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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培育万泉河旅游品牌政府责无旁贷 

作者：王湘 来源：海南日报 添加日期：10年02月03日 

  万泉河漂游正逐渐成为海南旅游的又一个新品牌。但应了“人怕出名猪怕壮”的老话，一看到

捷足先登者有钱赚，30公里的万泉河下游一下子就冒出了5家竹排观光公司，不管有没有合法手

续，先上马再说。结果呢？由于提供的漂游项目内容几乎完全一样，了无新意，在客源无法出现迅

速增长的情况下，各公司之间只好大打价格战。而价格战一打，利润一薄，降低服务质量就成为必

然，导致游客投诉居高不下。完全可以想象，此种混战局面不结束，那么，一个本来很有发展潜力

的项目，极可能死在生机勃勃的途中。 

  不管开发企业的资质和门槛，不管提供的产品是否存在同质化现象，不管有没有经过严格的立

项评估，在海南旅游界，只要谁有一个别开生面的创意，只要这个创意变成可以赚钱的项目和产

品，即刻就会出现一批依葫芦画瓢的“克隆”者一哄而上，分抢这不可多得的美餐。若干年前，民

俗文化是热点，有卖点，结果全省这也是民族风情村，那也是民俗风情村，把所谓的民族风情糟蹋

得不成模样。后来有人奇思妙想搞“野人部落”，全省又一下子冒出9家换汤不换药的“野人

谷”，把“经”念得更加臭不可闻。现在万泉河竹排观光数家公司抢食，不过是海南旅游市场痼疾

的又一次发作。 

  政府对重大旅游项目的掌控能力必须受到追问。毫无疑问，万泉河已经是家喻户晓的海南形象

代言品，有相当的号召力，外地游客对万泉河可谓神交已久，万泉河漂游具备成为一线品牌的潜

质。就像海棠湾、美丽沙的开发一样，万泉河的开发，政府应该牢牢抓住主动权。一是以规划约

束。从宽广的视角对万泉河进行总体概念规划和详细的单项规划，理清开发的思路。二是应该选择

有实力、资质好的企业作为开发商，高起点、高标准建设。三是经营权的出让应该附带条件，既要

保证开发企业的自主经营权，又要保证万泉河的生态环境、旅游资源可持续发展。遗憾的是，目前

万泉河的开发不仅达不到上述要求，而且当多家竹排观光公司打成一团的时候，当地相关政府部门

皆表示不在权限之内，无能为力。这就让人好生奇怪，难道万泉河从来就是无人过问的空白地带？

难道随便扎几个竹排就可以接待游客？难道漂游价格想怎么定就怎么定？这样的态度，这样的作

为，怎么可能导引万泉河科学开发，怎么可能保证旅游市场健康、公平、有序发展？ 

  进一步讲，培育万泉河漂游品牌，政府担当的责任还非常之多。河流漂游，全国太多，万泉河

漂游能以什么样的独特内容吸引游客?差异带来优势，万泉河漂游必须培养自己的特色。有人曾以

“中国的亚马逊河”的概念比附万泉河。不管这样的比附有没有必要，至少提醒当地政府从现在

起，就要严格保护万泉河的水质和两岸原生态的植物景观，注意它的上游的水土保持，为今后的可

持续开发留下一条原始、本真的河流。这样的宏观统筹，只有政府做得到。 

  纷繁复杂的市场竞争中，政府是规则的制定者和裁判者。面对万泉河竹排观光的开发乱象，立

规者和裁判者却迟迟未能露面，叫人莫名惊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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