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8 Tourism Today Vol.18 No.31 November 2020

当代旅游   2020年11月上旬刊  第18卷  第31期·旅游与文化·

云浮文化旅游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研究

——以罗定八景为例

李 婷

罗定职业技术学院外语系，广东罗定 527200

[ 摘要 ] 罗定充分发挥历史、文化、生态三大特色，着力推动旅游与文化有机结合，顺应发展，立足于融入粤港

澳大湾区建设发展中，将山、水、城相结合，充分发挥其地方传统风貌和优美的山水田园风光，努力打造成粤港

澳大湾区重要休闲旅游目的地。本文将以罗定八景为例，探讨云浮文化旅游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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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粤港澳大湾区文化融合现状分析

粤港澳大湾区文化同根同源，同讲粤方言，借

助“一带一路”建设，充分发挥粤港澳大湾区的人口

优势、文化优势、区位优势，取长补短，特别是在当

前的网络时代，要对大湾区传统文化做创造性的转

化和创新性的发展，兼收并蓄 , 开放包容。着重地

域文化特色，融合岭南风格，建设有传统文化底蕴

的符合大湾区特色的创意文化旅游基地。大湾区

有着很多文化和自然旅游资源，广深港高铁将引导

大湾区整合共享资源，逐步深化旅游产品和特色旅

游项目，大湾区各城市之间的关系将更加紧密，人

口旅游流动将同城化、常态化。

二 云浮文化旅游现状分析

云浮处于西江以南，地处珠三角与大西南交通

枢纽的中心。郁南北部红色生态之旅、云浮市云城

区南药养生健康之旅、新兴禅意之旅、云城区红色

美丽乡村之旅、郁南探秘南江文化之旅、云安区白

石镇品味农家亲子之旅、新兴天露之旅、云安区环

云雾山美丽乡村之旅、罗定长岗坡红色之旅和罗定

美丽田园之旅等十条乡村旅游精品线路，将共建云

浮美丽乡村、打造广东乡村旅游新名片，致力于吸

引更多省内外优质文旅企业到云浮投资兴业，助力

云浮打造成为粤港澳大湾区旅游休闲“目的地”。

同时，云浮拓宽对外交流宣传，提升云浮旅游知名

度，扩大云浮禅文化、石文化、南江文化、健康养生

文化在粤港澳大湾区的知名度和美誉度，重点做好

对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以及高铁沿线城市的宣传

推介，逐步巩固、开拓、延伸客源市场，推进“引客入

云”工程。

三 罗定八景现状分析

罗定基本处于粤港澳大湾区 3 小时经济圈内，

是西江走廊的交通要冲，是贯通两广的重要交通枢

纽。罗定是广东省“粤桂”交汇中心城市，云浮市域

副中心城市，广东省重要的农业商贸、环保工业和

综合交通枢纽中心，广东省历史文化名城。“罗定

八景”分别是廷锴故里、学宫圣迹、东桥塔照、龙湾

高瀑、龙龛蜕骨、长岗飞渡、银河浮金和牛石仙踪。

“罗定八景”彰显历史、文化、生态三大特色，着力

推动旅游与文化有机结合，努力把罗定打造成粤港

澳大湾区重要休闲旅游目的地。廷锴故里是抗日

名将蔡廷锴的出生和成长地，现为广东省文物保护

单位、云浮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及学生社会实践基

地。罗定学宫被称为是目前西江、南江流域仅存的

清代学宫完整建筑群。东桥塔照被称为广东省级

文物保护单位“三元文塔”。

四 罗定八景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策略

乡村旅游应该是有文化的、有创意的、好玩的、

有参与和体验感的，不再是围绕“土”做文章，以休

闲农家生活中的“看、吃、玩”等和城里生活做反差。

而罗定还需要积极推动“互联网 + 乡村旅游”模式，

利用互联网的传播优势发展智慧乡村游，推介罗定

高质量的乡村旅游产品。罗定旅游资源丰富，在设

计旅游产品旅游路线时，充分发挥罗定绿色生态、

自然风光、文化名胜、研学教育等独特的优势，要更

加注重游客体验，契合了不同游客类型的需求。充

分开发廷锴故里、学宫圣迹、东桥塔照、龙湾高瀑、

龙龛蜕骨、长岗飞渡、银河浮金和牛石仙踪这 “罗定

八景”，将使旅游产业逐步成为罗定对外开放的重

要窗口和罗定经济的新增长点。整合历史遗迹、古

建筑等物质文化，定制主题，组合开发，加强“罗定



29 Tourism Today Vol.18 No.31 November 2020

当代旅游   2020年11月上旬刊  第18卷  第31期 ·旅游与文化·

八景”空间的集聚与联动性，实现全域发展。本文

主要从以下四方面进行探讨罗定八景文化旅游融

入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策略。

（一）加大旅游资金的投入，主要投入在交通设

施的改善，物流业的改善以及对外宣传。在“一带

一路”政策对旅游业的支持下，不断完善其交通设

施。因为罗定八景分散在各个乡村，交通设施还有

待完善提高。以上八景都有地方特色产品，比如罗

定稻米，蒸笼，肉桂等地方特色产品，游客可以通过

快捷的物流购买，实现一站式服务，这也将提升对

罗定八景旅游的信心。同时，政府应该加大力度对

罗定八景的宣传，让更多的游客接纳，为融入粤港

澳大湾区发展贡献力量。

（二）政府要加大力度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保

护和改造，比如把石牛山森林公园打造成以自然保

护和自然风景资源培育，将石牛山建设成为生态环

境优良、风景独特富层次感、文化景点丰富、自然景

致优美、服务功能完善的珠三角地区具有一定影响

力的森林公园，突出石景主题，开发以森林、石景、

水库为休闲特色的都市生态旅游产品，在优先保护

都市近郊自然风景资源的前提下，实现近郊生态旅

游，科普教育为主体功能的城市生态游公园，为罗

定市民提供一个集生态、休闲、运动和观赏于一体

的城市郊野空间。深入挖掘牛石仙踪外围景点：石

牛山文峰塔、石牛庙遗址以及罗定石牛山风景区石

牛山下美丽的田园风光。石牛山代表着罗定城市

中轴线一线景点。每逢九九重阳，市民更以登石牛

山为乐，扶老携幼、熙熙攘攘的热闹场景构成了一

幅独特的风景画。还有，金银湖是罗定城区及周边

的生江、素龙、附城、双东等镇街人们的饮水水源。

保护开发好罗定金银湖国家湿地公园，其生物多样

性丰富，景观优美，周边历史文化深厚，是珠江流域

西江水系的河流与库塘复合湿地生态系统的典型

代表，有较高的保护和利用价值。

（三）开展红色旅游精品路线。比如走进长岗

坡渡槽，学习长岗坡精神。长岗坡渡槽素有“南粤

红旗渠”的美誉，是首批广东省红色革命遗址重点

建设示范点之一。长岗坡渡槽有“广东红旗渠”之

称，素有“北看红旗渠，南看长岗坡”之美誉。入选

“2009 年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重要新发现”，体现罗

定人民“敢教日月换新天”的豪情和自力更生、艰

苦奋斗的精神。长岗坡精神充分体现党员干部群

众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战天斗地、百折

不挠的奋斗精神，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奉献精神。

长岗坡渡槽不仅是造福世代的伟大工程，也是人民

对美好生活不懈追求的真实诠释。为进一步加强

对红色革命遗址的保护利用，更好地传承和弘扬长

岗坡精神，依托长岗坡渡槽红色资源，建设集教育

培训、党性修养、实践锻炼、学习交流、学术研究等

功能于一体的党员教育基地。同时，另外一个红色

之旅旅游景点就是蔡廷锴将军故居，这是罗定市革

命史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可以考虑整合这两条

红色旅游精品路线。

（四）整合具有深厚丰富历史底蕴的旅游路线，

比如学宫圣迹和东桥塔照。这两个景点地理位置

相近， 有相近的历史渊源。罗定学宫 , 位于罗城镇

北关里 , 俗称文庙 , 占地面积 8300 平方米，是清代

罗定直隶州的学宫。罗定学宫是广东西、南二江流

域仅存的形制最完整、规模最大、保存古建筑物最

多的学宫。罗定文塔位于罗城镇泷水旁，又称三元

宝塔，明代建筑，是广东省文物保护单位。文塔地

处曲水环抱之中，与神滩庙妆楼双峰相对，河上七

级浮图映照波心，登青云桥揽胜有宝光荡漾之趣，

被成为东桥塔照。地方政府可以有效整合这两条

旅游路线，让游客领略罗定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五 结语

本文以罗定八景为例探讨了云浮文化旅游融

入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研究策略。罗定八景将用好

粤港澳文化和旅游合作机制，合力做好粤港澳大湾

区文化遗产游径的宣传推广工作，共同打造粤港澳

大湾区特色文化旅游品牌。罗定八景要以旅游吸

引力为标准，有效衔接民间艺术、传统技艺、民俗节

庆、饮食文化等非物质文化，强化文化氛围，整合历

史遗迹、古建筑等物质文化，定制主题，组合开发，加

强“罗定八景”空间的集聚与联动性，实现全域发展。

罗定八景将逐步挖掘更多粤港澳三地共有的主题元

素，形成粤港澳大湾区文化遗产的有利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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