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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 红色旅游开发在全国风起云涌, 作为“中国红色

旅游基地之首”的井冈山, 在红色旅游开发建设上受到从中

央到省市的高度重视。井冈山的红色旅游资源得天独厚, 迄

今仍保存完好的革命遗址、旧址有100 多处, 其中黄洋界保

卫战、朱毛会师地、龙江书院等21 处遗址被列为全国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11 处被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井冈山市

红色旅游系列景区( 点) 已成为全国红色旅游100 个经典景

区之一, 以韶山、井冈山和瑞金为中心的“湘赣闽红色旅游

区”是全国重点红色旅游区, 南昌—吉安—井冈山线以及井

冈山—永新—茶陵—株州线属于中国红色旅游精品线路。

井冈山市自1988 年组建井冈山“旅游局”以来, 主打“红色旅

游”的牌子, 同时整合“绿色旅游”资源, 旅游业不断壮大, 成

为第一批“全国重点风景名胜区”。现在又通过“依靠旅游 ,

发展旅游”的精神不断努力和全面发展, 先后获得了“中国优

秀旅游城市”、“国家4A 级旅游区”、“全国卫生城市”、“全国

造林绿化百佳县( 市)”等荣誉称号。由此可见, 井冈山在全

国红色旅游开发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1  井冈山红色旅游开发现状

1 .1  开发效果与采取的主要措施 井冈山市位于江西省西

南部, 江西、湖南两省交界的罗霄山脉中段, 享有“革命摇篮”

和“绿色宝库”的美誉。2000 年经国务院批准, 原县级井冈山

市与原宁冈县合并成立新的县级井冈山市, 井冈山革命根据

地包括行政区划调整前的宁冈县、井冈山市、永新县和莲化

县等地, 原宁冈县是革命根据地的中心, 井冈山爱国主义教

育基地的70 % 内容分布在原宁冈县。

井冈山市外承沿海经济发达省份, 内接广大内陆地区 ,

与国内现实的和潜在的客源市场以及国际旅游的主要客源

国都比较接近 , 为了实现井冈山旅游尤其是红色旅游的发

展, 将井冈山市建成全国红色旅游的“第一城”, 井冈山市先

后完成了泰井高速公路建设、井冈山机场复航以及景区公路

的修缮。随着吉井铁路的开工建设, 井冈山将形成四通八达

的立体交通网络, 与南昌、赣州、长沙、广州等大中城市形成4

h 经济圈。在景区建设方面, 该市还将“红色摇篮”、“绿色家

园”、“古色文化”、“蓝色碧水”等旅游资源和旅游品牌重新组

合, 扩大景区范围 , 并通过招商引资对旅游点进行开发建设 ,

使游客接待能力提高了3 倍。现在井冈山风景名胜区面积

已达261 .43 km2 , 拥有11 大景区、76 处景点、460 多个景物景

观。2005 年, 井冈山游客人数达218 .46 万人次, 实现旅游总

收入11 .28 亿元。经过多年努力 , 以旅游业为龙头的第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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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已成为当地的支柱产业, 占全市 GDP 的近1/ 3 , 且每年

以高速递增 , 有力地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发展, 井冈山红色旅

游成功实现由接待型向市场型跨越。井冈山红色旅游的开

发成功得益于政府的高度重视, 在开发建设过程中采取了一

系列的良好措施: 一是理顺管理体制。井冈山红色旅游业的

发展一度存在严重的体制障碍, 井冈山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归

省林业厅管 , 井冈山垦殖集团隶属于省农业厅 , 加上井冈山

市委市政府, 山上一共有3 个“婆婆”, 管理职能既分割又交

叉。近年来, 井冈山市通过向上级部门积极争取, 逐渐理顺

了管理体制 , 自然保护区和垦殖集团一律下放给地方管理 ,

变成了井冈山市的职能部门, 掌管红色资源的井冈山市博物

馆也成为正科级单位, 由井冈山市直接管理, 省文化厅只作

业务上的指导。为统一旅游资源的经营, 井冈山成立了门票

局, 实行景区门票“一票制”, 门票总收入的18 % 归博物馆 ,

39 .1 % 归市财政 ,5 % 用于旅游促销, 其余归井冈山市旅游股

份公司, 形成了管理集中、职责明确、利益共享的管理体制。

二是井冈山红色精神的总结和宣传。2003 年11 月, 井冈山

精神大型展览在北京首展, 引起强烈反响, 首展共接待观众

11 .8 万余人。此后, 井冈山精神大型展览在全国进行了为期

2 年的巡展。2004 年 , 井冈山精神展在天津、上海、嘉兴、杭州

以及南昌巡展受到观众热烈欢迎, 参展人数达40 多万人次。

近年来, 井冈山市投资数千万元 , 对革命博物馆、行州红军标

语群、步云山练兵场等革命旧址进行抢修和改造。为深入挖

掘红色文化 , 该市成立了井冈山精神研究会, 出版了一大批

反映井冈山斗争史实的革命书籍; 精心编排了《红色歌舞大

联唱》、《八角楼上的灯光》、《十送红军》等传统革命歌舞节

目; 推出了“吃一顿红军饭、唱一首红军歌、走一趟红军路、读

一本红军书、听一堂传统课、扫一次烈士墓”的“六个一”革命

传统教育模式; 开展了红色圣地寻踪游、精神家园回归游和

举办井冈山旅游文化节等一系列宣传促销活动, 并组建井冈

山精神报告团在全国巡回宣传。三是红色旅游与生态旅游

相结合。从1995 年井冈山提出“旅游兴市”目标以来, 一直把

旅游开发科学定位为红色资源与绿色资源相结合 , 以红色吸

引游人 , 以绿色留住游人。“红色”与“绿色”交相辉映是井冈

山旅游的最大优势和卖点, 红色被称为井冈山旅游的灵魂。

近年来 , 井冈山市坚持“在保护中开发, 在开发中发展”的原

则, 投入巨资扮靓红色旅游景点。2005 年 , 井冈山市对列为

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一号工程”的井冈山博物馆进行新

馆建设。井冈山拥有全球同纬度保存最好的次原始森林

7 000 hm2 , 各类植物3 800 余种, 同时以其良好的生态环境和

宜人的气候, 被誉为“天然氧吧”、“人间仙境”。井冈山市近

年来在加大红色旅游资源保护和开发的同时, 积极开发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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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 相继开发出龙潭、主峰等生态景区以及不少供游人观

赏的“绿色”景点 : 竹排漂流、客家歌舞、客家菜肴品尝、观幽

林古藤、快艇游井冈湖等。同时 , 还推出五马朝天狩猎、攀

岩、高空钢索等表演项目, 使井冈山“红”、“绿”交相辉映、相

得益彰, 形成了集观光、娱乐、休闲、度假为一体的井冈山旅

游模式。四是市址下迁 , 政府为景区让路, 为游客让路。原

井冈山景区面积狭小的状况得到缓解。

1 .2 存在的主要问题

1 .2 .1 开发深度不足, 产品形式单一。在井冈山红色旅游

开发中, 对革命历史文化挖掘还不够, 对红色资源的深层魅

力和现实价值缺乏深度开发, 在开发中重硬轻软, 文化挖掘

和资源整合不够。对相关旅游资源也整合不够, 未能形成综

合型、复合型的旅游产品。目前革命景点提供的产品只是用

简单的图片展示和橱窗式的文物陈列, 表现方式陈旧, 导游

讲解缺少现代化手段 , 缺乏震撼力和感染力。参与体验式的

旅游项目较少 , 红色旅游商品等配套未完善。从整体上来

说, 红色旅游产品单一, 吸引力不足。

1 .2 .2 生态环境有待进一步改善。井冈山市处于群山环抱

中, 原井冈山景区面积狭小, 核心景区茨坪面积只有3 km2 ,

而常住人口由5 年前的6 000 人增加到现在的1 .7 万人, 排放

的尾气、噪声、垃圾、污水造成景区生态日益恶化, 尤其在旅

游旺季或是重要的革命纪念日, 更加剧了生态环境的破坏。

为了减少常住人口和公务往来人员对茨坪核心景区的环境

承载压力, 扩大发展空间,2005 年4 月28 日, 井冈山市政中心

所有单位全部“下山”, 陆续从茨坪搬至29 km 外山脚下的新

城厦坪, 逐渐缓解了茨坪景区的生态环境压力 , 但是在旅游

旺季或是重要的革命纪念日, 茨坪景区的生态环境压力仍然

较大, 今后井冈山市仍需加大力度对环境进行综合治理。

1 .2 .3 投入不足与旅游市场激烈竞争之间的矛盾。井冈山

市本身财政收入有限, 再加上门票收入的上交 , 井冈山旅游

发展总公司及旅游局等单位在旅游促销方面的费用每年才

100 多万元, 力度明显不够。虽然井冈山作为革命根据地的

形象早已扎根于国人的心中, 但是远离井冈山的人们有不少

认为井冈山和延安一样 , 是一座荒山, 因而必须加大促销投

入的力度, 对井冈山的红色资源与产品以及优美的自然风光

进行广泛宣传。

2  开发的S WOT 分析与可持续发展对策

2 .1  井冈山红色旅游开发的SWOT 分析  SWOT 分析是一

种分析经济活动战略地位的重要方法, 它通过对区域经济活

动所具备的优势( Strength) 和弱势( Weakness) , 所处环境中的

机会( Opportunity) 和威胁( Threat) 进行全面分析, 为制定提升

经济活动竞争力的战略提供一个比较全面、系统的判断和清

晰的思路。笔者借用此方法, 对井冈山红色旅游的开发进行

基本的分析和判断。

2 .1 .1 优势分析。

2 .1 .1 .1 拥有典型和丰富的红色旅游资源。井冈山的红色

旅游资源主要是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留下的革命遗址、遗迹

和遗物, 至今仍保存较好的革命旧址有29 处, 其中列为国家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有11 处; 列入省、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的

有18 处 ; 原市政府所在地茨坪 , 是当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

中心区域和党、政、军领导机关及后方单位所在地, 因而也是

红色资源最集中的地方 , 陈列开放的7 处革命旧址, 均被列

入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井冈山革命博物馆是江西重点博

物馆之一, 是正在改扩建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一号工程, 馆

藏文物5 800 多件。除此之外, 大量保留的红军标语、革命诗

词、革命歌舞等是井冈山红色旅游资源的有机组成部分。井

冈山红色资源具有历史文化价值高、数量多、分布集中和开

发维护好等特点, 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的重

要载体 , 是红色旅游开发的对象。

2 .1 .1 .2 区位条件优越, 客源市场广阔。从客源市场所处的

地理区位来看, 井冈山背靠珠江三角洲 , 珠江三角洲是目前

国内三大主要客源地之一, 井冈山位于该客源地500 km 半径

之内。京九线沿途设立井冈山站, 极大地改善了井冈山与珠

江三角洲的交通联系, 随着吉井铁路的开工建设, 将进一步

提高珠三角旅游者的可进入性, 从广州到井冈山乘火车只需

4 h ; 珠三角是我国经济发达地区, 居民消费水平较高, 出游率

也高, 旅游者在井冈山的日人均消费也相对较高, 因此, 珠三

角是井冈山红色旅游重点开发的客源市场。井冈山周边分

布着较多的大中城市 , 距离井冈山500 km 半径内分布着以南

昌为代表的省内大中城市 , 以长沙、武汉、福州为代表的湘、

鄂、闽三省大中城市, 这些城市人口数量多, 仅武汉、长沙、福

州、南昌4 座省会城市人口就有2 000 多万, 随着井冈山及周

边交通条件的逐步改善, 将大大增强井冈山对周边城市的吸

引力。在井冈山周边有较多的热点旅游城市和旅游地 , 如广

州、深圳、珠海、武汉、长沙、福州、南昌、九江等都是国内旅游

热点城市, 井冈山可以通过加强与周边城市的区域旅游合

作, 吸引上述旅游热点城市部分国内旅游者到井冈山旅游 ,

扩大客源市场。

2 .1 .2 劣势分析。

2 .1 .2 .1 资金短缺、人才缺乏 , 红色旅游开发受到较大限制。

旅游开发建设本身具有建设周期长、资金需求大的特点。而

井冈山市是江西西南部的一座山区县级市, 经济发展总体水

平较低, 政府所能提供的资金严重不足 , 虽然处于中国红色

旅游教育基地之首, 近年来, 受到了从中央到省、市的高度重

视, 投入较多资金用于景区基础设施与旅游接待设施建设 ,

革命遗址、遗迹等红色资源的抢救性开发和保护等方面, 但

相对于景区的软硬件建设来说, 资金缺口仍较大, 严重影响

了红色旅游开发的规模与进展, 因此迫切需要多方融资, 走

市场化道路以解决资金短缺问题。另外, 旅游规划、管理人

才以及具有较高素养的一线服务人员较少也是开发建设过

程中需要解决的一大难题。

2 .1 .2 .2 生态环境承载力较小, 资源开发与保护的矛盾突

出。井冈山地处罗霄山脉中段, 自然风景优美 , 但地域狭小 ,

核心景区茨坪面积只有3 km2 , 生态环境承载力较小。近几

年来, 茨坪人口增长较快, 人口密度较大。虽然2005 年井冈

山市政中心所有单位搬至山下的新城厦坪, 但是这部分搬迁

人口只占总人口的一小部分, 居民日常生活排放的大量废

气、废水、噪声以及固体垃圾对主景区环境造成较大污染。

随着红色旅游大规模开发建设, 茨坪景区的建筑密度进一步

加大, 在旅游旺季 , 茨坪景区人满为患 , 必然对生态环境和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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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旅游资源产生严重破坏。井冈山旅游资源开发采取以

“红”带“绿”、以“绿”衬“红”、“红”、“绿”结合的模式 , 绿色资

源遭到破坏会降低井冈山旅游的总体吸引力, 因此必须处理

好资源开发与保护之间的矛盾。

2 .1 .3 机会分析。在新的历史时期 , 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

向前发展, 中国传统文化也面临着与西方文化的交流与碰

撞, 人们的思想、价值观念已发生较大变化。为了切实改进

和加强未成年人的思想道德建设及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 ,

使他们继承和发扬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艰苦奋斗的优良

传统, 中央领导曾多次指示 , 要充分发挥以爱国主义教育基

地为代表的红色旅游资源的教育功能, 大力发展红色旅游。

中宣部等10 部门联合提出的《关于加强和改进爱国主义教

育基地工作的意见》也要求在这些地方开展红色旅游等形式

多样的活动, 为青少年的思想道德建设服务。中办、国办于

2004 年底印发了《2004 ～2010 年全国红色旅游发展规划纲

要》。2005 年是红军长征胜利会师70 周年和抗日战争胜利

60 周年, 随着我国对青少年和大学生思想道德建设的重视和

加强, 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

动的深入开展, 在我国已掀起了一股开发红色旅游的热潮。

井冈山精神是中国革命精神的源泉。新中国成立以来 ,

已有100 多位党和国家领导人先后到井冈山, 大力弘扬凝聚

中华民族之魂的井冈山精神。2004 年, 中宣部又把井冈山革

命博物馆改扩建工作列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一号工

程”, 使这里成为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活动的重要阵地。目前 ,

全国已有多所大中专院校在井冈山设立革命传统教育基地。

江西省政府、井冈山市政府也高度重视井冈山红色旅游

的开发, 在政策和资金方面都予以大力支持。井冈山红色旅

游开发迎来了前所未有的良好机遇。

2 .1 .4 威胁分析。

2 .1 .4 .1 开发中红色文化和革命传统文化的失真带来的威

胁。对红色旅游资源的开发, 必须尊重历史, 实事求是, 如不

能准确地把握历史背景和红色旅游资源的本质特点, 红色旅

游很可能丧失特色和原真性, 失去其核心吸引力。对某些已

消失的历史遗物切不可随意仿制 , 对革命遗址的修复尽可能

还其原貌, 对红色旅游景点与革命故事的讲解不可离开“红

色”基调 , 否则, 不但不能振兴当地的红色旅游市场, 而且会

影响红色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准确地把握红色与旅游的结

合, 是开发红色旅游的关键所在。因此, 如何使红色旅游产

品保持自己的本色 , 更好地传承红色文化与革命传统文化是

红色旅游开发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2 .1 .4 .2 面临与国内其他著名红色旅游地激烈竞争的挑战。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虽拥有许多高品质的红色资源, 并且知名

度大, 开发历史较早, 但地域文化底蕴总体较浅 , 而北京、上

海等地具有较深厚的地域文化底蕴, 况且北京与上海是大都

市, 开发红色旅游的软硬件建设相对较为完善 , 人才与资金

较充足 , 同时拥有许多现代化的高科技手段用于红色旅游产

品的包装、展现。北京、上海等国内著名红色旅游地的快速

发展对井冈山红色旅游构成了巨大的竞争压力。

2 .1 .4 .3 面临与周边地区同属山岳型旅游地的空间竞争的

挑战。周边地区与之相竞争的山岳型旅游地主要有京九铁

路江西段沿线的庐山、三百山以及安徽的黄山。庐山是一座

中外文明的世界级名山,1996 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世界

文化景观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它也是至今中国唯一列入世界

遗产名录的文化景观。庐山自然风光秀美, 是著名的避暑圣

地, 而且文化底蕴极其深厚, 包括政治文化、艺术文化、儒家

文化、宗教文化、地质文化、别墅建筑文化等, 每年数百万中

外旅游者赴庐山旅游, 他们不仅欣赏庐山的自然美景, 同时

参观游览各类人文景观, 其中有相当部分旅游者到庐山旅游

后, 不再到井冈山旅游, 因此, 庐山对井冈山的“屏蔽效应”较

为明显。黄山与三百山也是知名度较大的风景名山, 和庐山

一样, 由于距井冈山较近, 同样与井冈山形成空间竞争。

2 .2 井冈山红色旅游开发的对策

2 .2 .1  将红色旅游开发与旅游扶贫相结合。以当地群众脱

贫致富为首要目标, 充分考虑当地群众的利益 , 在开发中坚

持居民参与的原则, 采取多种形式使当地居民积极投身到红

色旅游的管理与服务中去, 在上岗前对他们进行相应的培

训, 同时为当地居民提供开发土特产、旅游纪念品等商业机

会, 使得旅游开发与当地居民的利益融为一体 , 使当地群众

支持红色旅游开发工作。居民在参与红色旅游开发中 , 将逐

渐提高自身的生存能力, 并通过与游客的接触、交往 , 促进他

们思想观念的变化和进步, 最终起到精神扶贫的效果。

2 .2 .2 挖掘红色旅游资源的文化内涵, 提升红色旅游产品

品位。

2 .2 .2 .1 在以党史研究为主线的红色文化资源收集整理工

作中, 对井冈山革命历史时期进行全面细致地调查了解, 深

度挖掘其红色文化内涵。

2 .2 .2 .2 积极开发整合红色资源 , 深入挖掘和丰富红色旅游

产品的内涵。红色旅游不是简单的爱国主义教育 , 不是列出

几个爱国主义教育项目 , 搞搞设施建设 , 而是要挖掘红色精

神, 展现红色文化。在整合开发中, 要体现红色文化的意义 ,

明确整个产品的卖点, 要增加体验性与参与性项目, 如在黄

洋界保卫战中, 要模拟当年红军战斗的场景, 并利用现代化

的声、光、电等高科技手段 , 力求真实, 体现红军英勇杀敌的

革命精神, 并让游客参与其中。要进一步发掘毛泽东、朱德

等伟人在井冈山的传奇革命故事 , 精心编写能满足不同游客

的解说词, 以此丰富红色旅游产品的内涵。

2 .2 .2 .3 努力培养红色旅游专业人才。随着井冈山红色旅

游的大力开发, 有关红色旅游的管理人才、营销人才及各项

专业技术人才的需求量较大, 因此必须采取措施加大人才引

进力度, 并通过对旅游从业人员进行遵守职业道德、规范旅

游服务和熟悉旅游产品的培训工作, 提高红色旅游的产业素

质, 营造有利于旅游业发展的社会环境氛围。与游客直接接

触的导游人才对历史事实的讲解不仅要准确、真实、丰富, 还

要力求生动, 寓教于乐, 增强对游客的吸引力。

2 .2 .3 推进大井冈山( 吉安市) 红色旅游开发, 增强井冈山

市红色旅游开发后劲。井冈山红色旅游开发必须从“全市一

盘棋”( 这里的市指吉安市) 的战略高度进行规划、开发 。这

样才能做到优势互补、品牌共建、线路对接、客源对流。吉安

市红色旅游应按照“一个品牌、两个集散地、三个重点区域”

和红、绿、古旅游有机结合的原则进行布局。一个品牌: 即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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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共打大井冈红色旅游品牌。两个集散地: 即以吉安火车站

和吉安客运总站为枢纽的吉安中心城区主集散地和以井冈

山火车站和井冈山机场为枢纽的泰和次集散地。三个重点

区域: 即井冈山红色旅游区、永新三湾红色旅游区、青原东固

红色旅游区。目前已确立了吉安红色旅游主题形象主打

———井冈“红”, 辅之吉安“绿”和庐陵“古”, 把吉安打造成为

青山绿水、人文荟萃的红色旅游首选地。目前, 在红色旅游

开发方面, 井冈山应加强与永新三湾及青原东固红色旅游区

的联系, 采取有利于信息传播、技术交流、人才与物资合理流

动的多项措施, 共同打造红色旅游产业链, 最终实现大井冈

山红色旅游经济的一体化, 增强井冈山市红色旅游开发后

劲。

2 .2 .4 实行有效的价格策略。井冈山在1995 年提出“旅游

兴市”的发展战略, 经过十多年的发展, 旅游地开发初具规

模, 旅游设施、旅游服务逐步配套, 红色旅游产品基本定型并

形成一定特色。近几年来, 游客量出现稳步增长, 经济效益

不断提高, 根据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 井冈山红色旅游地已

进入生命周期的成长阶段。在这一阶段, 井冈山在竞争日益

激烈的国内红色旅游开发中要保持“领跑者”的地位, 红色旅

游产品在此时应提高质量, 增加产品种类, 扩大接待规模。

价格策略以降低成本、稳定价格为主。目前 , 井冈山旅游区

实行门票“一票制”也是价格策略的一大体现, 有利于价格的

统一与稳定, 从而使红色旅游产品及品牌在旅游者心中占据

一定地位, 从而尽可能延长成长期的时间。

2 .2 .5 采取点轴开发模式 。从井冈山红色旅游发展的实际

情况看, 点轴开发模式比较适合该区域的红色旅游开发建

设。井冈山红色旅游数量较多, 目前, 保存完好的革命旧址

有29 处, 其中有10 处属于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8 处属

于省市级文物保护单位。首先重点开发培育以革命人文景

观为主导的茨坪、黄洋界、桐木岭景区和黄洋界保卫战胜利

纪念碑、井冈山革命历史博物馆、井冈山烈士陵园、井冈山会

师纪念碑等景点, 对以上景区( 点) 进行包装、修缮, 使它们成

为井冈山红色旅游的增长级, 其他的景区( 点) 视情况进行开

发与保护 , 在此基础上把以上开发较好的景区( 点) 尽可能通

过主要交通线( 主要是公路) 连接起来, 成为闭环状, 其他相

对次要的景点也应有相应游览路线连接, 主要公路尽可能通

过较多的景点, 以利于游客旅游。总之, 井冈山红色旅游区

应以区域内主要交通线为主轴, 区域知名景区、景点为依托 ,

渐次开发建设, 构成该区域红色旅游开发的战略支点。

2 .2 .6 “四大品牌”旅游资源的综合开发。井冈山旅游资源

主要以红色文化、绿色资源、旅游节庆、农业观光为主, 要以

“红色”为基调 ,“绿色”为依托,“红”“绿”结合, 综合开发井冈

山的优势旅游资源, 把“红色旅游”与“绿色旅游”、“节庆旅

游”、“农业观光旅游”结合起来 , 科学合理地规划旅游景点 ,

形成具有井冈山特色的精品旅游线路, 这样既可以满足不同

层次旅游者的多方面需求, 又可以提高旅游业的整体规模效

益。在旅游产品开发过程中要突出红色文化主题 , 同时要打

造旅游产品套餐, 实行捆绑销售 , 只有这样, 才能延长旅游者

的停留时间 , 增加旅游收入 , 同时能有效化解旅游业经营风

险, 实现可持续发展。

2 .2 .7  红色旅游的联动开发与协作开发。井冈山红色旅游

的发展要用开放的思路 , 走开放型旅游业发展的路子, 加快

整合该市旅游资源, 从全市的角度把有价值的革命遗址、遗

迹整合串联推出, 打破条线上的各自为政, 使红色旅游资源

产生整体效益, 并加强与周边省市的联合互动。首先, 要打

好四大品牌, 整合资源、体制和机制, 全方位提升井冈山市红

色旅游产品的质量, 加强区域合作, 把红色旅游资源整合成

为有震撼力的旅游产品。其次, 与周边红色旅游资源丰富的

省市进行区域协作开发 , 联合开发红色旅游精品线路, 共同

开拓红色旅游客源市场。如《纲要》中提出的南昌—吉安—

井冈山线与井冈山—永新—茶陵—株州线2 条红色旅游精

品线路要成功运营就必须加强井冈山与周边城市的旅游合

作。要开展多方交流与合作, 在不同地区、不同市场, 整体或

区段进行联合宣传促销, 实现资源共享、信息共用、市场共

建、利益共谋, 把井冈山的红色旅游与周边省市乃至全国紧

密联系在一起, 进一步巩固井冈山作为全国红色旅游教育基

地之首的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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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 高浓度结晶有机肥在施用量为普通复混肥施用量

75 % 情况下, 西瓜产量相当 , 含糖量增加 11 .9 % , 净增收

1 598 .4元/ hm2 ; 在施用量与普通复混肥相当的情况下 , 增产

率达12 .6 % , 含糖量增加25 .5 % , 净增收11 382 .0 元/ hm2 。

( 3) 施用高浓度结晶有机肥应用效果好 , 值得大面积推

广, 但价格偏高, 应设法降低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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