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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县域旅游开发中的社会人文环境建设与保护———以湖北省咸丰县为例

肖拥军,周玲,李会琴 ( 中国地质大学管理学院, 湖北武汉430074)

摘要  结合咸丰县的具体情况 , 认为县域人文旅游环境建设和保护须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 发挥旅游开发的扶贫功能 , 促进社会的持续

稳定 ; 增强旅游环境的安全性 ; 正确处理好当地人员与游客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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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旅游经济迅猛发展的今天, 湖北省内大部县市都制

定了旅游开发规划。然而 , 要保证旅游开发规划的顺利进

行, 需一系列的保障条件, 建设良好的社会人文环境是旅游

开发保障体系建设的重要环节。所谓旅游开发的社会人文

环境, 是指为保障旅游业可持续发展而营造的特定的社会

环境 , 其主要特征包括地区社会对旅游开发的认同程度、旅

游安全性、旅游便利性、旅游者与当地居民的和谐程度等。

笔者以湖北省咸丰县为例进行探讨。

1  人文环境现状

位于湖北省西南边界的咸丰县属典型的老、少、边、山、

穷县。全县辖13 个乡镇,288 个行政村。据2001 年最新人

口普查资料, 全县人口36 .40 万人, 人口密度143 人/ km2 , 其

中以土家族、苗族为主的少数民族占总人口的67 .6 % 。长

期以来, 由于历史和自然的原因, 社会和经济发展缓慢 , 居

民普遍贫困, 贫富悬殊小; 同时也因为没有进行深度开发 ,

县内自然和人文旅游资源保存较完好, 为旅游开发提供了

很好的资源条件。县内人文旅游环境总体而言是社会稳

定、治安状况良好、刑事犯罪率较低; 城乡人民对外来游客

态度友好 , 无敌视态度和寻衅滋事行为, 山乡村民民风淳

朴。虽为多民族聚居区 , 但经过长期的民族融合, 少数民族

汉化较普遍。20 世纪80 年代以来 , 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 ,

医疗设施不断完善, 医疗队伍不断扩大, 医疗水平不断提

高, 各县医疗卫生状况逐步改善; 全县中心城区和某些乡

镇, 有一定旅游接待能力 , 但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旅游需

求; 旅游从业人员的服务技能技巧有待提高; 非盈利方面的

服务 , 如旅游信息中心、旅游咨询电话、旅游警察等缺乏。

2  旅游开发对社会环境的影响分析

2 .1  对社会关系的影响  在咸丰县 , 相对封闭的环境影响

了人们的生活方式 , 封锁了社会经济、意识形态的形成、发

展和交流。旅游开发将极大推动旅游业的发展, 将打破原

有的小农经济体制, 出现多样化的经济结构和从业结构。

旅游开发的实施及旅游业的发展会促使一部分人先富起

来, 使原有社区居民间的贫富差距拉大 , 从而改变人的社会

地位结构 , 形成新的人际关系结构。地方收入的增长, 新的

思想意识形态的形成, 会使原有的人与环境的关系及人与

人的关系发生根本转变 , 但如果旅游开发引导不当, 就会引

发新的社会问题, 从而影响旅游开发的顺利进行。

2 .2 对当地观念和生活方式的影响  随着旅游开发和旅

游业的发展, 旅游者对当地人文环境影响会逐步加深。在

旅游活动的过程中 , 旅游者对当地居民的影响会大于居民

对旅游者的影响 , 这主要是因为旅游者与当地居民的接触

是短暂的, 而居民同旅游者的接触是长期的, 旅游者所带来

的思想、文化对接待地居民有潜移默化的作用。更重要的

是, 随着旅游规划的实施 , 将有大量的农耕劳力逐步转入旅

游产业。市场经济、高节奏的群体协作、现代化的管理模式

将改变传统的生产关系, 更新人们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模式。

旅游投资者、管理人员、旅游者在本县的消费行为及其他社

会行为会对本区居民会造成较大影响, 并引起新旧观念的

冲突。生态旅游业的运作必将采用媒体宣传、信息高速公

路和互联网络等现代化的营销手段和管理工具 , 这些都会

对部分山区社会产生深入、持久的影响, 使居民的生活方式

出现跨时代的飞越。

文化和社会关系作为社会上层建筑, 必须建立在一定

经济基础之上。如果当地居民在旅游开发中没有获得相应

的经济地位 , 当地居民就会形成消极对待甚至抵制旅游业

的社会群体心理 , 使旅游地社会心理容量减小, 从而阻碍旅

游业的发展 , 最终使当地失去以发展旅游业而脱贫的机会。

因此 , 咸丰县旅游开发中的社会人文环境能否良性发展 , 关

键在于旅游开发对当地居民经济地位的改善程度。

3  保护与建设措施

3 .1  发挥旅游开发的扶贫功能 , 促进社会的持续稳定  利

用旅游开发对贫困地区进行造血式扶贫, 是近些年开发扶

贫的一个热点。旅游投资的扶贫效应来自投资乘数效应的

发挥。投资乘数效应的充分发挥, 要依赖一定的市场条件 :

首先, 市场上必须存在剩余的生产资料与消费资料; 其次 ,

要建立完善的市场机制, 即企业可随时根据市场供求调整

供应; 此外 , 生产扩张的实际需要与社会剩余的生产与消费

资料协调一致。只有当这些条件满足时, 边际消费倾向才

有尽量增大的可能 , 乘数效应才能得以充分发挥。咸丰县

经济总量小 , 行业门类不齐 , 市场的通透性不够 , 这就要求

县乡政府在主导旅游开发时 , 进行投资建设中生产消费的

引导, 旅游开发建设物资和人力尽量就地取材, 同时, 要有

利于行业结构的调整和行业关联度的加强。具体旅游开发

扶贫策略可从如下方面着手。

3 .1 .1  制定旅游扶贫规划。要将旅游扶贫作为一项重要举

措纳入扶贫计划 , 制定有利于贫困人口的旅游开发政策 , 为

旅游开发扶贫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 大力争取国家旅游扶

贫开发基金 , 实施社会文化教育项目 , 组织希望从事旅游行

业的人进行行业培训 , 引导其参与旅游产品的综合生产。

3 .1 .2  增加贫困人口直接或间接参与旅游业的机会。在合

理规划的前提下 , 为景区内贫困农户加入家庭旅游服务提

供基本条件 ; 优先安排当地年轻人在饭店、宾馆、景区培训

和就业, 景区、景点清洁卫生、个人摊点优先为贫困人口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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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机会; 给贫困家庭提供贷款, 使其有启动资金参与旅游

业; 发掘民间工艺, 制作旅游工艺品, 引进国内其他地方的

民间工艺 , 利用咸丰县当地丰富的资源生产旅游商品, 开展

贫困人口工艺技术培训班, 传授工艺品制作技术, 提高贫困

人口生产水平。

3 .1 .3 增强农业与旅游业的关联度。大力开展茶、中药材、

干果、鲜果生产, 为旅游商品市场提供绿色山野食品。发展

粮、油、烟、羊、生猪、家禽等传统农业产品生产, 供应旅游饭

店和家庭旅馆。在城区和景区周边开发为城镇旅游服务的

蔬菜、花卉、禽、蛋及观赏性动植物生产基地。以旅游为依

托, 建立农工商一体化经营服务组织。积极推广“公司+ 基

地+ 农户”或“公司 + 农户”的生产经营模式 , 沟通农业生

产、手工艺品生产与旅游市场之间的联系 , 运行过程中应有

计划地向贫困户实行优惠倾斜政策, 解决贫困农户的市场

销售问题。

3 .2  增强旅游环境的安全性  旅游安全是旅游活动顺利

进行的保障, 是影响旅游目的地形象的重要因素之一。旅

游地任何一项安全事故都会使游客特别敏感, 甚至放弃对

该目的地的选择, 从而造成旅游客源的大量流失, 这种损失

往往须付出巨大努力才能挽回。因而, 区域旅游发展中必

需将旅游安全问题作为旅游环境建设的首要问题对待。对

于咸丰县而言 , 主要应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 ①加强治安

保卫工作 , 做好防疫和防意外伤害工作 , 保障游客的人身和

财物安全 ; ②加强气象水文监测和预测 , 预防气象灾害 , 尤

其是洪涝灾害对全区各旅游景点的威胁 ; ③建立健全防灾

减灾工作体系 , 增加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监测与分析

预报能力 ; ④建立旅游安全通讯网络 , 增强处理各种突发事

件的反应能力和救助能力; ⑤各主要景区( 景点) 建立救护

中心 , 配备安全救护人员 ; 宾馆饭店建立监视系统, 配备安

全保卫人员, 确保游客安全 ; ⑥定期检查景区( 景点) 游乐设

施、食宿场所、道路交通设施以及进入景区营运车辆的安全

状况 , 防患于未然 ; ⑦严禁不符合安全要求的车辆、游船、场

所和有关设施的投入( 或继续) 使用, 及时整改没有安全保

证的场所设施。

3 .3 正确处理好当地人员与游客的关系  居民对待旅游

者的态度会随着旅游发展的不同阶段而发生变化。在开发

初期 , 由于旅游业为当地居民带来工作机遇、增加经济收

入, 居民对旅游者的到来一般持欢迎态度。随着旅游开发

的深入进行 , 由于旅游开发和旅游者的进入带来当地居民

生活空间变小、物价上扬、生活成本增加, 以及对樵采、捕猎

等传统生计活动的限制或取缔 , 旅游者的趾高气扬的错误

态度等原因 , 可能引发当地居民对旅游业和旅游者的怨恨

和敌意, 影响当地旅游声誉。因而在旅游发展中必须对居

民态度予以有效引导和调控。

要让居民改善对旅游者的态度, 关键是要让当地居民

切实从旅游开发和发展中受益 , 让其感到旅游业与其生活

生计密切相关, 从而支持旅游业发展。具体可采取的措施

有: ①促进政府有关部门采取有效措施, 及时消除居民与旅

游业方面的矛盾、隔阂和不理解; ②旅游吃、住、行、游、娱、

购等设施的建设中, 不仅考虑旅游业的需要, 还应重视与当

地村镇的联网, 服务于当地社区 , 改善当地居民的物质文化

生活 ; ③增强旅游业与当地传统产业之间的联系, 结合当前

山区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大形势, 建设旅游农业基地 ; ④利

用多种形式向游客宣传当地少数民族居民的生活习俗与禁

忌, 消除少数民族居民与外来游客的隔阂 ; ⑤任用、提拔少

数民族干部 , 鼓励少数民族参与旅游公司的经营与管理 , 参

与本县民俗文化的开发决策, 尊重他们的民族地位 , 增强其

民族自豪感。

4  结语

旅游开发的社会人文环境保护与建设是一项系统工

程, 需要当地政府、居民、旅游者的共同努力。应依照经济

发展规律, 结合当地的实际状况, 有规划、按步骤地营造和

谐的社会环境, 真正让旅游业在当地得以持续发展 , 并成为

地区脱贫致富的重要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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