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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我国中西部地区小城镇旅游资源十分丰富 , 有保存完好的原始自然风貌和独特的民族文化 ,极具地方特色和品牌效应。但由于
受到客观条件和主观因素等各方面的影响, 其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仍属低效型 , 其大部分旅游资源仍处于闲置状态。结合湖南隆回旅
游资源的内容和基本特征 ,就其发展模式和深度开发提出了构思和建议 ,为我国中西部山区小城镇旅游业快速、健康地发展提供切实可
行的科学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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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ourist resources inthe small-sized cities i n mid- west area of China are very rich,and the complete pri mitive natural style and the clearest
unique national culture are preserved withthe local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brand effect extremely .Because of the various factors such as the detachment
condition and the subjective factor and so on ,the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of tourist resources are still a lowefficiency ,its majority of tourist resources
was still at the idle condition.In this article combined withthe content and the essential feature of tourist resources in Longhui of Hunan,the idea and the
suggestion of its development model and deep utilization were proposed ,which coul d promote the fast and healthy development of tourismi ndustry in the
small-sized cities in mid- west mountainous area of Chin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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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中西部山区小城镇大多数属边远少数民族地区, 社

会经济发展相对滞后, 但又因其相对边远、闭塞、落后而保留

了最特色、最纯朴的民族文化和最原始、最富乡土气息的自

然景观风貌, 旅游资源十分丰富, 如黔东南、滇西北、桂北、湘

西南及四川、西藏等大部分地区[ 1] 。因此, 发展旅游业已成

为这些地区改变农村产业结构、促进社会经济发展、提高人

们生活品质的重要举措。

然而, 从全国范围来看 , 这类地区旅游业的发展由于受

到客观条件和主观因素等各方面条件的影响, 其旅游资源的

开发利用仍属低效型, 大部分旅游资源仍处于闲置状态, 旅

游业的经济效益未达到预期效果。笔者结合湖南隆回旅游

资源的内容和基本特征, 就其发展模式和深度开发提出了构

思和建议, 以期为我国中西部山区小城镇旅游业快速、健康

地发展提供切实可行的科学发展模式, 促进当地经济发展。

1  中西部山区小城镇旅游业发展的制约条件

1 .1 客观条件

1 .1.1 思想意识落后。我国中西部地区小城镇居民思想意

识落后, 主要体现在, 一是当地行政人员思想落后, 缺乏开拓

进取精神; 二是缺乏专业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 , 规划和绿化

管理部门跟不上; 三是社区居民文化素质低、思想落后, 普遍

存在狭隘的小农经济和封闭排外的地方主义思想。山区小

城镇这种落后的思想意识, 使得当地的旅游资源没有得到合

理开发, 导致资源和财力的大量浪费, 严重阻碍了旅游资源

开发和保护的顺利进行。

1 .1.2 城建、交通等旅游设施差。通达性条件差是我国中

西部山区小城镇区域内交通状况的显著特征, 一般从周边其

他景区或地区到该区域内只有公路通行, 且等级低, 山多、坡

多、弯多, 路面狭窄, 通行能力差, 事故隐患多, 景区内无旅游

交通车 , 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其旅游业的发展。其次 , 景

区内游道、园林建筑、休闲设施、扶栏、景灯、艺术小品等建设

薄弱, 开发力度不大, 安全性、时速性、艺术性不高, 不能满足

旅游的需要。同时 , 所属县城和景区宾馆、饭店接待能力不

足, 档次较低, 在旅游高峰期不能满足游客需求。因此, 城

建、交通等旅游设施差是阻碍我国中西部山区小城镇旅游业

发展的“瓶颈”。

1 .1 .3  资金短缺, 开发缓慢。资金短缺 , 开发缓慢是阻碍我

国中西部山区小城镇风景区旅游事业快速发展的主要原因。

中西部地区经济背景决定了其旅游投资、区域经济的发达程

度, 直接影响到投资能力、开发规模和发展方向, 这是由内在

和外在因素长期综合作用的结果。主要原因是经济基础差、

底子薄, 生产力水平低; 其次是产业结构不合理, 以传统的农

业经济为主, 非农业经济不发达。因此, 当地的财政紧缺, 旅

游投入资金不足, 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其旅游资源的充分开

发和旅游市场的进一步开拓。

1 .2 主观因素

1 .2 .1  缺乏宏观规划, 忽视长远发展。目前, 我国中西部山

区小城镇旅游体系规划缺乏宏观性, 忽视长远发展。政府在

推进山区小城镇旅游发展规划的过程中, 以镇论镇, 很少考

虑山区小城镇所在区域经济和区域城镇体系中的具体定位 ,

导致不同的小城镇之间、小城镇与不同层次城市之间缺乏有

效地分工与协作, 难以发挥整个城镇体系旅游效应的综合效

益[ 2] 。

同时, 山区小城镇旅游规划重硬件建设, 轻运行机制建

设和运行环境培育; 重近期利益 , 轻长远规划和分阶段考虑 ,

导致小城镇旅游建设资金需求量大、规划可操作性差[ 3] 。忽

视旅游产品的发展规划, 不能根据自己的优势形成特色旅游

产品。再者 , 有些山区小城镇旅游规划因发展环境和内部因

素变化 , 而没有作相应的更新和调整。因此 , 这些山区小城

镇的旅游规划难以形成完整的形态和合理的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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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2 主题定位不明确、缺乏特色。每个风景区都有其明

确的主题, 都应该在某些方面塑造鲜明的形象 , 给旅游者留

下深刻的印象。恰到好处的主题形象不仅能充分展示旅游

的主题内容, 更能起到有效的旅游宣传和发动作用[ 4] 。我国

中西部山区小城镇旅游资源的开发, 由于起步甚晚, 力度不

够, 加之区域、区位等条件的影响, 城镇之间缺乏合理的职能

分工与有机协作, 在旅游产品开发方向和结构上, 存在着结

构趋同、重复建设、横向联系松散等现象。大部分山区小城

镇没有根据自身的景观资源、区域区位、市场潜力进行总体

规划, 实事求是、科学、系统地加以整合、定位, 形成自己的主

导产业。因此, 其旅游产品缺乏鲜明的个性和特色, 品牌效

应差, 影响力不够, 对周边区域产生的吸纳、辐射作用差, 范

围窄。

1 .2 .3 文化资源开发不够, 挖掘不深。文化是旅游的灵魂 ,

没有文化的旅游产品是没有品味的, 不具备特色和个性, 缺

乏吸引力和亲和力, 因而游客的回游率不高。我国中西部山

区小城镇有着丰富的历史人文、民族文化和乡土风情, 文化

景观资源极其深厚, 但由于中西部山区城镇市民封建观念

强, 文化意识落后 , 对文化景观资源的保护和开发观念差, 加

之只注重眼前的经济利益, 导致丰富的文化资源处于闲置状

态, 甚至遭到严重的破坏。因此, 其开发与利用仅停留在表

面, 没有深入挖掘和系统地加以组织整理, 游客只闻其名, 而

不能一睹其容颜。

2  湖南隆回县旅游资源深度开发研究

2 .1  基本概况  隆回县地处湘中, 偏西南, 雪峰山东麓, 为

邵阳、娄底、怀化3 市交界处, 320 国道和邵怀高速公路穿境

而过, 是湘中、湘西南通往黔、桂、滇的门户和城步、武冈、绥

宁、洞口进入邵阳市区的必经之地 , 区位条件优越。总面积

2 866 km2 , 居住着汉、回、苗、瑶、侗、壮、满等23 个民族, 辖26

个乡镇 ,112 万人口, 是湖南省的一个农业大县。

图1 隆回县旅游资源分布与开发布局图

Fig .1 Layout of tourismresources distribution and development in

Longhui County

2 .2  旅游资源特征 隆回县旅游资源十分丰富, 有31 个种

类117 个单体。有古木参天、民俗风情拙朴的花瑶古寨 ; 有

瀑布成群的虎形山大峡谷; 有因滩头年画而蜚声中外, 堪称

中国民间手工造纸之乡的滩头石镇; 有开中国石浴之先河的

滩头石浴 ; 有全国罕见、“百鸟朝凤”的屏风界; 有著名的思想

家、史学家魏源的诞生地 ,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魏源故居 ;

有被誉为人间瑶池的高洲温泉、魏源温泉和小坳温泉等疗养

胜地; 有风光秀丽的省级森林公园魏源湖⋯⋯。

隆回县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相对封闭的原生态人居环境 ,

成就了隆回县绚丽灿烂的自然景观 , 沉积了魏源文化、花瑶

民俗文化、滩头年画和造纸文化。其中瑶族挑花、滩头年画

闻名遐迩, 被誉为“中华二绝”。隆回县还是有名的诗歌之乡 ,

民间绘画之乡, 中国金银花之乡, 周恩来赞誉的“三辣之乡”。

隆回县秀美的山水和深厚的文化底蕴, 为旅游业的发展奠定

了良好的基础, 并成为隆回县旅游业发展的巨大潜力。

2 .3 旅游业发展现状  自隆回县旅游业开发以来, 已呈现

出良好的发展态势, 并已转入发展期, 旅游业形成一定规模。

特别是进入21 世纪, 以魏源文化为龙头的旅游业被评定为

该县的支柱产业后, 其旅游业呈现出良好的势头, 经济效益、

知名度不断提高, 对县域经济的拉动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作用

非常明显。因此, 旅游业已发展成为该县的重要支柱产业。

但目前 , 隆回县旅游业的发展还存在以下问题。

2 .3 .1  旅游景区规划不尽完善。隆回县的旅游景区规划存

在两方面的问题: 一是景区详细规划与总体规划不符; 二是

规划设计标准较低。有些开发商受发展战略和资金的影响 ,

在进行景区详细规划时设计的标准偏低, 依据自己的意图自

行规划设计, 过多的考虑近期利益而忽视了长远发展。

2 .3.2 文化资源开发力度不深, 缺乏特色。文化是旅游的

灵魂, 没有文化的旅游产品是没有品味的, 不具备特色和个

性, 缺乏吸引力和亲和力。隆回县旅游文化资源开发设计仅

注重对魏源文化的开发和包装, 并停留在表面 , 没有深入挖

掘和系统地加以组织整理, 因而 , 没有形成特色和个性, 品牌

效应差。

2 .3 .3  旅游商品开发不够, 品种较少。旅游商品单一, 工艺

不精细, 无本地特色, 是隆回县旅游区商品开发不具地方特

色的明显特征。而事实上, 当地可开发的旅游商品很多 , 有

滩头年画、小沙江中药材、金石桥苡米、七江尾参、桃洪镇百

合、雨山铺香椿芽、宝庆辣椒、红皮大蒜、虎爪生姜等。

2 .3 .4  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滞后。隆回县旅游交通基础设施

落后仍是制约旅游业发展的瓶颈。联系各景点之间的道路

通畅性较差, 如进入虎形山、魏源温泉的公路路面窄、等级

低、易出事故,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旅客的观光兴致。配套

服务设施不够完善, 除魏源温泉有一定的接待能力之外, 其

他各景点的接待能力都很弱, 且服务功能单一。如到两个温

泉, 除了洗澡外, 没有其他的娱乐休闲项目, 不能使游客在游

览过程中得到物质和精神上的服务和享受, 严重削弱了旅游

景区的享乐性。

2 .3 .5  资金短缺, 开发缓慢。资金短缺、开发缓慢是限制隆

回县旅游事业快速发展的主要原因。隆回是一个欠发达的

农业大县, 是全国重点贫困县、扶贫县 , 人均 GDP 在湖南省名

末十几位, 旅游区建设筹资相当困难, 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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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隆回旅游市场的进一步开拓。

2 .4  旅游资源深度开发构思  随着中国加入 WTO、国家西

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 旅游业被确定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

点, 这为湖南旅游业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隆回旅游区已

被国家纳入西部大开发和《湖南省“十一五”旅游业发展规

划》范围。2005 年《关于加快湘西地区开发的决定》和《湘西

地区开发总体规划》正式出台 , 将隆回旅游区内的魏源湖、魏

源故居列入了全省旅游区( 点) 开发的重点, 并把隆回作为湖

南省“十五”期间旅游业发展新的增长极来培育, 这为隆回旅

游开发提供了良好的氛围和广阔的空间。因此, 如何构建好

隆回风景区旅游开发战略模式, 打造好隆回风景区旅游资源

的形象品牌 , 实现其快速、健康、高效和持续地发展, 是隆回

旅游业深度开发战略的重要内容。

2 .4.1 抓住机遇 , 更新观念。机遇是实现快速发展的重要

条件之一 , 但发展理念却决定了能否正确把握住机遇[ 5] 。国

家西部大开发战略和省委省政府《关于加快湘西地区开发的

决定》实施以来, 中央和地方加大西部地区投资建设力度, 无

疑为我国中西部山区小城镇旅游业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隆回已被纳入国家和省重点建设的小城镇, 其经济建设和旅

游业的发展具有前所未有的良好机遇和发展趋头。只有进

一步更新观念, 高瞻远瞩 , 从本县客观实际条件出发 , 制定出

更为合理的规划、建设和管理方案 , 才能“乘机”实现将隆回

建设成为名副其实的湘西南魏源文化名镇的发展目标。

2 .4.2 明确思路 , 规划定位。旅游开发的总体思路是确定

“大旅游”的开发思想。一是要对历史文化作广义的理解, 树

立大资源的开发观念; 二是大区域的开放意识 , 旅游开发决

策必须突破地方主义观念束缚, 实现大区域资源共享, 市场

共享; 三是要有大网络的开发战略, 把旅游开发与国家西部

大开发结合起来, 与县域经济和社会统一起来考虑, 以提升

旅游开发的质量和成效[ 6] 。

隆回县旅游大开发应按照《隆回县旅游业发展总体规

划》, 依托其丰富的旅游资源, 坚持走“打花瑶品牌, 努力做魏

源文章”的开发思路, 规划定位为以生态、休闲与度假为主的

旅游区 ; 围绕魏源文化( 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高洲温泉

( 国家3A 级旅游景区) 和神秘花瑶这一整体品牌 , 以大开放

意识突破地方主义束缚观念, 加强与周边环境的横向联系 ,

实现大区域资源共享、市场共享; 统筹考虑旅游与本县的经

济、政治、文化、科技建设, 系统开发、突出特色、形成优势, 实

现隆回县旅游业的跨越式发展。

2 .4.3 深挖文化内涵, 整合景观资源。现代旅游业的竞争

主要是特色的竞争和文脉的竞争。文化是旅游业的灵魂, 没

有文化的旅游是没有生命力和竞争力的旅游[ 7] 。在旅游发

展过程中, 追求文化底蕴和文化含量已成为旅游发展的一种

共识[ 8] 。人文景观的深度开发和资源的整合是隆回旅游产

品开发的重点和关键。

隆回有着丰富的地域文化、民俗文化和民族文化, 其文

化内涵的深度挖掘应从以下几方面入手。一是开发以魏源

故居、魏源湖为主的魏源文化, 包括中国第一位睁眼看世界

的伟大思想家魏源, 清末重臣魏光焘, 民主革命先驱谭人凤 ,

毛泽东的老师袁吉六等杰出人物。根据史料记载维建或建

立古遗址和博物馆, 能起到缅怀瞻仰、科学考查和科普教育

的目的。二是开发小沙江瑶族挑花的梅山文化 , 用古老、纯

朴的民族风情和精美雅致的民族工艺品烘托出一个原汁原

味的“生态”民族文化景观。三是开发以滩头年画堪称的中

国民间手工工艺文化, 滩头年画与瑶族挑花闻名遐迩, 被誉

为“中华二绝”。

目前, 隆回县旅游景区仅停留在表面, 景点开发缺乏系

统性, 造成景观资源的闲置与浪费, 严重影响了全县旅游业

的健康、有序发展。因此, 为满足未来旅游业的需要, 促进隆

回旅游业快速、健康和持续地发展, 必需对其旅游资源加以

系统地整合开发。①开发魏源湖文化———水上乐园生态旅

游区; ②开发以金石桥疗养度假———古迹观光旅游区; ③开

发以滩头九龙山民俗———探险生态旅游区; ④开发以虎形山

———白马山花瑶风情生态旅游区; ⑤开发县城商务会议———

休闲观光旅游区; ⑥西洋江———木瓜山避暑与探险生态旅游

区。通过对隆回旅游资源的系统整合开发, 一方面有利于深

度挖掘其旅游资源的文化内涵, 提高旅游产品的种类和品

质; 另一方面有利于形成多元化的旅游类型, 使隆回县逐步

实现从单纯的生态旅游、观光型旅游的目的向集观光、生态、

度假、休闲、探险、科学考察和科普教育于一体的多种复合型

旅游目的地转变。

2 .4 .4  加快基础设施建设, 提高服务性能。近年来, 隆回县

的基础设施建设力度明显加大, 交通状况明显改善, 特别是

潭邵、花六、周滩等公路的建成 , 大大缩短了旅客进入景区的

时间。但是与旅游业发展的客观需要相比, 基础设施建设还

是十分滞后。

因此, 隆回县旅游业的基础设施建设, 一是政府要加大

交通等基础设施的投入。根据隆回旅游区的地理位置和现

状, 首先应加速景区内各景点间的公路建设, 健全旅游线路

网络, 开设景区内旅游公共汽车。改造可以利用的现有道

路, 保证旅游景点环线道路具有较高的畅通性和舒适性。如

魏源故里游、虎形山神秘花瑶游各旅游景点之间的连接就可

利用现有道路进行改造。其次, 加快建设好景区与周边区域

的交通联系, 改造隆回- 武冈 - 城步 - 龙胜公路为准高速公

路, 以缩短沿地时空距离 , 发挥旅游资源共享的作用 ; 兴建隆

回- 洞口- 武冈- 新宁- 广西- 兴安的高速公路 , 实现我市

与湘西地区和桂林两大旅游圈的高速公路连接; 抓住国家西

部大开发和《湖南省“十一五”旅游业发展规划》机遇, 争取桂

林- 城步- 武冈- 隆回- 邵阳段的铁路项目, 以加强区域横

向合作, 实现跨跃式发展 ; 同时 , 尽快在隆回县和景区内建设

一批中、高档次的宾馆、饭店, 统筹规划、统一布局。二是电

信、移动、电力等相关部门, 要全面配合全县的旅游设施建

设, 做好旅游业的服务工作。三是加大旅游项目招商引资力

度。如泥浴山庄、魏源温泉、狐狸岛都存在资金短缺的问题 ,

使项目无法预期完成。要拓宽融资渠道, 实现多元化投入 ,

加强银企合作, 鼓励中小资本参与旅游开发, 加快旅游景区

基础设施建设步伐, 提高旅游设施整体水平。

2 .4.5 加强区域横向联系、促进合作开发。旅游地的区位

主要是通过其与客源地和周围其他目的地的空间关系以及

交通的可达性来体现 , 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该旅游地在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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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区域旅游发展中的地位、作用以及在宏观区域开发中的时

序、水平、结构和组织等[ 9] 。因此, 要加强区域横向联系, 建

立区域旅游系统, 使系统内各旅游区实现优势互补和市场

共享。

旅游经济也是朋友经济, 隆回旅游资源与兄弟市州和周

边地区有同一性, 但更有互补性 , 且与各县、市之间也有同一

性和互补性。隆回旅游业要有新的突破, 要保持持续快速健

康发展 , 必须开展两个合作。一是全市范围内的合作, 就是

要打破县、市、区的界限, 统一规划、合理开发、优化配置、突

出特色。充分把握好《湖南省旅游业“十五”计划》, 把隆回魏

源湖、魏源故居列入全省旅游区( 点) 开发的重点 , 并作为湖

南省旅游业发展新的增长极来培育, 同时《湘西地区开发总

体规划》又把隆回列入西部6 县、市重点培育的旅游精品线

路( 邵阳- 隆回- 武冈名人名城宗教风情游) 。二是全国范

围内的合作, 就是要与省内周边地区和国内旅游发达地区开

展全面合作。一方面要广泛地与周边地区的旅游行政部门

及景区、旅行社等旅游企业建立合作机制, 另一方面在景区

规划和产品建设中要挖掘和突出那些与周边地区互补的资

源和项目, 最大限度地与兄弟市、州及周边地区实现资源和

客源共享。当前尤其要努力把隆回旅游产品融入湘西地区

和桂林旅游圈。只有这样, 才能充分发挥隆回这一资源区域

优势, 加强与区域之间的横向联系, 营造整体优势, 实现优势

互补、市场共享 , 促进共同发展。

2 .4.6 开发特色商品、促进旅游发展。旅游商品作为一种

特殊的旅游资源, 不仅是旅游业创收的重要来源, 而且是一

种直观的实体“广告”, 起着对外宣传和传播的作用[ 10] 。因

此, 加强隆回小城镇旅游商品的开发, 既能有效地增加旅游

收入, 提高旅游业的经济效益, 又能扩大旅游区的知名度, 促

进隆回旅游形象的传播。隆回, 中国金银花之乡, 周恩来赞

誉的三辣之乡, 同时又是生态农业之乡。建立了以小沙江为

代表的北部高寒地区中药材、反季蔬菜, 以羊古坳为中心的

超级稻和牲畜、养殖 , 以桃洪镇为龙头的优质烤烟、大棚蔬

菜、龙牙百合等七大生态高效农业生态基地。

开发隆回旅游地的特色商品, 首先要加大旅游商品研

制、生产的开发力度, 建立隆回特色的旅游商品体系。如隆

回金银花有解毒、清热、去寒等功效, 通过对该产品的系列开

发和包装, 畅销桂林、广州、重庆、南京等大中城市及及全国

各大制药厂; 隆回虎爪生姜因根茎肉丰腴肥厚、纤维少, 而受

到人们的青睐, 近10 年播种面积维持在266 ～440 hm2 , 总产

6 027 t , 远销国内各地及东南亚; 玉竹, 又名尾参, 是少有的药

食同源品, 具有养阴润燥、生津止渴之功效, 经长期生产实践

和科研探索, 已形成了成熟的种植、加工技术体系, 并实行了

规范的行业管理 , 产品质量很稳定, 畅销广东、港澳及韩国、

新加坡、马来西亚、美国和加拿大等地区和国家。同时, 隆回

县是一个富硒地区, 富硒农产品也得到有效开发, 毅鹏和银

仙牌金银花茶、宝庆牌龙牙百合、桃花牌辣酱、昊之源牌南瓜

粉、峰都牌翠螺茶等获得国家绿色食品认证, 金银花作为全

县的传统优势富硒农产品, 正式录入了国家药典, 产量占全

国总产量的50 % 以上, 被国家林业局命名为“中国金银花之

乡”。

因此, 要充分利用隆回县旅游绿色食品城这一地域优

势, 以生态高效的绿色农产品, 开发独特的旅游商品 , 形成良

好的品牌效应, 促进隆回旅游业的快速发展。

3  结论

我国中西部山区小城镇旅游业有了新的发展机遇 , 应当

抓住这一契机,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 以市场为导向, 科学合

理地制定好镇区旅游规划, 充分挖掘、整合旅游资源 , 形成地

方特色旅游产品, 最大限度地发挥其综合效益 , 达到深度开

发的目的。隆回县旅游资源的深度开发在战略上 , 建设一个

中心( 魏源文化) , 突出一个龙头( 神秘花瑶) , 打造一条黄金

线路, 即“花瑶民俗风情- 园高洲温泉 - 魏源湖 - 方大生态

公园- 县城魏源公园 - 滩头古镇”旅游线; 空间组织上 , 要加

强横向区域联系, 实现优势互补, 共享市场 , 以加快合作开

发; 政策上, 要依靠国家西部大开发和《湖南省“十一五”旅游

业发展规划》, 争取国家和省旅游业建设的专项拨款, 以更大

的投资和较快的速度加快各项旅游设施的建设力度, 全面提

升隆回旅游的知名度 , 将隆回推出湖南, 推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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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论文写作规范———讨论

着重于研究中新的发现和重要方面, 以及从中得出的结论。不必重复在结果中已评述过的资料, 也不要用模棱两可的

语言, 或随意扩大范围, 讨论与文中无多大关联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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