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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农业现代化是中国农业发展的既定目标，也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战略目

标的重要保证。农业现代化与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同步发展的具体要求就是

秉承产业融合发展理念，快速推进农业“接二连三”发展，最终提升农业增收能

力。而乡村振兴正是实现上述发展的核心战略。周边县域地区与抚顺市的割裂式

发展尤为突出，县域的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影响着抚顺地区城乡

统筹程度，因此，如何基于抚顺县域地区县情和基础资源条件，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如何带动资源、要素、技术、市场需求在乡村地区整合集成、调整，优化重

组乡村产业空间布局，引领县域乡村产业体系重构，寻求抚顺县域经济发展新路

径，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和现实意义。 

在我国城乡一体化背景下，县域将是城乡关系重构未来城镇化化的主战场，

产业发展是农村振兴的基础，构建抚顺地区县域乡村产业发展体系，有利于促进

城乡产业多层次融合发展，为抚顺地区县域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持久支撑力和新

的驱动力，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 

本课题涉及领域为区域经济发展，涉及的行业包括农村一二三产业。基于抚

顺地区县域经济发展，探讨如何带动资源、要素、技术、市场需求在乡村地区整

合集成、调整，优化重组乡村产业空间布局，做到农村产业“接二连三”，农村

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实现乡村产业发展生态价值、经济价值、社会价值、旅游

价值的最大化。 

抚顺三县在近几年的县域经济发展中坚持市场导向、坚持因地制宜、协调、

可持续发展，“两谷一带”建设要求，加大招商引资力度，推动项目建设提速，

把培育特色经济作为它的主攻方向，把抓好项目作为它的强力支撑，实现了县域

经济快速发展。 



1 课题研究设计 

本课题主要研究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的抚顺市县域经济发展。基于抚顺市县

域地区县情和基础资源条件分析，探索和寻求抚顺乡村差异化、规模化的县域乡

村产业发展路径，以期构建定位合理、特色突出的县域乡村产业体系，促进县域

乡村产业的多层次融合发展,实现振兴县域经济。 

本课题主要通过对抚顺县域地区县情和基础资源条件，分析和评价抚顺县域

经济发展现状不同地区、产业实地访谈调研获得一手调研数据，对抚顺县域经济

发展现状、乡村产业体系进行调查分析；并基于上述调查的定性、定量数据，构

建抚顺县域经济发展路径，最后形成结论及相关建议。主要运用区域经济学的基

本理论和方法，对复述县域经济发展进行系统分析并藉此提出发展路径选择，具

体研究思路见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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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抚顺县域经济发展现状 

2.1 抚顺三县基本情况 

2.1.1自然天堂——抚顺县 

抚顺县历史悠久，1908年建县，位于辽宁省东部，东与抚顺市新宾县毗邻，

南与本溪市交界，西与沈阳市接壤，北与抚顺市区相连，县域总面积 1754平方

公里，辖 4镇 4乡、95个行政村、225个自然屯，总人口 11.6万人，其中农业

人口 10.4 万人，耕地面积 35.6万亩。抚顺县地处长白山系老龙岗余脉，景色优

美，风光宜人。抚顺县自然资源丰富，现已探明地下主要矿藏 26种，其中素有

“人参铁”之称的低磷、低硫铁矿石储量为 1.8亿吨。林地总面积 186.4 万亩，

森林覆盖率达 70.08%，是全省九大重点林业县之一。抚顺县物产资源丰富，炭

化木、单片黑木耳和大果榛子被称为抚顺县“三宝”。抚顺县生态资源良好、旅

游资源独特，素有“好山、好水、好空气”的美誉，旅游景点众多，有以健康养

生为主的国家 3A级景区三块石国家森林公园、古朴静谧的国家 3A级景区青龙古

寺、花香果茂的梨花谷、山高林密的天女山风景区、候鸟天堂的白鹭岛风景区、

生态观光的社河国家湿地公园等，是健康养生旅游的佳境。辽宁省 7 城市 2300

万人口饮用水源地大伙房水库座落县域东部，沈通线、沈环线两条省道贯穿县境。

交通十分便捷，区位优势明显。 

2.1.2满族特色——新宾县 

新宾满族自治县，位于抚顺市东南部，属于中低山区地带。截至到 2014年，

新宾满族自治县共辖 15个乡镇，14个国营林场、180个行政村。 总面积 4432

平方公里，总人口 32 万。新宾满族自治县为全国第一个满族自治县。新宾满族

自治县是国家级先进林业县和一二三工程示范县；是全国唯一的“林蛙之乡”；



全国生态环境建设重点县；全国食用菌、人参、药材生产重点县；全国山区资源

综合开发示范县；全国秸秆养牛示范县；全国绒山羊生产基地县。 

抚顺是满族的故乡、清王朝的发祥地，有着丰富的清前历史文化和浓郁的满

族民俗文化。近几年新宾县不断完善和培育满族文化旅游品牌，大力构建旅游产

品体系，形成了“满族故里、启运之地，好山好水好空气”旅游形象定位和以满

族文化为主题的“到抚顺不得不去的十大特色景区”等“八大”系列旅游产品。

以赫图阿拉城、清永陵、古勒山之战场、猴石森林公园、中华满族风情园、苏子

河漂流经典为依托，“旅游+文化”成为新宾旅游发展的一条重要主线。新宾立

足自身资源优势，以产业融合发展为重点，全力推进旅游景点宣传、招商引资、

项目建设、景区提升等工作，吸引了大量游客到新宾旅游，截至 2019 年 9月底，

全县累计接待游客 105.8 万人次，同比增长 17.1%；门票收入 920万元，同比增

长 9.9%。预计 2019 年底可实现接待游客 140 万人次，门票收入 1500 万元，同

比增长 13%的总体经济目标。 

2.1.3资源丰富——清源县 

清原满族自治县地处辽宁省东部山区，是清王朝的发祥地。县城面积 3921

平方公里，总人口 35 万，下辖 14个乡镇。县城所在地清原镇居住人口 10万。

有 82.7%的山地,森林覆盖率达 72.2%,林木部蓄积量 2283万立方米.资源丰富,

被誉为绿色屏障、四河之源、矿藏宝库、天然药园。 清原区位得天独厚，交通

四通八达。清原是国家级生态建设示范区，是辽宁省浑河源自然保护区，是辽宁

省重要的商品用材林生产基地、水源涵养林基地和绿色食品生产基地，有沈抚都

市“后花园”的美称。近年来，生态旅游业有了很大发展。英额边门遗址、满清

皇家狞猎场等一批历史文化古迹；“中国北方第一漂”——红河峡谷漂流；辽宁



省青少年国防教育基地——夏湖风景区；百年古刹——青云寺；辽宁浑河源国家

级森林公园；太湖自然保护区；叠石松山；以及湾甸子的森林浴；平岭维也纳山

庄的烤全羊宴；台沟的农家游等融汇满族文化和生态旅游于一体的旅游风景区以

其回归自然、浑然忘我的特色令人流连忘返。 清原野生中药材资源丰富，特产

名贵中药材有人参、鹿茸、中国林蛙油及细辛、辽五昧、北龙胆、地龙骨等 103

科 560个品种，年产量 10000多吨。野生食用菌有木耳、红蘑、榛蘑、大腿蘑、

猴头蘑等 20多个品种。年采集量 50000多吨；山野菜主要有蕨菜、刺嫩芽、大

叶芹等数十个品种，年采集量 20000多吨。清原现有探明的矿种有金、铁、铜、

石灰石、大理石等 25 个，总储量约 4。5亿吨，铁矿远景储量达到 1 亿吨。 

2.2 抚顺三县县域经济基本发展特点 

2.2.1县域经济整体发展良好 

新宾县生态资源丰富，生态产业品牌优势明显。食用菌、中药材、山野菜种

植和林蛙、畜禽等生态养殖产业规模均居抚顺市前列。2018 年底新宾县设计提

出的“大生态产业集群项目”，坚持科学规划，高起点、高标准配套建设，促进

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坚持龙头带动，集聚区内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与农民

专业合作社、基地农户建立了紧密的、稳定的利益联结机制，带动农民分享二三

产业增值收益。坚持集群发展，结合当地资源禀赋，围绕优势特色产业，促进农

产品加工龙头企业向园区集聚，发展精深加工，延长产业链条，形成上下游产品

有机衔接，创造地方产业特色品牌，发挥集群整体效益。 

抚顺县按照“两谷一带”建设要求，加大招商引资力度，推动项目建设再提

速。新签约项目 5个，抚顺联合绿源生物质发电公司与辽宁天合环保有限公司形

成生物质发电产业链下游的合作伙伴，为项目建成后的长期发展奠定了基础，总



投资 82.5 亿元目前 5 个项目均已完成工商注册，各项工作有序推进。抚顺县今

年新引进的其余三个大项目中，上海睦邦再生资源项目计划总投资 60 亿元，分

三期完成。东北有机旱稻种植加工项目投资 1.5亿元，海浪乡生态康养旅游项目

投资 2亿元，以上三个项目也在全力筹备中，为今年抚顺县的项目建设打下了良

好基础。 

2019 年上半年清源县政府先后 8 次赴北京、上海、河北雄安等地开展

招商引资活动，确定在谈、签约重点项目 30 个，总投资 82.93 亿元。其中，

在谈项目 13 个，总投资 68.9 亿元；今年签订协议项目 17 个，总投资 14.03

亿元；2018 年签约结转项目 11 个，总投资 8.56 亿元。另外，据统计 2018

年，清源县住宿业营业额达到 0.92 亿元，同比增长 10%；餐饮业营业额达

到 17.9 亿元，同比增长 10%；其他营利性服务业营业收入 0.29 成亿元，同

比增长 10%。 

2.2.2三县主导产业各具优势 

新宾县永陵农产品加工集聚区项目，包括永陵镇农产品加工园区（主园区）

和榆树木制品加工园区（副园区）；目前，主园区、副园区入驻企业 29家企业，

共投资 6亿元。其中永陵镇农产品加工园区（主园区）规划使用土地面积 2000

亩，一期建设占地约 250亩，目前有青松药业、昊源生物科技、农夫米业、鑫盈

食品、龙兴特艺等 6 家企业，其中抚顺青松药业、抚顺昊源生物科技、辽宁农夫

米业正在包装新项目；榆树副园区规划使用土地面积 1200亩，改造升级森埜木

业、荣海木业、瑞达盛隆木业等 23家企业，新增抚顺华创新材料有限公司投资

3000万元，生产加工的秸秆墙板、门芯板已经试生产。 

抚顺县以后安镇为核心，辐射马圈子、汤图、上马、救兵和峡河 5个乡镇，

规划建设了食用菌生产加工集聚区。集聚区内已发展食用菌生产基地 117处、面



积 5000 余亩；有大中型食用菌企业 9家、合作社 70家，年产食用菌 5500万袋，

是全省最大的单片黑木耳产地，“抚顺单片黑木耳”获得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保

护认证。 抚顺县依托集聚区内的良好生态环境和雄厚产业基础，重点引进食用

菌深加工项目，鼓励强化品牌打造，积极扶持出口创汇，全力推进集食用菌研发、

生产、加工、销售于一体的生产加工集聚区建设，争创国家级农村产业融合发展

示范园区。 

作为“北药道地中药材中国第一县”的清源县，中药材种植面积 130 多万亩，

中药野生道地中药材 560余种，可开发的大众中药材有 104种。全县中药材生产

乡镇企业 8个，专业村 118个，中药材加工厂 6家，中药材专业合作社达到 54

个，发展百亩连片中药材基地 326处，英额门镇椽子沟流域现已建成万亩中药材

U型景观带。此外清源县的南口前镇的尚艺花卉农业特色产业园项目、抚顺顺得

隆纺织品有限公司投资 3000万元的羊绒初加工项目、由中国能建集团投资 4亿

元，在红透山镇建设 40兆瓦秸秆热电联产项目等农业加工产业项目均已建成陆

续投产。 

2.2.3各县旅游建设成果突出 

抚顺市根据自身独特的地理位置和生态环境优势，确定了重点发展旅游业

和特色农业的县域经济发展方向，加强引导和扶持，不断提高了旅游业的财政贡

献率和人均收入份额，带动了第三产业发展，推动了县域经济发展。 

从多彩的三块石国家森林公园，到“公路一通百业兴”的四好农村路，再到

规模化生产的食用菌产业，这是“绿水青山”的发展之路，也是建设宜居宜游抚

顺县，实现转型发展的重大成果。“为推进‘景点旅游’向‘全域旅游’转变，

抚顺县不断提升旅游服务质量和水平。目前抚顺县不断加大旅游景区建设力度，

打造了多彩三块石、神奇天女山、大伙房水库等核心景区 5个，以及景点 50个、



采摘园 33个、农家乐及休闲山庄 60家，集生态休闲、农事体验、观光科普于一

体。2018 年接待游客突破 150 万人，旅游综合收入达 7.1 亿，获得“辽宁省乡

村旅游贡献奖”，被评为升级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单位。艺术与旅游应结合发展

的问题；常亮建议县域经济发展要突出特色，重用乡绅乡贤招商引资，发展医养

产业。侯卫星提出可从天然氧吧、冰雪世界、休闲娱乐等方面有针对性地打造文

旅产业。抚顺创建长寿之乡，举办国际健康产业博览会。今后抚顺县旅游产业发

展主要可考虑艺术与旅游应结合发展的问题；县域经济发展还要突出特色，重用

乡绅乡贤招商引资，发展医养产业，创建长寿之乡，举办国际健康产业博览会；

还可从天然氧吧、冰雪世界、休闲娱乐等方面有针对性地打造文旅产业。 

以清原红河谷漂流、金山石佛、聚隆滑雪场等为依托，形成集森林旅游、山

地旅游、温泉旅游、休闲农业为一体的清原生态旅游产业集聚区。近两年清源

县通过举办“全国 UTV 越野赛”“筐子沟红叶节”“岗山户外生态旅游节”

“冰雪嘉年华乡村过大年”等大型活动，借助辽台、吉台、抚台等媒体平

台，大力宣传清源县旅游品牌，极大地提升了旅游的知名度。 

新宾县以清永陵、赫图阿拉城、猴石公园为依托，形成集世界文化遗产旅游、

民俗体验、文化创意为一体的文化旅游产业集聚区，赫图阿拉村 2019 年被国家

确定为全国首批乡村旅游重点村。建设的大型历史文化旅游景区项目，在保护赫

图阿拉城的基础上，重点打造集休闲养生养老圣地、国际旅游度假圣地、清史文

化展示基地、国际婚纱影视基地于一体的综合性旅游项目。该项目总占地面积

15060亩。主要包括清文化展示区、休闲娱乐区、旅游度假区、养生养老区和滨

河景观带。要把乡村民宿发展与脱贫致富结合起来，鼓励和引导农民、贫困户积

极参与民宿的经营服务，提升脱贫致富能力。科学引导社会资本参与乡村民宿建

设，探索农户自主经营、“公司+农户”“合作社+农户”“创客+农户”“公司+

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户”等模式。 



 

3 抚顺市县域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抚顺市下辖的抚顺县、清原县、新宾县三县共有人口 77 万，占全市人口的

33.6%，境内面积 10000 平方公里，占全市总面积的 88%，共有 37 个乡镇，364 个

行政村。抚顺是典型的“大城市、小农村”、“大工业小农业”社会，与省内其

他城市相比既存在自身的特点和优势，也存在一些明显的差距和不足。主要表现

在： 

 3.1 农业基础薄弱，产品初级化特征明显 

一方面，种植业主要以粮食、蔬菜及各种农业经济作物为主；养殖业主要以

牛、鹿、羊、猪、鸡为主，而且规模有限，产业结构与其他地区趋同，特色不明

显；另一方面，是对现有的农业资源 利用程度低，初级产品、原料型的资源性

产品居多，深度和系列化开发的产业或产品有限，产品科技含量低、商品化程 度

低，产品市场分额小，市场占有率低。目前，一些前景看好的农业资源，如林蛙、

地道药材、山野菜等农业主导产业 或其中一些品种，由于受生态环境保护政策

的限制，产品数量不会有突破性的增长。  

3.2 工业发展滞后，三产业发展缓慢 

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工业从业人员少，目前三县在第二产业就业人员 

仅为 1.7 万人，占从业人员的比重很小。另一方面三县工业的 发展基本处于资

源型、原料型加工产业格局，结构效益差、科技含量低。特别是国家和省把抚顺

三县列为重点生态环境 保护区后，（三县地处大伙房水库上游）已不准任何带

有污染的工业和农业企业入驻。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抚顺三县工业的发展。同



时，由于受第一、二产业发展水平的影响和局限，第三产业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

受到了影响。  

 3.3 城镇化率低，农民就业难 

目前抚顺三县有大小城镇 20 个，除清原镇、红透山镇、新宾镇、永陵镇、

南杂木镇和石文镇等城镇具有一定规模之外，大多数城镇缺乏特色，空间布局不

合理，功能不完善；且城镇内企业发展滞后，缺乏规模大、效益好、拉动支柱产

业发展的龙头企业，提供的就业机率少，给三县城镇的就业增加了难度。再加上

城镇居住的人口少，收入水平低，社会需求小，市场购买力差，必然导致第三产

业发展跟不上去。 

4 对抚顺市县域经济发展的对策及建议 

发展县域经济必须坚持市场导向、坚持因地制宜、协调、可持续发展，坚持

以技术进步为指导的科学发展观，把经济结构调整作为县域经济发展的重中之

中，把壮大中小企业作为它的根本出路，把培育特色经济作为它的主攻方向， 把

优化经济环境作为第一竞争点，打造特色旅游经济，实现县域经济的跨越式发展。 

4.1 抓好工业产业集群建设 

按照“主导一个、培育一个”的原则，进一步明晰县域工业产业集群的产业

定位。清源县重点围绕羊绒加工、貂皮加工项目、秸秆综合利用、光伏发电、生

物质热电等项目，确定产业转移动向。尽快实现清原县的特种输变电设备产业集

群达产达效，同时，引进一批成长性好的大项目入驻再生资源产业园区。通过建

设新型种植大棚加工车间、GMP标准化车间、购置生产设备等基础设施，全县大

力发展规模化、现代化食用菌产业。可建设“生态+”大健康建设工程项目，包



括：生态医疗机构；中医药健康服务机构；岗山生态古林溪养生度假区；神树祈

福养生度假区等。 

新宾县要坚持科学规划，高起点、高标准配套建设，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

合发展。坚持龙头带动，集聚区内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与农民专业合作社、基地

农户建立紧密的、稳定的利益联结机制，带动农民分享二三产业增值收益。坚持

集群发展，结合当地资源禀赋，围绕优势特色产业，促进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向

园区集聚，发展精深加工，延长产业链条，形成上下游产品有机衔接，创造地方

产业特色品牌，发挥集群整体效益。县域重点产业方向：（1）中药材产业，据

调查统计，全县境内人工种植和自然生产各种中药材 230多种，其中野生中药材

101种，年生产量达 1万吨。（2）食用菌产业，新宾发展食用菌生产具有三大

优势：一是资源优势。新宾是辽宁林业重点县，每年加工木材下来的木屑可达

10万；二是气候优势。新宾地处大陆性季风气候，夏季比南方凉爽，特别适合

香菇的生长，而此时又是国际市场香菇紧缺季节。三是技术优势。以省市农科院

为主的科研单位从段木栽培到今天的袋料栽培，已经形成了一整套的技术体系，

农民种植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另外，还有野生食用菌资源丰富，主要有红蘑、

榛蘑、小灰蘑、大腿蘑、趟子蘑、榆蘑、小黄蘑等 30余种可食用蘑菇，丰收年

最高产量可达 10万吨。（3）木业，全县林地面积 527万亩，总蓄积量 2511万

立方米，林木蓄积量 2800万立方米，森林覆盖率达 73.9%，均居辽宁省前列，

被称为辽东绿色屏障。 

抚顺县利用区位优势，发展规划海浪环保产业集聚区项目，充分利用产业集

聚区平台，重点引进大型环保设备及机械制造加工、环保新材料、纺织材料和总

部经济等项目落户，发展环保材料、环保工程和环保设备等产业，培育环保产业

集群。木业产业园及木制品加工集聚区项目，依托救兵木业产业优势，可大力招



商投资建设木制品加工园区，发展地板、家具等木制品加工、仓储物流、木材交

易等项目。建设后安农业嘉年华项目，依托三块石国家森林公园红色旅游、生态

旅游资源，结合美丽乡村建设和观光休闲农业发展，规划面积 100亩，建设以农

业活动为背景，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以旅游为特色的农业嘉年华项目，

吸引游客体验农耕、科普教育、特色餐饮等活动，以自然资源带动特色农业发展。

加快建设石文镇规划建设的再生资源产业园区，该项目已被纳入辽宁省“十三五”

危险废物防治规划。抚顺县围绕园区建设，应重点引进资源综合利用、节能环保、

精深加工、循环再制造等再生资源循环产业项目，全力打造国内循环经济产业示

范园。 

4.2 县域中小企业线上网络联盟发展路径设计 

打造县域中小企业价值网络联盟。价值网络联盟是将不同中小企业之间利用

互联网数字化的业务模式，紧密联系到一起的一种战略联盟形式。通过互联网构

建形成企业间的高效数字化网络，其好处就是可以使形成联盟的中小企业通过在

线网络协议，更灵活、更快速地实现客户与企业间的直通，更便捷地实现客户的

个性化需求；同时，联盟的各中小企业可以通过网络平台形成资源网络共享，为

中小企业在创造价值和传递价值过程中降低成本、提高效率。而中小企业及可以

是动态的企业、也可以是虚拟的企业。 

在当前互联网快速发展的环境下，抚顺三县中小企业可以借助互联网平台整

合企业资源，包括企业的供应链和价值链等各种资源链条，实现在资金、技术、

人才、市场等价值环节的信息互联、互通、互济，从而更好地弥补中小企业长期

形成的独立、隔离、自我发展的生存态势，通过动态的、虚拟的中小企业联合体，

助推企业转型升级、持续健康发展。中小企业价值网络联盟运行结构如图 1所示。 



 

 

 

 

 

 

 

 

图 1 中小企业价值网络联盟 

中小企业价值网络联盟形成后，各联盟的中小企业之间通过网络平台构建起

一种纵横交错的合作关系，形成利益共享、信息共享、资源共享、风险共担的利

益共同体。通过虚拟的网络平台，为各中小企业快速整合自身资源，及时高效地

获得有利于自身发展的资源与信息。同时，各中小企业可以基于自身的资源变化

情况，随时随地利用互联网平台对自身的资金结构、产品类型、人才选择、市场

变化做出动态的调整和反应。 

4.3 打造特色旅游经济 

以贯彻国务院关于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文件精神为指导思想，全面建设“中

国旅游名城”为目标，打造“遥远的赫图阿拉、神奇的天女山、神州北湖”等独

一无二旅游品牌为特色的抚顺《中国(抚顺)大旅游产业转型振兴纲要(2016-2030

年)》(以下简称《纲要》)正式出台。《纲要》明确提出，2019-2020 年按照中

央提出的“四个着力”和“五大发展理念”要求，抓住重点、精准发力，不断推

动抚顺旅游产业实现新突破，开创新局面，加快旅游名城建设，努力把抚顺打造

企业群共享

的网站 

顾客群 

供应商群 

竞争者群 补充者群 



成为令人向往的旅游目的地城市。在全省旅游工作将围绕“五个一批”，即建设

一批重大旅游项目、引进一批战略投资商、培育一批旅游市场主体、搭建一批旅

游投资平台和打造一批旅游特色小镇，促进全省旅游产业大发展的大环境下，抚

顺要力争改革创新走在全省乃至全国前列，为全省旅游改革发展提供可复制的抚

顺经验。要坚持融合发展，拓展旅游发展空间。要加强旅游基础设施建设，提高

旅游公共服务水平。 

4.3.1树立可持续发展理念，打造“大旅游”格局 

处理好开发与保护的关系开展旅游所依托的是旅游资源，包括人文资源、自

然资源和社会资源，这些资源所共有的重要特征是稀有性和不可再生性。在发展

旅游产业的过程中，要根据国家制定的有关生态文明建设和可持续发展的方针政

策，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

做到有规划、有步骤地开发旅游资源，坚持在严格保护县域内生态环境的前提下

进行合理开发，保护本县的自然景观、人文景观和历史文化景观，实现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生态环境效益三效合一，建立旅游资源保护与开发机制，促进旅游产

业可持续发展。 

在汤原县旅游发展规划过程中，牢固树立“大旅游”观念，充分分析和认识

抚顺县域旅游业在全国、东北地区、辽宁省以及沈抚地区的地位，主要体现在以

下 3个方面：旅游市场、旅游合作、旅游产品开发。旅游市场是旅游业发展的重

要推动力，因此，开辟旅游市场成为发展旅游业的重要工作内容。积极做好宣传，

通过电视等媒体宣传、积极参加各种展览会等形式提高抚顺县域旅游的知名度，

积极拓展旅游市场。以市场为导向，积极开发多样化的旅游产品，突出旅游产品

特色，形成以满族风情、自然康养旅游为主的特色旅游。 



4.3.2全面规划，提升旅游产业实力 

抚顺旅游发展要以“满族故里，启运之地，好山好水好空气，又福又顺欢乐

邑”为形象，以自然山水、水源生态、历史文化为基础，以世界文化遗产、国家

风景名胜、自然保护区、国家森林公园以及满族民俗文化为依托，打造“一极六

峰”旅游产品。其中，“一极”指将抚顺打造成中国旗袍之都和世界旗袍之都。

并在此基础上突出打造满族文化高峰——和图案拉成，自然生态高峰——天女

山，生态旅游高峰——神州北湖，主题公园高峰——丰源·热高乐园，中国漂流

高峰——红河谷，雷锋品牌高峰——各种雷锋形象载体。另一方面，在旅游产业

集聚区建设上，抚顺将着力建设新宾、清原、抚顺县、沈抚新城和都市 5个旅游

产业集聚区，重点培育沈抚新城投资千亿元的省级旅游产业集聚区，争取到 2020

年，全市建成 5个国家各类旅游示范区，4A 级以上景区达到 10个，全市旅游总

收入突破 500亿元，旅游业增加值占全市 GDP 比重达到 10%，成为全市经济的战

略性支柱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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