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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发展乡村旅游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载体 , 正在兴起并逐渐广为市民所接受的乡村旅游有着广阔的市场前景。从发展乡
村旅游的意义及桂林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探讨促进桂林乡村旅游业的发展对策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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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乡村旅游是以乡村地区为活动场所, 利用乡村自然和

人文历史资源, 吸引游客前往休息、观光、体验、购物及学习

等的旅游活动, 已成为当今世界正在兴起的旅游形式, 有着

巨大的发展空间和市场潜力。自1973 年始, 桂林重点发展的

旅游事业已经历了30 多年。在这30 多年中, 桂林的旅游业

无论是在“硬件”或“软件”方面均得到了较快的发展, 旅游业

在桂林地方经济建设中已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1 - 3] 。自从国

家旅游局将旅游主题定为“2006 中国乡村旅游年”、“2007·中

国和谐城乡游”, 并且制定了“新农村、新旅游、新体验、新风

尚”的鲜明口号之后, 桂林乡村旅游业虽获得一定的发展, 但

仍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笔者就如何进一步推动桂林市

乡村旅游业迈上新台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1  发展乡村旅游取得的成效

1 .1  有利于促进农民就业 金融危机暴发以来, 许多外出

务工的农民失业后回到了家乡。而以田园、养殖场、农家乐

等“三农”资源为主要载体的乡村旅游, 使直接经营“农家乐”

等乡村旅游的农户在家门口干着熟悉的老本行, 实现零距离

就业。特别是通过发展乡村旅游, 第一产业延伸为第三产

业, 农副产品变成了旅游商品, 大大提高了农产品的附加值 ,

使当地农民可以通过销售当地有特色的农副产品, 加入个私

经济行列, 达到实现就业的目标。

1 .2  有利于提高农民素质, 促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桂林

的山水奇观、民俗风情等乡村旅游资源环境吸引了大量的中

外游客 , 他们在享受美景的同时也为农村带来全新的观念和

思想。当地的一些农户通过不断地与中外游客交流学习, 开

阔了视野, 吸收了新观念 , 提升了自身素质, 成为农村新的思

想观念的“催化剂”。这也必将为农村带来全新的服务观念 ,

大大增强了当地居民文明意识, 促进了农村地区的精神文明

建设。如阳朔最有名的被称为“月亮妈妈”普通农村妇女徐

秀珍, 先后学会了英、法、德、意等8 国语言, 构建了一道自然

山水与人文景观相和谐的独特风景, 赢得了中外游客的

尊重。

1 .3 调整农村产业结构 乡村旅游使农民从单一的种田为

生发展到接待游客谋取收益的更广阔的空间。从推动农村

社会经济发展的角度看, 乡村旅游不仅对第三产业中的商

业、住宿、饮食服务业等行业的发展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 而

且能带动一、二产业的发展, 有助于形成农产品供产销、特色

旅游商品的产业化体系, 从而带动当地农村地区产业结构的

调整和优化。

1 .4  缩减村乡差距 ,推进城镇化建设  流向各个乡村旅游

者具有阶层、职业、信仰、年龄的广泛代表性, 游客与村民之

间总是通过各种途径进行接触, 缩短了村民与游客之间的距

离, 以增进了解和友谊, 使人们消除偏见。而游客中的一些

高素质人才的传播、带动及与村民的交流, 客观上在相互接

触中使村民了解了最新科技动态, 也促进了其传播与交流 ,

可以提高农村劳动者素质, 造就一代高素质的新型农民, 这

有利于推进农村城市化进程。

2  桂林乡村旅游的发展中存在的不足

2 .1 思想认识不到位 ,旅游产品缺乏特色 目前 , 由于乡村

经济发展现状, 当地政府对乡村旅游的认识存在不足, 没有

结合当地的农业资源、自然景观、乡村民俗方面展开优势。

导致在发展乡村旅游时 , 政府缺乏全面规划, 导致乡村旅游

形式单一、特色不强, 缺乏对游客的吸引。忽略了深度挖掘

乡村旅游的文化内涵才是提升产品档次的重要策略。就民

俗文化来说, 桂林共居住着28 个民族, 各民族在建筑、饮食、

生产方式等方面都有自己的特点 , 如茶山瑶传统的“红衣

节”、“三月三”等, 要充分利用丰富民俗作文章, 从文化方面

来吸引游客。

2 .2  旅游基础设施不健全, 资金投入严重不足 地方乡镇

建设中旅游基础设施建设资金投入不足, 导致乡村旅游中的

必要因素如道路、停车场、洗手间、电话亭等公共设施简陋、

设备不足, 客房、餐厅等主要食宿设施条件差 , 卫生状况和设

施设备条件难以让人接受, 难以留住游客。

2 .3  欠缺保护意识 ,自然环境遭到破坏 由于思想认识或

其他因素的限制, 当地部分农民的无知或在当前利益的驱使

下, 导致他们只顾局部不顾大局, 使一些地方的自然旅游资

源受到了越来越严重的破坏。如阳朔的遇龙河, 原来可以看

到“船在青山顶上行”这样的美景, 但现在遇龙河经过一些无

知农户的折腾, 其两岸到处是码头、房子, 使遇龙河的自然景

观遭到严重破坏, 令前来的游客很失望, 这种情况亟需改观。

2 .4  假冒伪劣、欺诈活动等现象严重  旅游中假冒伪劣与

欺诈活动已成为旅游形象的毒瘤。在不少旅游景点, 向游客

兜售伪劣纪念品的流动小贩随处可见; 一些旅游接待地区想

方设法敲榨勒索旅游者 , 败坏了当地的旅游形象; 一些导游

为获取高额“回扣”, 带游客频频光顾价高质劣的旅游纪念品

商店, 甚至还限制进店的最短时间, 引起游客的不满 , 使旅游

质量大打折扣, 也极大地破坏了桂林的形象。而购物店里的

商品还存在销售假劣产品的现象 , 象阳朔西街的部分商店所

销售的箱包或名表等商品就存在冒牌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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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解决桂林乡村旅游问题的对策

3 .1  提高认识 ,加强乡村旅游开发规划 地方政府应当从

丰富乡村旅游基本内涵等方面入手, 加强乡村旅游的整体开

发与规划, 倾力打造富有特色和个性的农村旅游活动, 使乡

村旅游持续升温。如精品旅游线路恭城观光农业乡村游就

很不错。恭城县委、政府充分认识到发展乡村旅游对改变农

村面貌和促进农户增收的作用, 利用辖区红岩村独具特色的

自然风光、丰富多彩的乡村民俗风情、古老神奇的乡土文化

艺术、风格迥异的乡村民居建筑等乡村旅游资源, 大力规划

和开发恭城乡村旅游前景, 建成了瑶寨风雨桥、滚水坝、梅花

桩、旅游登山小道、果园观光台、观光亭等旅游设施。目前红

岩村已成功建成50 栋独立别墅, 共拥有客房170 间, 餐馆23

家, 每天可接待游客700 多人。而红岩村也以优美的自然环

境和村民的热情好客吸引了众多的游客前来观光旅游 , 基本

形成特色乡村旅游产业新格局[ 4] 。

3 .2  政策扶持, 推行旅游产业优惠政策  早在1973 年, 国

务院将桂林列为24 个对外开放的旅游城市之一, 桂林因此

成为中国旅游开发的先行者。在国家政策的强力支持下, 桂

林逐步形成了“三山两洞一条江”的初期旅游格局。因此, 政

府放宽旅游经营政策 , 可以促进旅游业良性发展。如龙胜县

政府以土地使用政策、招商引资政策等旅游扶贫政策层层推

进, 使得龙胜的旅游事业蓬勃发展, 成为中国生态旅游大县

和中国文化旅游大县。该县2006 年接待游客66 万人次, 旅

游营业收入27 400 万元;2007 年接待游客77 .6 万人次, 旅游

营业收入36 928 万元。

3 .3  加强旅游基础建设 ,打造优美生态环境 乡村旅游事

业的发展应该与环境建设同时进行, 特别是县域环境和乡村

民族风情旅游村寨环境建设更应重视。如桂林龙胜为了整

合环境 , 全面实施“三林”禁伐工程和林业发展工程, 禁伐面

积达6 .67 万hm2 , 通过果品基地建设工程、坡改梯工程、南方

草山草坡综合开发示范工程等项目的实施, 使其森林覆盖率

达74 % , 绿化率达95 % 。通过大力推广以沼气为纽带的“养

殖- 沼气- 种植”生态农业模式 , 共建成沼气池3 291 座, 沼

气入户率达64 % , 占适宜农户25 603 的91 % 。该县也以优美

的生态环境和得力的生态建设举措, 一举进入国家级生态示

范区的行列, 为龙胜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增添了诸多的

亮色。

3 .4  提高村民综合素质 ,加强乡村文明建设 为纠正一些

公民在乡村旅游中的喧哗吵闹、不爱护环境等陋习, 桂林启

动了“提升公民旅游文明素质行动”。在行动中, 政府通过制

定文明规范, 充分发挥旅游管理部门的作用, 调动协会、企业

的积极性, 对游客进行广泛宣传和正确引导; 在机场、车站、

码头等窗口摆放相关宣传资料; 导游和领队在带团过程中不

断提醒和引导游客文明旅游; 旅游企业把文明教育工作纳入

职工道德培训计划 ; 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争创文明旅游景区活

动等措施, 使得公民的旅游素质不断提高, 也较好地维护良

好的旅游形象。

3 .5  加强自然环境保护 ,充分挖掘乡村旅游潜力  发展乡

村旅游与自然环境保护并不矛盾。因此, 自然环境的保护对

于开发乡村旅游尤为重要。如精品旅游路线龙胜县龙脊梯

田就是如此。农耕文化是龙脊梯田景区的灵魂和核心。居

住在龙脊梯田景区的居民比较完整地沿袭着壮瑶族人的生

活方式, 同时还在保护明清时代的吊脚楼、石梯道等历史文

化遗产, 保存有明朝时期的服装服饰、生活用具、耕作用具和

民族风情等。龙胜大力开发龙脊梯田乡村旅游, 挖掘龙脊上

的梯田园林风光, 营造龙脊上600 多年来的梯田传奇故事 ,

以规模宏大、曲线优美的梯田群吸引国内外游人。据统计 ,

2007 年龙脊梯田乡村旅游就共接待了游客36 万人次, 实现

旅游营业收入1 484 .45 万元。

4  促进桂林乡村旅游良好发展的建议

4 .1 从多方面丰富乡村旅游基本内涵 乡村旅游不是一个

孤立的产品形态, 而是有一系列的产品集群组成的, 与其他

旅游产品形成互动, 融合发展, 或者与观光旅游、度假旅游、

文化旅游互为辉映、互相促进、相得益彰。

发展乡村旅游, 必须整合各方力量, 挖掘具有地方民族

特色的节目 , 打造乡村旅游精品, 才能促进乡村旅游的良好

发展。如精品旅游路线阳朔《印象刘三姐》就很有特色。它

以独特的山水实景表演为特色, 利用两公里的漓江水域及十

二座背景山峰和灯影迷蒙的山水实景, 吸引了无数游客前来

观赏。据统计,《印象刘三姐》自面世以来, 已公演了856 场 ,

吸引了近450 多万游客。又如精品旅游线路兴安“米粉节”

也如此。桂林兴安依托丰富的旅游资源优势, 推出“兴安米

粉节”旅游品牌, 在名粉美食中华传统小吃一条街上, 将重庆

杂浆麻辣米粉、美国的加州牛肉粉等37 家世界各地米粉美

食汇聚一堂, 等待八方游客前来品尝。这一旅游精品吸引了

大量的游客, 也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效益。诸如此类的还有资

源的 资江漂流、阳朔 的攀岩 节等乡 村旅 游线 路都值 得

一游[ 5 - 7] 。

4 .2 从时间与空间两部分的转移综合考虑旅游路线 桂林

乡村旅游资源主要分布在三部分: 第一以桂林市区为中心 ,

包括灵川、临桂等县, 主要有九屋农家乐、十二滩漂流、临桂

“状元之乡、名人故里”、永福长寿文化和罗汉果之乡等; 第二

是以兴安为中心的北部, 包括龙胜、资源等县 , 主要有龙脊梯

田、五排河漂流、八角寨丹霞地貌、民族风情表演、民居旅游、

龙胜温泉休闲度假区等 ; 三是以阳朔为中心的南部, 包括恭

城、荔浦等县, 主要有阳朔西街、月亮山、印象·刘三姐、漓江

山水观光及农业观光等。游客可以从时间的紧凑上和地点

的就近转移上来自行安排旅游行程。

4 .3 职能部门齐心营造游客放心旅游环境 面对乡村旅游

业发展所面临的诸多新的机遇和挑战, 国家各行政职能部门

必须发挥各自职能, 以满足快速多元化的市场需求和保护游

客正当权益, 营造乡村旅游健康发展环境。如旅游部门监督

黑车、黑导从事非法经营 , 营造公平竞争环境 ; 工商部门抓好

流通领域食品安全, 构筑乡村旅游食品安全网 ; 文明办等部

门以评先创优为载体, 加强行业精神文明建设 ; 宣传部大力

宣传乡村旅游景点景区 , 扩大乡村旅游知名度 ; 保险部门完

善旅游保险 , 减少游客和旅游企业的损失, 减少事故引发的

纠纷等。各职能部门各司其责, 努力创造安全稳定、平安和

谐的旅游环境, 促进乡村旅游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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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

学生做完实验后, 此时教师要求学生下课后要通过查资

料, 针对所得到的系列数据进行比较、分析、讨论不同植物之

间、同种植物不同器官之间叶绿素a 和b 含量的差异的原

因, 并撰写出一份完整的实验报告。

撰写实验报告是实验教学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 是衡

量实验效果的一个重要依据, 但是过去的教学中学生往往处

于被动的学习地位, 实验报告常常是参照实验指导书, 抄写

出实验目的、实验原理、实验过程。而作为实验报告的核心

内容“结果与分析”学生却写得很少, 有的学生甚至只写结果

没有分析 , 更谈不上查阅资料。究其原因一方面与实验材料

太单一, 无法进行比较分析有关, 另一方面也与老师没有具

体要求有一定的关系。

3  对种子活力的快速测定方法的改进

在种子活力的快速测定方法中, 该教材提供了4 种方

法: 即氯化三苯基四氮唑法( TTC 法) 、溴麝香草酚蓝法( BTB

法) 、红墨水染色法和纸上荧光法。其中纸上荧光法由于要

求的实验材料仅限于十字花科植物种子, 再加上该法误差较

大, 因此笔者将此法舍弃。仅用前3 种实验方法进行快速

测定。

前3 种实验方法中, 在实验材料的选择上, 笔者以当地

常用的小麦或玉米种子作为实验材料, 随机取样测定发芽

率。按照原方法要求TTC 法和红墨水染色法使用的均为一

粒种子的一半,BTB 法用的是完整的种子。学生们用这3 种

方法测出的发芽率有很大差异, 这样的差异性究竟是方法

本身的局限性所导致, 还是不同种子本身的差异性所导致的

很难说清, 因此学生在比较结果的异同及原因时, 常常难以

下结论。

为了克服因种子本身的原因所造成的差异 , 笔者对红

墨水染色法、TTC 法以及BTB 法均作了改进。原TTC 方法中

是取吸胀的种子200 粒 , 用刀片沿胚中线切成两半。200 个

半粒放于一培养皿中, 加入浓度0 .5 %TTC 适量, 另200 个半

粒用沸水煮以杀死胚作为对照。原红墨水染色法与TTC 法

相似, 是把浓度0 .5 % 的TTC 换成红墨水。

改进后的方法是: 随机取50 或100 粒玉米或小麦种子 ,

用刀片沿胚中线切成两半 , 将50 或100 个半粒放于一培养皿

中, 加入浓度5 .0 % 红墨水20 ml , 室温下放置10～15 min 。自

来水冲洗干净后观察胚的着色情况。另50 或100 个半粒放

于另一培养皿中, 加入浓度0 .5 %TTC 溶液20 ml , 置于30 ～

35 ℃培养箱中0 .5 h 左右 , 观察胚的着色情况。BTB 法也采

取纵切种子的方法与TTC 法进行对比或者与红墨水染色法

进行对比, 即取50 或100 粒玉米或小麦种子, 用刀片沿胚中

线切成两半, 其中的50 或100 个半粒平放于含有 BTB 琼脂

凝胶的培养皿中 , 另一半加入浓度0 .5 %TTC 溶液适量或者

加入浓度 5 .0 % 红墨水适量。得到结果后, 分别讨论分析

TTC 法与 BTB 法、TTC 法与红墨水染色法、BTB 法与红墨水染

色法两者之间的结果有无差异。由于这3 种方法由于分别

用的是同一粒种子的两半 , 从理论上测出的发芽率应该是

一样, 但是学生测出的结果往往却不相同, 为什么会有这样

的结果? 既然是同一粒种子, 在实验材料上应该没有差异 ,

那是什么原因呢? 由于存在这些问题, 就迫使学生去查找

原因。教师可诱导学生们从3 种测定方法及原理方面入手 ,

分析 造成这一 差异的 原因, 最终使 学生 找到 正确的 答

案[ 5 - 6] 。

4  小结

上述叶绿体色素的提取、分离及理化性质鉴定实验中 ,

通过对实验材料量上的改进、提取液的改进、过滤方法的改

进、点样及扩展剂的改进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收获, 学生们看

到自己在很短时间内分离出来清晰的叶绿体色素带异常兴

奋, 并且实验室不再是到处弥漫着有毒试剂丙酮的气味。更

重要的是由于扩展剂的改进使整个实验时间缩短了30 ～40

min , 为下一步对植物生理学实验课程中压缩验证性实验、增

加综合性设计型实验的整体改革提供了可能性。

在对叶绿素a 和b 含量测定的实验改进中, 通过对实验

材料的改进和实验报告撰写方面的要求, 一方面巩固了学生

对理论课知识的理解和掌握, 另一方面学生们对做这种实验

的兴趣比原来大不相同, 学生们乐意提前到室外采集自己喜

欢的实验材料, 由于每人的实验材料不同得到的实验数据均

不相同, 所以学生们主动的自发的去查资料, 通过查阅资料

对自己的实验结果进行讨论与分析。

在对种子活力的快速测定方法的改进中, 学生们更加深

入地了解TTC 法、BTB 法、红墨水染色法和纸上荧光法的原

理以及几种方法的差异。为学生今后更好地分析问题、解决

问题打下较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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