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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施观察

逛神秘观音塘、看百年枫香树、住黛瓦白墙民
居、赏田园自然风光……5月5日，在恩施市白果乡
下村坝村“塘里堂外”乡村旅游综合体，数千名游客
漫步在田野间，享受“五一”假期。

“‘塘里堂外’是下村坝的村落景区公共品牌，第
一个‘塘’为观音塘，观音塘是下村坝村的标志性景
观；第二个‘堂’为课堂，主打研学。”墨耕研学集团有
限公司负责人蒋阳介绍，一排小树林安装触角和眼
睛便成为活灵活现的毛毛虫、电线杆摇身一变成风
车……这些富有想象力的创意是由一群“80后”和

“90后”青年，以及本地群众联手实现的。
墨耕团队从2月进驻下村坝村，从创意策划、落

地执行，不到2个月的时间，不仅打造出欧式三角
屋、“塘里民宿”“塘里亲子乐园”“塘里1314田野栈
道”等18处精致打卡点，还引入旅拍、婚纱摄影、咖
啡、精酿啤酒、骑马体验等项目的多家市场主体。同
步整合300亩“油稻轮作”、红色革命文化等资源。
开园以来，几乎每天都有师生前来研学。

游步道、艺术家工作室、研学团建空间、乡村书
房等多功能空间让人流连忘返，观塘小院、青莲小
院、岸云小院、古树边农家等民宿充满浪漫生活气
息，吸引了众多网红达人入驻创作。

“游客有饮食需求时，我们会推荐他们到周围的
农家乐。”蒋阳介绍，公司与周边6家农家乐达成合
作，统一定价，为游客提供餐饮服务。村民陈华开了
8年农家乐，以前每天只有八九桌客人，“塘里堂外”
开园以来，周末每天能接待20桌游客。此外，这里
还设有共富集市，为20名摊主免费提供摊位，十八
坊也正在紧锣密鼓地建设中。黄英两妯娌利用家中
闲置房屋开起了民宿，一个取名“憨嘎嘎”，一个取名

“俏婆婆”。据统计，自今年4月开园以来，“塘里堂
外”日均接待游客超3000人次，“五一”期间，乡村旅
游综合体接待游客近3万人次。

“下村坝从来就没有来过这么多人，家里腊蹄子
都被吃完喽。”退休干部向心安热情好客，下村坝

“火”了之后，朋友们慕名而来，他现在每天忙于“迎
朋送友”。

“未来将完善住宿、办公和户外拓展等配套设
施，力争一次能够容纳1500名学生来研学。”下村坝
村党支部书记宋斌表示，将把“塘里堂外”打造成省
级乡村研学基地。

“金唢呐吹得嘛响天外，漂亮幺妹儿上花轿，哭
嫁哭得分不开啰……”5月8日，在巴东县水布垭镇
南潭村香浓寨，主播李书珍在刚刚建成的主播创客
间内，为粉丝们唱起了土家族民歌《情歌飞出十三
寨》。

这个主播创客间位于香浓寨的“龙凤阁”，是水
布垭镇政府打造的服务网络主播的直播基地，免费
为主播们提供专属直播间，旨在吸引镇内及周边电
商达人、网红主播入驻，助力清江好景、好物走出大
山。

主播创客间设立了产品展示区、直播工位，有土
家族民歌推介、诗画水布垭、水布垭美食等多种特色
直播间，集农副产品展示、文旅资源推介和学习交流
培训等多种功能为一体，已吸引10多名知名主播入
驻，采用1名优秀主播带领多名初学主播“1＋N”直
播新模式，让主播从“单打独斗”到资源共享。

“这里有先进的直播设备、畅通的交流平台，我
们可以互相交流，共同提高直播水平。”首批入驻主
播创客间的签约主播李书珍说。

站在农特产摊位后，面对手机屏幕，主播邓明武
陆续将卖货群众拉进直播间，用接地气的话语，介绍
产品、推介家乡。屏幕前，吆喝叫卖声不断；屏幕上，
评论、点赞如潮，订单一波接一波。自4月30日入
驻以来，邓明武每天固定直播时间带货，共帮助农户
售卖腊肉、土豆片、红薯粉、土鸡蛋等农副产品11万
元。

湖北日报讯（记者鲁腾、通讯员唐俊、向秋予）5
月 5日，夏意渐浓，来凤县旧司镇浣纱溪畔，占地
100余亩的无人养殖车间内，2000余头黑猪正在撒
欢追逐，智能化感温探头、摄像头、风机、地暖、自动
喂料、除粪等设备一应俱全。

“我们选用的是本土黑猪品种，每天给它们听音
乐、吃潲水，长得慢，体格好！”湖北宏蚨祥农牧业科
技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姚绍峰介绍，为了再造传统
土猪饲养模式，他们定期采摘玉米、南瓜等蔬果，切
碎、煮熟、发酵，形成潲水后自动投喂，把黑猪生长周
期延长到了11个月。车间里每天播放音乐，引导黑
猪在栏内跳舞，提升猪肉的口感。

“这两年养猪容易亏，我反而赚钱，一斤黑猪肉能
够卖到32元。”姚绍峰表示，公司直播间的日均销售额
达3万元，其中武汉、上海、杭州等地的下单者居多。

蔬果喂猪，猪粪养田。为助力该公司做大循环
农业产业链，旧司镇政府先后统筹资金2796万元，
修建养殖基地产业路、蔬菜产业大棚、农产品加工仓
储车间及农产品展示馆，占地2200余亩的“黑猪谷”
逐渐成形。养猪产生的粪污经过干湿分离和发酵处
理后，变成了蔬菜、水果、藤茶等生长所需的有机
肥。该公司自种柑橘400余亩，柑橘间套种藤茶60
万株，并与当地农户合作经营有机蔬菜1200余亩，
去年该公司年销售收入超5000万元。

“政府协调金融机构发放贷款600万元，助力生
态绿园建设。”姚绍峰表示，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
2万多游客在小溪边新建草坪露营基地和火车餐厅
观光、打卡。通过与北京、上海等地的大型农业供应
链合作，“黑猪谷”出产的高品质蔬果、藤茶与黑猪肉
一同登上冷链快车，走上城市餐桌。

村里有了共享直播间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鲁腾 通讯员 向利 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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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入世界级公园朋友圈
——恩施大峡谷—腾龙洞世界地质公园探访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蔡俊 通讯员 杨佳军 张宝训

恩施大峡谷—腾龙洞世界地质公园位
于恩施州利川市和恩施市境内，南北最大宽
度为41.11公里，东西长约42.36公里，总面
积679.19平方公里。公园主体范围以清江
为轴线，西南起于利川市腾龙大桥2.6km
处，东南至车坝河附近，北部靠近板桥镇与
重庆交界处，南部在团堡镇境内。公园涉及
恩施、利川境内60个行政村，约12万人。

地质学家研究表明，恩施大峡谷—腾龙洞
世界地质公园属沉积盖层台褶带构造区，自三
叠纪（距今2.5亿年～2.03亿年）中期以来，沉积
连续，变形有序，且抬升强烈。在此背景下，发
育连续完整的显生宙地层古生物景观，典型的
侏罗山式褶皱及相应的盆岭地貌景观，大型水
系侵蚀形成的深切峡谷景观以及罕见的多层立
体式喀斯特景观，造就了丰富的地质遗迹资源。

“恩施大峡谷－腾龙洞世界地质公园是
一个以地质遗迹景观为主体，岩溶地貌和构
造地貌类型为核心特征的地质公园。”恩施
腾龙洞大峡谷国家地质公园管理局局长谭
志雄介绍，公园内现已查明地质遗迹79处，
其中世界级地质遗迹3处，分别是腾龙洞、
清江伏流和恩施大峡谷石柱林。

腾龙洞是世界特级洞穴，旱洞洞口高74
米、宽64米，现已探明长度达59.8公里，容积
总量居世界前列。腾龙洞山中有洞，洞中有
山，旱洞水洞相通，集山、水、洞、林于一体，以
雄、奇、险、幽、秀而闻名中外，被《中国国家地
理》评为中国最美六大旅游洞穴之一。

发源于利川齐岳山的清江，流经利川盆
地进入腾龙洞，在这里跌落30多米形成气
势磅礴的“卧龙吞江”壮丽景观，清江在此被

“吞”入地下，形成长16.8公里、落差165米
的地下伏流，经黑洞流出地表，进入雪照河，
形成世界罕见的地下伏流景观。

恩施大峡谷是罕见的“地缝—天坑—岩
柱群”同时并存的复合型喀斯特地貌。镇谷
之宝“一炷香”是地球上稀有的单体三叠系
灰岩柱，高度为150米，柱体底部直径6米，
最小直径只有4米，傲立于群峰之中千万
年。在七星寨景点，3平方公里范围内有62
座石灰岩石峰石柱，石柱高20米—285米，
它们拔地而起，密集分布，似丛林，形成全球
罕见的石柱式峰林。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李江风教授介绍，
恩施大峡谷—腾龙洞世界地质公园保
留了距今5.39亿年的寒武纪早期以
来的海、陆完整沉积记录，是中国
南方亚热带岩溶地貌类型的代
表地区之一。以腾龙洞洞穴
系统、清江伏流、大峡谷“一
炷香”为代表的石柱式峰林
等地质“留痕”，生动记录了
自青藏高原隆升以来鄂西
山地喀斯特地质地貌和水
文地质多期次演化的完整
序列，具有极高的国际地学
价值和全球对比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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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8日，湖北日报全媒记者走进利川
腾龙洞景区，映入眼帘的便是地质科普陈
列馆，进入馆内，数十名游客正驻足游览展
陈的矿石和地质遗迹。

景区副总经理李恒达介绍，为向游客科
普地质知识，景区去年投资建设了陈列馆和
科普馆，每年吸引大量游客参观，寒暑假前来
研学的学生人数过万。今年，景区还将投入
600多万元，重新装修打造景区大门，建造世
界地质公园主题碑和游客休息区。

“一直以来，我们始终坚持在保护中开
发，绝不破坏洞穴系统和清江伏流等地质遗
迹。”李恒达说，今年，景区对光影秀等项目
进行提档升级，为了保护洞穴系统，景区分

批转运设施设备，搭建了10多米高的脚手
架，寻找地面支撑，安装各类光影设备。前
前后后算下来，建设成本增加了150万元。

为确保游客安全，景区时常需要加固
洞内的危岩，施工人员放弃使用铆钉直接
嵌入岩石的方法，同样采用地面支撑和保
护性加固等“笨”办法，保护洞穴墙体原始
外观。

谭志雄介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建立世
界地质公园有三个重要目的：一是保持一个
健康的环境；二是进行广泛的地球科学教育；
三是促进本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近年来，
恩施州坚持资源保护与发展利用并重，充分
利用独特地质资源、优良生态环境和民族文

化资源，发展生态旅游产业，实现高水平保护
和高质量发展。

“我们与省地质局第二地质大队合作，
在景区‘一炷香’、七星寨、云龙地缝、小楼
门等区域安装了230多台地质监测设备，
实时监测地质变化情况。”恩施大峡谷副总
经理杨宣凯介绍，该景区成立了环境保护
委员会，制定了《恩施大峡谷环境保护管理
办法》，在景区开发过程中，注重山体保护
和地质灾害防治，地质灾害和危岩治理累
计投资超过2亿元；景区自建生态湿地污水
处理站，投资建设3500余个生态停车位和
新能源车位，购置环保车以应对紧急环保
突发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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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9日，恩施大峡谷—腾龙洞世界地
质公园博物馆迎来了恩施市芭蕉侗族乡初
级中学的330名师生。

“进行地质科普教育，能够吸引孩子们
自主探究学习。”带队研学导师杨威老师表
示，在地质公园博物馆，学生们近距离观看
恩施各地的地质遗迹标本和典型岩溶地
貌，感受腾龙洞、大峡谷独特的地质奇观。

“去年9月以来，我们接待了中小学研
学团队30多个，年均接待人数近8万人。”
地质公园博物馆负责人张琪介绍，这两年，
恩施地学旅游、研学持续升温，成为地质遗
迹保护与发展的重要渠道，各地也相继建
设地质遗迹科普长廊、陈列室等阵地，进一
步打造成了文化景观，让地质遗迹“活起
来”。

4月26日，由恩施腾龙洞大峡谷国家

地质公园管理局和利川市林业局举办的一
场世界地质公园科普宣传活动走进“中国
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团堡镇野猫水村
和宜影古镇社区，吸引100余名村民、游客
驻足观看。

野猫水村距离利川城区20公里，位于
318国道沿线，地处恩施大峡谷和腾龙洞之
间，到两大景区均只需半小时车程，区位优
势明显。近年来，得益于地质公园景区的
带动，780多户村民吃上了“旅游饭”。

利川市民胡谋在村里开了一家阳光土
灶农庄，主营土家刨汤宴，每年收入近200
万元。今年“五一”期间，许多外地游客慕
名前来游览世界地质公园，他家的农庄日
均接待200多名游客。

宜影古镇社区是恩施大峡谷—腾龙洞
世界地质公园的合作伙伴，社区打出“我家

就在世界地质公园”的宣传口号，吸引不少
避暑游客在此旅居。

“候鸟”周素芳是广西桂林人，去年8
月，她和老伴开着房车到全国各地旅游。
从网上了解到恩施大峡谷—利川腾龙洞世
界地质公园的信息，老两口便来到野猫水
村“考察”。

“这里三面环山，一面临湖，气候凉爽
宜人，适合长期定居。”周素芳夫妇被眼前
的环境所吸引，在村里住了一晚后，第二天
便在宜影古镇买了一套避暑房。

野猫水村村委会主任冉从巍介绍，近
年来，该村民宿、农家乐如雨后春笋，先后

“生长”出60多家，夏季日均可接待700余
名游客，带动200余村民在家门口就业，全
村民宿年收入600万元以上，避暑康养旅
游成为全村的主打产业和优势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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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施大峡谷—腾龙洞地质公园的发
展最早可以追溯到2006年，至今已走过
18年历程。2006年，省国土资源厅批准
建立湖北利川腾龙洞省级地质公园。
2007年，利川腾龙洞和恩施大峡谷合并建
立腾龙洞大峡谷地质公园。2009年，经省
国土资源厅批准，更名为湖北腾龙洞大峡
谷地质公园。2019年，恩施腾龙洞大峡谷
被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批复命名为国家地
质公园。

2020年以来，恩施州委、州政府立足
资源优势，启动世界地质公园申报工作，
成立了州创建世界地质公园工作领导小

组，聘请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李江风教
授团队，开展资源调查评价等工作。创
建恩施大峡谷—腾龙洞世界地质公园连
续五年被列入州政府工作报告，并作为
重点工作持续推进，经过近 4 年不懈努
力，今年3月，恩施大峡谷—腾龙洞地质
公园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批准为世
界地质公园。

如何拿稳用好这一世界级名片？恩施
州副州长杨盛僚表示，将围绕全州“两山”
实践创新示范区建设的战略定位，充分发
挥世界地质公园品牌效应，秉承“颂造化之
神奇、谋区域之常兴”的发展理念，探索“两

山”理念转换路径的“后半篇文章”。
接下来，恩施州将进一步优化管理机

构职能，配强管理力量，完善资源监测体
系，以数字技术赋能智慧公园建设，提升公
园管理水平，持续擦亮世界级“金字招牌”，
将世界地质公园纳入国内国际营销的重
点，贯穿于国际旅行商大会、“凉交会”、土
家女儿会、武陵文旅大会等宣传推广活动
之中，扩大知名度和美誉度。同时，积极开
展合作交流，支持指导园内景区及合作伙
伴优化服务、提升品质，鼓励园区居民和市
场主体参与地质公园建设，实现生态效益
与经济效益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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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施大峡谷“一炷香”。
（恩施大峡谷景区供图）

“五一”假期，
游客在恩施大峡谷
景区游玩。（恩施大
峡谷景区供图）

腾龙洞地质遗
迹—流石坝。（利川
腾龙洞景区供图）

恩施大峡谷。
(恩施腾龙洞大峡谷国

家地质公园管理局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