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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我出生于贫困的农村，多年来父老乡亲那种对贫穷的无奈、渴求富裕的热望、追求脱贫的执著，时刻
在心头萦绕。
近年来，我陆续到过一些贫困县，进一步亲眼目睹贫困地区绝对贫困人口的状况，他们身处高山偏远
地区，生态环境恶劣，一年四季艰辛劳作，许多人没钱上学，没钱看病，身上没有一件像样的衣服，
家中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他们为了生存，到处垦伐，不断破坏着非常脆弱的生态环境。
多年来，我知道我难以为贫困地区的发展找到灵丹妙药，但我总想为贫困地区经济的发展和生态环境
保护做点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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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朝晖，1970年7月出生，浙江缙云人，硕士、副教授，丽水学院经济贸易与管理学院副院长，丽水生
态经济研究所副所长，丽水市政府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浙江省中青年骨干教师、“五个一工程”奖
获得者。
主要从事发展经济学、生态经济学及经济哲学等方面研究，已经在《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自然
辩证法研究》、《社会主义研究》、《商业经济与管理》等刊物上发表论文30多篇，合作完成《东方
太阳城企业责任运动个案分析》、《中国欠发达地区“三农”问题研究浙西南个案分析》等著作5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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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九，充分发挥旅游业的带动优势，实现旅游扶贫。
扶贫工作是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需要借助三大产业的合力。
实践表明，将旅游开发与有效消除贫困有机地结合起来，这是保证当地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
。
贫困地区的综合开发必须利用旅游的内在扩张性，围绕生态旅游发展的要求进行建设，构建包括食品
工业、土特食品加工、手工业品制作、特色农业观光、饭店业、商业等在内的一整套新型绿色体系。
在第一产业方面，调整传统农业生产结构，大力发展旅游农业；在第二产业方面，以市场为导向，以
种植业与旅游业为依托，构建资源加工工业体系；在第三产业方面，创办农工商一体化的经营服务组
织，并开展农家游，发挥其旅游市场拾遗补缺作用，积极引导当地居民参与其中，增加当地居民的收
入来源，使旅游扶贫的优势凸现出来。
　　第十，建立旅游生态资源环境管理机构，切实加强旅游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
国家要尽快建立并强化旅游资源环境管理机构，对国有资源资产和生态环境进行有效管理。
旅游资源环境管理机构主要负责制定有关旅游资产和生态环境管理的政策法规；组织对旅游资源资产
的调查统计，负责动态管理；通过租赁、承包、拍卖、股份合作等形式，有偿转让旅游资源资产使用
权，确保国有资源资产保值增值；调查旅游资源的毁损和生态环境的破坏状况，限令有关方面补偿和
修复；对那些极其珍贵的历史文化旅游资源和濒于灭绝的自然生物旅游资源，直接行使所有权的经营
管理，并坚持谁损毁、谁赔偿，谁污染、谁治理的方针，征收的生产生活排污费和生态环境治理费应
高于环境破坏损失和治理恢复所需要的成本。
　　第十一，健全环境立法和制度建设，为生态旅游业的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旅游本身是一项产业，对环境的影响具有累积性，我国的生态旅游业目前还处在起步阶段，许多方面
存在问题与挑战，尤其是对环境的影响和对资源的破坏较为严重，因此，加强生态旅游环境立法和制
度建设，通过法律的手段来引导规范生态旅游沿着健康方向发展显得尤为重要。
针对目前生态旅游区法制不健全的现象，应加快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解决法制滞后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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