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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山东省海阳市招虎山森林公园具有优美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文章从公园性质、指导思想、规划原则、功能分区、

主要景点、布局特点、宣传营销、绿化配置、道路系统和用地指标诸多方面,对公园的总体规划进行了介绍。 

[关键词] 招虎山森林公园；旅游；景观；规划 

 

1 公园性质 

招虎山因四周环山形成的小气候,加之历代对官山的管理

和建国后林场大力造林和封山育林,形成了招虎山奇石、绿树、

碧水竞相生辉的奇异自然风光。走进招虎山爬山涉水,观赏石

林之奇,体味龙门峡谷之险,贴近感觉山中芦苇荡、淡竹林的翠

波荡漾,尽可享受山野滋味,正是“畅游招虎山,回归大自然”。

全园以龙门峡谷、霜叶谷、招虎山脉为主游线,串联奇山、秀

水、竹林等景观。有浓荫蔽日的林海,刀削斧劈的悬崖,千奇百

态的山石,崎岖险峻的山谷,碧波荡漾的深潭,蜿蜒曲折的溪流,

令人神往的传说等。景观有实有虚、有明有暗、有光有色、有

奇有险,巧夺天工,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珠联壁合,相映成趣,

集雄、奇、险、幽美于一体。该园竹林面积较为集中,在山东省

较为少见,具有重要的旅游价值。水体景观是公园的一个亮点,

主游道边的龙门溪常年流水不断,在山东省别有特色。三处水库

都在青山环抱之中,依托其开发垂钓、划船、漂流项目别具特色,

即是参与性旅游项目,又是一道风景,具有较强的吸引力。 

根据对景观资源的分析和旅游条件论证,考虑到自然生

态旅游的发展趋势,从海阳市、烟台市乃至全省的旅游资源

的现状及旅游发展前景出发,招虎山森林公园应定位在：在

严格保护现有山石、植被、水体景观资源及自然风貌的基础

上,形成以森林植被、水体景观和奇峰怪石为主要特色资源

的自然生态旅游区。 

2 规划构思原则 

2.1 生态原则 

保护和培育森林资源,增加生物资源品种,建设自然生

态游览区,是建设森林公园的主题原则。 

2.2 特色原则 

突出山水景观(包括龙门峡谷、奇峰异石、湖池潭溪)、

森林植被景观(竹林、山涧芦苇荡、红叶、引种树种为主)、

野生鸟类景观等特色资源,突出公园“纯”自然特点。 

2.3 可持续原则 

近、远期相结合,生产和旅游项目结合,进行统一规划,

分步实施,逐步完善,永续利用。同时,建立可持续的旅游外

部环境,实现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 

2.4 系统性原则 

以资源为基础,以市场为导向,以效益为目的,以旅游产

业体系的构建为主体,以产品设计为核心,以设施建设为手

段,以市场营销为龙头,全面规划、包装、策划食、住、行、

游、购、娱六大产业要素,构筑本园健全的产业格局。 

2.5 市场导向性原则 

旅游产业发展的直接目标就是市场。市场需要的类型、

特点、规模和档次,直接关系到产品开发的层次以及经营状

况。尊重市场、面向市场、服从市场是编制、实施和调整规

划的基本出发点。 

2.6 严格执行建设程序原则 

坚持“先规划,后决策,再施工”的原则,坚持“高起点

规划,高标准建设,高效能管理,高水平经营”的原则,做到科

学决策,保证投资效果。 

3 旅游支持与保障体系规划 

3.1 绿化与生态环境规划 

前已所述,公园内植物种类较多,但形成景观的树龄尚

短。沟谷内树体较大,环境优美。从整体绿化水平看,全园已

基本绿化,植被覆盖率达到 92%。 

原则上以采用小片状自然式栽植,形成自然山林的效果。沿

步游道对各种植物品种立牌介绍。近期绿化重点为入口引景区

的河滩、库堤。自育行路至公园大门道路拓宽后,在保留东侧枰

柳树的基础上,用栾树和龙柏规则式栽植；园内主游道已基本绿

化,对宜林地规划用自然式补栽大苗,游道边林缘线适当处理。

沿龙门峡景区游道栽植竹子、芦竹,沿霜叶谷景区主游道栽植黄

栌、五角枫等色叶树种,招虎山景区沿游道栽植杜鹃、锦带花、

连翘、迎春等特色植物。以垂柳、枰柳为主,最高水位线以上栽

植紫薇、紫荆、藤蔓月季、迎春、连翘等花期长的花灌木。 

3.2 旅游服务设施规划 

公园旅游刚刚起步,服务设施尚不完善,只有云顶湖景

有简单的餐饮设施。随着生态旅游项目的开展,游客数量不

断增加,游览时间逐步延长,对公园食宿等服务设施的要求

会不断提高。近期用林场场部旧房改造建设临湖餐厅,远期

在服务接待区集中建设竹屋别墅式住宿及餐饮设施和虎啸

山庄宾馆。在龙门峡景区改建山里人家、龙门茶社,招虎山

景区重建招虎山寨,做餐饮设施及小卖。在大门口、招虎山

寨、山里人家、龙门茶社设餐饮及小卖点。 

公园内设医疗保健所 1 处,规划室外厕所 15 处,所有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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厕均建设为水冲式厕所,水源实难解决时可用无臭干厕,其

建设标准达到 3A 级旅游区要求。 

在入口大门设游客服务中心一处, 向游客提供旅游咨

询,旅游信息,导游服务和接受旅游投诉等。 

在公园境界、入口、重要景点、游径端点和险要地段设

明显的导游标志,以示界限,指导游览方向；湖区设水深标志

及提示牌。导游标志应采用中、英两种文字说明标注。 

建议进入海阳市区所有重要路段、十字路口,把海阳市

主要旅游景点(重点为招虎山森林公园)、宾馆服务设施以及

其他重要单位的交通线路和位置做出标示。 

3.3 人力资源规划 

3.3.1 人力资源需求预测 

公园的旅游人才资源可划分为景点和娱乐项目策划、园

林工程、宾馆饭店、旅行社、旅游交通、旅游商品、旅游产

品营销和行政管理等诸多方面,既包括一般工作人员,又包

括中、高级管理人员。 

根据预测：规划期末接待游客 25.2 万人次,按有关经验

数据推测,需直接从业人员 220 人次,其中服务人员占 80%左

右。景区管理人员共30人,主要靠内部转化,结合引进科技人

才。服务人员以合同工和临时工为主,管理人员采用聘任制。 

3.3.2 人力资源开发规划 

管理阶层的旅游意识是影响旅游发展的关键因素,因此,

在确定旅游业作为一项产业来发展的目标后,首先要请旅游部

门和旅游院校的专家进行专题讲座,以加强管理者对规划区旅

游总体发展前景的认识,使其了解旅游的相关知识。管理者还

要到其他同类公园进行参观、考察。有计划地培养中、高级旅

游管理人才。职业培训是一般从业人员培养的主要途径,应推

行职业资格证书和培训证书制度,对宾馆、商店、导游、司机

等旅游从业人员进行先培训学习,取得证书后才能上岗的制

度。也可和旅游职业学校联系,直接招收毕业生参加服务工作。 

3.3.3 组织机构 

根据国家林业局《森林公园管理办法》的要求,在招虎

山林场的基础上建立招虎山森林公园管理处。公园管理处全

面协调各景区旅游管理工作,重点做好资源保护工作。 

组建招虎山森林公园旅游开发总公司,为股份制单位,

由总务部、导游部、餐饮服务部、宣传促销部、基建部、环

卫部等组成。 

3.4 旅游购品开发规划 

森林公园充分利用当地果品、水产资源开发绿色旅游方

便小食品是非常有潜力的产业。做出特色,以经济适用、方

便为原则。旅游购品开发规划方案为： 

3.4.1 绿色食品系列 

(1)绿色果品 

林场果园生产的无公害时令果品。 

(2)绿色蔬菜 

短途游客自己采摘的绿色无公害蔬菜(民俗村),给予包

装,也可作为旅游购品。 

3.4.2 工艺品系列 

用竹子、石头、木材制作的工艺品；柳编、草编。 

3.4.3 文化购品系列 

(1)导游图类：用生动的形象、美丽的图画设计园区导

游图,印制在不同类别的产品上。 

(2)图书音像类：组织人员编制当地风土人情、历史文

化、现代发展等方面的休闲图书。 

(3)纪念品类：用吉祥物制作成纪念章,印制成文化衫、

旅行包、太阳帽、伞等用品。 

3.5 保护规划 

3.5.1 生物资源保护 

旅游对森林资源的最大威胁是增加了森林火灾发生的机

率,更重视护林防火工作。在道路及服务设施配套建设过程中,

要重点保护好树木花草,保持其自然风貌。对景点、服务设施

周围、游道两侧的植被应重点保护,防止游客随意攀援和践

踏。设立林业公安派出所,制订森林景观资源保护管理及处罚

条例,及时查处乱伐林木等一切破坏行为和案件。针对现有和

潜在的病虫危害,做好预测预报工作,并根据病虫发生、发展

规律,积极进行防治。在防治技术上,尽可能运用人工、生物

防治,必要时进行化学防治。通过标语、口号、宣传栏等多种

方式,广泛宣传防火的重要性,强化游客防火意识。由于园区

生态环境良好,生物种类、害虫天敌众多,多年来森林均为有

虫不成灾。控制药剂使用量,以防止污染环境,保证游人安全,

减少杀害有益生物。园区内的珍稀物种鸟兽,应加强保护、全

园职工要统一认识,严禁猎杀、惊吓野生动物、并建立档案,

定期检查。在园区内采集植物标本、药材和其他林副产品,须

征得管理机构的同意,并在指定区域内进行。 

3.5.2 景点景物保护 

公园以山石景观、水体景观、森林景观为主要景观内容,

建设和旅游过程中应重点进行保护,对山石自然风貌重点进

行保护,防止开发过程中的人为损害。自然景点的整治必须

按规划设计进行,并提出相应的保护措施,不能因建设而降

低景点、景物的价值。重点保护森林、水体等资源。游道两

侧的花草树木,应设提示牌加强保护。对奇石峰、龙门峡谷、

天柱峰、招虎山寨、小石林、石兰紫薇等景物重点保护,应

根据环境容量严格控制、积极疏导游人,减少人为干扰。 

3.5.3 生态环境保护 

环境质量是影响旅游发展的重要因素,根据公园环境现

状和旅游带来的诸多影响,对园内和周围的环境须进行综合

治理,保证给游客以优美的旅游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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