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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况 

（一）区位条件 

1、地理位置 

红石林村位于红石林镇西北角，距吉首城区约 184 公里，距花垣县城区约 103

公里。东与团结村接壤，北和芙蓉镇隔酉水相望，西与坐苦坝村交界，南接马达坪

村。 

2、交通区位 

红石邻村村域东边有焦柳铁路和张吉怀高铁的芙蓉镇站和古丈站，红石林村

距芙蓉古镇 19km，约 40分钟车程；距红石林镇区 13km，约 28分钟车程；距海洛

枢纽 43km，约 53 分钟车程；距离芙蓉镇站（在建）24 公里，约 60 分钟车程；距

离古丈站 36公里，约 90分钟车程。 

3、旅游区位 

红石林村处于酉水旅游发展带上，凤凰古城与老司城旅游带上的重要节点。周

边有凤凰古城、芙蓉镇、矮寨大桥、德夯景区、里耶古城、边城古镇等著名旅游区，

旅游资源丰富。 

（二）自然地理 

1、地形地貌 

红石林村整体地势变化丰富，地形特点明显，周边多山体。山体植被良好，地

质条件具有多期地壳活动特征。 

2、气候水文 

红石林村属中亚热带山地型季风湿润气候，具有四季分明，气候温和，雨季明

显，作物生长期长的特点。年平均气温 16℃。年均气温 16℃， 无霜期 283天，常

年降水量为 1475.9 mm，年均日照 1,304 小时。35℃的高温日数，每年平均 15 天

左右。气温低于零下 5℃的严冬日数，每年平均 0.7 天。全年日平均气温 10℃的

作物生长期有 240.8 天，积温 4997℃。雨水比较均匀，对作物生长有利。月平均

相对湿度 81%。 

（三）行政区划与人口 

红石林村隶属于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区古丈县红石林镇，村域现辖 12个小组，

由花兰村和老司岩合并而成。2020年常住人口数共计 1270 人，户籍人口 1819 人，

共 451 户，以土家族为主。 

现状各村组人口情况一览表（2020） 

村组名称 总户数（户） 户籍人口（人） 外来务工人口（人） 劳动力总数（人） 

坊家组 60 168 103 118 

瓦厂组 32 120 47 64 

岩板坪组 40 112 79 105 

后坝组 45 166 57 95 

大坝组 56 187 65 128 

麦它坪组 40 148 59 92 

马老组 35 141 44 60 

梭卡组 27 107 32 50 

铺上组 28 109 37 52 

王家组 27 112 39 44 

张家组 27 115 24 48 

金家组 34 120 20 44 

合计 451 1819 606 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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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社会经济 

2019 年，村集体收入约 27 万元，人均收入 5700 元，村民收入主要来源于种

植猕猴桃、烟草、茶叶等。 

（六）景观风貌及特色资源——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融合 

1、自然景观风貌 

花兰片区有湘西世界地质公园核心景区，具有极大的旅游开发价值。著名石景

有扬子古海、天池、地池、人池、奥陶海底、小龙峡、水漫金石、花儿包、摆手坪，

幸运门，宝藏坪等，另还有地下溶洞，绝壁天坑，千年古木等，整个景区融红、秀、

峻、奇、绝、古于一身。 

2、人文景观风貌 

红石林村老司岩保存有良好的自然生态风光与较为完整的传统村落格局。老

司岩民居，湘西土家族古建筑群，2002 年 5 月 19日，湖南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

文物保护单位,编号为 72-31。 

村内现有保存完好的明清古建筑 15 栋、2 座四合院、古板街 4 条、古井 1口、

伏波庙 1座以及古树若干。 

1）独特的空间格局 

选址特点：为以自然山水为基地，以民居建筑为载体，以人文景观为内涵的“三

街一墙连节点，一河三山映岸田”的“山—水—村”整体格局。 

“三街一墙连节点”为传统村落人文景观要素的空间框架，主要体现老司岩曾

经作为酉水河重要的交通要道码头村落的规模和格局。“三街”是指：进入老司岩

村的三条石板古街。“一墙”是指：基于石板古街的村落古城墙。“节点”是指：

老司岩村入口、河码头、交叉节点和重要的文物保护建筑节点与历史文化遗存。 

2）鲜明的建筑特色 

老司岩村作为省级历史文化名村，存在大量传统风貌建筑，并分布有十四处文

物保护单位建筑。村寨为湘西保存较为完整的土家族明清时期古代民居群落，对研

究古代军事、宗教、艺术、建筑等都具有较高的价值。 

老司岩传统建筑多为木质结构，有穿斗式四合院，也有三柱四挂、五柱八挂不

等的排扇房。朝门、高墙全用青红条石铺成，门窗格扇镂雕各种图案，厢房、偏房、

堂屋齐全，堂屋中央安有神龛。 

二、国土空间利用现状 

村内现状用地主要包括生态用地、农用地和建设用地。其中： 

（一）生态用地 

村内现状生态用地为 520.85 公顷，占总用地面积的 32.68%。生态用地主要包

括生态林、水域和其他土地，其中生态林面积为 452.17 公顷，占总用地面积的

28.41%；水域面积为 60.70公顷，占总用地面积的 3.81%。 

（二）农用地 

村内大部分面积被农用地覆盖，面积为1026.56公顷，占总用地面积的64.41%， 

其中耕地面积 565.41 公顷，园地 122.40 公顷，商品林面积 565.41 公顷，其他农

用地 16.94 公顷。 

（三）建设用地 

村内现状建设用地 36.89公顷，占总用地面积 2.08%。其中主要为农村住宅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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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面积为 33.22 公顷，占总用地面积的 2.08%，沿村庄主要道路及低缓地段分布。 

国土空间利用现状表 

地类 
现状基期年 

面积（公顷） 比例（%） 

国土总面积 1593.70  100.00  

生态用地 

水域 60.70  3.81  

其他土地 7.44  0.47  

林地（生态林） 452.71  28.41  

合计 520.85  32.68  

农用地 

耕地 321.80  20.19  

园地 122.40  7.68  

林地（商品林） 565.41  35.48  

其他农用地 16.94  1.06  

合计 1026.56  64.41  

建设用地 

村庄建设用地 36.89  2.31  

其中 

农村住宅用地 33.22  2.08  

村庄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

用地 
2.19  0.14  

村庄工业物流用地 0.44  0.03  

村庄基础设施用地 1.04  0.07  

区域交通设施用地 9.30  0.58  

特殊用地 0.11  0.01  

合计 46.30  2.91  

未规划用地 0.00  0.00  

三、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现状 

（一）公共管理设施 

村委会位于村域的中部，红石林村大坝组，占地面积约 0.8ha。老司岩片区铺

上组有一处老村委，占地面积约 0.4ha，现已用作老司岩片区幼儿园和小学使用。 

（二）教育设施 

红石林村村庄中部后坝组有一处红石林学区花兰教学点（小学+幼儿园），占

地面积约为 0.2ha。中学前往镇区就读。 

（三）医疗卫生设施 

村庄现有卫生室两处，其中一处位于花兰片区大坝组，占地面积约 159㎡，配

套设施及人员短缺；另一处位于老司岩片区金家组，现已停止使用。  

（四）体育设施 

村庄现有两处活动广场，其中一处位于花兰片区村委处，占地面积约 300 ㎡，

另一处位于老司岩片区老村委处。 

（五）商业用地设施 

村内有多处农家乐餐馆、便民超市以及民宿，主要分布在花兰片区沿景区大道

分布，可满足村民基本生活购物需求。  

（六）宗教用地设施 

老司岩片区西南部梭卡组有一处伏波庙，专为东汉伏波将军马援建造。占地面

积约为 0.2 公顷，咸丰八年由黄梦笔撰写的”万古流芳”碑现存于庙内。 

四、基础设施现状 

（一）道路交通设施 

1、对外交通  

外部交通相对较差，村内无直接对外交通线路通过。S229/S99 从红石林镇东

部而过，是红石林镇与张花高速、焦柳铁路互通出入口的连接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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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内部交通  

村域内通组道路基本硬化，道路宽度为 4.5—6 米。村庄内部道路主要为景区

大道，呈东西向从村庄中部穿过，连接红石林和老司岩两个片区。老司岩片区存在

部分道路不通畅，通行不便的情况。 

3、交通设施 

停车场：村内现有停车场两处。一处在村委会，现状面积为 609平方米；另一

处在红石林地质公园，现状面积为 8021 平方米。村庄内部缺乏公共停车设施及明

显的道路指示标志。 

（二）农田水利 

1、农田现状 

红石林村现有耕地面积 321.80公顷，主要种植猕猴桃、水稻、烟叶、茶叶等。 

2、水利现状 

村内在六、七月份会出现季节性干旱灾害，农田灌溉用水由上季州水库及大小

水塘提供。 

（三）给水排水设施 

给水：红石林村现状主要使用山泉水、水池以及自家打井；生产用水主要来源

于酉水和就近小池塘等。生活用水有季节性干旱，无法满足正常的生活需求。 

排水：红石林村现状暂无排水设施，一般直接流入耕地，草地或闲置用地内，

污水不经处理，直接排放。 

（四）电力电信设施  

电力：红石林村接镇区变电所，现状共有 13 个变压器，用电基本满足村民需

求。  

通信：目前已覆盖 3 处信号塔，村庄有线电视用户基本覆盖，未实现网络全覆

盖，已覆盖的区域存在信号较弱或无信号的情况。村内有一处邮政寄收点。 

（五）供气设施  

红石林村现状能源方式为主要为薪柴，瓶装液化气使用较少，村内有一处瓶装

燃气供应点。  

（六）环卫设施 

村内共设有 2 处垃圾池，村庄垃圾桶数量不多，垃圾处理以焚烧为主。 

村内旱厕改厕完成约 18%，剩余今年完成。垃圾为村收集，保洁人员统一收集

运送至龙天坪村垃圾转运站，但存在运送不及时的问题。村内现有 2个公共厕所，

分别位于村部和老司岩老村部。 

五、产业发展现状 

2019 年，全村总体收入 27 万元，人均收入 5700 元。村民收入主要来源于水

稻、猕猴桃、茶叶和烟叶种植、家禽养殖、外出务工等，全村现有规模产业包括：

猕猴桃、茶叶以及烟叶，其中。 

其中第一产业以茶叶种植为主，油茶、水稻、猕猴桃、八月瓜、烟叶种植，稻

花鱼养殖为辅。第二产业主要是以茶叶加工为主，村内现有富康农业公司。第三产

业主要有红石林地质公园，现状旅游发展缓慢。 

六、现状问题与总结 

（一）发展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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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区位条件优越：半小时交通圈内覆盖红石林镇区、芙蓉古镇、坐龙峡景区，

位于酉水旅游发展轴上原有的旅游知名度。 

 2、红石林景区：红石林是国家地质公园、4A 级景区，是“武陵第一奇观” 。

独具特色的苗族村寨。 

3、老司岩厚重的人文历史：是湘西土家族古建筑群，遗存较为完整，具有浓

郁的历史人文气息。 

4、生态环境较好：“酉水画廊”绕村而过，生态林地占比较多，茶树种植等

农业景观较好。 

（二）发展劣势 

1、对外交通联系较弱；主要依靠景区大道对外联系，对外交通较为不便。 

2、产业基础薄弱：相关配套的基础设施不齐全，制约了产业的进一步发展。 

3、村庄设施相对较差：公共配套设施有待完善，基础设施老旧，不利于旅游

发展。 

（三）发展机遇 

1、政策支持：乡村振兴战略的带动，以及政府对乡村发展的重视和支持。 

2、旅游市场的兴起：旅游的发展，旅游市场也将越来越大。 

3、湘西世界地质公园获批：成功申报世界地质公园，湘西旅游的内涵和形象

将更加突出。 

（四）挑战 

1、村庄和景区的关系：如何协调村庄与景区的关系，实现村景融合发展是需

要考虑的问题。 

2、特色旅游产品的打造：周边同质地区的差异化竞争，当地的历史人文景观

资源难以扩大影响力。 

3、传统村落日益衰落，人才流失，缺乏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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