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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录 沧 桑 巨 变 展 示 辉 煌 成 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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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日最新发布的吉尼斯世界记
录 年 鉴 中 ， 张 家 界 大 峡 谷 玻 璃 桥 以

“世界最高人行桥”入选，让世界见证
了中国制造的力量。在刚刚过去的国
庆假期，就有 11.8 万人次境内外游客
来到张家界大峡谷玻璃桥体验“云端
漫步”。

一座桥，盘活了一个景区，带富
了一方百姓。张家界大峡谷景区自玻
璃 桥 2016 年 8 月 投 入 市 场 至 2018 年 7
月，累计接待游客 680 万人，其中境外
游客占 15％以上；实现营业收入 11.6
亿元，上交税收 3.1 亿元；当地村民门
票分红由原来的 80 元/亩增加到 100 元/
亩。张家界大峡谷景区缔造的旅游市
场神话，奠定了它在张家界市旅游产
业 中 的 战 略 地 位 ， 点 亮 了 张 家 界 市

“三星拱月，月照三星，全域旅游”发
展格局的东之星。

砥砺前行蓄势破局
10 年前的绿水青山还并不是老百

姓眼中的金山银山，位于张家界市慈
利县三官寺土家族乡、由张家界东线
旅游公司开发的张家界大峡谷景区也
并不是一开放就火爆的景区，2006 年
投入运营以后，也经历了痛苦的低潮
和不温不火的徘徊阶段。

张家界大峡谷古称烂船峡，因峡
谷 幽 洞 泉 眼 时 有 烂 船 板 漂 出 而 得 名 ，
秀美且颇有几分神秘色彩。那里绝壁
高 耸 ， 飞 瀑 流 泉 ， 有 山 、 水 、 洞 、
湖、峡谷、瀑布、溪流，有吴王坡古
战场、南方红旗渠、剿匪遗址等人文

景观，更有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
世界自然遗产溶洞保护名录的溶洞瑰
宝“悬丝洞”。投入运营数年，坐拥大
量优质旅游资源，旅游接待量却差强
人意。景区管理方意识到，必须要有
更开放更进取的姿态，才能从困境中
破局。

2010 年 12 月 28 日，张家界大峡谷
旅游景区管理有限公司成立，成为张
家界东线旅游开发有限公司的全资子
公司；2012 年始，打造一座世界独一
无二玻璃桥的计划开始付诸实施——
桥面全部采用透明玻璃铺设，总长 430
米、宽 6 米，桥面距谷底相对高度约
300 米，整个工程无钢筋混凝土桥墩，
工程材料首选航空航天材料。这座在
世界桥梁建设史上极为少见的桥一建
就是 4 年，前后投资 2.6 亿元。

2016 年 8 月，获得十项世界之最的
张家界大峡谷玻璃桥刚投入市场便迎
来了游客的追捧，一时一票难求。“张
家界玻璃桥为连接文化和自然提供了
一个‘透明’的解决方案，凭借透明
的材质展示了创新和想象力”“穿过这
座桥令人激动，透过桥面向下看需要
勇气，但同时也令人兴奋”——2018
年 6 月 12 日，国际桥梁大会对获得阿
瑟·海登奖的张家界大峡谷玻璃桥如
此评价。

共享发展红利
玻璃桥的火爆，不仅让张家界大

峡谷景区迎来新生，也给当地群众带
来旅游发展的红利。

玻璃桥投入运营两年来，景区共
解决本市就业人员 285 人，其中周边村
就业 150 多人，安排残疾人就业 6 人。
随着景区的快速发展，带动效应充分
凸显，旅游服务链条延长，餐饮、住
宿、零售等服务项目迅速在景区周边
开展起来了。景区为村民既输血又造
血，既增强能力又提升信心，村民由
原来眼红企业发财设障阻工到主动融
入 企 业 发 展 ， 服 务 游 客 、 服 务 旅 游 ，
揭开了村企和谐发展的新篇章。

据统计，景区现有商铺 100 多个，
周边和景区内建成营业客栈餐馆 93 家,
直接间接带动近 4000 人从事旅游服务
业。景区周边村通过旅游资源费、土
地流转费和旅游商铺出租费分成，每
年增收 800 多万元，2017 年景区商铺拍
卖收入 1348 万元，其中 40％直接分红
给 大 峡 谷 村 、 太 华 山 村 民 ， 仅 此 一
项，人均增收近 1600 元，实现利益共
享。这种充分运用市场机制的旅游扶
贫，效率高，成本低，实现了造血式
扶贫。

此 外 ， 景 区 周 边 三 官 寺 土 家 族
乡、江垭镇、溪口镇、阳和土家族乡 4
个乡镇成功创建省级旅游风情镇，在
离景区不到 8 公里的罗潭村，重点发展
高端酒店集群和乡村民俗游，与张家
界大峡谷遥相呼应，成就了“公司+基
地+农户”旅游助力脱贫致富奔小康的

“罗潭模式”。慈利县大力发挥张家界
大峡谷景区带动的“溢出效应”，助力
乡村振兴。

共建共享“金山银山”
倾 力 深 耕 实 业 ， 扶 贫 情 怀 深 重 。

不仅仅是玻璃桥的带动，张家界大峡
谷景区开发十余年的历程，一直谱写
着 旅 游 助 力 乡 村 脱 贫 振 兴 的 华 美 篇
章。作为公司的领导者，张家界东线
旅游开发公司董事长陈志冬和总经理
罗嗣清不仅艰辛耕耘着景区，也一直
心系当地扶贫事业，考虑如何担负社
会责任和履行企业义务。

张 家 界 大 峡 谷 景 区 周 边 地 势 崎
岖，土地贫瘠，石多土少，村里没有
开发旅游前，农业收成少，没有其他
产业，穷的叮当响。旅游开发给周边
村民带来了脱贫致富的希望。

2006 年开发之初，景区便积极开
展 精 准 扶 贫 、 结 对 帮 扶 了 44 户 145
人。后来，景区又主动担负起帮扶景
区周边大峡谷村 （原双坪、株垭、双
垭、吴王坡四村） 和太华山村脱贫的
任务。为了改善了当地村民的基础设
施生活条件，景区还先后投资 3650 万
元修建 12 公里通村通组公路，投资 200
万元建设了饮水工程，解决了景区周
边老百姓出行难和吃水难问题。2018
年 2 月，景区分别向大峡谷村捐赠 200
万元、向太华山村捐赠 30 万元用于扶
贫 项 目 建 设 。 随 着 基 础 设 施 的 完 善 ，
景区和当地社会形成了同步发展、共
建共享的新格局。

通过项目建设，公司征用景区所
在 地 闲 置 土 地 100 多 亩 ， 给 村 民 补 助
800 多万元，流转林地 300 多亩，再补
助 900 多万元。村民每年除了山地流转
分 红 数 千 元 外 ， 还 有 门 票 收 入 分 红 。
同时，公司还让村民闲置的贫瘠山地
成 为 旅 游 保 护 地 、 林 地 成 了 景 观 林 ，
不仅公司获评湖南省林业产业龙头企
业，农民也增加了收入。2018 年，大
峡谷村、太华山村将整体脱贫，景区
的发展让经济、社会、生态三大效益
同时得到释放，绿水青山真正变成了
金山银山。

十余年来，张家界大峡谷景区倾
力耕耘、迎难而上、大胆创新，不惜
花巨资打造特色项目，不仅成就了玻
璃桥“云天渡”的美名，也成为乡村
振兴、扶贫攻坚的崭新力量，帮助当
地群众实现着脱贫致富的“美丽”蝶
变。

深耕实业深耕实业 扶贫情深扶贫情深
——张家界大峡谷景区旅游扶贫记

本报记者 鄢渊 通讯员 罗克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