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月22日，三伏酷暑，热浪灼人。远安
县武陵峡口溶洞四季滑雪场入口处，游客换
上滑雪服、戴上头盔，进入零下3℃的冰雪
天地，一秒“入冬”。

这是国内首个天然洞穴滑雪场，位于远
安县河口乡落星村，依托溶洞低温优势和自
然地形顺势而建。滑雪场占地约3000平方
米，建有初级滑道区、儿童娱雪区，滑道总长
110米，造雪后积雪深度可达30厘米以上。
洞内最多可同时容纳200人滑雪，单日最大
接待量为1500人次。

武陵峡口景区负责人彭天云说，该景区
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是集原始生态峡谷
景观、农耕体验、温泉养生、户外及洞穴探险
等运动为一体的综合性旅游休闲胜地。这
个全长近2公里的溶洞，过去主要用来观
光，虽常年保持13℃恒温，但因亮点不足，
少有游客。

去年，彭天云突发奇想，利用溶洞末端
长约150米、宽约16米、高约28米的巨大洞
厅，打造四季滑雪场，实现“溶洞+滑雪”体
旅融合，让广大游客在炎炎夏日体验反季节

冰爽。
中国地质调查局武汉地质调查中心驻

落星村工作队第一书记王树丰利用专业优
势，对溶洞进行了全方位地质勘察，确认溶
洞具备建造滑雪场的安全条件。根据王树
丰的建议，景区在滑雪场上空搭建了钢架，
进一步巩固安全性。远安县文旅局还与景
区一同考察了国内多个室内滑雪场，并赴四
川、贵州等地考察溶洞业态。

“溶洞滑雪场开放后，日均接待量均在
500人次以上。”彭天云说。

隧洞漂流寻求差异化市场

朝天吼隧洞漂流是高岚河流域综合治理与开
发项目之一，总投资达1.24亿元。在此之前，“爽
就朝天吼”的广告语，早已让惊险刺激的朝天吼漂
流名声在外。

朝天吼景区副总经理罗建军介绍，隧洞漂流全
程约4.7公里，落差88米，包含3.3公里峡谷漂流和
1.4公里光影隧洞漂流。整条漂流河道穿梭在高岚
十里画廊，游客在峡谷可观赏朝天吼、昭君石、骆驼
峰等奇石险峰，尽享大自然的磅礴气势与秀美风光。

而隧洞漂流的途经段，由天然溶洞改建而成，
两段隧洞分别长770米和617米，洞内幽深静谧，
配合高科技声光影特效，让游客在漂流过程中，既
能感受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又能体验现代科技与
大自然的完美融合。

隧洞首漂当天，景区内的樱花山庄开门迎客，
加上高岚山庄民俗酒店、朝天吼假日酒店和房车露
营基地，景区可同时容纳1000人住宿。

作为国家4A级景区和省级旅游度假区，朝天
吼漂流景区自2007年以来，累计接待漂流游客超
过500万人。罗建军说，景区以漂流运动为龙头，
现已延展至研学旅行、国防教育、峡谷飞索、房车露
营基地等多元化旅游项目，形成集多种旅游项目于
一体的综合性景区。

借助其得天独厚的自然水域条件，从2010年
至今，朝天吼漂流已成功举办了11届国际自然水
域漂流大赛，吸引了6万多名运动员参赛观光。

一个采矿大村的生态转型

高岚村所在的水月寺镇，矿产资源种类多、储量
大，已发现矿产19种，其中硫铁矿等远景储量达1000
万吨以上，金矿、铅锌矿等远景储量达100万吨以上。

高岚村党支部书记李明介绍，过去，村里以采
矿为主，近半村民在上游硫铁矿务工。“因为矿场污
水，高岚河的水都是浑黄色。”他说，那时候高岚以
风景闻名，但是来看山的游客极少留下。每到汛
期，大雨造成山洪暴发，河段因年久失修，沿岸每年
至少要被淹两次，周边村民难以忍受，纷纷搬走。

2000年前后，上游矿山逐步关停，河道开始整
治。生态好转后，兴发集团旗下湖北昭君旅游文化
发展有限公司收购高岚大峡谷景区，在高岚河夏阳
河河道建设漂流景区，投资8000多万元对河道进
行改建修整，科学设计水流落差、河床平整度、河床
宽容度、水量，并在上游修建雷溪口、马儿坝、睡佛

山、青龙寨4座水库。
2007年7月，朝天吼漂流正式迎客。开业当

年，即实现单日最高接待量突破5500人，旅游综合
收入2000余万元。河道整修和水库建设，也令周
边水患大幅减少。

生态环境改善后，得天独厚的凉爽天气与山清
水秀的绝美风景，吸引了一批又一批游客。罗建军
介绍，景区400多务工人员中，有200多人都是当
地村民。今年，朝天吼还将开启春季赏花观光游，
延长景区旺季，预计今年收入将超8000万元。

“一河三漂”不断刷新用户体验

眼看景区客流量越来越大，不少因矿山关停而
外出务工的村民回家开起民宿和农家乐。

“漂流的人越多，生意就越好。”今年58岁的张
启艳，2020年来到高岚村，花18万元买下村民的
宅基地，建成“望月闲居”民宿。

每天11点多漂流开漂，不少游客就选择在周边农
家乐或者民宿解决午饭。“景区有号召力，本想开个小
店养老，没想到根本停不下来。”店里人手不够，张启艳
又请了4名服务员，7月以来，房间每天都被订满。

“好好农庄”老板李祥国在厨房里奋力挥舞着
锅铲。李祥国原来是矿场的司机，一年到头不着
家，满打满算收入也不过15万元。

村里还迁后，一家人住进3层小楼。住处离景
区近，他便将小楼改出8间客房，并将一楼作为农
家乐。旅游旺季，夫妻二人就在家经营生意，淡季
就住在县城古夫镇给孩子们陪读。“每年挣20万元
不在话下。”他乐呵呵地说，随着漂流业的快速发
展，一家人日子越过越红火。

据统计，沿高岚河流域，仅高岚村的民宿和农
家乐就达到了98家。去年，村里还成立了劳务公
司，服务景区相关业态，为当地无业的村民提供保
洁、河道维修等工作，吸纳村民50余人就业。

2021年，朝天吼升级河道，推出“夜漂”新玩
法。今年，又开启梦幻洞漂。“一日三漂，将原来半
日游的游客留了下来，景区周边民宿入住率大幅提
升。”李明说。

2022年，郑渝高铁开通，助推景区向全域全季
旅游转型。“从武汉乘车到兴山站只要2个多小时，
去朝天吼和神农架也都很方便，兴山成为了神农架
旅游的重要节点。”兴山县相关负责人介绍，高铁开
通至今，兴山站上下旅客达129.3万人，其中到达
旅客59万人。在朝天吼景区带动下，高岚河流域
部分小众景点年增收2000余万元。

镇头三峡大坝 镇尾三峡人家

三斗坪72家民宿
一年揽客27.6万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金凌云 通讯员 袁平 岳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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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昌观察

零下3℃！远安溶洞滑雪冰火两重天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吴坚 通讯员 王倩

7 月 17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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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镇上 72 家民

宿接待夜宿游客

27.6万人次。 三斗坪沿江而建，街道是长条形，沿街已无更
多空间发展。为让更多民宿业态落地，三斗坪镇
向半坡发展民宿经济带。

位于三斗坪沿街后山的“半山雅望”民宿，是
今年5月新开业的。在这里，三峡大坝、五级船
闸、西陵长江大桥等景观一览无遗。

老板望晓蓉曾在深圳工作，2016年返乡创
业，在三斗坪镇打造半坡民宿康养经济带，她是坡
上第一家落户的民宿。

民宿一共7间房。“游客来了没有说景色不好的，
但是基础设施还有待提升。”她说，现在比较头疼的是
交通问题，由于新路刚通不久，没有指示牌，游客常被
导向附近小路，加上山路陡峭，吓退了不少游客。

望晓蓉透露，“半山雅望”民宿总投资超过千
万，除了装修和人工这些大头开支，在污水处理、

饮用水处理、道路、用电等方面，花费也不小。
“九间房”民宿租用的是村集体土地，前期建

设装修投入达到800万元，按照80%的入住率，5
年才能回本。

田舒寒坦言，村民自住房屋改造而成的民宿，
存在一定的同质化、低端化等情况，每间房的打扫
成本、布草清洗成本、一次性洗护用品等，对村民
的经营水平都是考验。而外来高端民宿投资者，
最担心的是土地问题，“所租房屋或土地一旦产生
纠纷，前期投入可能打水漂”。

近年来，三斗坪镇持续引进外来投资者，改善
高品质民宿供给不足的问题。“游客对特色体验的
要求各不相同，但是对舒适、干净、安全的要求是
统一的，许多民宿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三峡大
学三峡智库文旅专家阚如良说。

供需矛盾催生民宿机遇

2014年，三斗坪镇开起了第一家民宿——
“花筑·锦时”。老板高桢回忆，三峡大坝旅游景
点免费后，散客蜂拥而至，当时镇上仅有一家30
间房的招待所，接待能力远远不够。

“开业第一天，民宿瞬间就被订满，订不到房
间的游客，就搭帐篷住在院子里。”她说，民宿这9
间客房，为她攒下了第一桶金。

游览“两坝一峡”的自驾游游客，大多数会在
这里住上一天：一天观大坝，一天看西陵峡。村
里许多脑子灵活的村民，纷纷将自家民房改成客
房对外揽客。

“当时民宿还不多，收益特别好。”2016年，从
事装修行业的赵雄威转行，在集镇开了一间客栈，
取名“兰山与宿”，10间房收益可观。2022年，他
又顺势将小楼斜对面的房屋租下，改造成拥有28
间房的客栈，并请专业设计人员精心打造。

三斗坪镇是移民大镇，人均土地少，新建大

型宾馆土地资源不足，政府便出台政策，鼓励村
民改造自家闲置房屋做民宿。

园艺村党支部书记刘晓华说，当时，只要是
愿意开办民宿的村民，村里均免费送鲜花绿植等
装饰品；开办农家乐超过5桌的，每户补贴1万
元，鼓励村民谋出路。

为了做大民宿产业，村里还连续多年组织村
民和民宿老板外出莫干山、重庆等地学习民宿管
理。一些村民积极与旅行社对接，开展团餐、团
体接待等业务。

送上门的生意，让百姓尝到了甜头。一时间，
三斗坪镇民宿、农家乐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也带动
了产业分工的细化。专门打扫房间的流动小时工，
旅游旺季专为民宿提供服务，打扫一间房25元。

如今，全镇民宿增至72家，20间房以上的超过
30家，全镇民宿业年收入超过2500万元。而高桢也
将民宿生意做到重庆，成为30多家民宿的合伙人。

高端民宿争相投资“坝景房”

最近一周，作为三峡大坝坝基所在地的三斗
坪镇中堡村，热闹非凡。

7月14日，三峡水库开启9孔泄洪，奔腾的水
柱、恢宏的景观，吸引大批游客慕名前来。

紧邻观景平台的民宿“拾伍·月舍”，也变得一
房难求。“从来没想过，躺在床上就能看大坝泄洪，
站在阳台上，感觉水雾都要拍到脸上了！”武汉游
客江珊一家非常兴奋，孩子直到深夜还趴在窗户
边，看灯火中的大坝泄洪。

民宿老板颜超是一名 90 后，曾经从事装
修行业。中堡村的稀缺旅游资源，让他下决心
投资 200多万元，租下村民房屋，改造出高品
质民宿。自去年 10月开业以来，他的民宿已
接待游客超4000人。

随着三斗坪镇的名声越来越响，在外地事业
有成的能人、民宿连锁品牌机构，纷纷来到三斗坪
投资。新的理念，不断推动民宿迭代。

“九间房”是镇上招商引资，首家落户三斗坪

的高端民宿。此前，“九间房”已在襄阳、洛阳、深
圳等地开有数家门店。

“中堡村店是我们全国第七家门店，90%的房
间可通过落地大窗观赏三峡大坝。”民宿运营负责
人王丽介绍，当初门店选址正是看中这里独一无
二的地理优势。

去年3月开业后，“九间房”半年内已有3次
团体包场，全年入住率高达80%。“九间房”的到
来，搅动了一池春水，市场化的运营模式、专业的
管理、前卫的装修格调引来本地民宿争相效仿，装
修升级，掀起品质竞争。

位于三斗坪镇中心的“方寸小院”，今年来了
两个云南的年轻人。他们将品茶、瓷器、心灵疗愈
作为特色体验，融入民宿的服务当中。

三斗坪镇旅游产业负责人田舒寒介绍，今年，
三斗坪镇的高品质民宿已达10家，数量显著增
加，且风格各不相同，可以满足游客多元化、个性
化需求。

引客留客考验民宿“软实力”

7月6日，昭君故里宜昌兴山，来自全国各地的1000多名游客，跳进风光旖旎的高岚河，

在朝天吼景区体验了一把独特的隧洞漂流。

这个有别于传统峡谷漂流的新玩法，一经推向市场，便凭借差异化体验，成为宜昌今夏

的当红旅游目的地。

7月20日以来，全省各地气温再创新高，朝天吼漂流景区也迎来了今夏第一波高峰。上周末，

朝天吼客流共计2.3万人，带动高岚河沿线民宿一床难求。

朝天吼漂流景区位于兴山县水月寺镇高岚村，漂流河段全长6公里，高低落差148米，两

岸山水相映，如同“十里画廊”。

去年全年，朝天吼景区迎客超30万人次，旅游收入超过6000万元。高岚河流域近百家

民宿、农家乐扎堆崛起，沿线其他景点也跟着出圈，拉动整体收入超过4000万元。

一条高岚河，去年为沿岸带来旅游经济效益超过一亿元。

兴山高岚河流域治理生态富民

一条河“漂”来亿元真金白银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金凌云 通讯员 乔长姣 王雷

三斗坪集镇风貌。（资料图片）

高岚河大瀑布。（湖北日报通讯员 李阳 摄）

暑期2000多学子涌入五峰“耕读”
湖北日报讯（通讯员胡鹏）暑假以来，五峰土

家族自治县的“耕读”研学热度持续攀升。截至7
月中旬，已有武汉、荆州、宜昌等地的2000余名学
子涌入五峰。

五峰全境皆山，平均海拔1100米，素有“云上五
峰”之称。这里的野生动物植物标本、广阔的茶园、
特色种植养殖的乡村田野，成为研学的“无边课堂”。

在百年关“林药蜂”生态科普研学基地和五峰
中草药基地内，来自武汉市武昌区的同学们，正通
过探究“武陵山药都”，了解“林药蜂共生”的生态现
象，认知生态融合发展。

在非遗传承课上，大家闻香寻楚脉，跟随授课
教师一起了解各种香草，学习制香技艺，在袅袅香
气中探寻楚地的文化脉络和人文精神。

“纸上得来终觉浅，走出教室亲眼看过亲身体
验过，学生才更有感触和收获。”五峰耕读教育大学
堂校长谭天桥说，通过研学旅行，课本里许多抽象
的生物知识直接展示在孩子们眼前，能让他们获得

“活生生”的自然教育体验。
2021年5月，五峰县委、县政府创办五峰耕读

教育大学堂，通过整合县域资源，打造“全域研学”
模式，在建设一批以生态文明教育、乡村耕读劳动

为核心的实践基地的基础上，同步开发独具地域特
色和民族特色的研学课程。近年来，五峰耕读教育
大学堂已累计接待各地学子超10万人次。

暑假以来，五峰土家族自治县的“耕读”研学
热度持续攀升。 （受访单位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