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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_B0_B4_E5_B8_82_E4_c61_296100.htm 生态旅游这一概念出

现于20世纪八十年代，最先明确使用这一名词的是塞勃罗斯

。拉斯柯里（Ceballos-Lacurain），他把生态旅游定义为：为

了考察、观赏、欣赏风景、野生动植物以及能在此地发现的

所有现在的文化现象的特点的目的，到较为偏僻或未被污染

的地区旅行。国家旅游局李绪萌先生认为：“生态旅游是在

生态学的观念和理论指导下享受、认识、保护自然和文化遗

产，带有生态科教、生态科普色彩的一种特殊形式的专项旅

游活动。”我们认为，这种表述既强调了自然和人文遗产的

两个方面，更强调了生态旅游的科普和科教功能，较确切地

反映了“生态旅游”的本质特征。生态旅游自身的特点决定

了它是一种对自然环境负责的旅游形式，这种旅游形式不仅

寻求减少旅游业对自然环境的压力和损害，而且通过发展旅

游业来促进自然环境健康化，而健康的自然环境又产生了更

大的吸引力，促进旅游业的发展。因此，生态旅游标志着世

界旅游正在逐步摆脱二战后以满足旅游者需要为基础形成的

大众旅游模式，经由文化旅游向更高的层次发展。 生态旅游

赤水市的独特优势 赤水市地处云、贵、川、渝交会地带。20

世纪末，人们来赤水观光旅游，在领略了浩瀚的绿海、珍稀

的植物、神奇的地貌、丰富的文化等奇观后，发出了“洗肺

”这样的心声，以至成了人们进行生态旅游的必到之地和“

生态旅游”的代名词。 赤水开展生态旅游是因为它有如下优

势： 自然景观方面：赤水气候温和湿润，全市以62.18%的森



林覆盖率、典型的丹霞地貌景观、多姿多采的瀑布类型、丰

富的生物多样性，构成多处国家级重点风景名胜区、国家级

森林公园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被誉为镶嵌在中国西部的“

宝石”。 人文景观方面：赤水地理位置独特，历来为兵家必

争之地。全市仅“省保”文物单位就有十余处，在省内并不

多见。赤水还是当年红军长征经过的地方，举世闻名的“四

渡赤水”，使赤水成为家喻户晓的革命圣地。在人们心目中

，赤水更多是和竹子联系在一起的，当地人们的衣、食、住

、行、用等都与“竹”结下了不解之缘，这一生态文化氛围

，对于旅游者了解人与自然和睦相处重要性的科学原理是极

为有利的。有关资料显示，赤水市连续13年获得农业丰收，

连续5年以19%以上的经济增长率居全省乃至全国平均水平之

上，社区民众患病率明显降低，体质日益增强、生态环境的

合理开发产生了明显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这一现象理应

成为科学考察、科学教育和科学普及的理想示范。 赤水市人

文景观的科普功能 一、有利于加强旅游环保工作，为生态旅

游的发展提供优良的环境 在赤水市100多万亩森林中，有桫椤

、小金花茶、赤水蕈树等国家重点保护的珍稀植物20多种，

有云豹、长尾雉、苏门羚等国家重点保护的珍稀动物20多种

。宣传、保护这些珍稀动植物，是生态旅游中的重要内容。 

二、有利于加强国民的环境教育 在生态旅游开展中，通过人

文景观的建设，可对旅游者起到环境教育的作用。资料显示

，云南丽江这个世界历史文化遗产地，由于缺乏环境教育方

面的工作，蜂拥而至的游客严重破坏了丽江地区的文化和生

态平衡，越来越多的纳西人被挤出了他们的文化之都。赤水

市的景区目前环境质量尚好，但在旅游活动中建立和强化这



种意识，显然已是迫在眉睫的事。 三、有利于了解当地文化 

一方面社区居民提供的民族特色商品和服务，对外向游客展

示地域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对内强化了自身的认识；另一

方面，居民在交流中揣摩、认识了各类游客的价值观念及其

母体文化特征。因此，游客可以“发现所有的文化现象”以

满足求知欲，居民也可在参与生态旅游业过程中获得文化交

流，在比较中重新审视自己的传统文化。 四、有利于进行爱

国主义教育 赤水市是黔西北边境门户，黔北是文化旅游的理

想目的地，国酒文化与长征文化已闻名遐迩。一曲“四渡赤

水出奇兵”更使赤水这块地域充满了传奇色彩。是对广大青

少年进行“不忘历史、珍惜今天”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

教育的绝佳场所。 重视人文景观的对策与建议 一、加大人文

景观的比重。赤水的风景区，无论是四洞沟、桫椤公园，还

是金沙沟、竹海，自然风光都是迷人的。而人文景观太少。

其实某些人文景观是可以造就的，如当年聂荣臻元帅、肖克

将军来赤水时都有不少题词，且字迹仍在，可在严格规划下

让它展示在醒目的丹霞石壁上，成为新的人文景观，让人们

驻足追思和品味。值得一提的 是，景区的规划与设计应不仅

仅是一两个部门的事，可以说旅游产品的设计如果没有文化

、文物、林业等部门专家的参与，这样的产品是缺乏科技及

文化品位的，至少是不完全的。 二、深入挖掘竹文化内涵。

这是赤水生态旅游最显著的特色。我们认为，赤水竹文化至

少可以从以下两点体现：①竹海应成为游人了解竹子、接触

竹子的最好场所，使人们真正进入“竹”的世界，如生长特

征、种类、分布、用途等。以竹子为特色的竹海应做到吃、

住、行、娱、购等皆以“竹”为其特征。②修建竹文化展示



馆。如果说竹海展示的是实物，那么展示馆展示的就应是竹

的文化。白居易《养竹记》中所总结的“本固”、“性直”

、“心空”、“贞节”之类难免渗透着特定时代的思想意识

，可是他的话也明白地指出了，人们之所以爱竹，主要是由

于精神文化方面的原因。 修建这样的展示馆，必须要有精品

意识，通过展示馆的修建，真正使赤水旅游占据竹文化的制

高点，使之成为了解竹文化的最佳科普基地。当然，游客在

游览和观赏过程中若能切身“参与”和“体验”一下竹产品

制作的工艺流程，那将是更有科普意义的一件事。 三、打好

“长征文化”这张牌。长征文化在赤水旅游中占有不可忽视

的地位，它既反映了抗战时期这一段不平凡的历史，也是最

好的爱国主义教材。赤水因中国工农红军“四渡赤水”而闻

名于世，享有相当高的知名度，随着时间的推移，“元厚渡

”、“复兴场”、“黄皮洞”等“古战场”将成为人们凭吊

、抒怀的场所。鉴于交通不便的原因，应当在中心城市设有

专门场所介绍当年红军渡河的情况，使人们来赤水通过介绍

，触“景”生情，更好地理解和珍视这一段历史。 四、全国

乃至世界范围征集“赤水旅游”标志，主题突出生态、绿色

特点。这样既是“规范”和“规模”的标志，也强调了标志

的科技含量。赤水旅游的形象定位应尽快找到。 五、建立旅

游解说词示范其地。赤水旅游资源具有广泛性和不可替代性

的特点，对于生态旅游解说词的写作与现场实习是不可多得

的教学基地。请具有丰富经验的管理工作者、科技工作者现

场讲授，其效果是课堂讲授所不能比拟的。这样，加大赤水

旅游的科技文化含量，使导游员队伍得到实际锻炼。 总之，

面对全球澎湃壮美的生态旅游浪潮，如何发挥人文景观在生



态旅游中的作用，已成为我国旅游业持续发展的后劲之所在

。赤水要实现可持续旅游发展，必须走自然生态与人文生态

相融合、提高科技文化品位的生态旅游之路，而生态旅游开

展的一项重要内容或目的就是普及科学知识、文化知识，真

正做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相结合”。既然赤

水的生态环境及人文资源为人们提供了良好的科学普及场所

，那么，随着科学普及的深入，它也必将给赤水旅游业的健

康、持续发展注入新的活力，这是当今旅游业的一般规律所

决定的。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

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