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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适应当前经济发展新常态，加快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优化转变地方经济发展模式，在全域旅游上升为国

家旅游发展战略的时代背景下，根据国家“十三五”旅

游业发展规划精神，湘乡市按照国家旅游局关于创建国

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的标准要求，以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

范县为抓手，把旅游业培育成为湘乡市现代服务业的先

导性产业和国民经济的战略性支柱产业，旨在将湘乡市

建设成为乡村生态文化休闲胜地。1

一、湘乡市乡村旅游资源现状

（一）乡村旅游资源禀赋好

1、地形复杂，易于打造乡村旅游产品

湘乡地貌以丘陵山地为主，小尺度内相对丰富的地

貌特征，易于打造山水人文乡村旅游产品。湘乡市是较

为典型的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雨热同季，土地肥沃，溪

河密布，作物生长期长；其生态环境保持良好，生物多

样性特征显著，物产丰饶，油茶、水果、水产品、农产

品等均具有一定的品牌知名度，有条件打造乡村旅游产

品体系。

2、农业特色显著，易于打造乡村休闲文化体验地

2018 年，湘乡市进一步加快转变农业生产方式，发

展特色农业，打造地方农业名片。市政府提倡“旅游兴

市”战略，通过湘乡全域旅游发展，使旅游业真成为湘

乡市调结构、转方式、促升级的战略性支柱产业，形成

引领全市发展的新模式、新动能、新产业，建设国家全

域旅游示范区、中国湖湘文化集萃地以及乡村休闲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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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验地。

（二）乡村旅游生态环境有待改善

1、城市空间开发布局不合理

湘乡市城区内分布着各类企业 50 多家，五矿湖铁、

有色氟化学、湘碱等大企业都建成于建国初期，目前出

现了落后产能集中、基础设施老化、环境污染较为严重

等问题。同时老工业基地紧邻城区，生产、居住、商业

用地混杂矛盾十分突出，加之前期缺乏合理规划，老工

业区布局在涟水河上游，严重威胁下游城区居民的用水

安全，隐患问题突出。

2、产业结构和历史遗留环境问题突出

化工、皮革、冶金，建材等高能耗、高污染的产业

产值比重占湘乡市规模工业的五成以上，整体能源消耗

量大，能耗强度高，污染物排放强度大，其中工业二氧

化硫和氮氧化物排放量占比分别达 89% 和 98%，涉重企

业较多，废水中重金属排放量超标，历史遗留含重金属

废渣尚未处理，生态环境问题亟待解决。

3、生态保护与建设相对滞后

湘乡市生态保护机制尚不健全，在主要生态功能保

护和生态环境综合监管能力方面较为薄弱，尚未开展自

然保护区和重要生态功能区保护区建设等生态保护工作，

未启动生态示范系列创建活动。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

严格红线管控进度相对较缓，构建长株潭网络化生态屏

障的工作相对滞后。

4、农村环境保护与监管缺乏长效机制

湘乡市农村环境连片整治项目总体推进缓慢，畜禽

养殖环境污染突出。农村环境连片综合整治资金落实困

难，生活污染治理技术单一，项目整体滞后。农业污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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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成为湘乡市水污染物的主要排放来源，分别占 COD 和

氨氮总排放量的 71% 和 62%。农村生活垃圾处理问题依

然存在，秸秆等农业废物尚未得到有效处置，农村生活

污水、生活垃圾尚未得到妥善处理，农村环保基础设施

建设滞后、环监管能力不足等多方面的问题。

二、构建生态环境保护体系

（一）重点生态功能区（核心保护区）

生态系统脆弱或生态功能重要，资源环境承载能力

较低，不具备大规模高强度开发的条件，必须把增强生

态产品生产能力作为首要任务，限制进行大规模高强度

的开发，以提供生态产品为主体功能，以水府庙、茅浒

水乡的核心区为重点生态功能区。

（二）农产品主产区（重点保护区）

湘乡市耕地面积较多、发展农业条件较好，从保障

农产品安全以及永续发展的要求出发，必须把增强农业

综合生产能力作为发展的首要任务，限制进行大规模高

强度开发的地区，以提供农产品为主体功能，也提供生

态产品、服务产品，以湘乡西部的涟水风光带、韶山灌

区、玉泉河为主要重点保护区。

（三）城镇化地区（一般保护区）

湘乡市城区有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较强、发展潜力较

大、人口集聚和经济发展态势较好，应该重点进行工业

化和城镇化开发的城镇化地区，以提供工业品和服务产

品为主体功能，也提供农产品、生态产品和工业品，重

点在金石镇、中沙镇、棋梓镇等。

三、保护举措

（一）重点生态功能区保护举措

1、茅浒水乡生态治理工程

该区域采用集约化用地戳是，打造占地少、生态型

的特色住宿和服务设施；制定环保公约，成立茅浒水乡

环保联盟，对本地居民、外来游客进行环保教育和约束。

2、褒忠山生态旅游区

重视区域自然生态，在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尽量

避免交通、电力等基础设施对重要自然景观和生态系统

的分割，从严控制各类基础设施穿越禁止开发区域，要

尽可能利用现有基础进行交通建设扩能改造。重点解决

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生活垃圾和厕所生态化改造问题，

开展“三清七改”工程，重点保护一批原生态原风貌的

村庄。

3、涟水、韶山灌区生态保护轴

在该区域实施“河长制”，采取“属地负责、部门

联动”的管理模式，以源头保护、生态修复、日常巡查

和保洁等为重点。采取“谁开采，谁恢复”与“谁受益，

谁恢复”相结合的原则，征收特种税进行生态补偿，对

已取缔非法码头的江滩、岸坡开展补植复绿工作，恢复

岸线生态。

（二）农产品主产区保护举措

对该区域全部耕地按照限制开发的要求进行管理，

基本农田严禁开发，严控各类建设占用耕地现象。农产

品主产区要适度集中布局农村居民点和基础设施、公共

服务设施，推进集中连片标准粮田等规模化农业生产基

地建设。

1、发挥政府的引导和管控作用

政府主导规划引领，针对环境承载力进行全面分析

和考虑，确定环境保护区的红线。优化产业结构，培育

循环经济、生态观光农业、乡村旅游业等新业态，逐步

形成有利于节约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和增长

方式。制定农业旅游项目的准入机制，开发绿色产品，

严格控制农药化肥的使用。合理制定生态农业旅游的准

入机制，确定行业规则，保证不符合相应标准的项目无

法纳入到具体旅游活动之中。探索建立农业面源污染防

治补偿激励机制，政府将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经费列入财

政预算范围，设立农业面源污染治理专项基金，研究制

定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利益导向机制，对实现提高农产品

产量和农业环境质量双重目标的合作社、家庭农场等进

行倾斜和补偿激励。

2、不断提升生态农业旅游从业人员的环保意识

首先，加强从业人员培训，针对生态农业旅游从业

人员进行全面的培训和管理，选派专家参与到培训工作

和讲座之中，给从业人员提供良好的专业性知识。其次，

成立农业旅游环保联盟，通过联盟进行相互监督约束，

制定环保公约，“谁污染，谁治理”。

3、有效控制游客制造环境垃圾的情况

开展实时监测，严控游客量，为游客提供垃圾处理

区域，有效减少垃圾乱丢弃的情况；在生态农业旅游区

积极开展生态文明旅游宣传工作，在旅游景区的大屏幕

和导视系统张贴相应的标语，使其成为游客的重要旅游

行为指导。

（三）城镇化地区主要保护举措

城镇化地区依托现有基础，提高城镇集聚度和辐射

带动能力，各类开发活动充分利用现有建设空间，有效

利用闲置空间，按照发展循环经济和有利于污染集中治

理的原则集中布局工业项目。合理控制城镇人口密度，

治理水污染、空气污染、噪声污染、固体废弃物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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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景观绿化设施建设。

1、城区

采用垃圾集中收集，杜绝垃圾出小区造成的二次污

染，出台《环境空气质量生态补偿办法》，由第三方运

营进行环境监测，保障环境监测数据的真实可靠，启动

生态损害赔偿工作试点，打造涟水沿岸城市自由呼吸的

“气质”名片。

2、中心集镇

在金石镇、中沙镇、棋梓镇等中心集镇制定《乡镇

生态环境保护办法》，打通环境统一监督管理体制落地的

“最后一公里”，明确、分配、落实乡镇（街道）的环保

责任和任务；开展“环境整治最美村最差村”的评选活

动，各党工委、相关线办、驻村及各村村两委主要负责

人组成“专业评审团”对片区内所有村的村庄环境和机

制建设进行互看互比互评，每个片每季度评出一个最美

村和一个最差村，进行奖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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