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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井冈山 ;旅游资源 ;生态旅游
中图分类号  F592 .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517 - 6611( 2008)34 - 15119 - 02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of the Ecological Tourism Resources in Jinggang Mountain Nature Reserve
GUO Wen-cai et  ( Management Bureau of Jinggang Mountain National Nature Reserve , Jinggangshan , Jiangxi 343600)
Abstract  The ecological tourismresources inJianggang Mountai n Nature Reserve inthe southwestern area of Jiangxi Province were investigated and an-
alyzed . Its tourismvalue was revealed . And some relevant development suggestions were put forward .
Key words  Jinggang Mountain; Tourismresources ;Ecological tourism �

作者简介  郭文才( 1967 - ) , 男, 江西井冈山人, 林业工程师, 从事资

源保护利用研究。

收稿日期  2008-06-30

  生态旅游是指在旅游的过程中欣赏美丽的景色, 不破坏

生态、认识生态、保护生态 , 以生态保护促进旅游, 准确点说

就是有目的地前往自然保护区了解环境的文化和历史 ,它不

会破 坏自然, 还会使 当地从 保护自 然资 源中 得到经 济

效益[ 1] 。

井冈山自然保护区内的地貌较为复杂, 有山体、河谷、构

造盆地和岩溶, 有许多观赏价值的景点, 有许多十分珍贵的

动植物物种 ,同时拥有许多著名的人文景观, 极具生态旅游

开发价值。近些年来当地政府做了许多有益的尝试, 开发了

一些旅游项目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同时也暴露出许多问题 ,

笔者对此进行了探讨,以期对井冈山自然保护区生态旅游的

开发与利用提供有益的借鉴。

1  井冈山保护区自然资源概况

1 .1 地理位置及气候  井冈山保护区位于江西省西南部 ,

地处湘赣两省交界的罗霄山脉中段、万洋山的中部, 西与湖

南省炎陵县接壤, 西南、西北分别与江西省遂川县、井冈山市

大垅镇、鹅岭乡相邻。地理坐标为东径114°04′05″～114°16′

38″, 北纬26°28′39″～26°40′03″。保护区南北长约26 .0 km, 东

西宽约20 .0 km, 总面积20 700 hm2 。最高峰, 平水山位于五指

峰的西南面, 海拔1 779 .4 m, 最低山谷为湘洲河谷, 海拔230

m, 两者相对高差达1 549 m, 地势西南高 , 东北低, 山体峻伟

雄伟、层峦叠嶂、巍峨幽深、串珠状盆( 洼) 地点缀山间, 溪水

河流蜿蜒盘行于深谷险滩之中。保护区内雨量充沛, 气候凉

爽、冬无严寒、夏无酷暑, 属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特殊的地

理位置, 优越的水热条件 , 明显的垂直分异, 古老的地质地貌

背景及自然发育历史, 复杂多变的地形与历史悠久、纯朴静

穆的人文旅游资源相互辉映[ 2] 。因而, 井冈山保护区同时是

十分独特并具有重要保护价值的生态旅游区。

2  井冈山自然保护区生态旅游资源概况

2 .1 自然景观

2 .1.1 地质景观。保护区地质发展史古老而复杂, 经历了

浅海、海湾、岛海的变迁以及古陆的风化、剥蚀, 从而形成了

保护区的现代地貌景观和地质景观。区内有巍峨险峻的峰

峦, 如五指峰、笔架山、五马朝天、严岭嶂等; 形神兼备的山石

金狮面; 深邃神奇的石燕洞; 气势磅礴的瀑布龙潭; 还有那神

奇的云海、壮观的雨( 雾) 凇、壮丽的日出、神秘的“佛光”。

2 .1.2 植物资源。井冈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中亚热带,

气候温暖湿润, 年均温14 .8 ℃, 年降水量1 856 .2 mm, 相对湿度

84 % , 适宜植物生长, 有全球同纬度保存最完整的中亚热带常

绿阔叶林, 地带性植物是亚热带常绿阔叶林。森林覆盖率面积

达92 % , 蓄积量251 .4 万 m3 。保护区保存着距今约6 千万年前

遗留下来的第3 纪型古老植物。植被类型多样, 生物资源十分

丰富, 区内已知野生植物280 余科800 余属3 400 余种, 占江西

省植物总种数的70 % 以上。区内分布有珍稀濒危植物190 余

种, 其中井冈山特有植物24 种, 国家Ⅰ级重点保护植物有南方

红豆杉、伯乐树、银杏、资源冷杉、莼菜计5 种; 国家Ⅱ级重点保

护植物有小桫椤、水蕨、金钱松等36 种。

2 .1 .3 珍稀野生动物资源。保护区内保持完好的亚热带常

绿阔叶林森林生态系统为野生动物创造了良好的栖息环境 ,

区内有脊椎动物406 个种和亚种( 不含鱼类) , 隶属25 目62

科121 属, 昆虫3 000 多种。其中国家Ⅰ级重点保护动物有黄

腹角雉、白颈长尾雉、华南虎、豹、云豹、金斑�凤蝶计6 种 ;

国家Ⅱ级重点保护动物有金猫、大鲵、黑冠鹃隼、水 獭等

33 种[ 2] 。

2 .2 人文景观

2 .2.1  红色纪念地。井冈山是革命的摇篮 , 红军的故乡。

1927 年10 月, 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率领中国工

农红军来到井冈山, 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 开

辟了“以农村包围城市, 武装夺取政权”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革

命道路, 中国革命从这里走向胜利。因此井冈山被誉为“中

华人民共和国的奠基石”。在茨坪景区有井冈山革命博物

馆、毛泽东旧居( 八角楼) 、北山烈士陵园、红四军军部旧址、

红军谷( 五马朝天) 等; 在龙潭景区有小井红军医院、红军洞

等; 在黄洋界有哨口工事、哨口营房、“星星之火, 可以燎原”

纪念碑、上井红军造币厂等; 在荆竹山有“雷打石”( 三大纪律

的诞生地) 等等, 许许多多具有纪念的遗址, 是进行爱国主义

教育的好教材。

2 .2.2 客家风情园。在井冈山自然保护区内还杂居着客家

族等少数民族村落, 他们独特的乡土风情和民俗文化源远流

长, 有着丰厚的历史沉淀。如客家的饮食起居、宗教文化、节

日庆典、婚丧礼仪、民族歌舞等都是开发生态旅游的好题材。

3  井冈山自然保护区生态旅游开发现状分析

3 .1 开发概况  井冈山是江西省西南的门户、京九铁路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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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下穿过, 设有井冈山站。井冈山机场已于2004 年正式通

航。赣粤高速公路支线—泰井高速公路于2005 年1 月正式

开通, 将中国高速公路网络贯穿井冈山旅游区腹地, 实现从

井冈山至南昌、杭州、南京、合肥、上海、武汉、长沙、广州、深

圳乃至北京、天津等大城市全程高速, 一日可达, 旅游交通十

分便利。

井冈山主景区面积261 .43 km2 有①茨坪; ②龙潭; ③黄洋

界;④井冈山主峰; ⑤茅坪; ⑥龙市; ⑦笔架山; ⑧桐木岭; ⑨湘

洲;⑩仙口; �瑏瑡鹅岭11 个景区, 每个景区内含有多个自然景观

和人文景观共460 多个景点, 组成了一个大旅游圈。2007 年井

冈山游客人数达306 .1 万人次, 实现旅游总收入13 .4 亿元[3] 。

目前开发的生态旅游产品有生态探险漂流、穿越大峡谷、宿营

大峡谷、重走红军路、团队大演练、大峡谷杜鹃节、大峡谷采摘

节以及传统的井冈山一、二、三日游等项目。

3 .2 存在的问题

3 .2.1 产品定位不准确。生态旅游是一种新型的可持续的

活动, 应当把生态旅游开发定位在以保护生态的大前提下 ,

把环境教育和自然知识普及作为核心内容, 在科学技术的密

切参与下的高层次运作, 同时也要求旅游参与者具有较高的

环境意识, 而目前开发的旅游产品, 着重强调了生态旅游中

“认识自然、走进自然”的一面, 而忽略了生态旅游“保护自

然”的另一面, 这样的生态旅游产品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生态

旅游产品 , 而是自然旅游或者是观光旅游的另一种形式。如

当地政府打算开发的, 大峡谷生态拓展训练基地, 滑草场及

国际狩猎场等。

3 .2 .2 市场开发力度不够 , 精品品牌少。井冈山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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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游业获得了长足发展。20 年后总结经

验发现 , 革命景点提供的产品只是用简单的图片展示和橱窗

式的文物阵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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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体验式旅游项目只有猎场射杀、攀

岩、大峡谷漂流等几个, 并且宣传力度不够, 吸引力不足, 未

形成精品品牌。

3 .2.3 资金短缺 , 人才缺乏。旅游开发建设本身具有建设

周期长 , 资金需求量大的特点。井冈山属山区县级市, 自身

经济发展总体水平较低, 政府所能提供的资金严重不足。虽

然近年来, 获得从中央到省、市较多资金投入 , 用于抢救革命

遗址、遗迹和景区旅游设施建设, 但相对于景区的软硬件设

施来说, 资金需求缺口仍较大。另外 , 旅游规划、管理人才缺

乏, 一线服务人员缺乏专业化培训。

3 .2 .4 旅游开发与资源保护矛盾突出。资源破坏现象有加

重的趋势。以茨坪为例, 处于群山环抱中的核心景区面积3

km2 , 而常住人口由5 年前6 000 人增加到现在的1 .7 万人, 排

放的尾气、噪声、生活垃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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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虽然2005 年井冈山市政务中心“下山”, 但迁移人口

只占人口的一小部分。

3 .3 发展对策

3 .3.1 准确把握生态旅游产品定位 , 设计具有生命力的旅

游产品。拥有旅游资源并不等于就拥有旅游产品, 真正的旅

游产品必需根据市场的需求进行设计、加工和再创造。以井

冈山“大峡谷生态游”为例 , 大峡谷生态景区发源于黄洋界的

金狮面, 止于罗浮盆地, 全长40 km, 是一片原始次生林覆盖

区。大峡谷两侧是海拔千米以上的峰峦, 峻秀峭拔, 古木x

岩, 姿态万千, 谷底海拔均500 m, 窄处仅容1 人通过, 宽处相

望百余米 , 石姬河横亘其间, 全长约10 km, 山清水秀, 幽野宜

人。2005 年井冈山市生态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投资6 000 万

元, 拟打造杜鹃山 - 棋盘石自然观光区、石姬寨休闲服务区

和大峡谷生态探险区3 个区域, 推出旅游产品品种有生态探

险漂流、穿越大峡谷、重走红军路, 团队大演练、大峡谷杜鹃

节等。目前大峡谷生态探险区已经获得有关部门批准 , 符合

国际上对生态旅游的认定标准。即该产品强调游客在旅游

过程中以不破坏景区生态平衡为原则, 置身于自然, 真实完

善地体验自然风光。该品种项目具有观光、度假、休养、科考

及科普教育等多重功能 , 自面市以来收到很好的经济效益 ,

获得了社会的肯定。今后还可多设计开发像“大峡谷生态

游”这样的旅游系列产品, 如“民俗游”、“科学考察修学游”、

“森林生态观光游”、“竹林茶乡游”“红色精典演艺”等等, 多

出产品多出精品[ 4] 。

3 .3 .2 加大宣传和市场开发力度, 树立精品品牌。对保护

区旅游的整体宣传需要当地政府主管部门和旅游企业共同

参与, 加大对宣传资金投入。围绕保护区旅游资源的特色 ,

从旅游形象定位、旅游产品、信息提供和咨询以及宣传媒体、

宣传形式、宣传手段等方面统筹规划, 分步实施 , 突出形象、

树立产品品牌 , 使保护区生态旅游的特色家喻户晓 , 深入

人心。

3 .3.3 引进市场机制, 多方筹措开发资金。保护区开发生

态旅游, 资金水平有限 , 应实行个人、企业、部门、地方、国家

“五个”一起上的方针。推行谁投资, 谁受益的政策, 引导社

会闲散资金注入旅游业。同时制定优惠政策, 积极引进外

资, 为开发保护区生态旅游创造良好环境。与此同时, 要提

高旅游管理水平, 加强旅游人才培养[ 5] 。一个地方旅游形象

的好坏, 不仅取决于旅游资源是否丰富多彩, 还取决于旅游

管理水平。井冈山保护区生态旅游是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

的, 当地居民非法利用与开发保护区资源已成为保护区管理

的难题。因此保护区管理部门要因事利导, 吸纳当地人参加

管理, 对分散农家旅游经营户, 实行集中培训 , 开发一些乡土

气浓重的“农家乐”、“田园景观体验游”、“客家风情园”、“采

茶节”等旅游产品给当地农民来经营, 即保护了当地居民利

益, 又规范了旅游市场, 另外, 旅游是一个开发综合性较强的

产业, 旅游资源的开发需要专业的知识以及专业技术人员进

行规划建设, 只有依靠高素质的管理人才和服务人才进行科

学合理的经营管理, 才能建立良好的旅游形象 , 才能开发出

旅游精品项目, 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赢。

3 .3 .4 遵循开发与保护并重原则, 发展特色旅游。保护区

的旅游资源和生态环境十分脆弱, 一旦破坏, 很难恢复。因

此, 要在加大开发力度, 努力把旅游业做成产业的同时, 坚持

“保护第一”的原则, 更新观念、强化法律、健全机制, 认真惯

彻实施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建立和完善旅游法规制度。做到

每开发一个旅游产品都要严格进行可行性论证, 符合一个开

( 下转第1512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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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A 为1 000 hPa ;B 为500 hPa ;C 为300 hPa 。下图同。

Note :A ,1 000 hPa ;B, 500 hPa ;C , 300 hPa .The same as below.

图23 1987 年9 月10 日8:00 时1000、500、300 hPa Q 矢量散度分布

Fig .23 1000,500and 300hPa Qvector divergenceat 8:00of Sept .

10th, 1987

侵入台风倒槽, 冷槽下摆后倒槽附近的温度梯度明显加大 ,

湿斜压锋区加强, 使得垂直速度增大, 水汽辐合加大 , 潜热剧

增, 不稳定增长。低层弱干冷空气侵入台风倒槽, 与低层强

的暖湿平流相互作用, 激发出中尺度暴雨系统 , 不稳定能量

释放而产生特大暴雨。而6122 台风倒槽区在登陆前后从低

层到高层一直处于暖干状态, 抑制了大降水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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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4 1961 年9 月12 日2:00 时1000、500、300hPa Q 矢量散度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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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一个。在自然保护区内要统一规划, 严格控制景区内各

种建筑的风格 , 保持保护区的“原味”, 突出保护区, 避免因

外界因素破坏井冈山自然保护区的原貌。井冈山自然保护

区的生态旅游资源是独有的, 是独一无二的 , 必须保持其永

远呈良性循环态势 , 实现生态旅游可持续发展。

4  小结

生态旅游要求目的地具有原始古朴性 , 旅游目的主要

为欣赏优美的自然风光、体验良好的生态环境 , 也要求旅游

活动保证生态安全。生态旅游还要带动当地经济的发展。

井冈山保护区同时具备开展生态旅游的可行性与必要性,

在开发的过程中应注重保护与开发并重 , 解决开发中存在

的问题, 使生态旅游业成为井冈山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

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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