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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宝鸡市金台区为例 ,研究在新农村建设中 ,通过确定生态旅游规划的规划思路、规划方向、生态旅游发展总体布局以及生态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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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是中共中央从全面建设小康社

会、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全局出发提出的重大历史任

务。虽然经过各方面的努力, 农村的物质基础不断发展壮

大, 经济发展有了十足的进步, 但目前农村环境污染和环境

保护问题却日益突出, 如何既能保证经济的快速发展, 又能

促进环境良性改善, 是每个人需要思考的问题。“生态旅游”

为这个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解决方案。

1  生态旅游的内涵

生态旅游是以认识自然、欣赏自然、保护自然、不破坏生

态平衡为基础的旅游, 它具有观光、休养、科学考察、探险和

科普教育等多重功能。其核心就是保护生态环境和发展当

地经济[ 1] 。

在新农村建设中, 发展生态旅游不但可以提高农村经济

发展速度、保护农村生态环境, 而且可使游览地区的生态环

境和农村民族风俗和传统文化得以完整保存, 不因为旅游业

的开发而导致农村人文、地理环境的破坏。它体现了让游客

赏心悦目地领悟自然美的精神, 体现了人类与大自然和谐统

一的观念, 是一种可持续发展的绿色产业[ 2] 。因此, 发展生

态旅游, 有效地贯彻党中央提出的“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

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20 字方针 , 促进新农村建设快

速健康发展。笔者以宝鸡市金台区作为研究对象, 探讨了生

态旅游规划的规划思路、规划方向及生态旅游发展的总体布

局, 以指导金台区的新农村建设。

2  生态旅游在新农村建设中的意义

2 .1 有利于促进农村生产发展 生态旅游的发展有利于调

整农村产业结构, 把农业与第三产业结合起来 ; 有利于整合、

充分利用农村农林牧渔业资源、农村田园资源、农村山川资

源、农村民俗文化资源、农史文化资源等各项资源, 形成附加

值较高的经济产业。此外, 生态旅游业的发展会带动交通运

输业、商贸业、餐饮业、旅馆业、农产品加工业及旅游商品和

纪念品制造业的配套发展, 进而增加农村第二第三产业的比

例[ 3] , 优化农村产业结构, 促进农村生产发展。

2 .2  有利于促使农民生活宽裕 发展生态旅游 , 可以通过

满足旅游者食、住、行、游、购、娱等各种产品和服务的需求而

创造大量就业机会, 给就业竞争力普遍较弱的农民提供了一

条增收的绿色途径, 而且“离土不离乡”甚至“既不离土也不

离乡”的就业形式可降低农民的就业成本 , 提高投资回报。

因此, 通过发展生态旅游, 可以在农业资源条件不变的情况

下, 增加农村的就业机会 , 转化剩余劳动力, 拓宽农民增收渠

道, 促使农民生活宽裕。

2 .3  有利于促进农村乡风文明 旅游产业是服务产业, 是

文化产业 , 发展生态旅游需要文化的支撑。民俗文化的包

装, 餐饮文化的开发等都有利于推动农村文化的发展。此

外, 发展生态旅游 , 有利于在市场的引导与现实的教育下, 培

养农民的市场经济意识和服务意识。而且游客带来的城市

文化会促进农村居民的现代意识 , 对于农村文明风尚的建

设, 也具有极大的推动作用。

2 .4  有利于保持农村环境整洁 发展生态旅游 , 改善农村

旅游环境和农家接待条件是最基础的内容。旅游业对于环

境卫生及整洁景观的要求, 将大大推动农村村容的改变, 推

动农村卫生条件的改善 , 推动农村环境治理, 推动农村整体

建设的发展。

2 .5  有利于促进农村管理民主 生态旅游属于现代服务

业, 要讲究“行、游、住、食、购、娱”6 大要素的配套发展, 要进

行市场营销 , 要提供规范服务, 也要搞好内部管理和经济核

算, 并处理好各种分配关系。这些服务与管理内容, 较传统

农业管理要复杂得多, 必须实行规范管理和民主管理, 而引

入了现代服务业和现代管理概念的新农村生态旅游, 必然促

进农村的管理民主。

3  宝鸡市金台区生态旅游规划

3 .1 研究区概况 金台区是宝鸡市3 个辖区之一, 地处关

中西部, 东、北、西3 面与陈仓区接壤, 南边与渭滨区相邻。

以境内元末道教建筑群落“金台观”而得名, 驰名中外的北首

岭仰韶文化遗址、古陈仓遗址和大唐秦王陵坐落境内。全区

土地总面积 52 .2 km2 , 总人口 36 .6 万人, 其中农业 人口

12 .2 万。

金台区行政管辖陈仓镇、蟠龙镇、金河乡、陵原乡、硖石

乡、群众路街道办事处、西关街道办事处、中山西路街道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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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店子街街道办事处、中山东路街道办事处、东风路街道办

事处、十里铺街道办事处等3 乡2 镇7 个街道办事处, 共103

个行政村。金台区地理位置适中 , 自然条件优越。作为欧亚

大陆桥之重镇, 陇海、宝成、宝中铁路和西宝高速公路、310 国

道贯区而过, 是巴蜀北上、甘宁入关必经之地。区内交通便

利, 城区北屏陵塬, 南临渭水, 西枕陇山余脉, 东向渭水谷地

延伸。

金台区十里北坡, 林带通幽, 自成屏障。渭河、金陵河、

硖石河三面相拥, 引渭渠横贯其中, 寓城于水。胜利塬、陵

塬、蟠龙塬塬上土地开阔, 地势较高 , 气候凉爽, 自然风光优

美。而且, 金台区是新石器时期古文化遗址密集地, 又处周

秦王朝京都, 拥有北首岭仰韶文化遗址、古陈仓遗址、代家湾

遗址、北首岭遗址、福临堡遗址、大唐秦王陵、金台观、王母

洞、陈仓道观、五龙山、党阁老故居、阁老坟、八角寺等人文古

迹, 古文化遗存非常丰富。

虽然金台区自然风光优美、人文古迹丰富 , 但由于缺乏

合理有效的生态旅游规划, 致使这些宝贵的资源对新农村建

设的作用及影响有限。一方面, 金台区尚未真正意识到生态

旅游的重要性, 因而对其人文景观的保护力度不够, 致使党

阁老故居、阁老坟、钟楼古寺、代家湾遗址、福临堡遗址等人

文古迹存在不同程度的破坏。另一方面, 由于金台区对旅游

资源的重视度和保护度不足, 导致对自然资源利用程度不

高, 仅限于建立自然公园和发展农家乐等普通旅游产品, 并

且在这些利用方式中没有注重对生态环境的保护, 造成一定

程度的环境污染。因此, 制定合理的生态旅游规划, 对金台

区的新农村建设较为迫切。

3 .2  规划思路 搞好“两个”促进, 用生态旅游促进新农村

建设, 用新农村建设促进生态旅游发展 ; 发挥“三项”优势, 发

挥生态旅游在拓宽农民创收渠道、增加农民就业机会和提升

农村文明程度3 项优势; 突出“四大”重点 , 加大政府扶持投

入、加快农村生态旅游资源开发建设、加强农业旅游客源市

场开发和打造新农村生态旅游示范点为重点; 实现“五大”提

高, 提高农业综合经济效益和农民直接旅游收入, 提高农民

旅游就业人数, 提高农村旅游商品生产和销售能力, 提高农

民素质和农村文明程度。

3 .3 规划方向  ①依托农村具有特色的自然生态旅游资

源, 如金台森林公园、北坡森林公园等, 进行深度开发包装 ,

创造旅游精品品牌; ②积极开发新型农业生态旅游产品, 围

绕休闲、生态、观光以及名优农产品进行项目包装, 配合特色

农业生产基地建设, 发展农业观光园; ③深度开发具有历史

内涵的人文遗迹和人文景观, 如接引寺、大唐秦王陵、金顶

寺、金台观、长寿山等。

3 .4  生态旅游发展总体布局  按照旅游经济运行规律, 结

合金台区旅游资源、交通条件, 全区生态旅游发展总体布局

为“一个中心, 两条主线, 三个重点”。一个中心 : 以金台区的

名胜金台观为中心, 着力打造金台森林公园, 突出生态功能 ,

展现地域文化, 兼融休闲、观光、娱乐、健身为一体。两条主

线: 一条主线是沿引渭渠的旅游发展轴线, 将引渭渠沿线的

旅游景点全部连接起来, 形成旅游产业的规模效应。另一条

主线是以六川河为载体, 沿长坪公路构成的休闲娱乐旅游线

路。3 个重点: 以具有特色的“生态绿”、“民俗乐”、“古迹雅”

为重点打造金台旅游核心景区, 塑造“绿色金台、文化圣地”

的旅游形象。

3 .5 划分生态旅游区  根据规划思路以及生态旅游发展总

体布局 , 可将金台区划分为“森林公园生态游”、“民俗观光体

验游”和“六川河休闲度假游”三个生态旅游区。

3 .5 .1  森林公园生态游。①主题形象。绿色金台; ②布局

范围。西起西关街道办福临堡村, 东至陈仓镇南坡村, 南始

引渭渠 , 北至金河乡周家庄村; ③开发方向。以绿色森林为

背景, 着重开发和推出生态景观、生态休闲为主题的金台“森

林公园”生态游; ④建设重点。生态及经济林带、娱乐健身场

地、射击越野场地、观景台、果品采摘园等; ⑤建设内容。加

快北坡退耕还林的步伐以及金台森林公园的建设 , 沿北坡种

植侧柏、刺柏、女贞、红叶李、山桃、柿树、银杏、白蜡、黄栌以

及核桃、洋槐、板栗、日本甜柿子、枣树等, 形成生态及经济林

带, 一方面使金台区成为宝鸡市的绿色屏障, 另一方面可借

此建立杏、桃、油桃、葡萄、苹果、梨、樱桃、板栗、日本甜柿子、

大枣、核桃等果品采摘园 , 吸引城市市民参观旅游, 身临其境

体验大自然的美妙 , 陶冶情操。除此之外, 结合生态及经济

林带建设娱乐健身场地、射击越野场地 , 使前来旅游的游客

不仅与大自然亲密接触, 还能通过射击、攀援、越野、健身、娱

乐等活动锻炼身体、放松身心。

3 .5 .2  民俗观光体验游。①主题形象。民俗文化、农业观

光; ②布局范围。陵原乡以及蟠龙镇蟠龙山、张家窑、陈仓、

冯家崖、钟楼寺、小村等村; ③开发方向。以大唐秦王陵、党

阁老故居、陈仓道观、阁老坟、钟楼古寺等为支点, 以陵塬、蟠

龙塬上优美的农业风光为依托, 开发和推出民俗采风、文化

体验、休闲度假、田间劳作、农家乐等休闲、体验、参与型旅游

产品; ④建设重点。名胜古迹的保护及修复、民俗文化村以及

美食、购物、休闲、娱乐等旅游配套服务设施; ⑤建设内容。加

强对大唐秦王陵、党阁老故居、陈仓道观、阁老坟、钟楼古寺等

名胜的保护及修复, 加大宣传力度, 吸引更多的游人来感受不

同历史时期、不同朝代的生活方式及文化。加快农业观光园的

建设, 使市民、游客在农业观光园内, 既可以品尝秋日瓜果的清

脆香甜, 尽情感受收获的喜悦, 又可以租地亲自种植瓜果蔬菜,

体验在田间劳作的乐趣。民俗观光体验游的建设可以使人们

远离城市的喧嚣, 回归大自然, 感受古老文化的深蕴, 充分体验

田园生活的乐趣, 为广大市民和游客提供一个休闲度假的好去

处, 为金台区生态旅游增添一个新亮点。

3 .5 .3  六川河休闲度假游。①主题形象。休闲度假、垂钓

乐园; ②布局范围。硖石乡 ; ③开发方向。以六川河的水资

源为基础, 开发休闲度假村、垂钓乐园、郊野趣味等休闲旅游

产品; ④建设重点。六川河旅游带以及垂钓、休闲、娱乐等旅

游配套服务设施; ⑤建设内容。保护六川河, 防止河流污染 ,

保护山区生态环境。沿六川河两岸建设休闲度假村、垂钓乐

园、烧烤乐园, 让游人们亲自垂钓 , 亲自烧烤, 品尝自然、鲜美

的绿色食品。同时可以采摘无公害的绿色山野菜 , 品尝各种

地道的农家风味, 真正感受自然生态的健康理念和乐趣。

4  生态旅游规划制定与实施中应注意的问题

4 .1 正确处理生态旅游与其他产业的关系 旅游不是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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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立的产业, 它关系到“行、住、食、游、购、娱”等各个方面, 需

要一个完整的运作体系。因此要正确处理生态旅游与其他

产业的关系, 实现相互促进和共同发展。生态旅游的发展既

离不开其他产业, 又可以促进相关产业的发展。因此, 应充

分发挥旅游业的关联带动作用, 促进生态旅游与其他产业协

调发展。要注意把发展生态旅游同商贸流通、交通运输等传

统服务业以及信息、金融、咨询等现代服务业紧密结合、互相

渗透、共同发展。

4 .2 坚持生态优先, 保证生态、经济协调发展[ 4]  发展生态

旅游应遵循生态经济理论中的适度性原则, 处理好发展旅游

与保护环境的关系 , 坚持在保护好生态环境的前提下进行旅

游开发。旅游系统的建设要与保护生态系统的要求相适应 ,

努力使两者相互促进、协调发展 , 实现生态系统安全完好、生

态旅游长久繁荣的双赢目标。绝不能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

价来换取旅游业一时的发展。

4 .3  合理开发、统一规划和管理旅游资源  在编制生态旅

游规划时, 应针对现有生态旅游资源进行详细普查, 把握市

场需求, 准确定位, 注重文化内涵, 以提高市场竞争力; 并在

该基础上推行诸如专家论证、政府决策、社会公示的“三位一

体”的旅游规划决策机制, 以达到高起点规划, 创旅游品牌及

可持续发展的目标。然后按规划有步骤地开发, 协调统一旅

游与生态环境间的关系 , 优化生态旅游资源配置, 把握市场

趋势, 以开放促开发, 通过市场运作加快建设。并且设立旅

游管理领导机构, 加强对旅游产业内部的统一领导管理, 指

挥和协调旅游部门与其他相关部门“协同作战”, 形成以生态

旅游为中心的循环圈。

4 .4 增强环保意识, 强化法制观念[ 5]  在倡导生态旅游时 ,

必须树立生态保护第一的思想, 加强宣传教育 , 转变全民观

念。除此之外 , 要保障生态旅游规划的顺利实施, 必须依靠

社会各方面力量的支持与合作。规划一经批准, 要向社会公

布, 提高公众的规划意识和参与意识。同时应加强执法 , 增

强法制观念, 对违反规划的一切建设活动 , 应严肃查处。

5  小结

目前人们更提倡绿色消费 , 选择不受污染的生态产品 ,

这种市场需求的转变为生态旅游的绿色发展提供了广阔的

市场空间。生态旅游作为一种新的绿色旅游形式也将在新

农村建设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宝鸡市金台区在新农

村建设中对全区旅游资源、自然条件、社会经济条件等因素

进行深入调查的基础上, 制定了科学、合理的生态旅游规划 ,

但是, 要将生态旅游规划在新农村建设中落到实处, 还必须

正确处理生态旅游规划的实施过程与生产建设的矛盾 , 以保

护生态环境和旅游资源为前提, 发挥生态旅游在新农村建设

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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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指标为止。

4  结论

农药微乳液是农药剂型中最具发展前景的剂型之一,

其配方设计是一个反复实践、反复认识的过程。就目前来

说, 尚缺少统一的、标准的理论方法, 所以在配方的研究方

法和规律上应该给予更多的关注。笔者利用相图与正交试

验相结合的方法, 给出了农药微乳剂配方筛选的研究方法,

希望能进一步提高我国在农药微乳液制剂方面的技术, 提

高农药微乳液的质量和性能, 缩短与国外的差距, 为该剂型

在农业生产中的推广和普及打下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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