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蜀道”交通与文化旅游融合发展实施方案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来川视察重要指示精神ꎬ加快建设

交通强省、文化强省、旅游强省ꎬ加强交通遗产资源保护挖掘ꎬ强化

蜀道文化传承利用ꎬ促进大蜀道交通与文化旅游深度融合、良性互

动和高质量发展ꎬ助力蜀道申报世界遗产ꎬ打造蜀道世界文化和自

然遗产旅游带ꎬ特制定方案ꎮ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ꎬ全面贯彻党

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ꎬ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

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ꎬ认真落实省第十二次党代会和省委

十二届历次全会战略部署ꎬ围绕“加快建设世界重要旅游目的地”

的目标ꎬ秉承蜀道“开放、联通、融合、畅享、共生、守护”的理念ꎬ按

照“打造文旅廊道、串联古今资源、提升游客体验、传承蜀道文化”

的总体思路ꎬ坚持“以人为本、廊道引领、文化传承、生态优先”的

基本原则ꎬ在 ７ 个市共 ３７ 个县(市、区)范围上①ꎬ构建“四廊”②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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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根据四川境内的金牛道、米仓道、阴平道和荔枝道四条蜀道分布情况和区域发展的整体

性ꎬ以广元市全域、巴中市全域、达州市全域ꎬ绵阳市涪城区、游仙区、三台县、盐亭县、梓潼县、平武

县、江油市ꎬ德阳市旌阳区、罗江区、广汉市、中江县ꎬ南充市阆中市、南部县ꎬ成都市武侯区、龙泉驿

区、金牛区、青羊区、邛崃市等 ７ 个市共 ３７ 个县(市、区)为本方案规划范围ꎮ
“四廊”:指四条大蜀道文旅走廊ꎬ分别为金牛文旅走廊、米仓文旅走廊、阴平文旅走廊、荔

枝文旅走廊ꎮ



造“五道”③ꎬ优化交通基础设施条件ꎬ完善旅游公共服务设施ꎬ强

化服务供给和品质ꎬ丰富蜀道文化内涵ꎬ推动交通与文化、交通与

旅游深度融合、持续发展ꎬ促进蜀道遗产保护利用和蜀道申遗ꎬ为

建设世界旅游主要目的地提供支撑ꎮ

(二)发展目标

到 ２０２７ 年ꎬ四条大蜀道文旅走廊基本完善ꎬ五条大蜀道特色

风景道逐步成型ꎬ基本形成“通道畅行、走廊畅游、服务畅享、文化

畅传”的大蜀道文化旅游交通廊道ꎬ游客高效到达、便捷转换ꎬ多样

化在途需求有效满足ꎻ文旅资源串联成线、联动发展ꎬ蜀道文化得

以更好展示传承ꎮ “大蜀道”成为交通运输与蜀道文化旅游互促

共融、协同发展的示范廊道ꎮ

通道畅行ꎮ 对外交通联系便捷高效ꎬ游客进入选择更多、时间

更短ꎮ 新改建普通国省干线 ４００ 公里以上、农村公路 １４０ 公里以

上ꎬ提升 ５ 个以上景点的公路通行条件ꎬ实现“四廊”主骨架普通国

道基本达到二级及以上技术标准ꎬ普通省道基本达到三级及以上

技术标准ꎬ“四廊”上 ９５％ 的 ４Ａ 级景区通景公路达三级及以上水

平ꎬ具备条件的地区形成连接主要旅游区的旅游交通环线ꎮ

廊道畅游ꎮ 旅游化改造约 ５００ 公里ꎬ“四廊”主题鲜明ꎬ旅游服

务功能得到系统提升ꎬ“五道”特色突出、风格连贯ꎬ旅游价值得到

有效彰显ꎬ推出 ３ 条以上蜀道徒步线路ꎬ游客获得多样化体验ꎬ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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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五道”:指五条大蜀道特色风景道ꎬ分别为剑门蜀道风景道、米仓画廊风景道、米仓乡韵风

景道、康氧巴山风景道、嘉陵山水风景道ꎮ



途游玩时间明显增加ꎮ

服务畅享ꎮ 新改建 ７ 个以上普通公路服务区、文旅驿站和一

批观景台ꎬ增设一批指示标志和充电设施ꎬ在途指引准确、服务保

障充分、充电及时高效ꎮ 新改建客运站场 ４ 个ꎬ旅游服务功能更全

面ꎬ运输网络更便捷ꎬ运游融合服务水平持续提高ꎮ

文化畅传ꎮ 蜀道交通文化的时代价值得到有效彰显ꎬ重视生

态环境保护、护路养路的蜀道文化内涵实现深入传承和发展ꎬ交通

绿色发展水平持续提升ꎬ“四廊”公路技术状况指数(ＭＱＩ)优良路

率保持在 ８５％ 以上ꎮ 交通文化产品更加丰富ꎬ蜀道文化展示传播

方式更加多样ꎬ大蜀道品牌影响力和感染力不断扩大ꎮ

二、发展基础

(一)发展现状

资源价值高ꎮ 蜀道在历史上发挥着“开放、联通、融合、畅享”

等交通作用ꎬ蕴藏着“和谐共生、守护传承”等文化内涵ꎬ是人类交

通文明的宝藏ꎬ已被纳入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提名范围ꎬ国家文物

局正在开展“考古中国”蜀道考古研究项目ꎬ文化价值高ꎮ 蜀道周

边分布有剑门关、阆中古城、光雾山 ３ 处 ５Ａ 级景区和明月峡、南龛

山景区、七里峡等 ４０ 余处 ４Ａ 级景区ꎬ巴山大峡谷、昭化古城等一

批景区正积极谋划创建国家 ５Ａ 级景区ꎬ旅游价值高ꎮ 围绕蜀道资

源持续举办国际马拉松赛、蜀道文化旅游节等各类赛事、活动ꎬ品

牌影响力和知名度持续扩大ꎮ

交通发展好ꎮ 大蜀道区域已成为四川北向东向的重要门户ꎬ
—４—



绵阳、广元、达州、巴中、阆中 ５ 座支线机场对内有效辐射ꎬ对外航

线基本覆盖广东、北京等省外主要客源地ꎮ 四川与陕、甘、渝三省ꎬ

沿四条古蜀道走向已形成 ８ 条公铁高效衔接的进出川大通道ꎬ成

都与西安来往时间缩短至 ３ 小时ꎮ 苍巴高速、镇广高速、广绵高速

扩容等项目正加快建设ꎬ省内高速公路骨架网逐步完善ꎮ 嘉陵江、

渠江 ２ 条航道建设有序推进ꎬ内河水运能级逐步提升ꎮ 四条石板

古道向现代综合立体交通网加速发展ꎬ “蜀道难” 向 “蜀道畅”

迈进ꎮ

专栏 １　 四川与陕、甘、渝间的公铁大通道

　 　 四川与陕西间:沿金牛道、米仓道往陕西宁强、南郑方向ꎬ已建成西成铁路、宝成
铁路和 Ｇ５ 京昆高速、Ｇ８５ 银昆高速ꎬＧ５ 广元至汉中段扩容工程在建ꎮ 沿荔枝道往
陕西镇巴方向ꎬＳ１５ 镇广高速在建ꎮ

四川与甘肃间:沿阴平道往甘肃文县方向ꎬ已建成兰渝铁路和 Ｇ７５ 兰海高速ꎮ
四川与重庆间:沿荔枝道往重庆梁平方向ꎬ已建成达万铁路和 Ｇ５５１５ 张南高速ꎮ

交旅基础强ꎮ 大蜀道品牌核心的剑门关、阆中古城 ２ 处 ５Ａ 级

景区已实现航空、铁路、高速三种快进交通方式覆盖连通ꎮ 沿蜀道

走向的 Ｇ１０８ 绵阳至广元、Ｇ３４７ 巴中至阆中等路段依托沿线城镇

基本实现传统公共服务设施 ３０ 分钟覆盖、充电设施 １ 小时覆盖ꎮ

陆续建成全国首条红色主题高速公路(镇广高速王通段)、朝天区

曾家山旅游快速通道、万源市八台山景区快速通道等旅游干线ꎬ以

及罗江区白马关景区 １ 号路、通川区青安路旅游环线等乡村旅游

路ꎻ建设集客运、休闲、旅游等多功能于一体的绵阳三江湖旅游码

头ꎬ打造以“夜游嘉陵江”为代表的水上交通旅游产品ꎬ开行昭化

古城至剑门关旅游环线公交等旅游运输线路ꎬ交旅融合程度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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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ꎮ

(二)存在问题

交通网络旅游支撑力不足ꎮ 大蜀道区域尚未开放国际口岸ꎬ

与申报世界级遗产的定位不匹配ꎮ 成都、重庆方向游客前往米仓

山区域的景区用时超 ５ 小时ꎬ时间成本高ꎮ 京昆高速广元段、绵阳

段复线尚未建成通车ꎬ既有京昆高速是联系金牛道沿线文旅资源

的唯一高速通道ꎬ其中剑阁段货车占比超过 ６５％ ꎬ日均交通量已达

４ ２ 万标准车 / 天ꎬ节假日高峰期可达 ６ ３ 万标准车 / 天ꎬ混行严重、

易拥堵ꎮ 天曌山、空山天盆等部分景区通景路宽度不足 ５ 米ꎬ相邻

的光雾山与诺水河、七里峡间绕行距离分别超 １００ 公里、２００ 公里ꎬ

蜀道遗迹遗存分布广泛且较零散ꎬ难以满足核心景区带动、旅游资

源连线成片发展需求ꎬ亟需通畅便捷、系统高效的交通联接和转换

支撑ꎮ

公路旅游在途服务力不足ꎮ 大蜀道区域的在途服务功能主要

依靠公路沿线城镇提供ꎬ且只能满足“停一脚” “有饭吃”的基本需

求ꎬ专门的公路服务设施缺乏ꎬ能提供特色体验功能让游客“拍些

照”“玩半天”的服务设施更是稀缺ꎮ 公路沿线的蜀道遗迹遗址缺

少提前指示标志和停车位等配套设施ꎬ充电设施充电速度较慢且

在节假日期间存在供需矛盾ꎮ 旅游业态以传统景区观光旅游为

主ꎬ路上“看点”少ꎬ缺少精品旅游公路、徒步线路等多样化沿途产

品吸引游客深度慢游多样体验ꎮ 客运站场旅游服务功能有待进一

步完善ꎬ公共运输线路对部分乡村景点、蜀道遗迹覆盖不全ꎬ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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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服务与蜀道通道型线性遗产的特征不匹配ꎮ

蜀道交通文化传承力不足ꎮ 大蜀道区域有大量可以反映交通

演变的遗迹遗存ꎬ是重要的交通遗产ꎬ具有宝贵的交通文化内涵和

精神价值ꎮ 但从资源挖掘和开发情况来看ꎬ部分蜀道遗址遗迹未

得到有效保护和利用ꎬ围绕交通历史文化和遗迹遗存开发的产品

整体较少ꎬ蜀道交通文化未得到充分挖掘和研究ꎬ体验和传承方式

较单一ꎬ蜀道精神感染力、交通文化影响力较弱ꎬ无法支撑保护传

承蜀道文化和培育大蜀道国家级文旅品牌的需求ꎬ亟需深入传承

和发展ꎮ

三、主要任务

(一)传承开放理念ꎬ强化快进快达效率

发扬“不畏艰险、开拓进取”的筑路精神ꎬ持续强化区域路网

与机场、火车站的衔接转换ꎬ高质量推进高速公路建设ꎬ支撑游客

在客源地与大蜀道文旅资源间便捷高效进出ꎮ

衔接空铁运输走廊ꎮ 依托高速公路网加强与广元盘龙、绵阳

南郊、达州金垭、巴中恩阳、阆中古城等域内 ５ 座机场的衔接ꎬ完善

“航空＋高速”联运通道ꎬ支撑构建覆盖服务大蜀道文化旅游的航

空运输体系ꎮ 推进干线公路、快速路与铁路站场的衔接转换ꎬ优化

广元站、德阳站、阆中站、剑门关站等高铁站与周边景区景点运输

组织ꎬ完善铁路站场集疏运体系ꎮ

完善高速公路通道ꎮ 强化北向通道ꎬ加快建设 Ｇ５ 川陕界至广

元段扩容、Ｓ１５ 川陕界至王坪等高速公路ꎬ提高陕西、甘肃方向游
—７—



客进入便捷度ꎮ 加密南向通道ꎬ加快建设 Ｇ５ 绵阳至成都扩容、Ｓ１５

通江至广安等高速公路ꎬ进一步缩短成渝双核游客的时空距离ꎮ

增加东向通道ꎬ加快建设 Ｓ３６ 大竹至垫江(四川境)等高速公路ꎬ提

升区域从重庆北部快进效率ꎬ拓展长江中下游旅游市场ꎮ 增强域

内横向联系ꎬ加快建设 Ｓ１ 苍溪至巴中高速公路ꎬ加快推进 Ｓ１９ 青

川(川甘界)经剑阁至阆中高速公路前期工作ꎬ完善横向通道ꎬ方

便游客在四条蜀道资源间转换ꎮ

(二)传承联通理念ꎬ建设四条蜀道走廊

以四川境内四条古蜀道大致走向为依据ꎬ结合蜀道遗址遗迹、

区域文旅资源、城市节点的空间分布和路网条件及布局ꎬ围绕“雄

关翠柏”“巴山夜雨”“千里行军”和“红尘绝骑”等主题ꎬ建设蜀道

文物主题游径ꎬ建设金牛、米仓、阴平、荔枝四条联系沿线及周边资

源的大蜀道文化旅游走廊ꎮ

构建金牛文旅走廊ꎮ 以 Ｇ１０８ 为走廊主骨架ꎬ依次经过成都、

广汉、德阳、绵阳、梓潼、剑阁、广元、朝天等地ꎬ联系陕西宁强段金

牛道ꎬ全长约 ４２０ 公里ꎬ串联辐射剑门关、三星堆、白马关、七曲山、

昭化古城、明月峡、曾家山等 １ 处 ５Ａ 级、１７ 处 ４Ａ 级景区和东华门

遗址、武侯祠、杜甫草堂、金沙遗址、德阳文庙、绵竹故城、汉平阳府

君阙、卧龙山千佛岩石窟、剑门蜀道遗址、朝天关、中子铺遗址等蜀

道遗存ꎬ以及蜀道博物馆、李白纪念馆等文博场馆ꎮ 围绕“雄关翠

柏”“天险蜀道”等主题对走廊内旅游价值突出路段进行旅游化改

造ꎬ同时加快建设 Ｓ４１６ 广元黑石坡至曾家山旅游公路ꎬ开工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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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４１６ 广元城区至三堆段、朝天区 Ｘ０４９ / Ｘ０３７ 沙溪子至原马家坝场

镇段等项目ꎬ加快推进 Ｇ１０８ 梓潼县城过境段、Ｓ５２２ 朝天区中子镇

(转南村)至水磨沟镇(陕西界)段等项目前期工作ꎬ减少走廊与城

市交通干扰ꎬ提升曾家山、天曌山、水磨沟等景点联络线通行条件ꎮ

构建米仓文旅走廊ꎮ 以 Ｇ３４７、Ｓ２０５、Ｇ２４４、Ｓ２０４ 等国省干线为

走廊主骨架ꎬ依次经过成都、中江、三台、盐亭、南部、阆中、恩阳、巴

中、南江 / 通江等地ꎬ联系陕西南郑段米仓道ꎬ全长约 ７３０ 公里ꎬ串

联辐射阆中古城、光雾山、恩阳古镇、米仓山等 ２ 处 ５Ａ 级、１１ 处 ４Ａ

级景区和巴中石窟、蒲涧太子洞石刻、南江米仓古道、阎王碥栈道、

渡水溪古道、小新场独善桥等蜀道遗存ꎮ 围绕“光雾四季” “阆苑

仙境”等主题对走廊内旅游价值突出路段进行旅游化改造ꎬ同时加

快建设 Ｓ２０４ 通江县诺江镇至诺水河镇段ꎬ开工建设 Ｓ２０５ 阆中市

博树(广元界)至千佛镇段、南江县 Ｘ１２９ 云元路等项目ꎬ加快推进

Ｇ２４４ 南江县集州至公山段、Ｓ３０２ 通江县涪阳镇至诺江镇段等项目

前期工作ꎬ提高米仓走廊服务水平ꎬ强化与云顶茶乡、空港花田等

周边文旅资源间联系ꎮ

构建阴平文旅走廊ꎮ 以 Ｓ２１１、Ｇ２４７、Ｓ３０１、Ｇ５４３ 等国省干线为

走廊主骨架ꎬ依次经过绵阳、江油、平武、青川等地ꎬ联系甘肃文县

段阴平道ꎬ全长约 ２７０ 公里ꎬ串联辐射唐家河、青溪古城、报恩寺、

窦圌山等 １２ 处 ４Ａ 级景区和江油关、老河沟等文旅资源ꎮ 围绕“千

里行军”“诗仙故里”等主题对走廊内旅游价值突出路段进行旅游

化改造ꎬ同时开工建设 Ｓ３０１ 青川县凉水经转嘴子至马鬃关段、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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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县 Ｘ１１９ 桥楼乡—唐家河公路等项目ꎬ加快推进 Ｇ５４３ 青川城镇

过境段、Ｓ５８１ 青川县青溪镇至唐家河段等项目前期工作ꎬ补齐阴

平走廊主骨架局部短板ꎬ促进唐家河景区与青溪古镇间联动发展ꎮ

构建荔枝文旅走廊ꎮ 以 Ｇ２１０、Ｇ３１８ 等国省干线为走廊主骨

架ꎬ依次经过大竹、达州市达川区、宣汉、万源等地ꎬ衔接重庆梁平

段、陕西镇巴段荔枝道ꎬ全长约 ３００ 公里ꎮ 串联辐射真佛山、八台

山、洋烈水乡、红军公园等 ６ 处 ４Ａ 级景区和八庙场驿道、马渡关、

覃家坝、罗家坝等蜀道遗存ꎮ 围绕“红尘绝骑” “巴人故里”等主题

对走廊内旅游价值突出路段进行旅游化改造ꎬ同时开工建设 Ｓ４０３

宣汉县厂溪至双山段、达川高新区铜宝寺旅游环线西段等项目ꎬ加

快推进 Ｓ５０４ 开江县回龙镇至甘棠镇段等项目前期工作ꎬ强化荔枝

走廊对八台山等周边资源的联系辐射能力ꎮ

(三)传承融合理念ꎬ打造五条特色风景道

以路为媒ꎬ融合区域自然山水、风景名胜、历史文化、人文风情

等核心文旅资源ꎬ结合公路建设和旅游化改造ꎬ提升路域环境和景

观效果ꎬ完善沿线服务设施ꎬ增设步道、骑游道ꎬ构建公路旅游特色

标识ꎬ强化行车安全保障ꎬ打造剑门蜀道、米仓画廊、米仓乡韵、康

氧巴山、嘉陵山水五条类型不一、主题各异的大蜀道特色风景道ꎮ

剑门蜀道风景道ꎮ 依托 Ｇ１０８、剑阁县 Ｘ０７８ 和 Ｘ０９５、昭化区

Ｘ１８４ 等公路(全长约 １６０ 公里)ꎬ串联剑门关、昭化古城、七曲山等

景区和剑昭古道、翠云廊、天雄关等蜀道遗产资源ꎮ 结合沿线众多

的古柏古道、古关隘古驿铺等古蜀道遗存和连绵的群山峻岭ꎬ围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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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山驿路”“柏里翠廊”“三国文化”等主题形象ꎬ谋划建设剑阁县

Ｘ０７８ / Ｘ１０４ 下寺镇至剑门关镇段美丽乡村路ꎬ选取精品路段实施

旅游化改造ꎬ充分利用沿线古蜀道遗迹资源和富裕场地空间ꎬ打造

康体休闲、探寻历史的蜀道徒步路线ꎬ建设满足停车如厕、观景休

憩、购物补给、文化研学等多元需求的服务设施ꎮ

米仓画廊风景道ꎮ 依托 Ｓ３０１、 Ｓ４０８ 等公路 (全长约 ２４５ 公

里)ꎬ沿米仓山山脉走向ꎬ串联光雾山、明月峡、米仓山大峡谷、诺水

河等景区ꎬ横向联系金牛和米仓文旅走廊ꎮ 结合沿线丰富的山地

森林资源和米仓道历史文化ꎬ将蜀道文化与自然山地景观相融合ꎬ

围绕“漫山彩林”“森林康养”“米仓遗韵”等主题形象ꎬ加快建设诺

水河至光雾山公路ꎬ推进 Ｓ３０１ 南江县光雾山(光雾山至白头滩村)

段前期工作ꎬ选取精品路段实施旅游化改造ꎬ运用“露透诱封”等

手法ꎬ美化路域环境和沿线挡墙、桥隧等结构物ꎬ强化公路景观与

自然景观、人文景观融合展现ꎮ

米仓乡韵风景道ꎮ 依托 Ｇ５４２、Ｇ３４７、 Ｓ２０４、通江县 Ｘ１３９ 和

Ｘ０２０ 等公路(全长约 １８０ 公里)ꎬ串联七彩佛龛、诺水河等景区ꎬ驷

马水乡、方山等乡村旅游节点及渡水溪古道、小新场独善桥等古蜀

道遗存ꎮ 结合沿线山水林田村等乡野景观和古道石板石碑、古桥

壁画等遗迹ꎬ将蜀道文化与美丽村落相融合ꎬ围绕“寻迹蜀道” “和

美乡村”等主题形象ꎬ研究推动通江县 Ｘ０３２ / Ｘ１３９ / Ｘ０２０ 杨柏镇至

民胜镇段等美丽乡村路建设ꎬ选取精品路段实施旅游化改造ꎬ挖掘

蜀道人文历史和乡土特色ꎬ设置形式多样的主题景观小品ꎬ提升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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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村貌ꎬ打造大地景观和蜀道文化研学、乡野趣味展示体验等特色

节点ꎮ

康氧巴山风景道ꎮ 依托 Ｓ２０２、Ｓ３０２ 等公路(全长约 ９０ 公里)ꎬ

串联八台山、巴山大峡谷、红军公园等景区景点ꎮ 结合沿线独特的

地质构造、起伏变化的山地景观及厚重的红色底蕴ꎬ围绕“醉美巴

山”“康养胜地”等主题形象ꎬ加快建设 Ｓ２０２ 万源市太平镇至固军

镇段ꎬ选取精品路段实施旅游化改造ꎬ结合制高点、景观点等灵活

设置观景台、港湾式停车带等设施ꎬ提炼地域文化和景观特征ꎬ构

建满足交通功能、体现旅游属性、展示文化品位、彰显地方特色的

公路旅游标识体系ꎮ

嘉陵山水风景道ꎮ 依托嘉陵江利州至阆中航道(全长约 ２１５

公里)和 Ｓ２０５、昭化区 Ｘ１６５、苍溪县 Ｘ０２０(新增 Ｓ５２１)等沿江公路ꎬ

串联两岸阆中古城、昭化古城、红军渡等景区ꎮ 结合江畔风景、沿

线村镇、山水湖泊库区资源和嘉陵水道历史文化ꎬ将蜀道文化与山

水相融合ꎬ围绕 “古蜀嘉陵” “山水伴行” 等主题形象ꎬ开工建设

Ｓ２０５ 昭化区摆宴至射箭段ꎬ开展 Ｓ５２１ 苍溪县鸳溪镇至陵江镇段、

Ｓ５２１ 昭化区虎跳镇段等项目前期工作ꎻ推动航道和旅游码头建

设ꎬ并结合公路旅游化改造探索打造水上旅游产品和水上景观轴

线ꎬ开展航道设施改造升级ꎬ提升嘉陵江航道夜航能力ꎬ完善沿江

公路安全警示标志和护栏ꎬ配套建设滨江绿道、观景游憩等设施ꎬ

发展“水陆联程游”ꎮ

(四)传承畅享理念ꎬ提升在途服务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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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完善公路沿线设施和推进运游融合为抓手ꎬ向游客提供全

方位、高品质的在途服务ꎬ创造无忧出行、畅享旅途的出行体验ꎮ

构建现代驿站体系ꎮ 一是围绕剑门关、光雾山 ２ 个 ５Ａ 级景

区ꎬ打造 ２ 个特色服务设施ꎮ 以“千年古柏”为主题ꎬ依托既有空地

打造剑门驿ꎬ融合剑门蜀道和翠云廊等特征设计特色化建筑ꎬ开展

古柏文化展示和保护研究活动ꎬ拓展古柏及蜀道历史科普等功能ꎬ

同步配套建设停车场、充电站、厕所、旅游咨询服务台、商超餐饮等

设施ꎮ 以“米仓画卷”为主题ꎬ提升打造既有 Ｇ２４４ 光雾山服务区ꎬ

提炼彩林、古道等元素设置小品、美化建筑立面ꎬ建设米仓古道历

史走廊、米仓山摄影墙等游览场所ꎬ同步完善公共厕所、指示标识ꎬ

增设充电站ꎮ 二是围绕“四廊五道”ꎬ在城市和乡镇节点服务功能

基础上ꎬ统筹游客“吃住行游娱购”等旅游服务需求和蜀道历史上

重要驿站分布ꎬ依托沿线公路养护站、超限检测站、游客中心等场

所和闲置空地ꎬ结合村镇服务中心、文化活动中心等公共设施和居

民自营农家乐、饭店商超等场地ꎬ建设 Ｇ１０８ 东山垭、Ｇ２４７ 江油关

等服务区和文旅驿站ꎬ提炼古代驿站元素设计装饰“四廊”上的服

务设施ꎬ并统一用“驿” “铺”命名ꎮ 在提供停车、如厕等基本功能

基础上ꎬ结合场地条件和区域特色ꎬ拓展农特产品和美食展销、消

费娱乐、观景露营、休闲体验等功能ꎮ 三是深化绿色建筑设计理

念ꎬ集约节约利用场地空间ꎬ减少建筑能源消耗、损失ꎬ加强污水处

理和雨水收集回用ꎬ做好垃圾分类收集和无害化处置ꎬ打造低能

耗、低物耗、低排放、低污染和可持续的绿色服务设施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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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化交通遗产资源ꎮ 一是加强对金牛、米仓走廊周边的剑阆

古道、渡水溪古道、“小川北道”等古道遗址的保护利用研究ꎬ开展

古道线路调查与保护修缮等工作ꎬ打造蜀道徒步路线ꎮ 进一步完

善停车场、厕所、休息亭、标识和解说系统等基础设施ꎬ挖掘讲解沿

线历史故事ꎬ引导沿线农户提供配套服务ꎬ培育餐饮民宿、农家乐

等业态ꎬ打造一批满足游客文化探索和体验需求的古道文化产品ꎬ

补充形成走廊的慢行设施ꎮ 二是围绕公路、铁路、水路发展历史ꎬ

挖掘有价值的交通文化遗产ꎬ结合广元荣煤专线等废弃铁路、桔柏

渡等古渡口ꎬ打造交通文化体验线路和展示平台ꎬ丰富文创产品供

给ꎬ深化交通历史文脉传承开发ꎮ 三是加强交通标志和高德、百度

等导航平台对徒步路线中的交通文化产品、文物资源、服务设施、

景区景点等节点的交通指引和提示ꎬ交通标志要做到提前设置、多

次提醒ꎬ导航应用程序(ＡＰＰ)要定位准确、动态更新ꎬ以发挥指示

引导和展示宣传的双重作用ꎮ

完善旅游运输服务ꎮ 一是建设巴中东综合交通枢纽、广元市

汽车客运站等客运站场ꎬ加强蜀道文化和区域形象展示ꎬ拓展吃、

住、娱、购等旅游服务功能ꎮ 探索利用客运站闲置场地作为临时停

车场ꎬ满足旅游高峰期游客停车需求ꎮ 推动一批乡镇综合运输服

务站拓展特产寄售、行李寄存等功能ꎬ结合蜀道遗存等提供旅游咨

询、指路带队等旅游服务ꎮ 二是在绵阳南郊等机场、巴中汉巴南高

铁等枢纽站场和剑门关等景区推行建立“一地租车、异地还车”网

络ꎬ开展汽车租赁服务ꎬ满足游客自驾出行需求ꎮ 三是完善公交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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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旅游直通车在旅游旺季的运营组织方案ꎬ在资源富集区域开行

连接枢纽站场、串通景区景点的旅游班线ꎮ 依托“金通工程”对位

置偏远、分布零散的文旅资源进行补充覆盖ꎬ保障乡村旅游节点和

蜀道遗址遗迹的公共交通可达性ꎮ 四是加快区域通用机场及各类

起降场建设ꎬ鼓励在具备条件的旅游景区、枢纽站场、公路服务区

建设直升机临时起降点和无人机起降平台ꎮ 依托广元盘龙、巴中

恩阳、达州金垭、绵阳南郊、阆中古城等运输机场探索拓展空中短

途运输接驳服务ꎮ 结合大尺度的山地、森林、峡谷等特色自然景

观ꎬ探索开通低空旅游线路和观光圈建设ꎬ促进低空旅游发展ꎮ

(五)传承共生理念ꎬ构建绿色生态廊道

弘扬上千年来植柏护柏的优秀传统ꎬ践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的绿色低碳发展理念ꎬ建设路地和谐的生态廊道ꎮ

推进绿色公路建设ꎮ 一是强化生态环保和路域景观设计ꎬ加

强对公路沿线古树名木、自然地貌、野生动物等方面的保护ꎬ灵活

搭配乔灌草等植物ꎬ提高生态系统稳定性ꎬ提升米仓山、剑门关等

自然遗产区域生态环境ꎮ 二是坚持适地适树原则ꎬ选种乡土树种ꎬ

剑阁、昭化、阆中、大竹等区域以柏木林、马尾松林等植物为主ꎬ其

他区域以常绿阔叶林、针叶林等为主ꎬ确保树木在自然环境中顺利

繁衍生长ꎮ 三是推行“五避免”④环保施工作业法ꎬ做好生态修复

治理ꎬ积极使用发光二极管(ＬＥＤ)节能灯具、新能源载具、温拌沥

青、冷补养护等节能环保设备和技术ꎬ最大程度降低施工对环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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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ꎮ 四是推动施工用电、绿化、道路等“永临结合”ꎬ坚持创新驱

动ꎬ持续开展绿色公路关键技术研发ꎬ培育交通新质生产力ꎬ加强

废旧沥青路面、钢材、水泥等材料再生和循环利用ꎬ实现“四廊”公

路养护作业中废旧沥青路面 １００％ 循环利用ꎮ

打造绿色快充走廊ꎮ 一是在剑门驿、Ｇ２４４ 光雾山服务区 ２ 个

特色服务设施和剑门关、光雾山等核心景区按照不低于每站 ４ 根

桩、每桩 １２０ 千瓦的超充标准建设充电设施ꎬ在 Ｇ１０８ 东山垭、Ｇ２４７

江油关、Ｇ２４４ 蜀门秦关等公路服务区、驿站和米仓山大峡谷、八台

山等重要景区按照不低于每站 ４ 根桩、每桩 ６０ 千瓦的快充标准建

设充电设施ꎬ提升充电服务水平ꎮ 二是鼓励在剑阁、阆中、南江等

县城内酒店、客运站等场所增设一批充电设施ꎬ在具备条件的景区

停车场、新建服务设施内预留移动充电场所ꎬ按需配置移动充电设

施ꎬ为绿色出游保驾续航ꎮ 三是在昭化、南江、万源等年日照时数

高于 １０００ 小时的区域ꎬ探索利用服务设施建筑屋面、加油充电站

顶棚等布设光伏设施ꎬ满足部分用能需求ꎮ

(六)传承守护理念ꎬ发扬公路管养传统

进一步弘扬发展蜀道历史文化中重视道路管理养护的优秀传

统ꎬ提升大蜀道公路管养现代化水平ꎬ发挥公路存量资产效益ꎮ

探索完善管养制度ꎮ 一是在养护工作中兼顾对紧邻公路的古

柏等古树名木的巡查和保护ꎬ对侵入公路建筑限界的古树名木设

置规范、醒目的警告标志ꎬ安装防护设施ꎻ在公路管养中研究明确

对古树名木保护的具体工作要求ꎬ探索建立“路长”与“林长”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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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机制ꎮ 二是通过日常养护加强重要旅游路段公路沿线绿化环

境和交通标志、特色标识的维护和修复ꎬ补充完善“四廊”骨架沿

线的公路里程碑、里程牌ꎬ传承古蜀道“植树表路” “以树计里”的

优秀文化传统ꎮ 三是对作为剑门关等重要景区通道的农村公路ꎬ

加强视频监控、交通流量监测和及时预警ꎬ并探索按照普通国省干

线公路相关要求进行养护管理ꎬ提高公路服务水平ꎮ

提升公路管养水平ꎮ 一是坚持“建养并重”的系统观念ꎬ严格

按照普通国省干线、农村公路养护管理有关要求开展普通公路管

养工作ꎬ积极应用自动化快速检测技术、新型路面材料、沥青洒布

设备等“四新”技术ꎬ推动公路管理向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养护向

机械化自动化转变ꎬ提升管养效能ꎮ 二是增加“四廊”等旅游干线

上普通国省道改扩建受限路段的路况检查频率ꎬ根据检查和评定

情况ꎬ避开旅游高峰时段ꎬ科学安排预防性防护、修复养护等养护

工程ꎬ“以养代建”保障公路长期服务水平ꎮ 三是做好雨季和旅游

季节公路管养工作ꎬ完善应急预案ꎬ加强对自然灾害易发路段、重

要桥隧结构物的安全巡查和监控、监测ꎬ及时消除风险隐患ꎬ提升

公路安全行车水平ꎮ

四、保障措施

在省委省政府领导下ꎬ落实“省级指导协调、市县主导实施、社

会积极参与”的工作机制ꎬ强化省、市、县各层级和各部门间协同联

动ꎬ形成发展合力ꎮ 交通和文化旅游部门加强合作交流、明确责任

分工ꎬ发挥各自职能和优势推进旅游交通发展ꎮ 发展改革、自然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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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等相关部门依据职能职责ꎬ加大工作支持ꎮ 拓宽项目融资渠道ꎬ

加强项目与国土空间规划衔接ꎬ强化资金、土地等要素保障ꎮ 采取

“以奖代补”对验收合格的旅游化改造项目ꎬ参照国省道中修标准

予以激励ꎮ 严格按照“省级指导、市州负责、区县落实”的工作方

式ꎬ健全绩效评估机制ꎬ切实推动方案实施ꎬ确保重点任务落地落

实ꎮ 加强与高水平、多学科的专家、团队合作ꎬ做好旅游化改造项

目的策划、设计及审查工作ꎬ提高交旅项目打造质量ꎮ

附件: １ “大蜀道”文化旅游走廊布局图

２ “大蜀道”文化旅游节点联系示意图

３ “大蜀道”特色风景道及服务设施布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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