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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生态旅游发展问题分析 

——以丽水市雅溪漂流景区为例 

吴威波
1
 

（浙江海洋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浙江 舟山 138018） 

【摘 要】：乡村生态旅游是以提高乡村居民收入和促进农村社会发展为目的，以生态文明理念为指导，以农村

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为依托开展的旅游活动。基于对丽水市雅溪漂流景区的实证研究，分析景区乡村生态旅游发展

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对策建议，为类似景区的发展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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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乡村旅游是合理利用乡村旅游资源，解决“三农”问题和扶贫开发，促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一个全新突破口。漂流

旅游是乡村生态旅游的一个分支，本文主要从漂流旅游开发的角度对乡村生态旅游发展现状进行探讨分析。 

1 雅溪漂流旅游发展现状 

雅溪漂流景区位于丽水市莲都区雅溪镇金竹村，处于区西北部地区，距离市区约 25km。漂流河道全长 4.5km，总落差 128m。

雅溪漂流景区整个漂流河道均位于山谷河道之间，水质清澈，河流蜿蜒，空气质量良好。 

1.1优越的区位与环境优势 

金竹村位于莲都区北部的雅溪镇，村内多山区与溪流，建筑沿地势而建，依山傍水，风光旖旎。自然资源开发利用较少，

生态环境维护良好。溪流上游有一小型水库，水资源充沛。全村森林覆盖面积达到 90%以上，开发程度小，原始性强，森林资源

丰富，大气中富含负氧离子，空气质量优越，是天然的氧吧。漂流溪道附近没有任何工厂，不存在化工污染，水体质量良好，

水质清澈，水库水质检测显示优于国家地表水三类标准。 

1.2文化优势 

金竹村内生活有少数民族畲族村民，他们传承并发扬了畲族优秀传统文化，村内建有文化礼堂，可供游人免费参观。同时，

中共丽水县委遗址位于与该村毗邻的岱后村，游人从漂流景区驱车前往仅需 15～20min。 

1.3政府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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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休闲生态养生”为主题的战略指导下，莲都区各级政府对雅溪漂流项目十分重视，区各级领导也多次前往漂流地点视

察，领导对该项目工作给与了肯定，并对未来景区高标准建设、高品质服务提出了更高的期望和要求。 

1.4市场需求大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养生，对生态旅游的偏好越来越明显，给生态旅游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很大

的空间。乡村旅游对在城市繁忙嘈杂中工作生活的人们来说具有很大的吸引力。 

2 雅溪漂流旅游发展的难题 

2.1溪滩生态系统的脆弱性 

地处山间溪流，溪内有黄颡鱼、石巴子、溪蟹等物种，由于溪道的开发，水生物的栖息地受到极大破坏，漂流的过程也对

它们产生了相当大的惊吓，严重威胁水生物的生存。生态系统中动物与植物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动物大量消失必然导致生态系

统失衡。 

2.2村民素质与生态旅游要求的矛盾 

生态旅游开发具有特殊性，要求在提高居民收入的同时更要注重对自然环境的保护，往往大部分人只注重收入，却忽略了

环境，忽视了长远的利益。村民整体受教育程度较低，环境保护意识落后，生态旅游意识淡薄。经营者则多以利益为重，对资

源进行无节制开发。 

2.3旅游季节性与劳动者消费常年性的矛盾 

漂流景区仅在天气较为炎热的夏季对外开放，经营周期短，但是却需要大量的工作人员维持经营中各个环节的稳定，这些

劳动力大多是从附近农村招募的返乡务工人员或在外经商暂时在家休养的个体户。村内被雇佣的村民也反映工资太低，低于目

前的平均水平。 

2.4地理因素限制 

景区地处于山区，离市区较远，道路崎岖且狭窄。道路多处仅能容纳两辆中型车并排通过，中途多岔路口，初次旅游的人

不易寻找，目前村内暂无可供居住的民宿。即使市内宣传力度较大，很多市民也不愿意长途跋涉来此游玩。 

3 雅溪漂流旅游发展的对策与建议 

3.1合理利用村中劳动力 

经营者要做好群众基础，处理好与村民的关系是保持持续稳定发展的前提。第一：提高工资水平或者给员工发放适当的福

利，改善村民的实际收入水平。第二：适当做一些慈善活动，例如除每年给给予所有老人一定的津贴外，高层管理者可一对一

或者一对多扶贫困难农户，特别是那些无儿无女的老人，需要为他们提供一定的资金扶助。第三：帮助农民脱贫，为周边农村

中有劳动能力但生活仍然比较艰苦的农民提供相对稳定的工作岗位。第四：在漂流未运营的期间可以组织村民进行生态旅游知

识学习和相关的技能培训，提高村民的综合素质，同时也为下一阶段的运营提供人才储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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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合理保护生态环境 

漂流虽然仅在夏季进行，但每次都会给溪滩生态造成毁灭性的打击。长此以往，必然会对环境产生不可逆的伤害。因此建

议经营者在漂流结束后，向溪流上游的水库投放一定的鱼苗、蟹苗等生物，在未成熟期严格管理，禁止捕捞，同时为水库设置

网闸，漂流时期关闭，修整时期打开。这样，水库生态系统能得到恢复与重建，溪滩系统也能得到一定的缓解。当地政府部门

要充分发挥宣传作用，通过各种传播媒介，加强对生态旅游的宣传，提高村民对生态旅游的认识，促进生态保护意识和可持续

发展观念的形成。 

3.3改善游客满意度 

首先，改善道路条件。原先的道路过于狭窄且年久失修，随着游客越来越多，已不能满足未来旅游发展的需要，修缮并拓

宽公路成了迫在眉睫的任务。其次，经营者可以与政府合作，鼓励并引导有条件的村民建设民宿，开办乡村客栈，在解决游客

的住宿问题的同时，也为农民增加收入提供了新渠道。最后，扩大游客的定位范围，除了本市市民以外，附近县的居民以及周

边乡镇农村中生活条件较好的农户也是潜在的游客。经营者要做好宣传工作，将信息落实到位。 

4 结语 

通过以上分析得出，雅溪漂流旅游起步较晚，目前正处于蓬勃发展的阶段，在这过程中仍有许多不足需要完善。乡村旅游

可以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增强政府与农村居民的联系，在提高农民综合素质的同时更有力地促进农村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以

及和谐农村的建设。生态旅游的发展同样需要一个过程，对于分析总结出来的旅游发展过程中存在的生态环境破坏、村民满意

度不高、旅游季节性明显等问题，需要经营者提高生态保护意识，加强生态保护，合理利用村中剩余劳动力以及丰富产品体系，

配套开发旅游产品。政府也要从外部对生态旅游的发展给予政策上的扶持与保护，比如鼓励社会其他界人士参与乡村生态旅游

的投资，并积极开展宣传和培训，为生态旅游发展提供人才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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