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栾川旅游起步较早较快，但发展到今天已走过10年，“栾川模式”已
到了提升期，需要增加新的内涵。栾川旅游进行整合方能做大做强，但
成分复杂，想整合在一起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儿。

——栾川县副县长 钱晓苏

栾川旅游2008年共接待游客500万人次，如果郑石高速能够延伸过
来，或者洛栾高速能尽快修通，每年可升至1000万人次以上。

——栾川县旅游工作委员会主任 杨保国

龙峪湾在国有林场向旅游企业过渡中完成了第一轮的华丽“蜕
变”；在第二轮的发展机遇面前，龙峪湾将紧紧围绕“旅游立省”的发展战
略，将龙峪湾打造成全省一流、中原知名的森林观光、休闲度假型景区。

——龙峪湾国家森林公园管理局局长 马奔

栾川旅游繁星点点，独缺一轮明月。“栾川模式”需要增加新的内
涵，老君山也遭遇困惑，只有大动作才能让老君山脱颖而出。

——老君山景区管理局局长 孙欣欣

作为全国农业旅游示范点和河南旅游的知名景区，重渡沟创造

了一个又一个的神话，在“旅游立省”战略背景下，重渡沟将一如既
往地抓住机遇，促进景区的全面提升，在新一轮的旅游发展大潮中
再创辉煌。

——重渡沟风景区总经理 任献国

作为民营投资的一个缩影，养子沟的最大贡献是带动了周边几
个村的发展。但养子沟同时也是“一次投资，终身受累”，作为发展
中的一个企业，承担了很多不应该承担的责任。

——养子沟景区董事长 韦平川

鸡冠洞堪称栾川旅游的“黄埔军校”，是国有景区的龙头，在培养众多
旅游人才的同时，也向景区输送了很多管理理念。作为栾川模式的先行
者和践行者，面临二次创业，产品亟待由单一观光型向复合型转变。

——鸡冠洞景区管理处处长 段军伟

伏牛山滑雪场是栾川所有景区中投资最大的，她不仅是栾川的品
牌，也是洛阳乃至河南冬季旅游的品牌。配套设施全国第一，滑雪规
模在国内仅次于亚布力滑雪场，填补了我省冬季旅游的空白。

——伏牛山滑雪度假乐园副总经理 李荣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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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旅游“栾川模式”期待再升级

2004 年 10 月，一篇题为《“栾川
模式”考》的署名文章，引起了国内旅
游界的关注；2005 年 3 月，“栾川模
式”旅游发展研讨会在北京钓鱼台国
宾馆举行，100余名旅游界专家、学者
对“栾川模式”进行了深入探讨。
2006年4月，首届全国县域旅游经济
发展论坛在栾川举行。“栾川模式”不
仅带出 5 家 4Ａ级景区，造福了一方
百姓，也吸引了国内众多县（市）观摩
学习。2005年至今，先后有300多个
市、县旅游考察团来参观考察。栾川
一下子由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深山贫
困县走出中原、走向全国，成为被国
家旅游局命名的全国首批“中国旅游
强县”之一。

时间进入 2009 年，在“旅游立
省”战略思想的引导下，栾川旅游又
有何动作？上周，记者专程到栾川县
进行了深入采访，栾川县主管旅游的
副县长钱晓苏及老君山、鸡冠洞、养
子沟、伏牛山滑雪度假乐园等景区负
责人也分别接受了采访。

忆往昔
“栾川模式”

助推县域经济腾飞
栾川地处豫西伏牛山腹地，是个面积达

2477平方公里的深山区县。八百里伏牛山胜
景荟萃栾川，地上山水美景醉人，地下溶洞奇
观诱人，灿烂的老子文化、民俗文化熏陶着一
代又一代人。这里夏无酷暑，冬无严寒，峡谷、
飞瀑、深潭、幽林、溶洞星罗棋布，地质构造独
特，全县森林覆盖率83.7%，空气中负离子每立
方厘米平均高达 3万个，是我国空气最清洁的
地方之一。如此丰富的旅游资源，却因山高坡
陡、穷乡僻壤，“藏在深闺无人识”。2000年全
县财政收入仅5518万元，全县党政机关干部及
教师的工资不能按时发放。

县域经济如何实现突破，成了栾川领导者
日夜思考的头等大事。

在反复考察论证后，2000年，栾川县果断
制定了“旅游强县”的发展战略，主要领导带头
抓、四大班子亲自抓，在全县掀起“党政主导、
部门联动、全民参与”发展旅游业的高潮，鸡冠
洞、龙峪湾、重渡沟、老君山、倒回沟、养子沟等
一个个风景区闪亮登场，47个县直单位和33个
旅游企业连续 3年开展旅游促销，久居喧闹都
市的人们陆陆续续地被吸引走来，2001年，19
万；2002年，60万；2003年，180万；2004年，249
万；2005年，389万；2006年，440.1万；2008年，
500万……如潮的人流给栾川送来了一桶又一
桶“金”，栾川 20%的农民依靠旅游业致富了，
有人形容是“一个洞富了一个乡”、“一座山富
了一个县”。

养子沟景区董事长韦平川现在谈起此事
还很兴奋：“养子沟的最大贡献就是带动了景
区周围几个村的发展，这里的村民 2000年人
均收入不过三五百元，过着‘鸡蛋换盐，杀猪
过年’的日子，景区曾先后拿出 380多万元帮
助村民开农家宾馆，2008 年人均收入已达
8400元。”重渡沟村也曾是个有名的贫困村，
2000年人均收入不足 500元。现在，该村 95%
的农民从事旅游服务，2007年该村人均收入
就已超过 1万元。

栾川刮起的开发绿水青山劲风，不仅给百
姓带来了财富，也给旅游界带来了一场深层次
的变革和创新。这种由政府主导，通过聚焦式
发展迅速把旅游业打造成支柱产业，以旅游业
推动县域经济发展的做法，也受到旅游界高度
关注，被称为“栾川模式”。

钱晓苏说，下一步栾川旅游主要做几件大
事。首先是办好四个节庆活动：春季的老君山文
化旅游节、夏季的消夏避暑养生节、秋季伏牛山
金秋红叶节、冬季中原滑雪节。以节为媒，扩大
栾川旅游知名度。

其次要营造开发旅游新亮点。五一将要上
演的大型山水实景演出《君山追梦》，前期投资即
达 7000万元，后续投资将达到 1.5亿元，四个篇
章浑然一体，演出参与性极强，不仅填补了栾川
旅游晚上无景可看的空白，而且使老君山道教文
化的精髓也得以展示；不但具有山水景观的吸引
力，而且具有文化景点的生命力。滑雪场四季滑
雪度假乐园也满足中原人夏季滑雪的愿望。庙
子乡金牛岭水库的招商也在紧锣密鼓进行中，项
目建成以后，蓄水面积在洛阳首屈一指，湖上荡
舟观光，湖边吃鱼赏景，感觉堪比江南。

最重要的是，占地392亩、总投资7800万元的

游客服务中心今年10月将建成推出。栾川县旅工
委主任杨保国说：“栾川游客服务中心是继鲁山、西
峡之后省内第三个开建的游客服务中心，其功能、效
益将超过前两个。建成后不仅可以为游客提供停
车、就餐、旅游咨询、车辆加油、邮政、通讯等全方位
服务，而且通过中心的地质博物馆、世界地质广场
等，游客还能了解八百里伏牛山亿万年的地质变
迁。届时，游客服务中心还将推出栾川一日游、二日
游、三日游等不同的线路，栾川旅游圈指日可待。”

正如北京旅游学院教授杨乃济所评价：“栾
川山水背后有含金量更多的东西，栾川旅游出售
的健康足以达到‘五星级’。于是，栾川挖掘生态
旅游景观的文化内涵，以健康理念统领栾川旅
游，定位栾川旅游；围绕老子思想，围绕健康养生
主题策划旅游产品二次开发，推出一系列与消费
者潜在需求相契合的特色新产品，可使栾川旅游
不断焕发新魅力。”

公路通，旅游兴。
栾川地处深山，远离主体客源地，

距最近的高速公路入口尚有 120公里之
遥，虽然有洛阳至栾川的快速通道可以
应急，但假日期间已显得独木难撑。

钱晓苏说：“河南现在仅有 4个县不
通高速公路，洛阳占了 3个，栾川就是其
中之一。交通问题已经严重制约了栾
川旅游的发展。如果高速公路能够通
到栾川，到时景区和景区之间再通上公
交，相信栾川旅游会变得更便捷”。

“2008年栾川县旅游接待人次 500万，如
果能把郑石高速延伸到栾川，或者把洛
栾高速尽快修通，那么，每年来栾川旅
游的游客将能达到 1000万人次。”杨保
国补充说。

实际上，栾川与洛阳、平顶山在地
理意义上形成了一个“金三角”，在这个

“金三角”中，包含了伏牛山生态旅游圈
中的绝大部分景区，也集中了我省生态
旅游资源的精华。郑石高速延伸线、洛
栾高速建成以后，不仅对于打造伏牛山
生态旅游的品牌有利，而且对于沿线农
民群众依托旅游业迅速脱贫致富、构建
和谐社会具有深远而重要的意义。

我们期待，栾川能融入旅游高速
圈，让旅途由此变得“短小精悍”。

谈现状 旅游集团呼之欲出
如今，栾川这个封闭的山区小县，已开发出5

家4A级旅游景区，并且形成了以老君山为代表的
山水游，以龙峪湾为代表的森林游，以鸡冠洞为
代表的溶洞游，以养子沟、重渡沟为代表的农家
游，以九龙山为代表的温泉游，以伏牛山滑雪度
假区为代表的滑雪游组成的旅游群落。在钱晓
苏看来，5家4Ａ级景区如珍珠般散落在县域的不
同区域，亟待整合，唯有这样才能让其散发出更
迷人的神韵来。

现在，栾川的景区已经不满足于各自为政，
而实际上栾川几个风景区也非常适合“抱团”发
展。首先，各个景区在地理上临近，往来交通便
利；其中有 5家是国家 4A级景区，各景区自然禀

赋优秀，不少游客都不止一次来游玩；其次，这
几家景区既有关联又有差异化，容易形成一条
旅游线。钱晓苏认为：“栾川旅游起步较早较
快，唯有整合方能做大做强。栾川模式发展到
今天已有 10年，已到了提升期，需要增加新的内
涵。但现有景区体制中，有国有经济的，有民营
投资的，有外地投资后转为民营的，还有国有加
民营混合经营的，成分复杂，想整合不是一件简
单的事。所以下一步重点工作就是做好旅游资
源的整合，组建栾川旅游集团公司。今年到明
年，全县还要投资 7.0612亿元，开工建设 26个重
点工程项目，2008年必须完成 5.5588亿元的建
设，以进一步完善和丰富栾川旅游。”

栾川“旅游圈”指日可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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