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兰 墅 7—————一 

洪湖湿地生态旅游策划研究 
杜 强 

(湖北省长江大学文理学院 湖北 荆州I 434020) 

摘 要：湿地生态旅游对于湿地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是未来湿地旅游的发展方向。洪湖湿地 自然、人文旅游资源丰富，具备湿 

地生态旅游的良好基础，开发潜力巨大．．本文将在理论联系实际的基础上，对洪湖湿地生态旅游的开发与发展进行探讨，并提出切实可行的 

策划研究方案，这对提高当地经济收入、促进湿地生态保护和推动该区域可持续发展具有一定的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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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洪湖湿地生态旅游策划的研究背景 

洪湖位于湖北省东南部，1996年洪湖市人民政府批准设立洪湖湿地 

自然保护区．保护区以洪湖围堤为界地跨洪湖监利两市县 ，以洪湖为主要 

保护区域 ，总面积37088公顷，以水生和陆生生物及其生境共同组成的湖 

泊湿地生态系统、未受污染的淡水资源以及湿地生物多样性为主要保护 

对象。2000年被湖北省人民政府评审批准晋升为湖北省首家湿地类型 

的省级自然保护区，其恢复和重建已被列入“中国湿地保护行动计划优先 

项目”和国际湿地公约局数据库。 

该湿地地处北亚热带，生物多样性非常丰富，生境复杂，在长江流域 

尤其是长江中下游河湖湿地中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和典型性，为生态旅游 

的开展打下了很好的基础。作为长江中游的重要湿地 ，是进行湿地、生 

物、生态、地理、水文、气候等科学研究的理想基地 

总之，洪湖湿地资源不但有很高的景观视觉美学价值，而且蕴涵着极 

高的科学文化价值，具备了厚实的生态旅游资源基础。 

二、洪湖湿地生态旅游策划研究的开发条件 SWOT分析 

2．1 优势(Strengths) 

(1)区位优势从宏观地理位置来说，洪湖湿地位于湖北省中南部，江 

汉平原四湖流域的下游，是湖北省最大的湖泊湿地类型的自然保护区，总 

面积 37088公顷。内陆腹地十分广阔，客源市场庞大而稳定。 

(2)生态环境优势 

洪湖湿地生态系统在长江中下游地区是名副其实的物种基因库，而 

且它在维护长江中下游地区生态安全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因此被誉为 

“长江流域的一颗明珠”，是“世界濒危物种的主要栖息地之一”。已被列 

入《中国重要湿地名录》和《中国湿地保护行动计划》，并被确定为优先发 

展项目，同时列入世界 自然基金会长江流域重要生态规划区。 

(3)洪湖湿地旅游资源丰富多样 

洪湖湿地是 2008年经国务院批准的国家级湿地自然保护区之一，也 

是长江中下游地区湖群中最具代表性的内陆淡水湖泊湿地。该湿地 自然 

风光优美 ，四季各有特色，是理想的水上旅游风景区。春天渔帆点点，绿 

草依依；夏天则荷藕丛丛，野花盛开；到了秋天，湖区莲满菱熟，品香莲，尝 

鲜菱，好一派水上渔家生活图。冬季来时，更是吸引令人大批珍贵候鸟来 

此栖息、越冬，足观鸟的绝好时间，每年吸引大批国内外游客前来观光游 

览。 

(4)历史文 脉久远 

洪湖历史文化底蕴深厚。作为革命老区，其在全国都具有较大的知 

名度，一曲“洪湖水，浪打浪”引起多少人的遐思，附近的湘鄂西革命烈士 

纪念馆已经成为人们缅怀先烈、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基地。此外，该地区 

还保存有三国“赤壁之战”火烧乌林的古战场、瞿家湾的明清建筑一条街 

等古迹、古建筑，这些都对外来游客具有很强的吸引力。 

3．2 2劣势(Weaknesses) 

(1)旅游季节的限制洪湖区域位于北亚热带 中纬度南缘季风气候 

区：冬季寒冷干燥，盛行东北季风；夏季炎热多雨，多为东南季风或西南季 

风；控制春秋两季两种季风交替出现。而受季风的影响，77％的降水量集 

中在6、7、8三个月。由此，洪湖湿地的最佳旅游季节集中在5月至 10 

月，旅游季节相对较短。 

(2)旅游资源保护与开发矛盾尖锐洪湖湿地生态旅游资源是洪湖市 

最具影响力的资源依托之一，但是由于该区域处于国际重要湿地范围，如 

何科学规划旅游开发与湿地保护的关系成为洪湖湿地旅游发展的突出难 

题 。 

2．3 机遇 (Opportunities) 

(1)有利的国内外发展环境 

从世界形势来看，开展湿地生态旅游符合当前所提倡的实现湿地资 

源的可持续利用的主导思想，我国有许多湿地都被开辟为旅游目的地，而 

本文所提及的国内著名湿地无一例外的都开发了项 目繁多的旅游项目， 

每年都有大批游人前往，湿地观鸟等旅游项目在我国湿地也已经非常常 

见，市场范围逐渐扩展，发展前景良好。 

(2)政府高度重视 

湿地生态旅游由于其追求的是旅游经济与湿地保护的协调发展，逐 

渐引起有关政府、国际组织和湿地周边社区的关注。荆州以及洪湖市委、 

市政府主要领导对洪湖湿地这块宝贵资源的保护和开发利用都很重视， 

纷纷提出不能闲置洪湖湿地这块珍惜资源，要求在在搞好保护的大前提 

下，全面规划，并依据规划搞好综合开发利用，而洪湖湿地现也 已被列入 

荆州市近期重点开发的两大旅游景区卖点之一，有关洪湖湿地开发与保 

护的项目也相继上马。另外，由于生态旅游注重当地社区居民的利益，遵 

循分配相对平等的原则，普遍受到洪湖当地社区人民的支持，湿地开展生 

态旅游深入人心。 

(3)洪湖湿地生态旅游城开建 

随着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的召开，国际社会对于生态的关注达到 

前所未有的顶峰。为确保洪湖湿地A然保护区的生态安全和周边地区的 

可持续发展 ，适应湖北省“两圈一带”(武汉城市圈、鄂西生态文化圈、长 

江经济带)的发展战略，将洪湖湿地自然保护区及洪湖环湖地区整合成为 

完整的新农村旅游区，并把该旅游区建设成为湖北省滨湖湿地生态休闲 

旅游度假的标志性旅游区迫在眉睫，因此“湿地生态旅游城”被提上湖北 

省、洪湖市各级政府的议事日程。建成后，洪湖湿地生态旅游城将不仅成 

为一生态科学研究与环境教育基地，还将为市民再添一处观光旅游、度假 

休闲、保健疗养的好去处。 

(4)湿地生态旅游迅速发展近年来，由于资源枯竭、环境恶化、自然 

灾害频繁发生等问题出现，生态旅游和湿地保护受到世界各国政府和人 

民的 遍重视。生态旅游在世界各地迅速发展，已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和 

经验；这些无疑都为洪湖湿地生态旅游资源的开发与保护提供了可借鉴 

经验，也为洪湖湿地生态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经验和知识支撑。 

(5)节假 Et政策调整，短线旅游升温随着2008年节假 日制度的调整， 

中国的国内旅游业面I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短线休闲游成为旅游业的主 

打产品。洪湖湿地位于荆州洪湖市境内，地处洪湖之滨、长江北岸，其必 

将成为众多县市短线游的最佳去处。 

2．4 挑战 (Threats) 

总体来看，洪湖湿地生态旅游的挑战主要来 自周边其他湿地生态旅 

游区的竞争挑战。目前，国内湿地旅游项目纷纷上马，相类似的旅游开发 

项 目层出不穷，一些起步较早的湿地生态旅游区其产品开发已经相对成 

熟，拥有 了较高的市场知名度和相对稳定的客源市场。相对而言，洪湖湿 

地旅游开发起步较晚。作为旅游吸引物，其市场知名度较低，游客积聚功 

能尚未发挥。要实现“建成我国著名的湿地生态观光和水乡风情度假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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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以及湖北省滨湖湿地生态休闲旅游度假的标志性旅游区”的El标，洪湖 

湿地就必须应对来自已被列入《湿地公约国际重要湿地名录》的众多湿 

地的旅游竞争威胁。此外，临近的石首市天鹅洲湿地和洞庭湖区湿地也 

必将分流一部分的客源。 

三、洪湖湿地生态旅游策划规划 

3．1 开发 原则 

3．1．1 严格保护，适度开发 

湿地生态旅游是在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基础上开展的旅游活动， 

保护是其前提。对洪湖湿地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和湿地景观的保护和 

修复是旅游开发的前提和基础。因此，在开展生态旅游的过程中，必须以 

生态学理论指导下，把“天人合一”的开发理念和资源的永续利用放在第 
一 位，贯彻“全面保护、生态优先，突出重点，合理利用，持续发展”的方 

针 。 

3．1．2 科学规划，试点先行 

生态旅游是集约型可持续旅游，是旅游业中的知识产业，其旅游对象 

是具有生态保护色彩的旅游资源，因此对其开发必须按生态学原则，把它 

转化成高知识含量的生态旅游产品，而这个转化过程的前提就是制定科 

学的规划。规划要体现生态旅游的保护性、生态性和知识性 ，要科学地确 

定旅游区的环境容量，合理分区，制定资源和环境保育规划，并从试点开 

始，分步实施，取得经验后再推开。 

3．1．3 关注特色，突出重点 

特色是旅游业的灵魂，有特色才有吸引力，才有竞争力。湿地生态旅 

游的特色反映在它的生态性、知识性和科学性上。洪湖是我国长江中下 

游地区湖群中最具代表性的内陆淡水湖泊湿地，因此开发时要突出湿地 

生态系统的生物多样性、水乡风情的特点，要紧紧围绕珍稀资源“水杉、银 

杏、中华鲟”以及特色资源“粗梗水蕨、野莲、野菱、胭脂鱼和花鳗鲡”做文 

章，规划设计洪湖湿地的旅游活动和项 目，把它建成特色鲜明的国内湿地 

生态观光和水乡风情度假胜地，最终使其成为我湿地生态保护的示范区。 

3．1．4 居民参与，共同受益 

当地居民的高度参与是湿地生态旅游区别于传统观光旅游的一个重 

要特征。在经济欠发达地区的生态旅游开发中，要鼓励当地居民参与生 

态旅游的开发、经营、管理，让他们亲身感受发展生态旅游带来的经济利 

益，提高办旅游的积极性，促进旅游与当地社会的协调发展。通过他们直 

接参与一些旅游活动，促使他们认识到生态环境的价值，从而自觉地保护 

生态旅游资源，保证生态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3．1．5 尊重自然，追求和谐 

湿地生态旅游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意境，在生态旅游开发的过 

程中，要做到景点布局、景点与景区建设与保护区相匹配。洪湖景区的开 

发要保持资源的原始性和真实性 ，要与原有的自然背景相协调，避免将现 

代化的建筑物搬到保护区中，杜绝自然保护区的城市化。景区中除了必 

要的游道、观景亭廊、生态厕所外，其他服务 、娱乐设施都应放在景区外的 

旅游服务区，游道的建设尽量利用原有路径，不破坏自然环境。 

3．2 发展举措 

洪湖湿地生态旅游资源丰富，但人口众多，农业开发历史悠久，加上 

洪湖湿地生态系统的脆弱性，人们在对湿地资源开发特别是对湿地农业 

资源的不合理开发利用如围湖造田、滥捕乱猎、工农业生活污染等，使湿 

地生态系统遭到了严重破坏，生物多样性降低，洪、涝灾害频繁，极大地的 

影响了湿地生态环境，破坏了生态平衡。因此 ，我们在进行洪湿地生态旅 

游的策划研究时，应注意湿地生态系统的脆弱性和承载力，坚持保护性开 

发原则，有效保护湿地生态环境，实现湿地生态旅游资源的可持续开发。 

3．2．1 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保护湿地生态环境 

面对洪湿地日趋恶化的生态环境，我们只有在协调好人与 自然关系 

的基础上，珍惜湿地资源，保护湿地生态环境，实现经济社会与资源环境 

的持续协调发展。稳定洪湖湿地面积，特别是湖泊、沼泽等自然湿地生态 

景观的面积，才能保证湿地生态资源的可持续开发，要达到此目的，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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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本兼治。保护良好的湿地生态环境是保证湿地生态资源可持续利用 、 

开展湿地生态旅游的前提基础。 

3．2．2 恢复重建，确保自然湿地生态系统面积 

保持一定面积的自然湿地生态系统，是开发洪湖湿地生态旅游的前 

提，是生态系统良性循环的根本保证。湿地生态系统的恢复与重建是根 

据生态学原理，人为地改变和消除限制生态系统发展的不利因子，尽快成 

功地恢复已退化的湿地生态系统，使其健康地发展。在有些地区则可建 

立湿地水禽保护区，发挥保护和抗洪滞洪双重功能。 

3．2．3 合理规划，开展湿地生态旅游 

湿地生态旅游开发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洪湖尚未形成一个完整 

的湿地综合开发与保护规划。必须对湿地旅游资源的生态敏感性、抗干 

扰性和湿地的生态环境质量、湿地生态环境的脆弱性、湿地旅游资源的环 

境容量及湿地面积的大小等进行详细的调查研究；科学地制定湿地生态 

旅游资源开发规划，确定开发的目标和方向及开发利用规模，严禁对湿地 

生态旅游资源进行掠夺式开发，保持湿地生态系统的良眭循环。充分利 

用洪湖湿地生态旅游资源，开展湿地生态旅游，通过生态旅游提高与恢复 

湿地自然环境质量，以获得良好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 

3．2．4 建立湿地生态旅游管理体系，促进湖区湿地生态旅游发展。 

洪湖湿地生态旅游业必须遵循旅游经济规律和生态学规律，在开展 

生态旅游活动中一要提高开发层次，建立高水平的旅游服务体系和高素 

质的从业人员队伍，并带动生态旅游产品的生产；二要扩大国际旅游的比 

重，采取得力措施招徕尽可能多的境外游客，以此增加创汇并推动湿地生 

态旅游业的蓬勃发展；三要加强与周围景区的旅游联系，共同组成高层次 

的内容丰富的生态旅游线路，比如洪湖一荆州古城景区就可与武陵源景 

区、三峡景区联袂开发。 

3．2．5 加强管理，实现湿地生态旅游资源的永续利用 

随着湖区经济发展、湿地保护区建立、“洪湖岸边是家乡”湿地生态 

旅游城等工程实施，湿地的保护与开发出现了新的局面与矛盾。目前洪 

湖已建立了洪湖蓝田生态旅游区，并准备建成“洪湖岸边是家乡”湿地生 

态旅游城，因此，其旅游区更应通过建立健全法规、政策和各项规章制度， 

加强执法检查 ，对洪湖湿地生态旅游资源进行全面的保护和管理。建立 

湿地生态系统研究网络，以“3s”技术为基础，加强湿地监测，编制湿地信 

息管理系统，促使旅游区系统不断完善，有效地保护好湿地生态旅游资 

源。严禁盲目开发和破坏湿地，彻底改变只重视湿地生产功能而忽视其 

生态功能的倾向，合理地保护和开发湿地生态旅游资源，使湿地生态旅游 

资源得以可持续利用。 

四、结束语 

洪湖湿地生态旅游开发与规划应以可持续发展为指导，在保证湿地 

可持续发展基础上，积极进行旅游开发，将湿地旅游与 自然、文化和人类 

生存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联系起来，探讨旅游对洪湖湿地资源乃至整个洪 

湖湿地环境的影响，按照可持续发展公平原则，对当代人和后代人负起同 

样的道德义务 ，使他们都能有享受洪湖湿地旅游的平等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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