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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旅游规划设计对地方旅游产品的开发、旅游产业的布局和旅游形象的定位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对利川市各地旅游资源综合
考察的基础上 , 针对具体情况对其进行综合分析评价, 然后进行规划设计 ,提出旅游资源的可持续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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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利川市概况及旅游资源

利川市位于湖北省最西部, 南邻潇湘、西靠蜀渝、北依三

峡。清江自西向东横贯境内, 平川大坝与山地丘陵镶嵌两

岸, 为有利之川 , 故名“利川”。全市平均海拔1 100 m, 总人口

83 万人, 在4 612 km2 土地上生息繁衍着以土家、苗族为主体

的18 个民族, 是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面积最大、人口最多

的县级市。地跨东经108°21′～109°18′, 北纬29°42′～30°39′,

东西宽92 km, 南北长105 km。

利川市旅游资源丰富, 一些重要景观景点 , 不仅具有国

内旅游价值 , 而且具有世界旅游价值, 这是利川发展生态旅

游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基础条件。利川历史悠久, 保存有大量

的古遗址和名胜古迹, 境内有古遗址13 处、古墓葬11 处、崖

墓14 处、古石刻6 处、革命遗址及革命纪念地6 处, 均列为市

级文物保护单位。其中 : 大水井古建筑群为国家级重点保护

单位, 太平塘摩崖题刻、鱼木寨2 处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建

南古代巴人崖葬遗址、谋道湛家牌坊、南坪如膏书院、团堡石

龙寺等6 处为州级文物保护单位。境内自然景观奇特秀丽 ,

丰富多彩。位于团堡的玉龙洞风景区和凉雾境内的水莲洞

公园也已初具规模。位于谋道的水杉古树, 是目前地球上已

知的最大、最古老的一棵水杉母树, 树龄达500 余年, 人称

“水杉王”、“活化石”、“天下第一杉”。位于毛坝的星斗山, 以

其植被区系庞杂、起源古老、植被种类丰富著称于世, 人称

“华中天然植物园”, 为省级自然保护区。

利川是八百里清江和郁江的发源地, 具有丰富的自然旅

游资源 , 它是我国南方最大的天然植物园星斗山的主要所在

地和植物活化石水杉王的生长地, 是世界莼菜之乡。年平均

气温23 .3 ℃, 为避暑胜地。利川是一个溶洞的王国, 腾龙洞

穴群共有上下5 层, 大小支洞300 余个 , 洞中有山、山中有洞、

无山不洞、无洞不奇, 洞中有水、水洞相连 , 集山、水、洞、林、

石、峡于一体, 容雄、险、奇、幽、秀于一炉, 构成了一个庞大、

雄奇的洞穴奇观。2006 年11 月1 日, 由欧洲洞穴协会会长、

英国教授杰德·凯姆平等与中国地质大学教授鄢志武等中外

洞穴专家组成的联合科考探险队对腾龙洞的探测结果表明 :

腾龙洞总长达59 .8 km, 洞穴容积近4 000 万 m3 。洞穴最高处

237 m, 最宽处174 m, 洞内共有150 余个洞厅, 象形石140 余

种; 落水洞洞口高20 m, 宽10 m, 飞瀑落差30 m, 最大流量676

m3/ s 。腾龙洞属中国已探明的最大溶洞,属世界特级溶洞之一。

2  利川市旅游业的现状及存在问题

利川市旅游业还处于初级阶段, 旅游业的发展已具备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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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的基础, 旅游业的产业地位正在上升。与此同时利川市

旅游业的发展也存在着明显的问题和潜在的隐患, 主要有 :

宣传力度不够, 知名度有待加强 ; 交通极为不便; 景区基础建

设设施严重滞后; 缺乏满足多层次游客需要的住宿设施, 现

有设施缺乏配套娱乐项目; 旅游商品制造、销售产业发展缓

慢; 景区旅游消费增长缓慢; 旅游景观格局比较单一 ; 旅游容

量有限; 投资力度不够等。作为身处老、少、边、穷地区的全

国贫困县利川市其旅游资源丰富、劳动力密集、旅游发展的

潜力巨大, 可见旅游业对其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3  利川市旅游资源可持续发展战略

3 .1  旅游资源深度开发战略 狭义的旅游资源开发是指单

纯的旅游资源利用的技术。广义的旅游资源开发是指在旅

游资源调查和评价的基础上, 以发展旅游业为目的, 以市场

需求为导向, 有组织有计划地对旅游资源加以利用, 发挥、改

善和提高旅游资源对旅游者吸引力的综合性技术经济工

程[ 2] 。深度开发即从结构上予以完善, 内容上予以充实 , 质

量上予以提高, 市场辐射范围予以扩大。利川市的旅游资源

丰富, 但其深度利用和功能拓展明显不够, 因此应当按照强

弱结合和内容互补的原则重新设计组合旅游产品 , 借以增加

总体规模和游客的滞留时间, 实现名气进一步提升的目的 ,

扩大市场认知程度和游客认同感。

3 .2 品牌营造战略  在现代旅游业的发展中, 旅游品牌形

象的地位与作用日渐突出, 旅游品牌形象战略已成为区域旅

游发展的新武器、新工具、新思维。在现代旅游业的发展中 ,

旅游品牌形象设计正在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利川作

为一个重要的旅游目的地, 就市场认知而言尚未形成一个成

熟的旅游目的地形象, 可持续发展的动力不足。因此, 必须

营造一个完整的利川作为目的地的品牌。

“十一五”时期, 利川市将按照建设国家级优秀旅游城市

的总体目标, 把旅游业建设成为支撑市域经济发展的骨干产

业, 实现由旅游资源大市向旅游经济大市的跨越。到2010

年, 力争游客接待量达到80 万人次 , 旅游总收入占市域生产

总值的比重提高到10 % 以上。一是实施旅游综合开发。坚

持规划先行、保护第一、永续利用的原则, 以腾龙洞为龙头 ,

以大水井、齐岳山、鱼木寨为重点, 整合优势资源, 高标准建

设、高水平管理, 打造旅游精品。全面完成腾龙风景区旅游

开发, 力争将腾龙洞建设成为国家级旅游风景区。逐步推出

以溶洞观光游、避暑休闲游、民族文化游为主题的精品线路 ,

发挥主要旅游景点的综合效益。二是完善旅游综合功能。

优化升级景区的道路和通讯设施。积极发展旅行社、宾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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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树种分布复杂度, 在垂直方向上要增加植被的种类, 加

大植株的年龄跨度, 丰富物种和生长形态 , 包括草、藤、灌、

乔, 从而达到单位面积内生物数量的稳定; 在水平方向上要

规划出不同植被的演替计划, 通过不同的干扰方式和时间的

发展, 能形成合理的植物演替。比如通过干扰, 那些需要遮

阴和保护的物种能够替代那些能适应裸露土壤和大量光照

的先锋物种。其次, 要考虑确保树木具有生长空间和生态效

应, 灌木间隔空间应为120 ～200 c m, 小乔木间隔空间为6 m

( 当完全成熟时10 m) , 大乔木为10 m, 而草木植株为40～120

c m; 缓冲林带宽度最少为25 m。当然缓冲带的宽度越宽, 产

生的综合效应就越多。在较为陡峭斜坡或是土壤渗透能力

较差的地带, 缓冲林带的宽度需要40 m 或更宽 , 这样才可使

径流充分地进入土体, 植物和微生物有充分的时间吸收和分

解营养物质, 但是如果缓冲林带建立在粘性土壤上宽度至少

要200 m。缓冲林带的营造一般采用工程造林, 造价约2 000

～5 000 元/ hm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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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饮、购物等旅游服务业, 构建融“吃、住、行、游、购、娱”于

一体的大旅游产业格局。积极开展富有民俗文化品位、满

足游客消费需求的旅游商品。加强旅游宣传促销 , 增强旅

游业的对外吸引力。三是加快第三产业发展。进一步规范

房地产开发, 促进房地产产业健康发展; 加快建设农副产品

专业市场、客运市场。改造和提升高贸流通、餐饮娱乐、医

疗保健等传统服务业。大力发展物流、金融、保险、信息、法

律、咨询、投资论证、资产评估、中介服务等服务业, 全面发

展教育文化、体育健身等新兴服务业。鼓励创办家政服务、

托幼养老、维护服务、代办代理等社区服务业。加快发展大

型超市、品牌经营、特许经营、代理配送、连锁经营、网上交

易等现代商业服务业。

3 .3  旅游产业配套战略  旅游业是综合性产业, 其持续、

快速、健康的发展离不开各环节的配套和各部门的配合。

基础设施建设和人才建设是制约利川旅游产业进一步发展

的瓶颈, 因此 , 应鼓励旅游基础设施建设的相关部门对旅游

业的支持和配合 , 要防止各基础设施和旅游环境保护设施

重复、过剩或不足, 逐渐扭转国内多年来形成的饭店、旅行

社数量过剩, 交通、娱乐设施不足的偏畸现象。要与经贸

委、农业部、科技部、林业局等部门协作, 积极引导旅游产业

的跨行业、跨地域、跨部门发展 , 同时, 政府部门应制定合理

的旅游产业发展规划, 引导各利益主体的投资、经营行为,

并提供相应的政策和资金的支持与保障, 以实现区域整体

环境的总体改善, 保障区域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宏观环境。

3 .4  区域协调战略  旅游业是一个复杂的、综合性很强的

产业, 涉及众多的行业和众多的政府管理部门。旅游规划

需考虑自然、社会、经济等种种因素 , 因斯克普( Inskeep E,

1991) 把其基本组成要素归纳为6 个方面[ 3] 。在现阶段, 旅

游业普遍存在投资热潮愈加高涨 , 经营的广延性和渗透性

突出 , 但相应的社会化管理薄弱, 法制建设落后 , 旅游发展

的整体协调性和规范性不够。区域协调的概念就是在这样

的背景下产生的, 为了协调不同旅游地之间的相互关系 , 明

确各自的比较优势, 实现扬长避短、优势的充分合理利用,

必须协调系统间和系统内部的相互关系。

3 .5  政府、企业共同开发战略  2005 年5 月, 香港驰生公司

和安徽黄山中安公司联手 , 组建了利川腾龙洞风景区旅游

资源开发有限公司,9 月初 , 首期注册资金1 020 万元到位。

此前 , 腾龙洞开发公司与利川市政府签订合作协议 , 投资1 .

5 亿元打造腾龙洞。重庆索特集团将在2005 ～2010 期间总

投资8 900 万元建设规模20 km2 的齐岳山生态旅游区度假

村、跑马场、滑草场、公路44 .8 km, 由此, 政企联手打造利川

旅游业已形成良好态势。但是鉴于利川市旅游管理部门协

调能力非常有限, 加之法制不健全, 致使几乎无法对景区景

点这一旅游业中绝对重要的环节实施有效的管理, 各项行

业管理措施难以落实 , 导致景区管理成为旅游管理中问题

最多、最薄弱的一部分。为有效确保旅游规划的实施和全

区旅游业的持续发展 , 建立以旅游管理部门为主的宏观调

控机制 , 应包括: ①建立管理人员责任制 , 确保每个员工的

工作职责; ②加强旅游管理部门对旅游产品开发的引导和

管理 , 旅游资源开发必须有规划和环境影响评估, 且符合全

区旅游发展规划; ③加强旅游管理部门在旅游基础设施建

设中的主导作用。因此, 组建高级别的旅游协调机构 , 将文

物、文化、园林、林业、公安、交通等部门纳入旅游管理协调

机构的范围内 , 实施政府主导型旅游开发战略 , 对于利川旅

游市场的治理和规范、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已是刻不容缓。

参考文献

[ 1] 李亚非.旅游经济[ M] .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2001.
[2] 马耀峰,宋保平, 赵振斌. 旅游资源开发[ M]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 :

313 - 314 .
[3] 保继刚,楚义芳.旅游地理学[ 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231.

127235 卷9 期                周早弘  发达地区防治农业面源污染的工程技术运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