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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发展

地质文化助力辽宁宽甸乡村振兴的建设模式探讨
谷　松

（辽宁地质工程职业学院，辽宁 丹东 118003）

摘要：辽宁宽甸地区具备得天独厚的地质遗迹及特色的地貌风景，进而形成独特的地质文化，深入挖掘地质遗迹和人文资源，并进

行深刻分析，探索地质文化与各类资源融合途径通过“地质 +”或“+ 地质”的建设模式，为辽宁宽甸乡村振兴发展提供新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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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文化最初为地质行业的文化，是地质工作者在地质行业

中长期实现所形成的职业道德、价值理念、精神追求等。随着地

质文化村的建设，人们对地质文化进入了深入的思考，认为人类

的文明与地质是密切相关的，其主要体现在人类文化特点以及发

展是在合理利用地质资源所达成了科学智慧和和谐的统一。

2020 年 3 月，中国地质调查局确立以“地质为基、文化为魂、

融合为要、惠民为本”的地质文化村（镇）建设原则，就此开展

了地质文化与乡村文化、乡村经济发展探讨和研究。使得地质文

化一词成为大家探讨的主题，亦成为助推使乡村（镇）振兴发展

的催化剂。通过深入挖掘地质文化元素和乡土文化资源，将地质

元素与文化元素相融合，讲好地质故事和乡村故事，助力乡村振兴。

本文对富有地质遗迹的辽宁宽甸进行野外实地考察，深入调

查和挖掘地质遗迹、文化资源及地质人文景观的内涵和外延，解

读隐含在地质文化背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奥秘，寻找实现地质

文化与乡村建设相融合的创新乡村振兴的有效路径。

一、辽宁宽甸自然地理和地质概述

（一）自然地理

辽宁宽甸位于中国辽宁省东南部，东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

共和国接壤，南接丹东市区，西与凤城市、本溪满族自治县毗

邻，北与桓仁满族自治县、吉林省集安市相连。地理坐标东经：

124° 45′－ 125° 48′；北纬：40° 40′－ 41° 10′。宽甸属

山地丘陵区，地势呈现西北高、东南低趋势，并兼有“九山半水

半分田”的格局。

（二）地质概述

宽甸地构造位置位于中朝准地台胶辽台隆营口－宽甸台拱的

东部，处于华北东部陆块（Ⅰ）辽吉古元古代裂谷（Ⅱ）内，中

生代以来，受到了滨西太平洋构造域叠加改造，构造形迹以褶皱

和断裂为主。区内地层地层产状较平缓，属华北地层区辽东地层

分区，出露的地层较为简单，自老至新为：古元古界辽河群变质

层状岩系、白垩纪大峪组陆源碎屑岩、新生界第四系更新统橄榄

玄武岩、玄武质火山角砾岩，河谷中分布着全新统泡子组、碧流

河组冲洪积砂砾层。

二、存在的地质遗迹和人文资源

地质遗迹资源丰富，因该地区亿万年经历长期的地壳变动和

第四纪更新世，宽甸地区大规模的火山活动，形成了今天保存完

好的、独特的、罕见的“没有屋顶的天然火山博物馆”——宽甸

火山群。且含五十余种各种金属、非金属矿产资源（硼矿、金矿），

其中硼储量资源丰富。宽甸具有丰富的人文资源，如古遗址、古

庙宇及红色基地等，人文遗迹与地质遗迹间关系密切。

（一）主要地质遗迹资源

辽宁宽甸出露地层为白垩系及第四系，第四系覆盖较少，仅

分布于沟谷之中，使大部分的基岩出露。地质遗迹资源大体由基

础地质和地貌景观两大类，地层剖面、构造剖面、岩石地貌等 7

个类（表 1）。

表 1 宽甸主要地质遗迹

大 类   类 亚  类 地质遗迹资源名称 开发现状

基 础

地 质

大类

地层剖面
火山灰土标准剖面 火山灰土 已开发

岩石剖面 玄武岩石柱林 已开发

构造剖面

（形迹）

区域构造 鸭绿江断裂带 已开发

中小型构造断裂 通天峡 已开发

地 貌

景 观

大类 

岩石地貌 花岗岩地貌 

花脖山花岗岩峰丛

地貌、天台、毛公

锋

已开发

构造地貌 峡谷地貌
浑江大峡谷、蒲石

河峡谷
已开发

火山地貌 火山锥地貌 黄椅山、青椅山 已开发

水体地貌

河流 鸭绿江 已开发

湖泊 水丰湖 已开发

飞瀑 青山飞瀑 已开发

冰体地貌

冰帘 已开发

冰瀑 已开发

冰柱 已开发

冰锥 已开发

（二）主要地质遗迹特征

1. 火山锥地貌

火山锥地貌为地质史第四纪火山喷发的玄武岩堆积而成，其

中黄椅山火山锥体、火山口、火山壁保存完整。火山锥海拔高度

504 米，锥顶高出宽甸盆地 204 米，锥顶宽 650 米，锥底宽 1800 米，

火山口深 117 米。因火山喷发时熔岩流从南坡决口向外流淌，致

使火山锥南向缓而北向陡立的形状，犹如一把巨型的太师椅，又

因火山灰为黄色覆盖在山坡表面上，故得名黄椅山。

2. 玄武岩石柱林

玄武岩石柱林是多期火山活动的结果。首次喷发沿蒲石河断

裂带，玄武岩浆覆盖在古老的花岗岩基准面和盆地基底的元古宙

变质岩上。经逐渐冷却收缩，形成了稳定的六方或五方柱状节理—

玄武岩石柱林。从玄武岩石柱林的纵剖面可以看出三个不同期次

的火山喷发活动。其垂直厚度约一米，其上局部横卧厚一米左右

小石柱林，似蜂巢状，之后其上平卧粗大直立石柱林。

3. 花岗岩地貌景观

花岗岩峰丛地貌景观岩性伟燕山期（距今 1 亿年）的黑云

母花岗岩。是由炽热的岩浆侵入地下 10-20 公里，历经几万至几

十万年缓慢的冷凝而形成的坚硬岩石。在后期的构造运动作用下，

地壳抬升，使原来地下深处的花岗岩出露地表，后又经长期的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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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风化剥蚀作用，形成现今形态各异、险峰巍峨岿立的奇妙景观。

如雄伟壮观的天台、象形石——毛公峰。

4. 花脖山崩塌地貌景观

花脖山主峰海拔最高为 1336.1 米，其山体为新元古代青白口

系永宁组沉积岩和黑云母二长花岗岩组成。海拔约 900 米以上为

灰紫色的长石石英砂岩、砾岩，其质坚性脆。海拔 900 米以下为

年龄约 20 亿年的黑云母二长花岗岩。经过印支燕山和喜马拉雅山

造山运动改造，地壳发生断裂和抬升，岩石出露地表，形成岩石

节理、裂隙较为发育的陡峭山崖。经长期风化、流水和重力作用

下，岩石崩解为棱角分明的大小不一的石块，并沿山坡滑落分布，

形成如今壮观的石瀑、石海景观。成为更多登山游客的打卡地及

对地质灾害研究、科普教育的基地。

该地层主要是太古界（距今 20 亿年）变质岩组成。因构造运

动形成断层，并在河流作用下，形成两岸断崖如壁，地势高差悬殊，

边滩错落分布，崖壁陡立，滩滩平缓，更有两岸峭岭深谷。地貌

单元有阶地、山前冲、洪积扇群、断块山等。

在浑江、鸭绿江岸边多处可见基座阶地，其下部是辽河群变

质岩，其上为砂砾石堆积，在浑江大峡谷等地可见到一级阶地上

的二元结构。因此，连江峡谷既是人们旅游观光胜地，又是学者

科学考察和科普教育理想场所。

（三）自然与人文资源

1. 自然与植物

宽甸植被覆盖因地势而异，种类丰富。主要植被包括落叶阔

叶林，如柞树、桦树等，每到秋季，树叶呈现多彩的颜色，美不

胜收。还有大量的针叶林，红松、冷杉等树木郁郁葱葱，四季常青。

林下种植各种中草药，如天麻、石柱参、辽五味等，素有天然中

草药库之称。

2. 红色文化基地

在宽甸地区存在近现代的重要史迹和代表性的军事遗址，铭

刻着往昔峥嵘岁月。如天华山石门的抗日联军根据地遗址，这是

当年杨靖宇将军战斗过的地方；宽甸是抗美援朝战争出征地，至

今好保留着长甸高炮部队阵地遗址、上河口铁路运输线和隧道遗

址、青椅山机场旧址，是抗美援朝的红色基因传承；另外，青山沟镇、

双山子镇等地也保留大量抗联隐秘的营地旧址遗址等。

3. 民俗文化

宽甸民俗文化主要以满族、朝鲜族主导的满族风情园、朝鲜

族民俗村。满族风情园遗留诸多民俗文化，如剪纸艺术、舞蹈、

独特的婚礼习俗、满族八旗服饰等无不展示出满族风情和文化特

色。朝鲜族民俗村保留传统木质结构民居文化和民俗风情，如编

草鞋、织布机织布、朝鲜族跳舞、荡秋千、跳板、射箭和垂钓等

特色浓郁朝鲜族活动。

4. 地方特色产业资源

辽宁宽甸的地方特色产业资源丰富多样，涵盖了农业、工业、

旅游等多个领域，其中蓝莓、草莓、奇异果以及燕红桃等水果产

业，为当地特色产业之一。生长在自然环境中种类繁多的山野菜，

如蕨菜、刺嫩芽、大叶芹等，具有独特的风味和丰富的营养价值。

依托丰富的森林资源和适宜的气候食用菌种植产业发展是村民的

支柱产业，香菇、木耳等菌类产品品质优良，口感鲜美，产量可观。

三、地质文化助力辽宁宽甸乡村振兴的模式探索

辽宁宽甸以亿万年雕琢出鬼斧神工形成地质遗迹，蕴藏下深

厚的地质文化底蕴。本着“地质为基、文化为魂、融合为要、惠

民为本”的根本原则，宽甸积极探索多元“地质 +”模式，形成

了地质文化宣传教育基地，又提升了乡村生活品质和文化内涵，

建设宜居宜业的特色乡村。其主要策略如下：

（一）地质 + 生态旅游解锁文旅融合

宽甸地质景观丰富，天华山的花岗岩峰林、玄武湖的火山遗迹、

青山沟的峡谷瀑布等奇观。通过“地质 + 生态旅游”模式旨在将

这些景观串联，打造沉浸式旅游体验。精心规划地质文化旅游专线，

沿途对地质景观有地质解说牌，使游客沿着线路，既可欣赏绝美

风光，又可学地质专业知识，解读岩石成因、地貌演变，把观光

变成一场趣味盎然的科普之旅。

配套设施也尽显地质元素。地质主题民宿，屋内装饰着矿石

标本、地质科普挂画，床铺仿照岩石纹理设计，让游客仿若置身

地质“博物馆”中；景区餐厅主打“地质特色菜”，介绍食材与

本地地质土壤的渊源，用舌尖感受宽甸魅力。

（二）科普 + 地质：建立地质研学基地

“科普 + 地质”模式让辽宁宽甸化身天然实习课堂。携手院

校、教育机构，在地质遗迹周边建设地质研学基地，通过科普解

说地质变迁、火山喷发等知识，激发同学们的探索河求知欲。同时，

在野外让学生分组实操训练，在教师指导下采集矿物、岩石标本、

测量地层产状等，达到对地质知识的深入了解，并拓展学生的知

识视野，实现教育与经济发展双赢。

（三）绿色生态 + 地质：共筑绿水青山发展屏障

针对宽甸的矿产资源开发后的废弃场地，开展生态复垦工程，

针对废弃矿场、水土流失区域，依据废弃场地地形，进行造型改造，

形成景观，并根据地质土壤特性选种适配植物，改良土壤，打造

生态修复示范园。园内可铺设科普步道，沿途解说牌讲述生态修

复及地质相关知识，游客与村民漫步其间熏陶环保意识，守护乡

村绿水青山，为生态旅游筑牢根基。

（四）产业 + 地质：盘活多元产业促进村民增收

深挖地质文化附加值，赋能宽甸特色产业。在农业领域，为

石柱参、宽甸蓝莓贴上地质“标签”，宣传其得益于独特地质环

境的优良品质，配以地质风包装，提升产品辨识度与附加值，拓

宽销售渠道。手工艺产业巧用当地的玉石资源，经过匠人雕琢出

精美首饰、摆件；定期举办地质文创市集，线上线下同步展销，

吸引消费者目光。同时，举办地质文化节、民俗活动，展示成果、

推销特色产品，激发产业活力，让乡亲们在家门口增收致富，实

现乡村振兴的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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