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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背景下遵义市温泉旅游的开发 

皮焓
1
 

（贵州财经大学，贵州 贵阳 550025） 

【摘 要】：在举国大力推动乡村振兴工作的背景下，遵义市可以通过这个契机着力对本市的温泉旅游进行发展，

温泉旅游资源开发能有效带动当地的旅游和经济发展。通过分析遵义市温泉资源开发与管理现状，对遵义市温泉可

持续发展模式进行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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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益于喀斯特地貌特殊结构，在遵义市境内分布着大大小小的温泉资源，温泉资源不仅是一种可再生的清洁能源，也是一种

可开发的高价值旅游资源。结合温泉旅游和农业、林业、文化、体育等产业，发展“温泉+”多产业链，有利于温泉资源的有效

开发和温泉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1 遵义温泉水资源简介 

遵义市位于贵州省北部，属于黔中城市群重要城市。截至 2019年底，全市下辖 3个区、7个县、2个民族自治县、2个代管

市和 1个新区[1]。遵义是有名的历史名城，拥有优越生态环境和丰富的自然资源，全境内的矿产资源、森林资源、水资源、温泉

资源、土地资源都较为丰富。遵义温泉清澈见底，水质好，水温高，水量大规模较大。 

1.1海龙温泉 

海龙温泉度假旅游区位于遵义市西北郊，距离市区 11公里的路程。处在佛教名山金鼎山、大板水国家森林公园、中世纪军

事城堡海龙囤这条黄金旅游线上。属于国家 4A级旅游景区，景区包含了温泉沐浴、保健疗养、生态旅游、休闲养生、旅游度假、

商务会议、特色餐饮、康体娱乐、红色旅游等多种功能为一体的复合型的原生态温泉度假休闲景区。 

1.2枫香温泉 

枫香温泉位于黔北黄金旅游线上，枫香温泉就分布在茫茫群山之中，清代以来，枫香镇便是川盐入黔的重要道路，经商路线

使这个小镇自古热闹非凡，经商客往交流频繁，它曾经的辉煌在悠悠的历史长河中写下厚重的一笔。遵义枫香温泉一条清澈的小

河依山延绵，右面的群山悬崖绝壁，古木参天，绿树成荫，左面的田家农舍静静的和安宁的右面群山交相辉映，古朴的农家生活

气息与青山秀水形成了一幅轻松、闲逸的生活景象，让游客一步入此地就能放下生活和工作的压力，尽情地在枫香温泉享受温泉

的洗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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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遵义汇川国际温泉 

遵义汇川国际温泉旅游城位于遵义市汇川区董公寺镇内，汇川大道旁，距汇川区政府 2.5公里，距市政府 6公里，距遵义会

议会址 12公里，处于遵义市 100平方公里山体森林公园范围内的黄金边缘地带，地理位置优越，交通十分方便，自然环境良好。

温泉为高热矿泉，经地热加温后受高压涌出，是遵义出名的高温温泉，虽是硫磺泉质，但是无浓厚硫磺臭味，洗后也不会有黏涩

感，相当特别[2]。而且温泉对皮肤病治疗较为有效，因此许多游人都慕名而来。 

1.4仁怀盐津温泉 

仁怀盐津温泉地处国酒之都贵州仁怀的盐津大峡谷风景区内，著名的仁怀国酒门一侧。整个温泉山谷度假村依盐津河大峡

谷而建。集山、谷、泉、林为一体，风景自然秀美。山谷温泉取自盐津大峡谷河床，泉水为硅酸锶复合型医疗热矿泉水，常年水

温 47℃。另外，泉水还含水硫化氢、氟、溴等离子，并且含有一定量的砷、碘、硒、锗等对人体有益的微量元素，具有较高的

医疗价值[3]。 

2 乡村振兴背景下遵义温泉资源综合开发 

遵义地处西南，是国家乡村振兴工作开展的重点区域，且遵义也亟须将自身的自然资源优势向产业化、规模化及品牌化转

变，借助乡村振兴战略的东风，迅速进行资源整合和产业发展是本地旅游业发展有效途径之一[4]。目前温泉旅游不再局限于单独

的温泉资源载体，而是逐渐形成了以温泉浴场为依托文化、自然生态环境、历史人文风情、休闲娱乐服务，所以温泉旅游的发展

方向应该是与当地可利用资源相结合，让游客体验温泉，感受文化，在精神和身体的保健方面得到多重享受。根据党的十九次代

表大会上乡村振兴战略的政策性指导，遵义温泉旅游综合体应随着旅游业的转型升级由封闭型旅游向开放型旅游转变。由于遵

义温泉旅游目的地多处于县乡等离市区较远的偏远地区，所以温泉旅游目的地的开发和发展可以结合农家乐、乡风、农产品等资

源，形成“温泉+观光娱乐”、“温泉+人文主题”、“温泉+度假综合体”等复合旅游形式，既能为游客带来前所未有的旅游体

验，同样能促进当地居民的就业、创业及风貌改变[5]。 

2.1温泉+观光娱乐 

“温泉+观光娱乐”的综合开发模式融合了温泉提供多元化服务的温泉资源、生态环境和休闲设施。除了在冬季火热的温泉

疗养，有条件的温泉目的地在冬季可以发展温泉旅游，夏季主推游泳健身或者漂流活动。除此以外，还可以借助最新的科学技术

呈现光、电、影的立体影像，让游客在洗浴疗养过程中可以同时感受到 5D的观赏体验。同时温泉目的地还可以打造相应的主题

设施及水上乐园，结合当地的特色，将温泉文化、生态文化和其他文化融合在一起。 

2.2温泉+人文主题 

“温泉+人文主题”的综合开发模式注重整体景区设计围绕特定的人文主题，以创造独特的视觉效果体验并建立特色服务。

例如，皇家临门温泉度假村以巴厘岛的传统建筑文化为特色，充分利用了各种民俗巴厘岛手工艺术雕刻等艺术品点缀了度假村。

遵义的特定温泉目的地同样可以重点打造一个以遵义红色文化为主题的主题温泉。整个温泉可以红色文化的符号及影像建立相

关的红色文化历史长廊、用红色主题的用品等打造特色的温泉体验。游客可以一边享受温泉，一边体验红色文化熏陶。 

2.3温泉+度假综合体 

“温泉+度假综合体”的开发模式是持续发展的产物休闲经济、体验经济、共享经济。这种模式结合了观光和旅游娱乐、度

假休闲、康体、商务为一体的温泉产业集群。巴伐利亚庄园的“温泉+三个假日”模式就是这种模式的典型例子。景区是形成“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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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网+温泉+快乐生活+花海”的度假休闲综合体，“农场+体育+健康”三重体验，具有文化特色体验、休闲养生、时尚消费等，

其中包含极高的商业价值。遵义因有独特的喀斯特地形，且多高山陡坡，可以考虑将“体育+温泉”进行有效结合，比如山地自

行车、蹦极、爬山等。 

3 遵义温泉资源综合开发与评价 

3.1遵义温泉旅游综合开发的共同特点 

遵义的温泉虽然情况各异，有着各自的不同特色，每年吸引了无数的本地和外地的游客前往体验，近些年发展中都不断将温

泉资源与其他旅游资源和其他可利用资源进行了整合与开发。但是此过程中都存在了以下的一些共同的特点。 

3.1.1温泉资源开发与景区文化深度培育紧密结合 

每个地方温泉文化特色都很鲜明。通过景区、公园的主题规划、企业入驻等，恰当地展示了具有活力的综合体形象。将温泉

沐浴文化与异域风情、传媒科技、客家文化、红色文化、休闲娱乐、生态环保等结合，汇聚成吸引人的文化优势。 

3.1.2温泉浴多样化与休闲模式创新相结合 

鱼疗水疗、温泉水疗、洞穴温泉、健康温泉、运动温泉、红色温泉、医疗温泉，多样化的温泉泡泡浴方式，与其他品牌一起

推动创新娱乐方式。除了温泉漂流、水上公园、美容、文化表演艺术方面，也有“精致、微型、私密”的温泉会所、温泉别墅来

实现淡季与旺季的互补管理。 

3.2遵义温泉旅游综合开发瓶颈 

基于人性化体验的特点，遵义温泉旅游目的地以“温泉+”的整合开发理念，让游客能够在轻松愉快的软环境中进行旅游。

然而，在可持续发展的过程中遵义温泉的发展还存在一定的瓶颈和弊端。 

3.2.1部分温泉旅游景点交通不便 

遵义虽然有一定的区位优势，但温泉旅游开发的场所却十分有限，一般温泉都是分布在较偏远的，通达性较差的地域。除了

遵义汇川国际温泉和水晶温泉位于离城区距离不远处，其他大大小小的温泉景区位于距离县城交通枢纽较远的地域，可进入性

有待提升。 

3.2.2温泉项目土地利用指标不足 

遵义温泉的开发项目用地面积普遍较小，风景区的规划中，温泉旅游目的地与其他旅游资源分割较严重，在早期的规划方

面，仅仅考虑到了温泉的泉池及规模较小的客房、小规模的水上娱乐设施的占地面积规划，阻碍了温泉景区后期的扩建和发展。 

3.2.3温泉资源开发与回收的单一模式 

一是温泉水衍生产品开发有限。大部分的温泉水河源的资源直接形成泡泡浴体验产品，如中国传统泡泡浴将药袋放入温泉

池中，形成不同功效的药用温泉。温泉游客可以购买和带走的衍生产品非常稀缺。独一无二的少数景区生产的产品只能自给自

足。其次，温泉水回收利用不足。温泉的可持续发展资源包括合理开发和保护资源的问题，因此热污染的治理泉水是非常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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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尤其是降低(升高)温度、消毒和使用泉水泡泡浴用水，以及废水的处理和有效利用与补给。这是温泉可持续发展和避免泉水

枯竭的重要手段[6]。 

4 乡村振兴背景下遵义温泉资源综合开发对策 

4.1改善交通可达性 

根据乡村振兴战略的要求，各地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7]。遵义偏远地区农村普遍存在生活环境差、基础设施不齐全、交

通进入性低等突出问题。帮助改善遵义农村公路建设及基础设施的配套也是当前政府工作的重点，交通及基础设施的改善对偏

远温泉旅游区的开发有很大推动作用，同时景区有待完善在重要交叉口设置交通引导和标线系统，以方便通行游客顺利到达。当

地政府可合理规划当地的交通路线，开通温泉旅游地到市区的专车和公交车线路，每日定时发车往返，增加当地旅游区的可进入

性。 

4.2提高土地复杂性的利用规划 

坚持发展农业是乡村振兴战略中的重点任务，将温泉景区旅游功能与当地的农业有效地结合是发展的有效途径。当下越来

越多人追求无农药、纯天然的绿色食品。对于位处于郊区的温泉旅游地，可以发展“温泉+农家乐”的特色旅游，可采取与附近

农户达成合作，定期供应新鲜的蔬菜和水果，甚至禽类。在销路保证的前提下，农户自然会扩大生产与养殖，将自给自足的种植

和养殖向规模化的农业及养殖业转变。景区既能为游客提供绿色新鲜的食材，增加对外吸引力推动景区旅游的发展，也可带动当

地农业的发展规模，响应了乡村振兴战略的号召。其次，景区居住建筑形式也可适当调整。对于占地面积较小的温泉旅游区，可

以充分利用立体的空间搭建打造新的住宿方式，如木屋别墅、集装箱基地、帐篷露营，其布局紧凑，节约土地。第三，温泉景区

必须充分挖掘未利用土地的功能，加强非旅游用地(如工业用地、农业)转为旅游用地，以实现多元化旅游土地资源的立体利用。

总之，要打造“温泉+”综合体，须在乡村振兴战略指导思想下，充分结合农民农业资源并以土地的最优收益为目标开发，结合

温泉作为特色旅游资源的高附加值加强各种功能土地和资源之间的关系[8]，实现更大的旅游价值。 

4.3实现温泉水资源开发利用的多样性 

首先，温泉景区必须深入挖掘温泉水资源的药用价值，进一步开发具有医疗价值的温泉水产品，如饮用水、药品、护肤品等，

由此开发建设一系列衍生产品，并进行专业、系统、有序地生产、营销推广、品牌建设。同时，具有温泉衍生产品品牌知名度的

提升，也将提升当地温泉景区的品牌忠诚度。此外，结合温泉水自身的特点在景区内进行项目开发，应创新水疗疗养的新方式。

例如，巴伐利亚庄园根据“金、木、水、火、土”五行学说开展了中医所提倡的布局，设立了专门的中医疗养服务项目，中医诊

疗。游客判断自己的体质特征，然后进入对应的药温泉池浸泡，以提高泡温泉的医疗效果。其次，通过技术的创新和发展，开发

温泉资源由粗放型向集约型发展，温泉梯级利用对地热资源进行了研究。遵义温泉地热可开发成清洁能源和温泉保健两个方向。 

科学性及效率是乡村振兴战略中农业发展的重要途径。温泉作为一种清洁能源可以被广泛应用于农业生产、科技博览。例

如，适宜灌溉的温度和丰富的微量元素可以使作物早熟，生长量增加产量大，病虫害少，有利于绿色无公害生产蔬菜。利用地热

水养鱼，可在 28℃条件下加速鱼类的育肥，以达到养鱼的目的提高鱼类产量[9]。遵义地区冬天仍然潮湿寒冷。使用热温室有助于

培育幼苗、蔬菜。在温泉的保健方面，可以重点推广各类温泉浴场、温泉游泳、温泉漂流、温泉乐园等，使用过后的温泉水处理

后可改为环境用水过滤、消毒、再利用，有效提高温泉水资源利用率，避免地热资源的浪费。 

5 结论 

温泉资源的持续健康发展不仅取决于温泉资源的利用，充分利用现代科学的最新技术也是一条可行的路径。在乡村振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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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下，遵义全面发展“温泉+”的产业模式，不仅能整合当地未被开发重视的旅游资源，又能带动当地的整体经济发展，既有

助于遵义旅游的转型升级，也积极响应了党的工作指示。在建设“现代化农村”的背景下，遵义应充分依托优质温泉资源，深入

挖掘温泉旅游的多方面发展可能性，打造遵义温泉旅游的独特品牌，建立遵义除了红色文化外的另外一张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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