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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病险水库”的美丽嬗变
科学发展 成就辉煌 十年变迁看基层

�����清晨，长沙市望城
区千龙湖畔， 湖水清
清，绿草茵茵，樟树如
盖，数百只鸟儿在草地

上或嬉戏或觅食， 其中有斑鸠、喜
鹊、白鹭、灰鹭以及一些叫不出名
的······

久居都市的人们喜欢来到这
里，朝看鱼跃鸟飞，暮观霞光流彩，
夜赏平湖映月， 沐浴云水之间，呼
吸清新空气，饱览田园风情。

■ 王文隆
千龙湖全景

�������10 年前，都市人不肯来这里，当地人出
去打工的多，千龙湖还叫“格塘水库”，而且
是一座病险水库。 现在，以经过治理的 2800
亩水库为核心， 这一片近 5000 亩范围成为
远近闻名的千龙湖生态旅游度假区，今年游
客接待量将达 40万人次。

2002 年，格塘镇人、湖南千龙湖集团公
司董事长陈杏华返乡投资，开启了规划建设
千龙湖生态旅游休闲度假区的大幕。 如今，
进村道路畅通了， 水库病险治理了， 环湖 6
公里道路全部硬化铺沥青，村里路灯、垃圾
桶一应俱全，村容整洁漂亮。 从 2004年正式
开发以来，陈杏华共投入 3.4亿元，打造了千

龙湖休闲度假、蔬菜种植、水产孵化、生态山
庄等体系，使之成为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
游示范点、国家水利风景区、全国农业旅游
示范点、国家 AAA 级旅游景区,更是我省唯
一的全国十佳精品农庄······

“10年前这里的人们过的是传统的农业
生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经济也相对落
后。如今车水马龙，一派都市乡村气象。现在
度假区内楼房林立、别墅交错，可以提供 430
个床位，既有价格 4980 元一晚的别墅套房，
也有一两百元的普通标间。 ”度假区总经理
李应昌娓娓道来：千龙湖的成功，在于满足
了人们休闲旅游的新需求。 传统的旅游是快
旅快游，游客游得累，而千龙湖则是把农业、
水利、科普等吃、住、行、游、购、娱结合在一
起的一种快旅慢游，人们下地可摘菜，下湖
可泛舟，入室可健身，落座可品茶，充分地放
松身心，回归自然，充分的享受生态、生活、
生命的健康生活······

度假区的兴旺带活了一方经济、致富了
一方百姓。 流转村民的土地，村民每年获得

750元每亩的租金，自己则进入度假区上班。
目前度假区近 500 名员工中有 86%是本镇
村民。

同时，村民脱离土地、腾出时间从事第
三产业，就在度假区的周围，当地人办起了
数十家农家乐、 小旅馆和卡拉 0K 歌厅。 11
月 2 日，初冬的正午，暖阳似春光，与长沙千
龙湖生态旅游度假区一路之隔的龙塘家菜
馆坐满了游客。 这是千龙湖度假区开业后，
周边最先搞的农家乐饭店， 至少六七年了，
当年一间简陋小屋， 如今建成两层小洋楼。
稍远一点的聚龙饭庄，是这些饭店中面积最
大的，有 300 平方米。“今年中秋国庆时，天
天是满客，还推掉了一些客人，每天毛收入
都有 7、8 千元。 ”饭庄股东兼主管高健言语
间充满欣喜与感恩：“这都搭帮了千龙湖，我
们日子比以前好多了！ ”

“这么多年来，可以说格塘镇的决策和
工作都是围绕千龙湖展开的。 ” 格塘镇党委
书记张红元说，之所以会这样做，因为它的
发展定位符合格塘镇情和未来发展方向。

“格塘位于大众垸的一角，区位没有优势，10
年前从长沙汽车西站坐车过来要一个半小
时，镇上留人不住，当地人对格塘未来没有
信心。 ” 望城区格塘镇党委书记张红元说，
2002年，雷锋大道通车，从大众垸腹地穿过，
一下子将格塘跟长沙和望城县城的距离拉
近了，到长沙只有 45公里。 格塘也随之将发
展目标瞄准“建设现代农业之乡、生态旅游
之乡”， 如今更是确定了“打造生态经济强
镇，建设绿色幸福家园”的发展思路。

观念与思路的更新， 政府的引导和支
持， 带来千龙湖的发展和格塘百姓致富。
2003年，格塘农民人均纯收入 2964 元，今年
有望突破 11500元。

记者感言

“格塘水库”的嬗变，不是偶然，而是顺
应时代而生。它的美丽转身，有长沙市近 10
年来跨越发展的大背景， 有长沙市建设两
型社会、发展绿色经济的大背景，更有湖南
科学发展、四化两型、富民强省的大背景。千龙湖早餐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