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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惠东县九龙峰
地区空间发展战略规划》发
布，明确将通过科技教育、
文化旅游和生态农业三大
板块联动，推动九龙峰高质
量发展。

“九龙峰旅游区将打造
‘人才智库’‘人文胜境’‘美
好生活’三位一体的创新发
展平台。”刘冠军表示，根据

“人文胜境”战略规划，九龙
峰旅游区将充分挖掘利用九
龙峰传统文化历史底蕴，突
出青山绿水特色田园资源，
以谭公等传统特色文化为重
点，串联周边乡村民俗、红色
文化等人文资源，打造九龙
峰文化博览、民俗体验、区域
旅游等地域特色文化产业。

与此同时，该区将以大
南山为切入点，结合自然生
态环境发展多样化的户外
活动，打造九龙峰文化旅游
IP，统筹九龙峰周边资源，
进行重点激活、打造与串
联，形成多个特色九龙峰旅
游+板块。

根据《规划》，九龙峰旅
游区将构建“一心、十字、多
廊”空间结构。“一心”是指
生态绿心，基于生态本底保
护，将西枝江以南平原地区
打造形成九龙峰生态发展中
心；“十字”是构建城市发展
轴和旅游活力带十字发展空
间，引导人才及旅游流量向
九龙峰聚集；“多廊”是指生

态廊道，以南部山脉形成惠
州湾外围生态本底，构建与
生态山体对接的绿廊系统。

值得一提的是，《规划》
进一步明确了各个片区在
资源整合、协调发展方面的
具体规划。

“九龙峰旅游区将协调
整合片区资源，坚持‘一片区
一特色’，将九龙峰地区划分
为五大片区，统筹推动片区
协调发展，增强造血功能，提
升乡村振兴动能。”据九龙峰
旅游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
会主任何忠南介绍，五大片
区分别为中部城市发展带、
南部谭公景区及大南山生态
旅游区、田园文旅区、田园康
养区和生态体验区。

其中，南部谭公景区及
大南山生态旅游区将整合
现有资源，发展生态旅游产
业，包括九龙峰风景旅游、
谭公祖庙传统文化活动、大
南山漂流、山地徒步运动、
餐饮娱乐等；田园文旅区将
结合现有田坑古村等文化
资源，设立旅游服务组团区
打造成为综合旅游服务中
心，发展文旅产业等。

蓝图已绘就，奋斗正当
时。刘冠军表示，九龙峰旅
游区将凝心聚力打造“生
活、生态、生产”绿色人文示
范区，希望更多、更好的企
业、项目落户九龙峰，实现
企业与地区双赢发展。

碧野秘境汇聚生态精华
人文胜地擘画绿色崛起

惠东九龙峰

九龙峰空间发展战略规划发布，投资4.9亿元
打造大南山旅游综合体 统筹策划/羊城晚报记者 马勇 陈骁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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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在高，有仙则灵。
坐落于惠州惠东莲花
山脉西段的山峰，因

山脊连绵起伏，犹如九条游龙
蜿蜒盘踞，故名“九龙峰”。俯
瞰之下，九龙峰山峦叠翠、云
雾缥缈；山麓间庙宇屹立、幽
谷流溪；山脚下古村悠悠、人
文隽永。

长期以来，九龙峰是众多
惠东老百姓登高采风、祈福纳
愿的热门去处。2020年 1月，
惠东县九龙峰旅游区管理委员
会挂牌成立，如今该区正依托
丰富多元的资源禀赋，焕发出
蓬勃的生机活力。

近日，《惠东县九龙峰地区
空间发展战略规划》（以下简
称《规划》）正式发布。根据
《规划》，九龙峰旅游区将统筹
推动片区协调发展，构建以文
旅和生态农业为支撑的产业发
展体系，打造“人才智库”“人
文胜境”“美好生活”三位一体
的创新发展平台。

“我们将充分挖掘利用九
龙峰传统文化历史底蕴，突出
青山绿水特色田园资源，打造
特色文化产业。”九龙峰旅游
区党工委书记刘冠军介绍，该
区计划总投资 4.9 亿元，建设
大南山旅游综合体项目，打造
九龙峰文化旅游 IP，形成多个
特色九龙峰旅游+板块。

山峦叠翠的九龙峰山麓上，有一座
古庙名为“龙峰祖庙”。据考，此庙始建
于明宣德九年（1434 年），乃后世为纪念

“谭公仙圣”而修建。据史料记载，“谭
公真名谭德，生于元代，归善县红花园
谭阁地人（现惠东县大布村）”。相传谭
德 七 八 岁 时 就 能“ 呼 风 唤 雨 ，伏 虎 驯
蛇”，十三岁时在九龙峰得道亭处得道
成仙，并留下了诸多救民于水火、为民
消灾的传奇，故而被称为“谭公仙圣”。

数 百 年 来 ，龙 峰 祖 庙 一 直 香 火 不
断，人们为纪念谭公而举办的祈福仪式

“谭公醮会”更是热闹非凡、远近扬名。
按传统习俗，龙峰祖庙每四年举行一次
庙会（逢丑、巳、酉年举行），当地人称为

“打醮”。2009 年 10 月，龙峰祖庙庙会
（谭公醮会）入选为广东省第三批非物
质文化遗产项目。

据考，清咸丰年间，谭公被朝廷敕
封为“襄济谭公仙圣”，自此声誉日隆，
当地逐渐形成了具有特定礼仪和程式
的传统庙会（打醮）活动。随着历史推
移，九龙峰谭公庙醮会逐渐成为群众祈
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祈福活动，至
今已有四五百年历史。

“打醮场面盛大，参加人数众多，不
仅惠东本地老百姓热情参与，来自周边
城市甚至海内外的华侨华人都前来赴
会。”据惠东本地居民曹先生回忆，九龙
峰谭公庙醮会举办期间，附近村庄处处
张灯结彩，村民纷纷挂横额、竖彩旗，一
派热闹景象。

记者了解到，九龙峰谭公醮会又称
为“太平福醮”，活动期为七天八夜，活
动开展之前需选出醮会的主持、组建醮
会运作机构等。打醮仪式庄严而隆重，
包括出神、放水灯、祭孤、放生等环节。
其中，放水灯意味着醮会进入高潮，之
后是祭阴施孤、酬神环节；散醮之后，还
要举行开荤仪式，寓意接福、纳福。

据九龙峰旅游区管委会有关负责人
介绍，谭公醮会具有独特的民俗文化特色，
是研究岭南民间信仰和民俗的珍贵钥匙。

九龙峰旅游区凝聚了
丰富多元的生态人文资源，
其中，素有广东“小武功山”
之称的大南山就位于九龙
峰旅游区。近年来，大南山
凭借惊艳的自然风光，在大
湾区各地“驴友圈”中走红，
每年吸引了超 15 万名游客
前来登山徒步、溯溪、采风。

大南山位于九龙峰旅
游区与海丰县接壤一带，由
五座山峰一脉相连，其中不
乏海拔逾千米的高山，登顶
山巅，不仅可饱览群峰耸
峙、林深壑幽的迷人意境，
由于山系近海，还可以领略
山海呼应的绝美风光。

“大南山风景很壮观，近
几年来在大湾区户外徒步圈
子中名气越来越大。”资深徒
步爱好者叶先生介绍，他最
近两年通过网络征集多次前
往大南山。他表示，徒步大
南山有一定门槛，尤其是前
些年道路基础设施仍在规
划，山路崎岖，天气多变，不
稳定因素较多。

如今随着当地基础设

施建设不断完善，这一状况
有了明显的好转。记者了
解到，为了增加旅游品质和
安全性，当前，九龙峰旅游
区正积极推动大南山旅游
综合体建设。

“全力推动大南山旅游
综合体建设，计划总投资
4.9 亿元完成田坑古城修缮
维护、大南山防火巡护道、
畲族民俗体验村基础设施
和游客服务中心四大工程
建设，打造综合性旅游景
区。”据九龙峰旅游区党工
委书记刘冠军介绍，接下来
该区将以大南山为切入点，
打造九龙峰文化旅游 IP，统
筹周边资源，串联发展、重
点激活，打造各具特色的

“旅游+”板块。
据介绍，大南山旅游综

合体项目中的防火巡护道
路，将成为游客的主要登山
旅游道。道路全长 34.1 千
米，其中包括 17.8 千米步行
巡护道路、16.3 千米车行巡
护道路、休息驿站及其他配
套设施，防火巡护道路还连

接九龙峰的优质生态旅游
景点，既具有阻隔林火、巡
山护林等防火作用，也方便
驴友登山游玩，丰富了游览
内容。

记者采访发现，到大南
山徒步游玩的游客，往往
还会被山脚下的田坑古城
吸引。多年来，田坑古城
一直是惠州市乃至广东省
内 颇 负 盛 名 的 一 处 胜 迹
——早在 2008 年，田坑古
建筑群就已被列入广东省
第五批文物保护单位，并
于次年入选第二批“广东
省古村落”。

在大南山旅游综合体
项目建设中，田坑古城修缮
维护也被纳入其中。据九
龙峰旅游区有关负责人介
绍，大南山旅游综合体项目
将重点修复田坑古城、丰富
畲族民俗村基础设施等，增
加和丰富大南山的旅游体
验和规模档次，实现旅游资
源优势向产品优势转变，吸
引更多旅行团前来，增加当
地村民收入。

高山草甸广袤无垠、田
坑古城古韵犹存……九龙
峰旅游区的特色乡村旅游，
正持续吸引各地游客前来
打卡。那么，如何将丰富的
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
进一步激活乡村振兴“美丽
经济”？

近年来，九龙峰旅游区
结合空间规划，因地制宜发
展特色产业，引进重点项
目，探索出一条农文旅融合
发展的有效路径。

日前，记者来到位于九
龙峰旅游区北部的联新村，
看到鹏利隆生态园项目各
项建设持续推进。走进生
态园，处处呈现出浓郁的田
园风情：小清新风格的登山
道、展示岭南特色文化的科
普长廊、基础设施完善的观
光休闲区……一个多元化
生态旅游区雏形初显。

“鹏利隆生态园项目正
以农业生态和民俗文化为
主体，建设集观光旅游、休
闲度假和生态农业于一体
的综合性风景旅游区。”据
鹏利隆生态园有关负责人
介绍，生态园内总体规划建
设自然生态区、科研教育
区、文化体验区等，目前部
分功能区已经基本建设完
成，园内基础设施建设也在
有序推进中。

距离鹏利隆生态园约5
公里处的平江村，乡间田野
绿意盎然，一派“田园牧歌”
好风光，近来，生机勃勃的
艾草种植基地成为村里一
道靓丽的风景线。走进平
江村艾草种植基地，只见几
位村民正在田间地头忙碌，

郁郁葱葱的艾草苗有序排
列生长，空气中弥漫着田园
清香。

乡村振兴，产业先行。
记者了解到，在乡村振兴战
略背景下，平江村通过“村
集体合作社+公司+农户”
的经营方式，推动建设艾草
种植示范基地建设，盘活丢
荒的果园田地。如今，当地
村民通过出租果园就可以
获取收益。据当地村委有
关负责人介绍，平江村引入
企业力量盘活乡村资源，也
为当地创造工作岗位，村民
实现家门口就业。记者了
解到，九龙峰旅游区将着力
打造平江乡村振兴示范村，
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惠州市农业农村现代
化“十四五”规划》提出，打
造“美丽经济”乡村，打造乡
村振兴综合示范带和一二
三产业融合发展示范镇，高
水平发展休闲农业和乡村
旅游；发展富民兴村产业，
优化特色产业布局。

显然，鹏利隆生态园、
艾草种植基地是九龙峰旅
游区探索产业带动，项目引
领，推动乡村振兴的生动实
践。据刘冠军介绍，九龙峰
旅游区现有 7 个“一村一
品”农产品项目，拥有县级
以上农业龙头企业 10 家，
县级以上专业合作社4家；
同时吸引惠州市金马生态
田园综合体、威士忌酒厂、
鹏利隆生态园、龙鸣谷等优
秀企业和文旅项目投资入
驻乡村，全区共有 31 宗重
点乡村产业发展项目正在
运行或建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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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龙峰谭公醮会：

研究岭南民俗
文化的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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鹏利隆生态园规划建设综合性风景旅游区 杨锦强 摄

九龙峰谭公庙醮会盛况 惠东县委宣传部供图

田坑古城一角

徒步大南山，高山草甸云海
景观尽收眼底 叶明锋 摄

从惠东县城出发，沿着
356 省道西行，不到半小时
便抵达九龙峰旅游区。

在很多惠东本地居民的
记忆中，九龙峰往往与登高
望远、烧香祈福等休闲民俗
活动相关联。坐落于山腰上
的“龙峰祖庙”，让这座风景
优美的山峰平添一抹仙气。

“以前逢年过节，我们全
家都会一起去爬九龙峰，并
到龙峰祖庙烧香祈福。”惠东
本地居民李慧对记者说，九
龙峰承载着她浓浓的家乡情
怀。近来李慧发现，前往九
龙峰地区的游客越来越多。
徒步大南山、畅游古村落、体
验田园美……九龙峰旅游区
已成为深受大湾区各地游客
青睐的旅游“热地”。

九龙峰地区的变化发展
得益于其独特的区位优势
——九龙峰地处惠东县中
部，毗邻西枝江，是山区、沿
江、沿海三大片区的交叉点，
处于山海统筹发展格局的中
心位置，是县城“山区门户”。

近年来，为进一步深化
山海统筹发展，构建大县城
发展格局，辐射带动山区发
展，惠东县协同推进县城扩
容提质“三步走”战略，作为
惠东“一城两翼”（东翼）重要
空间节点，九龙峰地区具有
重要的战略意义。在此背景
下，2020年1月，九龙峰旅游
区正式成立——原多祝镇增
光片区和平山街道东部部分
村庄纳入辖区。

“九龙峰旅游区资源禀
赋量多质优，辖区内山、河、
江、泉、瀑皆有，资源丰足富
饶、景色秀丽怡人。”据九龙

峰旅游区管委会有关负责
人介绍，该区汇聚了沿西枝
江地区最精华的生态、人文
和乡村休闲资源。

据介绍，九龙峰旅游区
森林覆盖率高，拥有120平方
公里连片林地，其中包括九龙
峰省级森林公园、南山市级森
林公园等。此外，辖区内还存
有客家文化、道教文化以及历
史建筑、少数民族等丰富多样
的人文资源。为纪念本地神
祇谭公，龙峰祖庙庙会每4年
举办一次，至今已有四五百年
的历史，入选广东省非物质文
化遗产项目。

游龙盘踞，腾飞在即。
九龙峰旅游区的成立，是惠
东深化山海统筹发展的关
键一举。近日，《惠东县九
龙峰地区空间发展战略规
划》发布实施，《规划》将九
龙峰地区划分为多个片区，
统筹推动片区协调发展，增
强造血功能，提升乡村振兴
动能。其中，大南山生态旅
游区备受关注。

九 龙 峰 旅 游
区乡村美景

惠东县委宣
传部供图

鹏利隆生态园 杨锦强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