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520 -

2005 年，县文化旅游系统共有干部职工 20 人。

一、长青春科尔寺

长青春科尔寺位于理塘县城北 1公里的的托洛纳卡山腰西麓，又名理塘寺。

该寺坐北向南，建寺后经多次扩建，成为甘孜州南部地区最大的寺庙。长青

春科尔寺由三世达赖索南嘉措创建于明朝万历八年（1580 年），距今已有 425 年的

历史（一说为：长青春科尔寺是在原帮根寺（苯教）的基础上改建而来的）。由于

三世达赖是藏传佛教格鲁派的总代表，该寺建成后，即属格鲁派。

长青春科尔寺初建时，有喇嘛百余，房屋不多，经济能力非常薄弱，未设专

门的经济机构。不久，该寺创始人三世达赖喇嘛到蒙古讲经说法，得到蒙古法王

契克阿登在经济上的帮助而扶持该寺；后又得云南丽江纳西族土司捐送《甘珠尔》

和《丹珠尔》等经文，才又修建了大招殿、吴王殿，并成立豪登西所、巴空西所

两个经济机构，群众的布施由西所经营。

随着寺庙的日益兴盛和发展，信教群众逐渐增多，寺庙的布施也随之增多，

西所从原来的 2 个增加到 6 个，经济机构日益健全，经济力量也随之壮大。在阿

扎活佛任堪布时，又修建了顶上大殿，长青春科尔寺才初具规模。

清道光十八年（1838 年），昂旺罗绒益西登比吉成（1838——1907）降生于原

里塘县火竹卓冬村（现属乡城县辖），时逢西藏布达拉宫寻找十一世达赖转世灵童，

而被当选迎至西藏。

因当时寻找到的达赖灵童共有三人，需经“金瓶掣签”最后决定，结果，昂

旺罗绒益西登比吉成落选，被册封为“香根”（意为达赖之师弟，此为理塘寺“香

根”之始），而被送至哲蚌寺学经。学到格西学位后，回到里塘长青春科尔寺任五

十一届堪布。后升任长青春科尔寺香根活佛。临终前被十三世达赖土登嘉措册封

为康南最高活佛，并授权统管康南教务。此时，香根活佛名震康南，以后香根活

佛之名在长青春科尔寺历代冠用。

长青春科尔寺的发展与二世香根活佛有很大关系。十三世达赖册封理塘寺香

根为康南最高活佛后，康南各寺堪布由理塘寺委派。二世香根罗绒登增次来嘉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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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8——1947），在宗教上是西藏达赖的代表，民国二十年（1931）从西藏回到

理化后，即大兴土木，扩建理塘寺。二世香根一方面请求西藏地方政府在经济上

支援，获银 500 秤；另一方面则到处讲经募化筹集资金。很快扩建了顶上大殿，

培修了吴王殿及除大招殿外的公房。为了巩固和扩大理塘寺在康南的力量，二世

香根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在经济上，除整顿原有经济

机构西所外，并新设立了“下布”，专门掌握寺内经济，经营商业，并成立了“榨

子”。在政治上，二世香根以前，长青春科尔寺一贯采取亲藏远汉的方针，利用宗

教势力团结藏人，以攻击汉人。二世香根时，对外采取了“敦睦友邻，亲汉近藏”

的政策，主张理化、巴安、中甸紧密团结，以形成团结各县的核心。既亲近国民

党，又友好于西藏地方政府，取得了国民党和西藏地方政府的支持和帮助，西藏

地方政府曾帮助修庙，刘文辉也曾送茶叶 500 驮，使理塘寺在各方面得到迅速的

发展。1936 年 6 月 30 日，萧克、王震率红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三十二军途经理塘

县城时受到长青春科尔寺的欢迎，并停留了三天。

由于国民政府西康省主席刘文辉对长青春科尔寺如此看重，而驻理化的国民

革命军第二十四军旅长、专员公署专员、保安司令曾言枢，则上行下效地于民国

三十年（1941）报请西康省政府批准，在寺内成立了“调解委员会”，使该寺获得

了司法权的合法行使。民国三十二年（1944）曾言枢同部属史建候共出 200 秤银

子，在寺内建立了汉僧院。

1950 年，理化解放后，党和政府提倡“保护喇嘛寺庙，宗教信仰自由”的政

策。1958 年后，长青春科尔寺虽经县人民政府列为重点保护对象，但在“文化大

革命”中，这座古寺遭到严重破坏，几乎成为废墟，全寺仅保留了香根活佛家庙

一幢。1978 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通过拨乱反正，重新落实宗教信仰自由

政策。理塘县认真安排上级拨款，采取民办公助措施，迅速恢复了长青春科尔寺

的殿堂、房舍，于 1981 年 5 月 18 日正式开放。又于 1990 年新建了大殿。寺内建

立了由五人组成的“寺庙管理委员会”负责日常事务。特别是 1990 年后的十多年

间，长青春科尔寺几经扩建，规模宏大的建筑与厚重的文化底蕴为康区之最，名

震中外。寺院依山而建，高低错落、层次分明、拾级而上、给人以步步登天、绝

尘归神之感。理塘寺以其辉煌的建筑、历史悠久的尘器、千姿百态的佛像、精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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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伦的雕塑和浩如烟海的文献藏书等，成为一座集藏传佛教文化和艺术为一体的

宝库。

二、格聂生态旅游区

格聂神山又称“岗波贡嘎”或“岗波圣地”，主峰海拔 6204 米，为康南第一

峰，被藏区称为神山中的“第十三女神”，是藏区三大苦修地之一。1164 年，藏传

佛教嘎玛嘎举派杜松钦巴修建了冷谷寺，同时藏传佛教宁玛教、萨迦教、格鲁派

曾先后建有 20 座寺庙，2005 年，仅存冷谷寺、库尔寺、绒须寺。

格聂自然生态保护区坐落在理塘县西南部章纳和喇嘛垭两乡境内，距县城 90

公里，面积 800 平方公里，由冷龙沟、热梯沟、肖扎沟、克麦降沟、仲呷沟、库

日沟等八条沟组成，是一个集雪山冰峰、峡谷溪流、温泉瀑布、原始森林、高山

草甸、珍稀动物、历史文化、藏族风情为一体的大型旅游景区，格聂的优势在于

其原生形态，自然与人文景观相互辉映，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是香格里拉最好

的铨释。

三、毛垭草原生态旅游区

毛垭草原旅游区距县城 50 公里。川藏线 318 国道直穿景区，面积约 300 平方

公里。蓝天白云下宽阔的草原、晶莹的雪山以及白塔、河流、海子（若根措）、温

泉、成群牛羊、游牧帐篷、色彩缤纷的野花、逗趣的野生动物（旱獭、野鸡、草

鼠、秃鹰、盘羊等）形成一幅动静相宜、景观优美、环境别致的朴实自然画卷。

每年 6～10 月，是观赏毛垭草原风光的最佳时期。是中国十大最美草原之一。

四、海子山自然生态旅游区

海子山自然保护区地处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理塘县和稻城县境内。地理坐

标介于东经 99°33′00″～100°31′48″，北纬 29°06′36″～30°06′00″

之间，保护区总面积 459161 公顷，最低海拔 3160 米，最高海拔 6204 米。保护区

湿地面积 143703 公顷，占保护区总面积的 31.3%，区内湖泊 440 个，其中 1 公顷

以上的有 411 个，100 公顷以上的 9个，最大湖泊 322 公顷。湿地生态系统非常完

整，草甸和灌从保存完整。

保护区内有脊椎动物 296 种，其中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有白唇鹿、林麝、马麝、

豹、雪豹、中华秋沙鸭、金雕、玉带海雕、胡兀鹫、班尾榛鸡、四川雉鹑等；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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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 101 科、456 属、1418 种，其中珍稀植物种类繁多，如星叶草、麻黄、桃儿

七、松茸、红景天、虫草等。

2003～2005 年，,理塘县围绕格聂神山、毛垭草原、长青春科尔寺、“理塘县

国际赛马会”四大旅游品牌，充分利用各种机会，大力宣传理塘县的旅游资源，

努力扩大旅游知名度。一是参加了国家旅游局、四川省人民政府主办的成都旅交

会，精心策划旅游宣传推介活动，制作发行了《仙鹤眷念的美丽净土——理塘》

6000 份宣传册子、《马蹄踏响的歌》名信片和光碟，为理塘旅游进行舆论造势和市

场策动；二是一如继往地积极邀请中央、省内外等多家电视台和四川日报、《中国

国家地理》、《时尚旅游》、《中国户外》等数十家报刊、杂志宣传理塘旅游；三是

充分利用“八一”国际赛马会这一知名品牌，展览了虎皮帐篷和各种旅游资源风

光图片，突出特色、打造精品；四是通过网络，大力宣传理塘文化旅游资源。

建立旅游市场综合治理工作体系和旅游市场执法体系，健全旅游投诉处理制

度、值班制度和市场检查工作制度；加强旅游执法机构、执法队伍建设，不断提

高执法水平；加强企业和旅游从业人员的管理工作，打击非法、查处违法、保护

合法，对个人严重影响全县旅游形象的不良现象坚决查处；净化旅游环境，创造

良好的旅游秩序。并利用黄金周期间，在车站、交通要道设立旅游咨询台和接待

中心，为游客提供方便。

2002 年 5 月，委托四川旅游规划设计研究院编制《理塘县旅游发展总体规划》，

根据县人民政府的要求，该规划必须科学合理，具有前瞻性和较强的操作性并对

理塘县旅游业的健康、有序发展极具指导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