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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发展视角下汨罗市龙舟活动开展对策 

何 威 

（湖南师范大学，湖南 长沙 410000 ) 

【摘 要】：通过文献资料法和实地考察法对湖南省汨罗市龙舟活动开展进行调查与研究，从可持续发展的视角下

对汨罗市龙舟活动开展的不足进行分析，并针对开展的不足提出可实施意见，得到结论只有要立足现实，尊敬历史，

对汨罗市现有的文化资源有正确的认识和理解，树立正确的发展理念，建立合适的可持续发展道路，实现环境和经

济的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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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南北朝时期梁人吴均的 《 续齐谐记 》 云：“楚大夫屈原遭谗不用，是日投汨罗江而死，楚人哀之，以舟楫拯救，端阳竞

渡乃遗俗也”。赛龙舟不仅汇集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也体现了中华民族的特有风情。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与发展，人们赋予了端

午赛龙舟新的内涵，使得龙舟竞渡这一古老形式焕发了新的活力，演变为集现代文化、娱乐、商贸交流于一体的重要形式。湖

南省汨罗市作为端午节和龙舟运动的发源地，端午节和龙舟活动作为这个城市的标签，通过举办龙舟赛带动传统经济的发展和

带来广阔的商机， 2008 年，汨罗市被评为“龙舟文化名城” , 2009 年，汨罗江畔端午习俗人选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为了促进汨罗市的发展，我们应该大力开展龙舟运动，让更多的人参与到这项运动中来。弘扬和发掘龙舟文化不仅有利于汨罗

市的经济发展，还有利于提高人民的民族意识，弘扬民族文化精神。故此，加强对汨罗龙舟活动价值的深人探究，是弘扬民族

文化，提升文化水平，增进社会全面发展的首要举措。本文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和可持续发展的角度下，对汨罗市龙舟活

动的开展现状进行调查研究，希望能为汨罗市龙舟活动进一步发展提供一定的借鉴和参考。  

2 湖南省汨罗市龙舟活动的开展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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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世纪，汨罗龙舟活动基本由民间自发组织，进行比赛。从 2005 年开始，汨罗市官方固定在端午节期间举办中国汨罗

江国际龙舟节，至今已成功举办十一届。 

从表 1 中可以看出，汨罗龙舟赛事活动从一开始就是冲着成为一种跨国界的大型文化盛会而举办的。由开始的竞技体育的

领域逐渐向经济和旅游领域倾斜，从由原来的重竞技，自娱自乐的方式开始向重文化，节、会的模式发展。在比赛队伍上，汨

罗市下属一共 17个乡镇，每年都会有十只以上的乡镇队伍参加，而在省外的龙舟队伍上，始终保持着一个稳定的态势，表现出

汨罗市龙舟赛事活动正在呈现出一个稳定发展的态势。在 2016 年开始汨罗市龙舟活动开始回归民间，增加了本土龙舟竞赛活

动主题，不仅提高了当地人民参与龙舟活动的积极性，还传承了本土龙舟传统文化。但是本次回归民间也让汨罗市龙舟活动具

有一定的局限性，鼓励当地队伍参赛，导致了外地队伍的减少。在主办地点上每年都设置在汨罗市国际龙舟竞渡中心，主办方

为汨罗市市政府，足可以看出汨罗市官方对龙舟活动开展的重视程度，但是相对的，每年都由汨罗市政府举办，加上参赛队伍

的不断增加，对汨罗市资金压力很大，从而导致每年开设的龙舟赛事项目逐渐减少，到 2010 年的只有公开组 23 人龙舟 500 米

直道竞速专业组和业余组两个竞赛项目，但是相关的龙舟主题活动的不断增加，这是对开展龙舟竞技赛事的一中本末倒置的体

现，不利于汨罗市龙舟赛事的扩大和发展。而在对参赛的队伍资金来源上进行调查，以 2016 年为例，由政府组织和企业赞助

的队伍分别有 10 支和 8 支，但由民间自发组织的队伍仅仅只有 2 支，可以看出参赛队伍多由政府或企业组织组成，民间组

织较少，严重不平衡。而在竞赛成绩上，反而政府和企业组织的队伍缺乏一定的专业性，民间自发组织的队伍比较专业。所以

政府要促进汨罗一市龙舟活动可持续发展下去，就需要平衡参赛队伍性质和其专业性，做到竞技娱乐两不误，才能让龙舟活动

变得更加精彩。 

3 不足 

3.1 资金来源单一，地方政府缺乏统一规划 

龙舟活动期间绝大部分资金由政府负责拨款，没有专门的组织、体系和龙舟协会进行合作、共同开发。有专门的组织、体

系和龙舟协会进行合作、共同开发。政府资金压力偏大，导致龙舟景区缺乏工作人员守护和长期维护的资金，致使龙舟景区过

于破旧。而且因为当地政府没有意识到龙舟景区也可以带动经济的发展，所以没有对这个行业进行开发和利用。 

3.2 龙舟景区结构层次较差，环境保护意识不足 

从整个汨罗市范围来看，大部分的龙舟活动景点存在规模小、层次低、开发力度不够、接待旅客能力差，可观赏景点少、



 

 3 

导致旅客停留时间短的问题。有关龙舟的景点开发尚且处于初级阶段，缺乏具有本地特色的文化主题活动，不能标新立异，体

现出龙舟名城的特点。 

3.3 龙舟文化内涵开发深度不够，传承意识薄弱 

当前汨罗对龙舟活动的旅游文化内涵的认知、整理、开发和继承存在着较大的不足。龙舟活动的文化资源配置显得不够合

理和完善，本土资源丰富的特色也没有得到应有的展现，整体文化传承氛围不完整，目前还处于比较混乱的状态。在对龙舟活

动开展实施以及与自然旅游资源的配置上，还远未达到“龙舟文化名城”应有的水平。 

3.4 龙舟文化旅游形象定位不准确，宣传力度不够 

旅游形象是未来旅游业竞争的重点。目前，汨罗龙舟文化旅游形象没有形成体系，主题旅游形象定位也并非十分准确，在

国内旅游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的情形下，这个问题能否妥善解决直接关系到汨罗旅游业的未来的发展。虽然有“龙舟故里”这

一说，但是在广告宣传方面还是缺乏力度，要想回报，须得投资。 

4 对策 

4.1 加快体制改革，扩大资金来源渠道 

放弃落伍的观念、加速体制改革、增加资金投入、革新观念，增加龙舟活动开展的筹资渠道，这是扩大资金来源渠道的前

提。另外，在基金的筹资方式上，应该不能只争取国家投资，还要扩宽社会融资渠道，包括向社会、民营企业融资和进行个人

名义捐款，探寻资金来源的新道路，创造一个好的投资环境。 

4.2 加强龙舟活动景区建设，增强环保意识 

在汨罗市龙舟活动资源开发的过程和景区建设时，要同时增强生态环境的保护。汨罗的龙舟活动是以汨罗江为基础的，在

对龙舟活动景区进行建设时候，把现代科学技术引入其中，利用高科技对景区进行全方位的展示，针对龙舟活动景区展示主题，

定期举办其文化主题活动，增强景区的可观赏性。 

4.3 增加龙舟文化主题活动，促进自身文化传承 

在龙舟活动文化内涵深度开发的过程中可以多组织传统文化主题活动，深入挖掘文化资源，进一步提升文化传承的层次，

促进自身文化传承。同时，对端午主题活动的内容和实施进行监控，并反馈信息，实时进行调节，促进汨罗的文化遗产保护和

旅游业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 

4.4 树立正确的龙舟旅游形象，加大宣传力度 

鼎力支持开发新的文化旅游项目，树立正确的龙舟旅游形象，这也是汨罗市旅游业进行长期发展的最佳选择。以“蓝墨水

的上游，文化人的圣地”作为宣传语，以“龙舟故里”作为旅游形象，以政府为主导，以各种龙舟活动组织，俱乐部和龙舟协

会为主体，进行合理、有效的开发。 

5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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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为止，汨罗市龙舟活动发展经历着在商品经济的推波助澜下，走上了一条“龙舟搭台、经贸唱戏、政府主导、市场运

作、企业参与、财政补贴”的现代化道路。在从民间到官方又回到官民互娱的状态，但是如何让汨罗市龙舟活动开展走到正确

的可持续发展道路上，就只有要立足现实，尊敬历史，对汨罗市现有的文化资源有正确的认识和理解，树立正确的发展理念，

建立合适的可持续发展道路，实现环境和经济的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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