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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分析了赵家镇乡村生态旅游发展及开发中存在的问题 , 提出其乡村生态旅游的发展策略 , 并且推出了3 条经典旅游产品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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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态旅游是指在被保护的自然生态系统中, 以自然景

观为主体, 融合区域内以人文、社会景观为对象的郊野性旅

游[ 1] 。乡村生态旅游是促进城乡协调发展 , 推进新农村建

设, 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 拓宽农民增收致富的有效途径。

近年来, 以开展农家乐、田园风光和自然资源为依托的乡村

生态旅游发展迅速。各地利用山水、历史、人文等资源, 逐步

开发了食宿、观赏、采摘、垂钓、科普、民俗风情、休闲度假、体

验教育、健身养生等一批各具特色的生态休闲旅游项目, 取

得了一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该文分析了赵家镇乡村

生态旅游的发展现状, 提出其乡村生态旅游的发展策略, 并

且推出了3 条经典旅游产品线路。

1  赵家镇概况

1 .1 区位、交通及经济 赵家镇位于诸暨市东北部, 会稽山

脉西麓 , 东与绍兴县、嵊州市接壤, 距绍兴市和诸暨市均为25

km。诸暨公路穿镇而过, 与绍兴大公路相连。赵家镇的水果

业、畜牧业发展状况较好, 盛产瓜果奇珍———香榧、樱桃、绿

茶, 是诸暨市东部唯一的一个有较好生态环境的农业大镇。

1997 年, 赵家镇成功申报了“中国香榧之乡”, 使已有一定知

名度的赵家香榧获得更大的发展 , 从而带动了赵家镇整个乡

村经济的发展。赵家镇已先后荣获“香榧之乡”、“绍兴市首

批小康镇”、“浙江教育强镇”等称号。

1 .2  旅游资源  赵家镇境内黄檀溪、大肚溪穿镇而过, 流

入枫桥江。镇南东溪一带风光秀丽, 百年香榧群, 千年香榧

林, 古木参天, 人入其境, 恍如世外桃源。诸暨市投入1 000

余万元, 在赵家镇建成了全国唯一的香榧森林公园。在香榧

森林公园近50 km2 内, 新老榧林面积达1 333 余hm2 , 拥有126

个古树群, 其中百年龄以上的榧树3 .7 万株, 千年以上榧树

2 700多株, 产果榧树14 .7 万株。树龄最长的为1 350 余年 ,

位于赵家镇榧王村 , 树高18 m, 胸围9 .26 m, 覆盖面积500 多

m2 , 以“个体最奇特”入选2007 年浙江农业吉尼斯纪录, 被专

家称为“中国香榧王”。

赵家镇历史悠久, 文化灿烂 , 有许多名人雅士, 人文古

居。境内汪寿华故居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其纪念碑座落在

泉坂村南面的“馒头”山上 , 青山绿水 , 风景秀美, 是革命老区

重要的思想教育基地之一; 何文庆故居在1981 和1985 年政

府2 次拨款修缮, 现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 陈声墓道位于赵

家镇上京村狮子岩头, 墓及牌坊为县( 市) 级文物保护单位。

2  赵家镇乡村生态旅游发展现状

2 .1 取得成绩 在旅游业持续发展和国家扶贫政策的指导

下, 依托“中国香榧之乡”品牌 , 赵家镇提出发展生态旅游战

略。利用当地生态资源优势, 逐步开发了食宿、观赏、采摘、

垂钓等各具特色的休闲农家旅游项目。如赵家香榧旅游观

光园依托我国首个香榧自然保护区, 在古香榧最集中的钟家

岭仙坪山、西坑建立香榧旅游观光园, 以特有的香榧森林资

源、满山葱翠挺拔的古榧树和浓郁的榧香吸引了大量的游

客。另外 , 以节会的形式, 如樱桃节、香榧节等发展农业观光

经济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 由此带动的农家山庄和茶叶、笋干

和山鸡等土特产的消费不计其数 , 由此取得了一定的经济

效益。

2 .2  存在问题  就目前发展来看, 赵家镇境内虽然生态旅

游资源丰富, 但一地一景互不搭界, 呈分散状态, 未能统一规

划、形成统一的品牌形象 , 未能推出合理的旅游产品线路; 其

生态旅游资源的开发力度还不够大, 旅游资源点基本处于原

始封闭状态 , 游人数量偏少 , 而且目前生态旅游开发产品形

式单一、水平不高、档次低下、特色不强。

2 .2 .1 缺乏统一规划。在发展乡村生态旅游时, 各地基本

上是自发组织, 没有将乡村生态旅游资源的开发纳入区域旅

游开发的大系统进行统筹安排、全面规划, 任由经营者进行

盲目的投资与开发, 且不同村之间信息不畅, 缺乏村与村之

间的互动, 出现了遍地开花和重复建设的现象。

2 .2 .2  经营管理粗放。多数乡村旅游业的经营属于自发

的、分散的、粗放的小农个体经营形式 , 许多经营者对于生态

旅游这一概念没有深入的理解, 对乡村生态旅游的内涵、本

质归属更是不清楚。许多景点由个人或者村委会管理 , 处于

低水平的管理状态, 根本谈不上产品的包装、营销、更新 , 基

本没有新的投入, 也基本没有对经营秩序的有力管理。

2 .2 .3  资金短缺, 投入不足。虽然乡村旅游投资相对较少 ,

见效较快, 但并不是说不需要资金, 尤其是建设上档次的乡

村旅游区, 既需完善基础设施建设, 又需对外宣传促销, 必须

有一定的资金保证。但目前赵家镇投入的生态旅游资金严

重不足 , 从而造成产品开发后劲不足、品种少、无特色。

2 .2 .4 基础设施差。许多乡村生态旅游基地基础设施适应

不了游客需要, 如道路、停车场、洗手间、工具室、电话亭等公

共设施简陋、设备不足; 客房、餐厅茶楼等主要食宿设施条件

差, 卫生状况和设备条件难以让人接受 , 使游客难以留住等。

种种基本条件上的限制使各旅游基地不具备观光、参与性旅

游的基本要求, 尚未达到乡村生态旅游应有的标准。

2 .2 .5  环境污染速度加快。当地农民紧紧抓住依托旅游业

发展经济这一契机, 却忽视了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各种废弃

物任其排入小溪、流入水库, 影响了生态环境。除此之外, 游

客的环境保护意识较差, 旅游区内游客所到之处随眼可见各

安徽农业科学,Journal of Anhui Agri .Sci .2008 ,36(19) :8232 - 8233                    责任编辑 郑丹丹  责任校对  卢瑶



种各样的垃圾, 对当地的环境造成了极大的影响。

2 .2 .6 内容单一 , 缺乏层次。除少数知识层次较高的游客

自行开展一些乡村采风、研习外, 目前乡村生态旅游还主要

停留在观光层面上, 乡村度假、采风、民间手工艺品制作、民

俗文化研讨、夏令营等内涵丰富的乡村生态旅游活动尚未展

开, 缺乏地域性和多样性。赵家镇乡村生态旅游总体知名度

不高, 资源开发范围小, 宣传促销缺乏力度, 特色不够鲜明 ,

内涵不丰富, 缺乏上规模、上档次的名牌拳头产品。而且旅

游商品粗制滥造, 富赵家特色的旅游商品稀缺 , 甚至未作开

发。另外 , 除了办节以外, 休闲娱乐项目大多是垂钓和采摘 ,

大同小异, 难以留住游客。

2 .2 .7 道路改建问题。赵家镇作为山区乡镇, 交通一直是

困扰赵家特别是里山片经济发展的一个难题。虽然在市政

府康庄工程的大力支持下, 浇筑山区水泥路98 .5 km, 实现了

村村通水泥路。但路面较窄, 山区地势险峻, 急转较多, 很大

程度上制约了游客进入的自由性 , 使一部分游客望而却步。

3  赵家镇生态旅游产品设计

赵家镇乡村生态旅游区发展定位是“碧水、蓝天、绿色、

清净”。以田野风光为背景、以乡村生态文化为旅游主题、以

主题造园为开发手段, 建成集游乐、康体、观光、度假、文化体

验、学习教育等旅游功能为一体的综合性市场型旅游区。笔

者建议开发的3 条经典旅游产品线路如图1 所示。

图1 赵家镇生态旅游的3 条经典旅游产品线路

Fig .1 Threeclassical tourismproduct routes of ecotourismin Zhao-

jia Town

3 .1  香榧文化体验游( 游线1)  现今各种旅游项目层出不

穷, 体验游是旅游者最乐衷的产品之一。香榧文化体验游从诸

暨出发到钟家岭香榧博物馆参观; 然后去榧王村听香榧的故

事、看香榧的加工工序、尝香榧产品的味道; 最后返回诸暨。

3 .2  生态农业“绿色”之旅( 游线2)  生态农业“绿色”之旅提

出“当一天农民”的口号, 让游客感受山村淳朴的民风民情, 满

足人们返朴归真、回归自然的愿望。具体的线路安排为: 从诸

暨出发到东溪村参加樱桃节( 赏樱桃, 采樱桃, 品樱桃) ; 游览结

束去走马岗采摘猕猴桃( 超级水果) 、板栗, 中午时热情好客的

村民会为游客提供丰盛的美味农家菜肴; 午餐结束后去水库垂

钓( 鱼饲养在天然的山泉里, 是一个生态型的垂钓场) ; 然后到

榧王村观看长态不一的香榧; 最后返回诸暨。

3 .3 中小学生学习教育游( 游线3)  赵家镇是当地的教育

强镇, 可组织各地青年旅游者参观学习; 接着让这些求知欲

强的青年旅游者参观香榧基地, 观看电影香榧采摘篇, 并请

当地的专家为他们讲授有关香榧文化的知识, 如由来、制作

等, 还可让他们亲身体验采摘、制作的过程; 最后返回诸暨。

4  赵家镇乡村生态旅游发展策略

赵家镇生态旅游发展营销以赵家4 月品樱桃、9 月品香

榧为旅游促销切入点 , 开展“碧水、蓝天、绿色、清净”为主题

的生态旅游区旅游促销手段, 通过宣传樱桃、香榧品牌扩大

旅游区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进而吸引旅游企业开发生态旅游

区的旅游资源, 引导赵家农民开发经营小型生态休闲旅游。

4 .1  政府重视、引导和扶持  乡村生态旅游是农业和旅游

业有机结合的意义重大的社会工程 , 政府的重视、引导和扶

持是不可或缺的条件 , 因地制宜搞好规划是政府部门必须大

力做好的重点工作。政府还应为乡村生态旅游的发展提供

各项服务, 并注意研究和解决旅游中的新情况和新问题, 为

乡村生态旅游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4 .2  生态产业引导 , 统一规划布局 有关部门应该制定扶

持乡村生态旅游的产业政策, 成立行业组织, 提高分散的个

体经营的组织化程度, 促进形成规模和内部分工, 形成规范

的质量、培训、监督服务体系, 完善功能以及优化产品结构 ,

引导形成优势互补的合理布局, 从而避免同质化导致过度的

竞争, 损害农民的利益。乡村生态旅游需要根据自身的资源

合理定位, 以市场为导向, 切忌盲目跟风, 宜搞则搞, 不可硬

上, 提高成活率[ 2] 。

4 .3  引入多元开发模式 , 加大资金投入 乡村生态旅游的

深入发展势必要求引入多元的开发模式, 以形成“乡村游”的

特色村落、农业观光园区、休闲农庄、乡村俱乐部等多层次的

旅游产品。如“集资入股”, 以村落为单位进行整体的规划开

发; 招商引资, 合作开发, 利益分享; 引入开发商 , 依托乡村资

源, 形成乡村俱乐部模式等。

4 .4  整合旅游资源 , 改善交通状况 目前对乡村各种资源

尚处于浅层次的利用, 需进一步挖掘乡村元素的旅游价值。

物质的、非物质的、有形的、无形的; 生态环境、乡间小道、节

气农事、喜庆民俗、果木花絮、四季时鲜、采摘收获、农民画、

传统手工艺、土特产制作等皆可为资源素材组合加工深度利

用, 形成四季型全年侯产品, 产业连接的要素越多, 时间越

长, 收益越多。同时, 政府应加大投入力度, 连通各主要旅游

景点, 完善交通配套设施, 使游客能方便地到达各个景点。

4 .5 加大宣传促销力度 赵家镇所有乡村生态旅游景点的

名气都远远低于著名景区, 要打造乡村旅游品牌, 产品信息

的沟通非常重要, 所谓“会说会干才是真把式”。要以政府为

主导, 编制赵家镇乡村旅游宣传手册, 组织各方积极参与, 利

用各种时机、采用多种方式突出宣传当地乡村旅游资源。宣

传方式上, 要把娱乐性、知识性、教育性结合起来, 形成系列 ,

扩大影响, 以提高知名度, 从而形成品牌效应。

5  结语

生态旅游的本质与核心是要求旅游者在旅游过程中以保

护旅游目的地的生态环境为前提。乡村生态旅游代表着乡村

生态和人文环境可持续发展的最佳实践。一方面考察政府部

门对生态保护的重视程度; 另一方面考察农民的觉悟程度, 还

要考察当地社会环境的新面貌。通过乡村生态旅游的建设, 实

现乡村旅游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统一。诸暨赵

家镇发展乡村生态旅游有很大的潜力, 在政府的支持以及多方

的努力下, 一定能够取得很大的成绩, 但同时也要协调好经济

效益与环境效益的关系, 真正做到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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