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跨越时空》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跨越时空》

13位ISBN编号：9787560848709

10位ISBN编号：7560848702

出版时间：2012-10

出版社：同济大学出版社

页数：168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1



《跨越时空》

内容概要

《跨越时空:芭蕉沟传统工人村的历史研究与保护规划探索》不仅揭示出芭蕉沟工人村的历史演进过程
，更以个案讨论与分析方式逐渐解释了该村的形成机制和空间—景观肌理，从科学的角度为我们提供
了一个工业遗产及其研究方法的重要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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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2）区位优势的提升 从区域发展来看，芭蕉沟位于所在县域的大旅游环线上，介于
嘉阳小火车与紧邻的同兴桫椤湖两大景区之间，将来随着芭一马古道（芭蕉沟至马庙）旅游线路的开
通，必将使其区位优势更加明显。同时，作为嘉阳小火车路线上最主要的两个站点之一，芭蕉沟已成
为小火车旅游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未来嘉阳煤炭之路的开发以及邻近的黄村井煤炭博物馆的建设
，都成为芭蕉沟的发展的契机。 3）矿区丰富的自然旅游资源 嘉阳矿区处于群山怀抱之中，这里有着
茂密的森林、丰富的水系、幽深的峡谷、层层梯田。在铁路沿线还分布着众多独具魅力的景点，如充
满田园诗意的菜子坝、神秘险峻的老鹰嘴、群山环抱的亮水沱等等。除此之外，群山和深谷植被丰茂
，成千上万株珍稀植物——恐龙时代的活化石——桫椤树遍布其间，为这里四季迥昇的自然风光更添
了几分姿色。 根据对嘉阳矿区及周边的旅游资源的调查分析可知，文化古迹与古建筑居第一位，占其
所有旅游资源的20.8％；生物景观次之，占16.7％；地文景观、水域景观再次之，均占12.5％；工业文
化和遗产景观居第四，占8.3％。良好的自然环境和生态景观以及丰富的人文景观正是嘉阳矿区除煤炭
资源外的宝贵资源，也是芭蕉沟传统工人村更新改造的基础。 4）地方部门的支持 四川省和乐山市政
府对嘉阳地区的发展十分重视，尤其是对小火车旅游发展和工业遗产的保护给予了极大地关注和支持
。嘉阳地区的旅游开发被乐山市列入“十一五”期间重点旅游建设项目及“2007——乐山第三产业年
”重点发展项目。 与此同时，通过同中央电视台、四川电视台及地方电视台、报纸等媒体的合作，嘉
阳小火车和芭蕉沟的沿途主要站点的知名度正在大幅度提高，已经有国內外旅行社与嘉阳集团签订旅
游合作协议，而且由嘉阳直通成都的公共汽车已经开通。目前嘉阳集团正积极投资建设和完善矿区的
市政与公共服务基础设施。这一切都是芭蕉沟发展的良好机遇与动力。 5.1.3 芭蕉沟传统工人村更新改
造的目标 根据芭蕉沟工人村自身的特点和优势，以及作为国家矿山公园主要服务功能的定位，以旅游
业为主的第三产业应成为芭蕉沟新的主导产业。根据《嘉阳国家矿山公园总体规划》，将芭蕉沟打造
成集工业文化古镇与传统地域特色的旅游、度假于一体的旅游胜地。在保持芭蕉沟原有空间格局和形
态的基础上，改善环境质量，提高该地区的基础设施以及交通条件，补充和健全公共生活服务设施（
宾馆、饭店、购物、娱乐、医疗等），使其能够很好地为游客提供接待住宿、餐饮、娱乐等服务，满
足各层次游客的需求。另外，积极发展文化产业和生态休闲农业，带动芭蕉沟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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