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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森林公园是森林生态文化的主要载体，森林生态文化则是森林公园开发生态旅游的核心资源，构筑独具特
色的森林公园生态文化体系，对森林公园旅游开发具有重要意义［１］。在分析江津区云雾坪森林公园生态文化特征

的基础上，结合云雾坪森林公园总体规划实践，提出建设云雾坪森林公园特色的生态文化建设的措施与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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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森林公园是具有一定规模和质量的森林风景资
源和环境条件，可以开展森林旅游，并按法定程序申

报批准的森林地域［２］。森林公园作为我国生态文

化中的精髓，蕴涵着生态保护、生态建设、生态哲学、

生态伦理、生态宗教文化等各种生态文化要素；不仅

是林业面向社会、联系社会的主要窗口，也是人们认

识森林、亲近自然、体验自然的重要场所［３］，在普及

生态知识、增强生态意识、弘扬生态文明、倡导人与

自然和谐价值观等方面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云雾坪森林公园地处重庆市江津区内的一个城

郊森林公园，公园面积 １１７６１８ｈｍ２。本文针对云
雾坪森林公园的实际情况，探讨当前森林公园生态

文化建设策略。

１　云雾坪森林公园生态文化资源特征

１．１　丰富的动植物资源
云雾坪森林公园内动植物资源丰富，经调查共



有维管束植物约１００余科１０００多种，其观赏类植物
１００余种。春季，白的、粉的、红的……各色映山红
在山坡上，崖畔下，叠峰间，竞相开放。夏季，一场透

雨，一夜之间，精灵一般的菌子从松林中神秘地冒出

地面来了。金秋，枫树、栎树和柿树等呈深红色、浅

红、金黄、土黄等彩叶树种掩映在绿树丛中，使得公

园呈现出万绿丛中点点彩的瑰丽景色。林中还有夫

妻松（两松干相连）、藤恋树（藤盘缠绕着树）等景

观。公园适宜的气候条件、丰富的植物资源，为野生

动物的栖息和繁衍提供了良好的环境条件。据资料

记载、访问和实地调查，森林公园范围内有脊椎动物

２１目６５科１５０多种，包括兽类有２０多种，鸟类１２０
多种，两栖类有６种，爬行类９种，其中国家和重庆
市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约 １２种，包括豹猫（Ｆｅｌｉｓ
ｂｅｎｇａｌｅｎｓｉｓ）、鹰鹃（Ｃｕｃｕｌｕｓｓｐａｒｖｅｒｉｏｉｄｅｓ）、董鸡（Ｇａｌ
ｌｉｃｒｅｘｃｉｎｅｒｅａ）、红腹锦鸡（Ｃｈｒｙｓｏｌｏｐｈｕｓｐｉｃｔｕｓ）、大闎
（Ｂｕｔｅｏｈｅｍｉｌａｓｉｕｓ），以及中国特有种类灰胸竹鸡
（Ｂａｍｂｕｓｉｃｏｌａｔｈｏｒａｃｉｃａ）。
１．２　丰富的自然景观资源

云雾坪森林公园不仅具有丰富的动植物资源，

还具有丰富的自然景观资源。公园内不仅有永结同

心石壁、老君庙绝壁、薄刀岭等地文景观，石笋山云

（雾）海、夕照石笋山、石笋山日出等天象景观，还有

孔雀湖、涧槽沟水库、黑炭沟等水文景观。紧邻森林

公园的永川茶山竹海、爱情天梯、四面山风景区、江

津简家溶洞等著名景区，极有利于对森林公园进行

组团开发，使生态旅游产业进入新的阶段。

１．３　人文历史旅游资源丰富
人文历史景观是人类经历几千年悠久发展历史

后遗留下来的珍贵文化遗产，也是森林生态旅游的

重要资源之一［４］。公园内人文历史旅游资源数量

多。如聂荣臻元帅故居、石门大佛，比如公园核心景

区石笋山，自古就是“昌州八景“之一。毓秀与钟灵

是石笋山的经典的爱情故事。石笋山形象生动的

“千年守望”比喻当地青年忠贞不渝的爱情，是民俗

生态文化和自然生态完美的结合，相互交融，和谐共

生。公园内还有霸王坟、脚板坟、古城墙等历史遗

迹，三教寺、老君庙、弥陀寺、民心寺、大兴寺、宝峰寺

等祠堂庙宇，长城、观景台等现代建筑，江津白酒、江

津米花糖、江津广柑、天府花生等地方特产，铁拐李

成仙、男女石笋、霸王传奇等故事传说等，融历史与

现代文明于一体，景观旅游开发价值较大。

２　云雾坪森林公园生态文化建设举措

１９９２年，四川省林业厅就批准建立云雾坪森林

公园，然而受地方经济发展限制，公园建设一直没有

正式展开。近年来，地方经济的高速发展和森林旅

游的快速兴起，为公园发展带来契机。应充分挖掘

公园厚重生态文化，利用独特旅游资源，做好旅游资

源开发的大文章，形成生态文化特色旅游，将旅游资

源的亮点，变成旅游的热点，使热点变成旅游商品的

卖点，从而使旅游成为区域经济的增长点。为此，云

雾坪森林公园围绕生态文化旅游的定位，坚持在生

态旅游中渗透生态文化教育，开展形式多样的生态

文化教育活动。

２．１　将生态文化建设纳入森林公园总体规划
云雾坪森林公园总体规划应当在“保护优先、

合理开发”的前提下，结合江津区的城市总体发展

规划和片区旅游发展重点，充分利用公园的森林景

观、人文景观等自然景观资源，抓住公园内“千年爱

情传奇”和“百年古寨乡愁”两大重点，深入挖掘公

园的生态文化资源，明确生态文化建设的重要方向、

功能布局和建设重点。在已开发建设的基础上，通

过统筹规划、合理布局，进行景观资源元素的重新组

合和配置及基础设施建设，规范森林公园建设和管

理，统筹公园森林生态系统的保护与修复，充分发挥

森林的多种功能，满足城镇居民的生态休闲、观光、

户外运动等需求，培育生态意识，实现森林公园的可

持续发展。

２．２　加强生态文化基础设施建设
根据云雾坪森林公园实际情况，按照总体规划

设计项目，加强游客中心、科普教育基地（中心）、科

普长廊、解说步道、观景台以及宣传科普的标识、标

牌、解说牌、解说系统等生态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并

不断强化这些设施的科普教育功能，为人们热爱森

林、认识生态、探索自然提供良好的场所和条件。

２．３　深入挖掘生态文化内涵
根据公园内资源的特点，深入挖掘与爱情文化

和古寨文化相关的文化产品，并将其建设发展为人

们乐于接受且富有教育意义的生态文化产品，不断

丰富森林公园生态文化建设的内涵，向社会提供更

多、更精彩、更有教育意义的生态文化产品，满足社

会多元化的需求。一是要依靠云雾坪森林生态旅游

特色。云雾坪森林公园各景区的生态旅游的开发建

设，除注重“生态”，倾向自然的共性外，还根据各景

区的资源和环境特点，挖掘具有较深厚文化内涵的

“爱情”主题形象和内容，既与爱情天梯的“爱情文

化”相对协调，又要以“守望爱情”为核心，突出自己

的特色，长久地吸引更多的森林生态旅游者。二是

改变产品单一的状况。在不断提高观光旅游产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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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同时，大力发展休闲度假旅游，尤其是开发云雾

坪名优特产：其一爱情文化与农副产业开发。结合

云雾坪森林公园丰富的农林产品，如：情花———杜鹃

花、玫瑰花、梨花等，情果———猕猴桃等，做大做强

“西部情山”系列品牌产品。其二林特产品加工。

增加公园内的林菌、各类水果、茶叶、板栗、笋干等特

色农林产品的产量，提高质量，使品种多样化。其三

开发具有地方特色的不同档次的旅游用品、工艺美

术品、纪念品和其他旅游商品，满足旅游者文化探

索、交流的需要，增强对游客的吸引力。

２．４　加强生态文化人才队伍的建设
加强森林公园生态文化建设的关键是人才。要

加强对导游员、解说员及管理人员、表演人员等的自

然知识、生态知识、历史知识和讲演技能等方面的培

训，提高其文化素养培训，提高其文化素养；积极与

大中专院校、科研单位和专业社团等合作，聘请一些

专家、教授等担任公园生态文化建设的顾问、讲解

员，也可向社会招募一些志愿者作为公园的生态知

识义务讲解员、普及人员，在森林公园内建立起一支

生态科普教育的人才队伍，让更多的人有机会接受

到自然、生态知识的教育普及，广泛增强公众的生态

意识和责任意识，使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观念深入

人心。

３　云雾坪森林公园生态文化建设布局

３．１　爱情文化
公园内的石笋山因流传千年的动人爱情故事，

而被誉为 “情山”；石笋山上香甜的猕猴桃“情果”

是“情山”给予天下情侣的最美好的祝福，预示着爱

情的甜蜜。梨花。黑炭沟景区附近的十里梨花长

廊，在每年二、三月，白如雪、美如画的梨花雪浪翻

飞，盘山绕岭，花海云山，代表着纯情、纯真的爱和对

爱情一辈子的守侯。规划将石笋山景区和黑炭沟十

里梨花长廊建成爱情文化核心区。

爱情文化建设可以通过以下方面进行：一是以

石笋山爱情故事为媒，通过听“爱情故事”、赏“爱情

花”、品“爱情果”等活动祭奠的千年爱情传奇；二是

以梨花长廊、玫瑰园、猕猴桃园等为媒介，结合“梨

花节”、“雪梨节”，通过谱“爱情曲”、许“爱情愿”、

牵“爱情线”、种“爱情树”等开展以爱情为主题或衍

生主题的观览、知识论坛夏令营、文化表演、动漫展

等活动，畅享甜蜜爱情。

３．２　古寨文化区
云雾坪古寨是曾石笋山云雾坪的名门望族－苏

氏家族的人在满清乾隆末期，带领当地百姓自建的

一座防御兵匪之患的古寨。古寨选址于地势险要，

四周皆是峭壁的石笋山西面，峭壁之下有苍天松杉

做掩护。全寨以城墙围绕，设有东升门、人和门、北

部门、西武门等四道寨门；寨内面积２８６７ｈｍ２，内
设有商店、肉案桌、庙子经坛、学校以及管理重大事

务机构的寨局。云雾坪古寨的选址、布局及建筑等

不仅体现了民众不畏强敌保护家园的坚强勇气和意

志，还体现了集体的智慧和团结的力量。规划将长

城及长城以内的区域建成古寨文化区。

古寨文化建设应深入挖掘与爱情、森林文化等

相关古寨文化，通过民俗文化体验、古寨文化观光、

以及讲解、认知、游戏等多种形式的古寨文化夏

（冬）令营活动开展古寨文化建设。

３．３　宗教文化区
我国具有深厚文化传统底蕴的宗教文化不仅是

一种宗教信仰，还是一种传统文化［５］。在数千年的

发展中，佛教、道教与中国历史上存在的其他学说既

相互竞争又相互借鉴，在碰撞和交融中形成了具有

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和道教文化，成为中国传统文

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人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

和行为习惯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云雾坪森林公园

内宗教文化以佛教、道教和儒家学说为主，３种宗教
文化交融。规划观音阁、老君庙和三教寺等建立以

佛教和道教为核心的宗教文化区。

宗教文化建设应深入挖掘宗教道德与森林生态

文化和生态文化教育相契合的内容，营造庄严清静

的宗教风气，开展宗教文化的研究和保护，积极开展

对外宗教文化交流，开展宗教道德与社会主义道德

相契合的活动，为建设美丽中国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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