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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战略下的大黄龙岛全域旅游研究 

朱元楠
1
 

（浙江海洋大学，浙江 舟山 316022） 

【摘 要】：就乡村振兴时代潮流下旅游城市建设,以浙江嵊泗大黄龙岛的开发建设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大黄龙岛

全域旅游资源的优劣势分析,提出更新经营理念、合理配置资源、建设“渔旅”新模式、推进共享共建等的全域旅

游开发建设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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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世纪被称为“海洋的世纪”,舟山群岛以其独特的地理优势和浓厚的海洋文化底蕴,在蓝色的发展浪潮中异军突起。旅游

业是舟山的支柱型产业,2014 年起舟山的旅游业步入发展的春天,各分区的旅游总人数均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其中黄龙岛所在

的嵊泗县凭借 16%的增长率位居各区第一。 

第一次正式提出“乡村振兴战略”概念,是 2017年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旨在通过“产业兴旺”,制定特色产业

发展规划,自然而然带动生态、乡风、生活等向好。在解决“三农问题”的大背景下,舟山黄龙岛全域旅游建设与“乡村振兴战

略”不谋而合,“全域旅游”模式提倡避免单纯、不可逆地消耗旅游资源,而是通过整合各种资源包括旅游、生态、公共服务等

的全新形式来促进地区旅游质量的提高,促使游客对旅游服务体验感的提升。 

1 大黄龙岛全域旅游分析 

时至今日,随着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的深入开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旅游已经成为人们丰富生活的非常普遍的选择之一,

旅游经济发展成为势之必然。舟山作为中国旅游热度高的优秀城市,提高旅游质量,是顺应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 

全域旅游理念正在全国掀起热潮,无形之中契合了大黄龙岛旅游城市的发展理念,通过旅游产业不断提升大黄龙岛现有旅游

资源质量,提高相关产业发展水平,切实保护本地生态环境,完善相关体制机制和政策法规,提高人民群众文明素质,实现整体资

源的有机合并、产业共同发展、舟山人民与社会各界共建共享成果。 

2 全域旅游发展应避免误区 

2.1拒绝风景扎堆 

大黄龙岛作为岛屿不可避免地存在地理面积狭小的局限性,而因其旅游资源数量相对密集,如果不注重合理规划,极容易出

现旅游景点风景扎堆的乱象。“扎堆”是指景点堆集在一起,景点多是优势,可是如果景点杂乱,景点与景点之间没有打通或者联

系微弱,不仅没有形成辐射状的带动关系,甚至容易出现多选一的削弱选择,对于经济腹地狭小的大黄龙岛是一种打击。在建设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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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旅游的过程中,我们追求的是打造风景遍布的美丽黄龙,风景遍布强调的不仅是景点数量,更重要的是景点与景点之间位置的

规划、景点与景点之间内涵的联系和景点与景点之间在影响集合上的带动。 

目前受到好评的景点扎堆城市凤毛麟角,洛阳古城就是其中之一。因为洛阳城历史文化极其丰富,旅游景点分门别类非常多

样,虽然景点具体表现形式不一,但是每个景点性质都有相似之处,都能很好地契合洛阳“历史文化”旅游的定位。 

2.2避免服务无矩 

服务无矩指的是风景区提供的服务没有秩序。第一,以黑导游为代表的不良旅游服务提供者。导游乱收费,讲解不具体不全

面,应付游客。第二,以黑商贩为代表的部分当地群众。在旅游景区建设时,必须考虑到游客来到大黄龙岛购买纪念品或者其他当

地特色商品时,迎接游客的是不是制作没有质量保证的商品,或者是否会遇到虚假销售甚至是坐地起价的情况。第三,服务设施不

合理。停车场乱建、饭店过度集中、旅馆坐地起价。游客进入大黄龙岛后入眼的海景上不应该遍布商贩,小镇内的拐角不能停满

车辆。在建设全域旅游的过程中,我们追求的是随时服务,即游客可以随时享受到恰到好处的、隐匿的服务。 

2.3杜绝遍地开花 

遍地开花不是旅游景点百花齐放、花团锦簇之意,而是指杂乱无序的开发。第一,不是任何地方、任何角落都能进行旅游开

发的。部分地方并没有突出特色,或者价值实在单一,如果拎出来强行作为一个景点只会降低旅游者的体验度。第二,“全域旅游

强调的是旅游发展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相适应”,尤其是以大黄龙岛为代表的舟山各岛。岛屿的生态环境本身就非常脆弱,一旦

破坏会造成相当严重并且难以挽回的影响。四川九寨沟就是一个前车之鉴。《神雕侠侣》剧组在拍摄过程中由于工作人员的失误,

在神仙钙化池踩下几十个脚印,而这些脚印是无法人为修复的。由于独特的地理位置,大黄龙岛的渔业资源非常丰富,可以带来很

大的经济效益,再加上岛上土壤薄弱,陆上生态环境单一,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大黄龙岛在未来旅游规划的过程中必须综合

考虑岛屿生态、经济、文化各方面因素。 

2.4避免千岛一面 

千岛一面是在景点建设全面铺开的过程中容易出现的误区。自 2014 年浙江杭州提出云栖小镇之后,特色小镇理念迅速在全

国铺开。大黄龙岛在建设旅游景点的过程中同样要把握住特色小镇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理念。打造舟山大

黄龙岛,不仅要避开与其他地区海岛规划建设的重复性,在舟山自身岛屿与岛屿之间同样也要注意大黄龙岛的特殊性。尤其是在

各景点联动之后,舟山大黄龙岛更要在未来的规划建设过程中把握住自身特色,避免千岛一面,不能简单地去复制其他地区的成

功经验,要根据实际情况因地制宜,打造只属于大黄龙岛的特色招牌。 

3 大黄龙岛全域旅游思路 

3.1各类资源合理配置、规划科学统筹、协调统一管理是大黄龙岛全域旅游建设必走之路 

大黄龙岛在未来规划的过程中要坚持“从单一景点景区建设和管理向综合目的地统筹发展转变”,实现华丽变身是大势所

趋。国家推出全域旅游理念,刚好给大黄龙岛发展转型又一线生机,舟山市政府和嵊泗县政府部门借政策东风,申请逾百亿元资金

投入旅游行业建设,大黄龙岛发展已经万事俱备。 

3.2开展“旅游+”模式 

“旅游+”模式实际上是全域旅游的核心内容,意图是让旅游业能够和工商业、农林业、金融行业、文体行业、医药卫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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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的融合,化身综合型的新产能。湖南张家界推出“旅游+高水平工业”“旅游+现代农业”“旅游+养生”等跨界融合项目。

在“旅游+体育”模式上,通过举办世界跑酷大赛、黄石寨速降赛、自行车速骑等国际化体育潮流新赛事,让观光者能够在欣赏中

获得乐趣;在“旅游+特色文化”上,开展民俗文化月、元宵灯会、土家六月六等传统文化活动,让游客在活动中体验当地风情;同

时,将文化、民俗等多种元素融会贯通湖南全域旅游各类项目中,打造了门类超过 2000 种特色旅游商品,让参与其中的客人“乐

在购中”,真正形成了全面发展的良好局面。 

3.3更新经营理念 

全域旅游走的是可持续发展道路,意图实现“1+1+1>3”的美好创举。这就更需要现有经营模式下的人们转变固有发展思路,

努力实现从门票型经济到产业链经济的转变。大黄龙岛的发展定位不能再只停留于靠景点吸引游客、靠游客赚取门票的旧套路

上,拒绝靠门票价格上涨这样杀鸡取卵、釜底抽薪的方式短时盈利,而是要尽可能延伸乡村旅游产业链。杭州西湖之前门票创收

年均超过 2000万元,但自 2002年起从取消门票免费开放之后,经济效益不降反增,就是通过降低门槛的方式,还湖于民,在吸引游

客的同时通过景区内建设,实现共赢。 

大黄龙岛已经在这方面做出努力,尝试培育乡村休闲旅游热点产品,研发“舟山味道”本地菜系,打造体现舟山特点元素的

“岛居舟山”精品民宿。大黄龙岛海洋文化气韵浓郁,海岛风情动人,是海岛民宿吸引客源当之无愧的招牌。截至 2016 年底,舟

山市共有渔农家乐“乡创民宿”经营户接近两千五百个,接待游客超过九百万人次,占全市旅游接待游客总量的 20%以上。并且通

过海岛民宿的创建,直接就业人数和间接就业人数逐年增长,为舟山市解决就业问题提供助力。同时,由于经济收入不断增加,政

府、社会对民宿建设投入也随之增长,又在另一方面逐年提高了海岛乡创民宿质量。 

3.4共享共建,共创美丽黄龙 

“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建设大黄龙岛需要社会各方的力量支持。“充分调动各方发展旅游的积极性,以旅

游为导向整合资源”,在大黄龙岛全域旅游规划建设中,应强化各个企业的社会责任感,汇集企业的智慧和创新能力,将互联网和

现代科技融入景区建设,共享旅游创收成果,让企业品牌和经济双丰收,建立合理科学的大黄龙岛旅游发展共建共享机制。充分利

用媒体网络宣传推介舟山大黄龙岛。《漂亮的房子》中明星建筑团建筑师之一的吴彦祖在舟山大黄龙岛搭建了名为“云海苑”的

民宿,着实让大黄龙岛的被关注度大大提高,无形中也树立大黄龙岛云海风光的魅力招牌。 

3.5建设“渔旅”新模式 

大黄龙岛不仅要推进“渔旅”模式建设,更要追求品牌打造。以品牌建设来推进渔业和旅游业的融合,才能真正立足于旅游

发展的洪流中。大黄龙岛要做到“渔旅”融合,应该包括以下三层含义:一是合理开发利用大黄龙岛的渔业旅游资源,向大众展示

渔文化的魅力,发展休闲渔业;二是将大黄龙岛本地的渔业与水利、社会人文及休闲旅游几个方面相融合,实现多产业共荣发展;

三是将渔业产品进行加工包装,转化为大黄龙岛旅游商品,以游客为主要市场直接带动旅游经济发展。 

3.6目标面向未来 

大黄龙岛现在的发展模式类似于仅仅是凭借景点或者景区来吸引国际游客。舟山旅游国际合作平台寥寥无几,现有的国际合

作也只是凭借舟山普陀区或者朱家尖国际音乐节勉强维系。近几年因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成功申报吸引了国际游人专程前来

拜访。大黄龙岛必须借助舟山现有发展,打开国际市场,向全方位、多层次国际交流合作,实现全域接待国际游客,已经是形势之

必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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