石器时代早期 古遗址 

2 舜帝庙遗址 宁远县九疑山乡九疑洞村 宋 古遗址 

3 舂陵侯城遗址 宁远县柏家坪镇柏家村 秦至汉 古遗址 

4 泠道故城遗址 宁远县冷水镇胡家村 西汉 古遗址 

5 允山玉井古窑址 江永县允山镇玉井村 宋 古遗址 

6 鬼崽岭遗址 道县祥霖铺镇田广洞村 宋至清 古遗址 

7 宁远文庙 宁远县九嶷山麓宁远城西文庙街 78 号 宋 古建筑 

8 柳子庙 零陵区潇水河西柳子街中段愚溪之滨 清 古建筑 

9 上甘棠村古建筑群 江永县城西南夏层铺镇 明至清 古建筑 

10 树德山庄 东安县芦洪市镇赵家井村 民国 古建筑 

11 湘桂古道永州段 道县、江华瑶族自治县、江永县 战国至民国 古建筑 

12 迴龙塔 零陵区潇水东岸 明 古建筑 

13 云龙坊与王氏虚堂 宁远县湾井镇 明 古建筑 

14 龙溪李家大院 祁阳县潘市镇 明至清 古建筑 

15 涧岩头周家大院古建筑群 零陵富家桥镇西南何仙观涧岩头村 明至清 古建筑 

16 濂溪故里古建筑群(含月岩

摩崖石刻) 道县清塘镇 明至清 古建筑 

17 龙家大院 新田县枧头镇 明至民国 古建筑 

18 岁圆楼古建筑群 双牌县理家坪乡坦田村 清 古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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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零陵文武双庙 零陵区东山 清 古建筑 

20 许家桥将军府 零陵区梳子铺乡 明 古建筑 

21 杉木桥村胡家大院 零陵区邮亭圩镇 清 古建筑 

22 广利桥 东安县紫溪镇 清 古建筑 

23 久安背翰林祠 宁远县湾井镇久安背村 清 古建筑 

24 东安头翰林祠 宁远县湾井镇 清 古建筑 

25 神下李氏宗祠 宁远县冷水镇 清 古建筑 

26 虎溪黄氏宗祠 蓝山县蓝屏乡 清 古建筑 

27 宝镜何家大院 江华瑶族自治县 清至民国 古建筑 

28 勾蓝瑶寨 江永县兰溪瑶族乡 明至民国 古建筑 

29 浯溪摩崖石刻 祁阳县城西南 唐 石窟寺及石刻 

30 阳华岩摩崖石刻 江华瑶族自治县县城沱江镇竹元寨村回

山脚下 
新石器时代晚期

–商周 石窟寺及石刻 

31 朝阳岩石刻 零陵区潇水西岸 唐至民国 石窟寺及石刻 

32 淡岩石刻 零陵区富家桥镇 宋至民国 石窟寺及石刻 

33 李达故居 冷水滩区岚角山镇油榨头村 1890 年 近现代重要史迹

及代表性建筑 

34 舜帝陵 宁远县九嶷山 明 古墓葬 

 
Table 3. Yongzhou provincial key cultural relics protection unit 
表 3. 永州市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序号 名称 地址 时代 文物类别 

1 黄田铺石棚 零陵区黄田铺镇 新石器时代 古遗址 

2 望子岗遗址 零陵区氹底乡 新石器时代晚期

–商周 古遗址 

3 坐果山遗址 东安县大庙口镇 商–周 古遗址 

4 永州古城门、城墙遗址 零陵区南津渡办事处 宋–明 古遗址 

5 南平古聚落遗址 蓝山县塔峰镇 汉 古遗址 

6 王德榜墓 零陵区凼底乡油山岭村 清 古墓葬 

7 唐元甫夫妇墓 东安县石期市镇洪井村 清 古墓葬 

8 蒋家大院 零陵区梳子铺乡 明 古建筑 

9 黄家大屋 宁远县九嶷山下 清 古建筑 

10 牛亚岭古瑶寨 宁远县九嶷山瑶族乡牛亚岭村 清 古建筑 

11 下灌李氏宗祠 宁远县湾井镇 清 古建筑 

12 欧阳氏宗祠 宁远县清水桥镇 清 古建筑 

13 宁远古城墙遗址 宁远县文庙街道 明–民国 古遗址 

14 宁远袁家防洪堤 宁远县清水桥镇袁家村 清 古遗址 

15 道州古城墙 道县 明 古建筑 

16 何绍基故里古建筑群 道县东门乡 清 古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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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周凤山、周崎山故居 道县祥霖铺镇 清 古建筑 

18 祁阳文昌塔 祁阳县浯溪镇黄土岭村 清 古建筑 

19 八尺吴家大院 祁阳市观音滩镇八尺村 清 古建筑 

20 吴公塔 东安县紫溪市镇 清 古建筑 

21 下八井古建筑群 冷水滩区普利桥镇 明 古建筑 

22 王氏宗祠 冷水滩区杨村甸乡 清 古建筑 

23 交三院古建筑群 冷水滩区牛角坝镇 明–清 古建筑 

24 老埠头古建筑群 冷水滩区蔡市镇 唐–五代 古建筑 

25 塔下寺 蓝山县城东回龙山 明 古建筑 

26 万年桥 蓝山县所城镇 清 古建筑 

27 虎溪村古建筑群 蓝山县蓝屏乡 清 古建筑 

28 凌云塔 江华瑶族自治县沱江镇东 清 古建筑 

29 宝镜村古建筑群 江华县大圩镇 清 古建筑 

30 井头湾古建筑群 江华瑶族自治县大石桥乡井头

湾村 清 古建筑 

31 新田文庙 新田县龙泉镇 清 古建筑 

32 唐家古井 新田县枧头镇 明–清 古建筑 

33 谈文溪村古建筑群 新田县三井乡 明–清 古建筑 

34 彭梓城村古井 新田县枧头镇 元–明 古建筑 

35 大冠堡 新田县毛里乡 明 古建筑 

36 李氏宗祠 新田县金盆圩乡 清 古建筑 

37 李家大屋 新田县金盆圩乡 清 古建筑 

38 阳明山古井、古塔及石刻 双牌县阳明山国家森林公园 宋–明 古建筑 

39 吴家大院 双牌县理家坪乡 清 古建筑 

40 访尧村古建筑群 双牌县江村镇 清 古建筑 

41 桐口村古建筑群 江永县上江圩镇 明–清 古建筑 

42 兰溪瑶寨古建筑群 江永县兰溪瑶族乡 明–清 古建筑 

43 高家村古建筑群 江永县夏层铺镇 明–清 古建筑 

44 文峰塔 江永县粗石江镇 清 古建筑 

45 首家大院 江永县源口瑶族乡 明–清 古建筑 

46 寿隆桥及汉缕桥 江永县夏层铺镇、允山镇 宋 古建筑 

47 大皮口村古建筑群 零陵区水口山镇 清 古建筑 

48 乐大晚村古建筑群 新田县石羊镇 明至清 古建筑 

49 骆铭孙村古建筑群 新田县金盆镇 清代 古建筑 

50 河山岩村古民居群 新田县金盆镇 清至民国 古建筑 

51 欧家窝村古建筑群 新田县石羊镇 清 古建筑 

52 下灌村古建筑群 宁远县湾井镇 清 古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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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宁远濂溪祠(含湾头村周氏宗

祠和禾亭周氏宗祠) 

濂溪祠：宁远县文庙街道办事

处；湾头村周氏宗祠：宁远县舜

陵街道办事处；周家村周氏宗

祠：宁远县禾亭镇 

清 古建筑 

54 小桃源村古建筑群 宁远县禾亭镇 清 古建筑 

55 湘桂古道(双牌段) 双牌县泷泊镇 明至清 古建筑 

56 潘市杨氏宗祠 祁阳县潘市镇 清 古建筑 

57 九泥坝戏台 
九牛村戏台 

祁阳县肖家镇 
祁阳市肖家镇九牛村 清 古建筑 

58 西佛桥 江华瑶族自治县沱江镇 清 古建筑 

59 江华文庙 江华瑶族自治县沱江镇 清 古建筑 

60 九龙岩石刻 东安县芦洪市镇 宋–清 石刻及石窟寺 

61 寒亭暖谷石刻 江华县沱江镇老县村蒋家山 唐–清 石刻及石窟寺 

62 石枧摩崖造像、石刻 江永县桃川镇 唐–明 石刻及石窟寺 

63 层岩摩崖石刻 江永县潇浦镇 宋–清 石刻及石窟寺 

64 拙岩摩崖石刻 零陵区石山脚乡 明至清 石刻及石窟寺 

65 灌溪学校早期建筑群 宁远县湾井镇 现代 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

表性建筑 

66 乐天宇故居 宁远县舜陵街道麻池塘村 1901 年 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

表性建筑 

67 唐鉴故居 宁远县保安镇上古溪村 1903 年 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

表性建筑 

68 祁阳天主教堂 祁阳县浯溪镇 民国 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

表性建筑 

68 陶铸故居 祁阳县潘市镇 清 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

表性建筑 

70 雷晋乾故居及墓 祁阳市三口塘镇坝塘村 1898~1927 年 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

表性建筑 

71 唐克故居 冷水滩区岚角山镇 清 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

表性建筑 

72 红七军十九师政治部旧址 江华瑶族自治县大圩镇 1931 年 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

表性建筑 

73 李启汉故居 江华瑶族自治县码市镇 清 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

表性建筑 

74 蒋先云故居 新田县大坪塘乡 清 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

表性建筑 

75 小源会议旧址(含红六军团指

挥部旧址) 新田县莲花乡 1934 年 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

表性建筑 

76 永州红军标语墙 新田县总工会内、永州市蓝山县

楠市镇下洞村 1934 年 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

表性建筑 

77 萧明故居 新田县枧头镇上富柏村 1896 年 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

表性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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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中央红军长征突破第四道封

锁线旧址群——湘江战役道

县活动旧址，牯子江战斗旧址 

道县寿雁镇 
江华县沱江镇牯子江村 1934 年 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

表性建筑 

79 陈树湘墓 道县西洲街道办事处 1934 年 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

表性建筑 

80 何宝珍故居 道县梅花镇贵头村 1902 年 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

表性建筑 

81 红六军团西征——永州转战

旧址 零陵区、金洞管理区、蓝山县 1934 年 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

表性建筑 

82 湘江战役失散红军九江岭战

斗旧址 零陵区石岩头镇九江岭村 1934 年 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

表性建筑 

83 江华故居 江华瑶族自治县大石桥乡 清 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

表性建筑 

84 陈为人故居 永州市江华县沱江镇百家尾村 1899 年 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

表性建筑 

85 郑作民故居 新田县新圩镇 民国 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

表性建筑 

86 中央红军长征中央纵队蓝山

指挥部旧址 蓝山县塔峰镇界头村 1934 年 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

表性建筑 

4. 旅游资源丰富 

永州市旅游资源类型丰富[10]-[16]，据统计，已有国家 AAAA 级旅游区 14 个、国家 AAA 级旅游区

14 个、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7 个、国家森林公园 8 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6 个、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 4 个、国家历史文化名村/中国传统村落 8 个、国家水利风景区 2 个、国家湿地公园 3 个、国家级生

态示范区 1 个、国家级生态旅游示范区 1 个、国家主体功能区建设试点示范县 5 个、国家生态文明先行

示范区 1 个、全国工农业旅游示范点 1 个，具体详见表 4。 
 
Table 4. Yongzhou core tourism resources classification table 
表 4. 永州核心旅游资源分类表 

资源类型 数量 核心旅游资源名称 

国家AAAA级

旅游区 
14 

永州宁远九嶷山舜帝陵景区、永州祁阳浯溪碑林景区、永州双牌阳明山国家森林公园、永州

柳宗元文化旅游区、永州东安舜皇山国家森林公园、永州市双牌桐子坳景区、永州市江永勾

蓝瑶寨景区、永州市零陵东山景区、永州道县濂溪故里旅游区、永州宁远下灌景区、永州蓝

山云冰山景区、永州道县陈树湘红色文化园、永州祁阳石洞源景区、永州新田龙家大院景区 

国家 AAA 级

旅游区 
41 

永州宁远文庙旅游区、永州江华秦岩旅游区、永州江华瑶族文化园、永州江永女书生态博物

馆、永州江永千家峒国家森林公园、永州江永上甘棠景区、永州宁远舜帝庙考古遗址公园、

永州零陵萍洲书院、永州宁远九嶷山三分石景区、永州江华香草源景区、永州江华井头湾景

区、永州祁阳八尺景区、永州零陵周家大院景区、永州东安树德景区、永州江华宝镜古民居

景区、永州市森林植物园、永州零陵永州之野–异蛇世界、永州冷水滩敏村景区、永州东安

聚德生态文化园、永州东安高岩景区、永州江永云雾山香柚产业园、永州江华桐冲口千年瑶

寨景区、永州宁远大界源景区、永州蓝山百叠岭景区、永州金洞楠木主题公园、永州东安溪

水以南.花境花海景区、永州双牌花千谷景区、永州新田谈文溪景区、永州蓝山大洞悠乐园景

区、永州祁阳德辉景区、永州江华瑶都水街景区、冷水滩区湖美田园景区、祁阳县黄龙景区、

江永县源口生态文化旅游区、宁远县九嶷河旅游区、蓝山县毛俊民俗文化景区、永州双牌县

上梧江瑶族乡云台山景区、永州金洞管理区金洞镇三公垒瀑布群景区、永州零陵区菱角塘镇

画眉山红色文化园、永州道县审章塘瑶族乡葫芦岩红色文化旅游区、永州祁阳市三口塘镇唐

家山油茶文化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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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 
34 

玉蟾岩遗址、舜帝庙遗址、舂陵侯城遗址、泠道故城遗址、允山玉井古窑址、鬼崽岭遗址、

宁远文庙、柳子庙、上甘棠村古建筑群、树德山庄、湘桂古道永州段、迴龙塔、云龙坊与王

氏虚堂、龙溪李家大院、涧岩头周家大院古建筑群、濂溪故里古建筑群(含月岩摩崖石刻)、
龙家大院、岁圆楼古建筑群、零陵文武双庙、许家桥将军府、杉木桥村胡家大院、广利桥、

久安背翰林祠、东安头翰林祠、神下李氏宗祠、虎溪黄氏宗祠、宝镜何家大院、勾蓝瑶寨、

浯溪摩崖石刻、阳华岩摩崖石刻、朝阳岩石刻、淡岩石刻、李达故居、舜帝陵 

国家森林公园 10 
九嶷山国家森林公园、阳明山国家森林公园、舜皇山国家森林公园、金洞国家森林公园、千

家峒国家森林公园、月岩国家森林公园、湘江源国家森林公园、福音山国家森林公园、太白

峰国家森林公园、腾云岭国家森林公园 

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 
7 盘王大歌、江华瑶族长鼓舞、祁剧、祁阳小调、女书习俗、舜帝祭典、端午节(道州龙船习俗) 

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 
4 湖南永州都庞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湖南永州阳明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舜皇山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九嶷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国家历史文化

名村 
9 芦洪市镇、富家桥镇涧岩头村、双牌县理家坪乡坦田村、祁阳县潘市镇龙溪村、枧头镇龙家

大院村、清塘镇楼田村、祠堂圩镇虎溪村、夏层铺镇上甘棠村、兰溪瑶族乡兰溪村(勾蓝瑶寨) 

中国传统村落 85 

富家桥镇涧岩头村、大庆坪乡芬香村、大庆坪社区、夫江仔村、田家湾村、水口山镇大皮口

村、石岩头镇杏木元村、邮亭圩镇杉木桥村、理家坪乡坦田村、五里牌镇塘基上村、江村镇

访尧村泷泊镇平福头村、茶林镇大河江村、潘市镇龙溪村、侧树坪村、八角岭村、柏家村、

董家埠村、大忠桥镇蔗塘村、肖家村镇九泥村，进宝塘镇陈朝村、枫梓塘村、下马渡镇元家

庙村、七里桥镇云腾村、大忠桥镇双凤村、羊角塘镇泉口村、观音滩镇八尺村、横塘镇横塘

村、清塘镇楼田村、小坪村、土墙村、达村、祥霖铺镇田广洞村、老村、达头山村、郎龙村、

乐福堂乡龙村，桥头镇坦口村、庄村、桥头村、梅花镇修宜村、横岭乡横岭村、菖路村、夏

层铺镇上甘棠村、东塘村、高家村、兰溪瑶族乡兰溪村、新桥村、棠下村，上江圩镇夏湾村、

桐口村、河渊村、浦尾村、松柏瑶族乡松柏社区、黄甲岭社区，桃川镇大地坪村、源口瑶族

乡古调村、清溪村、潇浦镇何家湾村、潇浦镇向光村、粗石江镇城下村、东田镇水东村、大

圩镇宝镜村、大石桥乡井头湾村、河路口镇牛路社区、禾亭镇小桃源村、湾井镇下灌村、久

安背村、路亭村，中和镇岭头村、九嶷山瑶族乡西湾村、冷水镇骆家村、天堂镇大阳洞村、

太平镇城盘岭村、柏家坪镇柏家村、清水桥镇平田村、禾亭镇琵琶岗村、祠堂圩乡虎溪村、

金盆圩乡河山岩村、三井乡谈文溪村、枧头镇彭梓城村、龙家大院村、石羊镇乐大晚村、厦

源村、金盆镇骆铭孙村 

国家水利风景

区 
5 湖南省潇湘源水利风景区、湖南省阳明山水利风景区、蓝山县湘江源水利风景区、江永县千

家峒水利风景区、祁阳浯溪水利风景区 

国家湿地公园 8 江华涔天河、双牌日月湖、东安紫水、金洞猛江河、宁远九嶷河、零陵潇水、祁阳浯溪、江

永永明河 

国家级风景名

胜区 
1 九嶷山–舜帝陵风景名胜区 

国家级生态示

范区 
1 江永县 

国家级生态旅

游示范区 
1 阳明山国家森林公园 

国家主体功能

区建设试点示

范县 
5 蓝山县、江华瑶族自治县、新田县、宁远县、双牌县 

国家生态文明

先行示范区 
1 江华瑶族自治县、宁远县、蓝山县 

全国工农业旅

游示范点 
1 永州市富家桥异蛇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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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旅游开发现状 

正是由于永州市的旅游资源非常丰富，导致旅游产业开发不集中，没有打得响的自己的品牌。主要

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规范管理足，特色产品无特色 
永州土特产资源丰富，如：江永“五香”(香米、香芋、香柏、香菇、香姜)、异蛇王酒、阳明山雪莲

泉、道州灰鹅、生态系列茶、祁阳石雕刻工艺品、斑竹笔、女书工艺品、砚台、蓝山油茶、瑶族服饰、

祁阳凉席等等。但是这些产品无规范化管理，大路货多，能够体现本地特色的商品少。 
2) 旅游资源开发自身特点不足 
近年来九疑山、语溪碑林、阳明山、舜皇山景区开发项目积极推进，阳明山生态旅游开发项目己列

为国家发改委国家重点旅游景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旅游招商引资工作取得很大突破。但永州在开发旅

游景点过程中不能根据自身特点量身打造具有自己特色的旅游产品，很多方面存在模仿、克隆其他地区

的些成功的做法，从而制约了属于本地特色的旅游产品的开发和推广。 
3) 宣传力度加大，长期效果不明显 
近年来，永州举办了阳明山“和”文化节暨杜鹃花会、祁阳漂流文化节暨湖南笑星喜乐会、舜皇山

湖南国际漂流大赛、全省公祭舜帝大典等节庆活动，吸引众多外地旅游人士和主流媒体前来参加，签署

一批旅游合作协议。同时，编印了《永州旅游导游图》，建立了《永州旅游网站》，积极向外推介。在

这些常规宣传之外，永州还加强了区域之间的旅游合作，先后与广西、广东些周边省市签订了友好合作

协议。 
但永州作为个新兴的旅游市场，在旅游宣传时，旅游宣传与产品经营有脱节的现象，一些节庆活动

热闹一阵后恢复平静，长期效果不明显。 

6. 旅游开发建议 

鉴于永州市旅游文化资源丰富的特点，正是由于这一优点导致的资源开发齐头并进，自身特色不明

显，限制了本地文化旅游的发展。鉴于此种情况，建议集中精打造有自身特色的“文化–旅游”一体化

品牌，通过知名产品的打造，辐射周边的其它景区，从而带动永州市旅游文化的整体发展。具体措施如

图 2 所示。 
1) 以文化为基础 
旅游文化以历史文化为基础，打造一个永州市历史博物馆，以福岩洞遗址和玉蟾岩遗址为起始，以

历史为足迹，介绍历代名人事迹、传统文化等，直到解放时期的红色文化，不仅能够增加本市市民对本

市历史文化的了解，而且对于旅游人员来说还可以增加对永州历史的了解和文化探索的热情，为后续旅

游开发奠定基础。 
2) 重点打造几个历史、自然景区旅游点 
对于历史、自然景区的旅游点的打造不在于多，而在于精。在深度开发后再逐步开发周围景点，让

游客不需此行，后期有兴致再参观其它景点。 
建议以福岩洞遗址、玉蟾岩遗址、九嶷山舜帝陵景区为起始，重点打造萍洲书院，了解各个时期的

历史名人；祁阳浯溪碑林景区、谈文溪古村、周敦颐故里等保留较好的文化特色景点；李达故居、烈士

陵园等革命参观学习景点；双牌阳明山旅游区、湘江源国家森林公园等重点开发的自然景区开发；辅以

女书、祁剧、零陵渔鼓等自己的传统文化，加深对永州文化的了解，打造一个突显集自身文化传承和自

然景色相结合的有永州特色的旅游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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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集中打造永州本土产业 
永州市政府牵头，针对永州市本地知名物产永州美食东安鸡、永州血鸭、潇水鱼、唆螺、“五香”

系列、异蛇王酒、阳明山雪莲泉、道州灰鹅、生态系列茶、祁阳石雕刻工艺品、斑竹笔、女书工艺品、

砚台、蓝山油茶、瑶族服饰、祁阳凉席等等进行深度开发，提升产品质量，形成自身产业，成为永州市

自身特色的知名产业。 
 

 
Figure 2. Yongzhou tourism development map 
图 2. 永州市旅游开发思路图 

基金项目 

国家留学基金委西部地区人才培养特别项目(留金法[2017] 5086)；贵州省科学技术厅重点项目(黔科

合基础[2018] 1421)；贵州省教育厅青年项目(GZZJ-Q2017014)；永州市社科基金项目(YZSK2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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