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沐川县森林经营所生态旅游资源分析及开发思考

王　华
（四川省沐川县森林经营所，四川 沐川　６１４５００）

摘　要：通过沐川县森林经营所生态旅游资源调查，就其生态旅游资源的特点、发展环境和开发存在的问题进行分
析，提出发展生态旅游的思路与对策，为国有林场，尤其是小型国有林场资源的综合开发利用和经营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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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沐川县森林经营所处于四川盆地西南素以生态
优美闻名的沐川县凉风坳，为全省１７８个国有林场
之一。经营所长期以绿化造林、森林管护为己任，为

沐川县调节气候、涵养水源、净化空气发挥着重要作

用。目前森林经营所辖区内有林地面积１９２７ｈｍ２，
森林覆盖率达９３０２％，拥有森林蓄积３６７６万ｍ３。
凉风坳森林景观优美，生物多样性丰富，清新的空气

吸引大量的市民前来游玩，但经营所的生态旅游开

发和发展一直处于滞后状态。小型国有林场如何依

托区位优势和林区生态环境，利用有限森林资源，创

新经营机制，发展生态旅游，达到资源开发、生态保

护和经济发展的有机统一，从以前的森林养人转变

为通过更好的保护生态来养人，对转制期的小型国

有林场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１　沐川县森林经营所生态旅游资源特点

１．１　具有典型的亚热带常绿阔叶林群落景观
我国典型的常绿阔叶林主要分布在长江流域南

部，由于长期高强度人为因素影响，保存完好的原始

植被类型所余无多，四川省沐川县森林经营所林区

较完好地保存了我国亚热带地区最典型的地带性植

被类型———亚热带常绿阔叶林。阔叶林位于森林经

营所凉风坳工区（东经１０３°４７′～１０３°４９′，北纬２８°
２９′～２８°５４′），是沐川国家森林公园、四川芹菜坪山
鹧鸪自然保护区的重要区域。辖区内以天然林为

主，海拔 １１００ｍ～１５５０ｍ，年均气温１２８℃，最高
气温３０℃（７月），最低气温 －１０℃（１２月），年平均



降水量 １７８０ｍｍ，平均相对湿度达９０％，属亚热带
湿润季风气候类型［１］，气候温和，景色宜人，具有典

型的亚热带常绿阔叶林景观，群落层次结构明显，乔

木层以壳斗科常绿树种、樟科、山茶科、木兰科等种

类居多，主要有润楠、水青冈、灯台、青钱柳、峨眉含

笑、木荷、桦木、香果树、白辛树、拟赤杨、灰叶稠李等

多种阔叶树种和国家级保护的濒危植物，灌木层主

要有杜鹃、吴茱萸、木姜子等，草本地被物主要为蕨

类；常见动物鸟类有果子狸、锦鸡、竹鸡、斑鸠等，还

有被誉为“鸟中大熊猫”的山鹧鸪。森林公园动植

物种类繁多，生物多样性保存完好，是天然的生物基

因库，也是夏日避暑、冬季赏雪的休闲度假胜地。

１．２　山王埂林木良种基地体验式游览区
林木良种基地建于１９７９年，位于森林经营所山

王埂林区（东经１０３°５５＇，北纬２８°４５＇），地形地势独
特，两面临崖，形成天然隔离带，面积５３ｈｍ２，设有
杉木无性系种子园、水杉无性系种子园和柳杉母树

林，主要开展杉木、柳杉良种选育。１９９３年，林木良
种基地建设项目通过省林木种苗站验收，并获得乐

山市人民政府 １９９６年度科学技术进步三等奖。
２０１２年，山王埂林木良种基地“沐川杉木第一代无
性系种子园”通过２０１１年度省级审定，“沐川柳杉
母树林”通过２０１１年度省级认定。林区以常绿针叶
树种杉木、柳杉和落叶针叶树种水杉人工林为主，林

木葱郁，分布科学，整齐美观，四季景色优美。目前

车辆可达林区，通过开展珍贵树种育苗、扩建鱼塘并

配置相应设施，可打造成集良种生产和体验式观光

旅游为一体的林木繁育示范区。

１．３　珍贵树种和林下种植示范基地观光园
珍贵树种示范基地分布在凉风坳、前光和林坝

子工区，面积８８８７ｈｍ２，２０１１年在商品林采伐迹地
上通过人工更新营建的刺楸、光皮桦、峨眉含笑混交

林，２０１３年８月完成珍贵树种培育示范基地建设成
效考评，人工混交林生长良好，珍贵树种林区具观赏

游览价值。

按照沐川县现代农业示范区规划建成的林下种

植中药材红豆杉示范区３３ｈｍ２，位于凉风坳工区，
同时，林下种植的竹荪试点初获成功，竹荪（蛋、肚）

产品曾参加２０１２年“首届四川省优质森林食品”宣
展活动并通过第一轮投票。

１．４　天然竹林生态景区
沐川以竹多闻名遐迩，森林经营所也不例外，

“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凉风坳工区的成片

天然竹林近４０ｈｍ２，虽没有万顷竹海的壮观，但也

自成独特的生态小气候。登高临远，层峰叠翠，清风

过处，竹浪起伏；独坐幽篁，悠然自得，曲径盘桓，心

宁神静；憩息林边，卧听竹涛，风竹秋声，感物兴怀。

目前，通过国有林场危旧房改造，凉风坳工区工房修

葺一新，相关附属配套设施也已完善，可提供住宿

３０人／次左右。

２　生态旅游发展环境

２．１　区位优势明显
良好的自然生态和社会经济环境对生态旅游的

发展起着重要作用。沐川县位于四川盆地西南，北

距乐山 １００ｋｍ和成都 ２５０ｋｍ，西南紧邻马边、雷
波、云南，东达宜宾仅１００ｋｍ左右，为长江上游重要
水源涵养区和典型西部山区，林竹资源丰富，森林覆

盖率达７７３４％，空气负氧离子含量最高达 ３５０００
个·ｃｍ－３，生态环境优越，是国家级生态示范区、全
省林业产业发展重点县，有“中国竹子之乡”、“中国

四川山鹧鸪之乡”的美誉，也是四川省首批“全国生

态文明示范工程试点市（县）”之一。

２．２　领导重视
沐川县委、县政府十分重视生态旅游业的发展，

坚持“生态发展，绿色崛起”总体取向，以乐山建设

国际旅游目的地为契机，精心描绘沐川竹海、沐川

寨—五马坪国际旅游休闲度假区、中华竹博园—解

结湖等文旅产业转型升级蓝图，倾力打造西南生态

旅游度假目的地。目前，沐川竹海创建为国家 ３Ａ
级旅游景区，草龙列入国家级“非遗”名录，国家森

林公园获准设立（林场许准〔２０１５〕２４号），芹菜坪
市级自然保护区晋升为省级自然保护区（川府函

〔２０１４〕１１５号），箭板镇顺河古街入选第三批中国传
统村落名录…随着乐宜高速建成通车，成贵铁路、仁

沐新高速、沐犍快速通道等交通项目的推进，沐川的

文化旅游发展将更上层楼。

２．３　可依托的周边特色旅游资源
依托沐川３Ａ级竹海景区、黄丹喀斯特溶洞群、

沐川农耕博物馆、桃源山居新农村综合体，以及在建

的中华竹博园、五马坪特种旅游基地等旅游资源，通

过科学规划，联袂打造竹乡特色生态旅游线路，同

时，随着沐川融入“乐山半小时经济圈”、“成都两小

时经济圈”的交通改善，可打造从峨眉山、乐山大

佛、犍为芭石铁路·嘉阳小火、同兴桫椤湖等沿途多

条民俗文化体验旅游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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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　国有林场面临的改革机遇
国有林场改革的核心就是加强生态建设和保

护，改革的出发点是维护国家生态安全，提高森林资

源生态功能。国有林场改革不是为了单纯地甩包袱

和搞活林场经济，而是要通过完善和创新体制机制，

使国有森林资源在我国林业生态建设中发挥更大的

作用，这是国有林场改革的根本目的所在［２］。国有

林场丰富的森林景观资源、特色鲜明的生态景观、得

天独厚的林区生态环境，是发展生态旅游重要的物

质基础，而生态旅游的环境保护特征及其谋求的经

济、社会、环境三大效益的协调发展可持续性，符合

国有林场改革发展的目的。面临前所未有的发展机

遇，科学合理开发林区资源，创新经营方式，发展生

态旅游、林下经济等特色产业，可进一步增强林场发

展活力。

３　存在的问题

３．１　资金投入不足，景点基础设施薄弱
森林经营所注重于生态建设和保护，只有投入

没有产出，经济实力有限，尽管结合有关项目维修整

治过部分园区道路与景点设施外，基本上没有进行

公园基础设施建设，离森林生态旅游还有很大差距，

生态旅游所必需的吃、住、行、游、购、娱还不够完善，

游人到林区游玩还处于自发阶段，加之离县城较近，

基本留不住人。

３．２　主题不明、缺乏统筹规划
１９９３年１１月，森林经营所利用自有资金委托

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编制

了《四川省凉风坳森林公园总体规划》，对公园环境

条件、风景资源进行了详尽的分析评价，并对公园布

局、景点建筑、相关设施及环境保护、公园管理等进

行了规划设计。由于天保工程的实施和相关林业政

策变化等因素，以及缺少资金支持，森林经营所无法

独立将公园设计付诸实施，森林公园的设计一直停

留在书面阶段，森林生态旅游也因此无从开展，致使

林场发展目标不明确，森林旅游开发进度较慢。

３．３　管理体制不健全，专业型人才短缺
随着国有林场改革发展的不同深化，森林经营

所在管理方面有了一些新的举措，但并未改变根本

现状，吃大锅饭的观念还未能打破，难以调动广大干

部职工参与管理的积极性。在人员结构上，专业人

才较少，特别是涉及生态旅游专业型人才更是缺乏，

主要人员为长期从事造林、护林、防火的老同志、对

新事物、新知识、新观念更新较慢，不能正确把握森

林生态旅游市场，森林旅游起步为艰。

４　对策与建议

生态旅游是一切以自然生态或自然生态和原生

性地域特色文化为主要吸引物，基于生态环境保护

和可持续发展的旅游活动，是实现旅游发展和生态

环境保护的最佳结合，它的宗旨是保护和改善生态

环境。生态旅游可以缓解森林资源保护与发展之间

的矛盾，又能为国有林场的发展开辟一条不以消耗

森林资源为代价的可持续发展之路。生态旅游的开

发，必须遵循其特征、属性和要求，在加强生态环境

保护的同时，发掘森林游憩资源，开发特色生态产

品，弘扬生态文化，提升国有林场增效创收能力，并

带动林区周边农村经济的发展。

４．１　政府主导，创造生态旅游发展条件
生态旅游肩负自然资源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社

会责任，国有林场生态旅游资源的开发需要地方政

府的宏观调控和管理，诸如旅游资源配置和产业结

构布局、生态旅游目标形象定位、资源承载力评估、

生态旅游产品开发、投资机制等，政府的科学引导和

政策推动可从整体上提升生态旅游的开发层次和水

平，实现旅游资源配置达到或接近最优状态。同时，

国有林场生态旅游的开发需要在资源整合、基础设

施建设、人事管理机制、道路规划方面加大政策与资

金的扶持力度，为生态旅游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４．２　生态优先，因地制宜开发林区资源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基础，生

态旅游开发须遵循生态优先原则，在综合开发森林

旅游资源的同时加大管护力度，保护自然生态环境，

提高森林资源质量，提升森林多方面效益和功能，最

终形成可持续发展的旅游循环经济，即：在旅游区内

的所有产业之间形成生态产业链和闭合循环网，实

现旅游区域的零排放和资源利用效率最大化或可持

续利用［３］。

４．２．１　加强森林资源管护。从管护制度、宣传以及
通讯、交通设施设备的配置等多方面举措入手，提高

森林管护的质量。一是划分管护范围，签订森林管

护责任书和森林防火责任书，明确管护内容和职责；

二是实行量化管理，加强巡山护林监督检查，严格考

核，奖惩分明，提高管护效果；三是在不影响林木生

长和破坏森林环境的前提下，通过承包经营，把森林

管护与林下资源开发利用有效结合起来，适度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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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植、养殖和林副产品采集加工，调动管护人员积极

性，提高森林综合利用率。

４．２．２　针对生态旅游开展森林经营。通过培植速
生、优质和珍贵的树种，调整景观树种配置，营建富

有特色的林相色彩，丰富自然景观，形成景观优美、

功能多样的森林生态环境，满足森林生态旅游的需

要。

４．２．３　绿色开发旅游产品。在生态环境容量和资
源承载力可承受范围内，根据旅游资源特色进行保

护性开发生态旅游产品，确保经济活动过程和结果

的绿色化、生态化。一是旅游区建筑设计应与林区

自然、文化和生态环境相协调；二是在旅游活动的生

产消费中充分利用林区丰富的鱼腥草、野芹菜、鱼鳅

串等野菜资源，倡导绿色饭店、绿色林（农）产品、绿

色森林人家、沼气生态系统，以及生态交通、生态能

源等；三是实行生态管理，包括对旅游区资源环境承

载力和生态承载力管理以及对来访游客旅游行为管

理等，使生态旅游既可以保证旅游资源的充分开发

和利用，又可以保证被开发的资源免遭破坏，体现旅

游循环经济减量化、再循环和再利用原则；四是提供

生态服务，把游客旅游活动过程中的衣、食、住、行、

娱乐和购物服务作为一个整体，使其服务生态

化［４］。

４．３　突出特色，建设生态环保科普教育基地
凉风坳森林公园及天然竹林、芹菜坪山鹧鸪自

然保护区、林木良种基地和珍贵树种示范基地，不仅

景观优美，而且蕴含丰富的生物、生态环保等学科知

识，是开展动植物科考、科普主题旅游和实践教学的

理想场所。整合现有资源，建立科普教育基地，通过

举办青少年生态环保科普夏令营、爱鸟周旅游、大自

然探秘活动等生动多样的科普形式，普及科学知识，

不仅可以丰富生态旅游产品类型，满足不同层次的

消费需求，而且可以拓展国有林场林区资源功能，发

挥生态资源综合价值。

４．４　宣传营销，传导生态文化
国有林场的森林景观、物种资源、自然历史文化

遗产、森林生态环境等，不仅是发展生态旅游的重要

资源，而且蕴涵丰富的生态文化思想，同时，也是生

态科考、科普活动的基地，是天然的生态教育课堂和

展示宣传生态文化的阵地。

４．４．１　把当地风土人情、历史文化与森林旅游有机
融合，通过旅游的食、住、行、游、购、娱活动，让游客

通过参与性、体验性的参观游览项目，在欣赏自然风

光、得到身心放松的同时，提升环保意识，自觉绿色

消费，进而促进环境保护，获得长期的良性循环，实

现人与自然的和谐。

４．４．２　围绕生态文化游憩定位，在游憩中渗透生态
文化教育。结合林区天然林丰富的动植物资源和林

木良种基地资源，通过体验式旅游活动，让游客获得

对天然野生动物、珍贵植物和林木种子园、母树林、

采穗圃的直观认识。

４．４．３　与旅游、宣传等多部门和机构合作，建立生
态旅游发展长效机制。同时，通过先进便捷的网络、

电视、广播、报纸等新闻媒介，宣传营销生态旅游产

品，举办具有特色的节庆活动，提升生态旅游知名度

和吸引力，为景区开发和招商引资打下基础。

４．５　加强部门合作，多渠道争取资金
资金短缺是森林经营所发展森林生态旅游业的

主要瓶颈。解决这一瓶颈，一方面要争取国家、省、

市财政支持，一方面要加强全县财政、林业、农业、旅

游、交通、环境、扶贫等部门合作，深层次整合涉林、

涉农资金，集中投入推动经营所森林生态旅游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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