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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乌江画廊&旅游资源禀赋优异#但至今旅游发展不温不火#旅游市场处于疲软状态$要实现%乌

江画廊&旅游发展的突破#只有把握旅游资源特色#准确地定位旅游功能市场#进行%可逆式&的旅游深度开

发#重点打造%乌江画廊&峡谷观光)水上娱乐世界和%乌江画廊&旅游小环线等旅游项目#才能让%乌江画

廊&变成富有吸引力的旅游产品#并成为具有相当影响力和号召力的旅游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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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我国旅游市场呈现出旅游产品和旅游需求供需两旺的良性态势2 然而旅游发展

仍然面临着许多问题和挑战#特别是旅游产品的核心吸引物有待进一步提升旅游价值和拓展旅游功能2 游

客在走向成熟#对旅游产品的要求越来越高#单纯的走马观花式的到此一游已经缺乏足够的吸引力2 只有

通过旅游资源的深度开发才能丰富旅游产品的内涵#增加旅游产品的附加值#使旅游成为一种提高生活质

量的不可或缺的活动2

#(%乌江画廊&开发现状

乌江是长江峡谷水域风景中最大的支流2 它发源于贵州乌蒙山东麓#流经渝黔 HA 个县市#在榨菜之乡

涪陵注入长江#自古就有-乌江天险.之称2 乌江的山#有夔门之雄#三峡之壮#峨眉之秀$乌江的水#碧若琉

璃2 畅游乌江#船在画中行#人在画幅中#不是三峡胜似三峡)#*

2 乌江的秀丽景色被人们称为-画廊.2 -乌

江画廊.汇山(水(石(林(泉(洞于一体#融雄(奇(险(秀(幽(古于一身 )!*

#旅游资源禀赋优异$连接长江三峡(

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和梵净山风景区#区位优势明显2 因此#-乌江画廊. 具有较大的开发潜力2 以峡谷景

观和江湖景观为主的乌江沿岸为狭义的乌江画廊#如果加上周围邻近的旅游资源#则构成广义的-乌江画

廊.2 此处主要探讨的是狭义的-乌江画廊.#以其中的涪陵段做代表性研究2

目前-乌江画廊.主要针对审美观赏性较强的峡谷风光开展观光旅游2 观光型境外游客在我国是最普

通和常见的)G*

#从旅游市场的角度来说#-乌江画廊.应作为区域一级旅游资源2 然而其现今虽有一定的知

名度#但吸引力和号召力不足2 归结其原因#一则因为开发主体对资源本身的价值缺乏明晰的认识和高度

的认同感#表现在仅仅重视开发-乌江画廊.附近的旅游资源2 这些旅游资源在旅游价值和品牌知名度上远

不及-乌江画廊.2 二则因为旅游产品单一#参与体验性产品较为缺乏#游客的旅游效益不高2



!(深度开发思路

旅游要获得可持续发展#资源本身及生态环境需要保护2 但保护不等于不开发#开发也不必须大兴土

木2 深度开发不仅要把资源本身的魅力展现出来#而且还要依托资源属性和特色#把资源的潜在价值挖掘

出来#将其旅游功能拓展#使得-策划好了的旅游产品与旅游资源之间有着内在的必然联系.

)H*

2 旅游产品

除了包含传统的观光内容之外#还应增加适合旅游资源的娱乐参与性项目2 城市周围娱乐带的发展是对城

市化的一种弥补和反动)D*

2 -乌江画廊.就是这样一个短暂逃离惯常生活(消解城市厌倦和放松压力的好去

处2 就-乌江画廊.而言#着重从以下思路进行开发2

!+#(把握旅游资源特色

在当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特色是区域旅游发展取胜的关键2 -乌江画廊.属于峡谷景观和江湖景观#

这两种类型的旅游资源在国内并不属于稀少的旅游资源#但能同时将这两种旅游资源结合为一体的相对要

少一些#特别是这两种旅游资源禀赋皆优异的更是难得2 -乌江画廊.兼得二者之利#因此旅游资源基础较

有优势2 乌江是三峡大坝蓄水至 #BD R后#库区回水能到达的最远和最大支流#与长江的交汇之处形成一个

蔚为大观的-涪陵湖.#非常适合开展亲水娱乐活动2 因有大江大峡谷的背景#涪陵湖的水上娱乐活动自然

更加自由酣畅#而且可以与峡谷旅游相结合而不会显单调2 这也构成了-乌江画廊.另外一个重要的特色2

随着长江三峡工程的竣工#乌江旅游将成为-高峡出平湖.景观的又一峡谷水体旅游热线2

!+!(准确定位旅游功能市场

旅游功能市场定位决定旅游开发规模和深度2 -乌江画廊.的旅游功能定位为峡谷观光胜地和亲水娱

乐活动基地2 峡谷观光已有一定基础#亲水娱乐项目应是深度开发的重点2 前者为静态旅游#后者为动态

旅游#动静结合#有劳有逸#更能符合游客的多种需求2 -乌江画廊.是区域一级旅游资源#市场目标瞄准国

际国内旅游市场#并作为重庆都市旅游圈的重要组成部分2 其旅游市场形象定位为-乌江画廊#水上欢乐

谷.#既彰显自然生态旅游#又突出参与性强的娱乐项目2 应紧紧依托-乌江画廊.独特的峡谷风光和优美而

充满活力的江湖景观#通过一些项目的打造来放大这种特色2 在此基础上通过适当的营销战略强化-乌江

画廊.的旅游形象#提升其在国际国内客源市场的影响力和美誉度#发挥-乌江画廊.品牌的价值2

!+G(%可逆式&旅游规划开发

构建-可逆式.旅游规划模式#将对旅游地的硬质开发转化为基于资源深度挖掘而生成的软质的活动组

织#以体验活动为主要吸引点#通过降低旅游开发对资源的高依赖性达到保护资源的目的#增加对游客的长

期吸引力#缓解旅游发展中经济增长与资源保护的矛盾)A*

2 -乌江画廊.属于生态脆弱区#其景观又是以生

态景观为主#对环境保护有较大的依赖性2 人们对野生景观和未被破坏景观的需求在不断增长)B*

#那些画

蛇添足的旅游开发只能破坏景观的原真之美2 因此在开发过程中#尽量做到不对生态景观伤筋动骨#减小

对生态环境的改变和冲击2 在非关键生态区#以丰富的旅游活动项目为-软件.#注重-参与性.和-体验

性.#通过对-旅游活动.的无限创意形成旅游地的吸引力)E*

2 -乌江画廊.的峡谷地质地貌和水体变化景观

得天独厚#旅游策划应脱颖而出令人流连的活动来#丰富旅游内容#构建人与自然和谐相融的美好景象2

G(深度开发项目

G+#(%乌江画廊&峡谷观光

-乌江画廊.的典型特征是两岸刀劈斧削#山峦高耸(河谷深切#峡谷景观瑰丽嵯峨#自然风光秀丽#生态

环境良好2 其崖壁景观错落有致#造型丰富#形态各异#可谓鬼斧神工2 乌江水流碧绿#山水照映蜿蜒#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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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跌宕起伏刚柔相济的美#非常适合开展观光旅游2 游客可乘船畅游三峡蓄水后的平湖段-乌江画廊.2 人

在江中行#俯视流不完的绿水悠悠#仰视体会诸如-壁立千韧#无欲乃刚.的大自然语言#品味-孤鹜与落霞齐

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意境2 还可以开展-钓乌江鱼#食乌江鱼.等旅游休闲活动2 也可选择乘车游览#沿

乌江西岸即涪陵至彭水的沿江公路游览-乌江画廊.2 -两山夹一江#路在山腰行.#此种观赏方式对于领略

峡谷风光提供了绝佳的视角111感受-乌江画廊.#感受大自然演变的神奇#感悟-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

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2

G+!(水上娱乐世界

缺乏兴趣中心的地域往往难以形成持续发展的目的地2 不少地区自然环境质量高但因缺乏兴趣中心

而构不成旅游热点)D*

2 -乌江画廊.拥有品味较高的生态旅游资源#但同样需要打造兴趣中心2 三峡大坝开

始 #DA R水位蓄水后#长江涪陵城内段由河道变成湖面#形成城内湖泊111涪陵湖2 涪陵湖形成后#水流较

为平缓#水域变得宽阔#无疑将成为涪陵乃至周边居民水上娱乐休闲之地2 以涪陵湖为依托#通过建设多功

能中心(游船中心(垂钓中心(水上运动基地#开展休闲度假(观光游娱(文艺演出等活动#打造-乌江画廊.的

兴趣中心2 可以开展以下具体活动项目%在乌江二桥上开展滑翔(热气球观光活动#举办摩托艇竞技(龙舟

竞渡(游泳(冲浪(赛艇(帆船等水上体育竞技比赛和环湖自行车赛2 另外还可以举办乌江崖壁攀岩邀请赛#

高空王子走乌江等具有高度关注性的造势活动2 这些节事活动本身会成为旅游观赏对象#并通过聚集人

气#产生声势效应而扩大影响#起到丰富旅游产品和营销的双重作用2

G+G(%乌江画廊&旅游小环线

-乌江画廊.周围的旅游资源主要有白鹤梁水下博物馆(E#A 核军工洞体(小溪巴王陵(玉泉河(雨台山和

武陵山森林公园等2 各景点距离不远#把这些旅游资源整合起来#打造 -乌江画廊.涪陵段的旅游小环线2

在旅游线路设计(基础设施和旅游服务设施的连接和共享方面#在营销和形象推介方面#都应实行联动开

发2 小环线内热点资源与冷点资源相结合#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相映成辉#增强了游览景点的丰富性#有利

于实现旅游资源发挥整体作用#同时也符合游客旅游体验规律#增加游客的旅游效益2 整个旅游环线以核

心旅游资源-乌江画廊.为首#以-乌江画廊.这一概念来统领#形成认知性强的旅游品牌2

H(结(语

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使人们缠身于挥不去的压力中#许多时候旅游不过是人们偶尔的冲动或者好热闹的

盲从而已2 只有从旅游者现实和潜在的需求出发#通过对旅游资源的深度开发#增加旅游的功能#提高旅游

产品的吸引力#才能在激烈的旅游市场竞争中占据坚实的地位2 也只有深度开发而成的旅游产品#才能增

强旅游者的旅游动机#减小旅游需求弹性和旅游的被替代性#使旅游成为促进社会进步和个体身心健康的

重要途径#真正体现-旅游即生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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