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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山地乡镇旅游发展研究:中国"达沃斯"野三关》首先阐述了山地乡镇旅游的相关理论与案例实践，选
取了对野三关镇有借鉴作用的几个著名旅游乡镇作了相关分析和经验总结。
然后对野三关镇自然地理、社会经济、城镇建设及特色产业等情况作了概述；根据野三关所处地域特
征及实地调研数据，对野三关地区的自然与人文以及工程景观等旅游资源作了系统描述，并对其旅游
资源特色进行了总结与评价；在此基础上，结合野三关镇旅游发展背景及现状，勾勒出了野三关旅游
发展战略的总体结构，提出了战略规划思路以及发展定位。
最后对野三关旅游空间布局与基础设施进行了规划，对其旅游区建设以及管理保障体系作出了具体的
阐述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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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桂媛，教授，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武汉大学人居科学方向博士，三峡大学硕士生导师。
曾先后从事建筑施工技术、建筑设计、景观规划与设计、建筑与景观教学等工作。
主要研究方向：生态城市与绿色建筑、景观生态规划与旅游策划。
并先后承担和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湖北省自然基金项目、湖北省教育
厅基金项目10余项，主持完成旅游与景观生态科技服务项目30余项。
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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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研究方向：人居环境艺术、景观规划与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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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一）森林公园模式 对于区位与交通条件好、地形变化大、山峦跌宕起伏、溪流
密集、森林覆盖率高、环境优良、景色优美、气候宜人且占地面积较大的森林地段可将之开发为森林
公园，让其成为人们体验回归自然、休闲、度假、避暑、野营、科考、森林浴的理想场所。
 （二）度假区（村）模式 是指利用自然资源丰富且风景优美、气候条件好、生态环境优良的景观地
带建成的，具备满足旅游者游憩、休闲、休学、康复等需求的场所。
旅游度假区的宏观空间布局，是其规划建设的重点；旅游度假区的微观空间布局，将直接影响度假区
内部空间管理以及“空间一景观”的合理建构。
我国旅游度假区在山地投资运营的典型代表是海螺沟冰川风景区。
 （三）高端会议模式 利用山地特殊的气候条件、自身的交通便利、深厚的人文底蕴，再加上纯美的
特色饮食、高山多种体验式游乐项目以及良好的旅游设施，为游客提供高端会议服务。
代表性案例是“十二五”期间，北京门头沟将着力落实旅游文化休闲产业发展战略规划，打造古寺庙
及遗址、古村古道、商务会议、健康休闲等旅游文化组团，努力建设首都国际高端山地旅游文化度假
区。
 （四）野营地模式 野营是户外游憩活动的一种方式，即旅游者在野外凭借着帐篷、睡袋、营房、旅
行房车等设施和用品，欣赏自然美景，寻求自然野趣，满足个性需求的健康户外游憩活动。
代表性的森林野营地要求距离城市30—160km左右，交通可达性较好，但必须离开公路干线，具有良
好的生态环境，气候舒适、空气清晰、幽静，有充足水源，挡风条件好，占地面积较森林公园小。
典型的野营地要靠近水源且地势较平坦，或有一些小起伏的地方，也有在农荒地、草原或沙漠边缘建
野营地的。
 （五）农业主题模式 休闲农场模式是一种供游客观光、度假、游憩、娱乐、采果、农作、垂钓、烧
烤、食宿、体验农民生活、了解乡土风情的综合性农业旅游区。
近年来，台湾的许多会议都移到休闲农场举行。
这也是国外乡镇旅游最普遍的一种开发模式。
具有代表性的是由台湾商人吴赐龙等人在北京通州区创建的摩登家庭农场，在众多台商在大陆建的休
闲农场中，这个农场不仅是亲子型生态教育农场，而且也是两岸首家半自助性质的农场。
休闲农业是与“人”打交道，要“引人”、“留人”、“留心”才能赚钱，因此服务意识、品质和创
意非常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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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山地乡镇旅游发展研究:中国"达沃斯"野三关》由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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