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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四川省犀牛山森林公园为研究对象，运用 SWOT 分析法，分析了该森林公园开展森林生态旅游的优势、
劣势、机遇与威胁等 4 个方面，并提出了今后发展的相应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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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paper，taking the Xiniu Mountain Forest Park in Sichuan province as the research ob-
ject，the SWOT was applied to analysis of advanrages，disadvantages，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of the
Forest Park in developing the ecotourism． Meanwhile，based on the SWOT analysis，the corresponding
strategies were put forward for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the p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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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犀牛山森林公园概况

1． 1 地理位置

犀牛山森林公园位于四川省达州市通川区罗江

镇、北外镇和盘石乡境内，距达州城区 10 km。地理

坐标为东经 107°32'38″ ～ 107°33'54″，北纬 31°15'
31″ ～ 31°16'55″。东至大脑壳山脊，西至窑弯梁山

脚，北至仰天窝山梁，南面至小湾山脊闭合，总面积

296. 57 hm2。2011 年 1 月被四川省人民政府批准为

“四川省犀牛山森林公园”。该公园在《四川省旅游

发展总体规划》中处于四川省旅游线路的东环线，

具体则处于环绕达州市区的真佛山风景名胜区、龙
潭风景区、百里峡风景区、五峰山森林公园、花萼山

自然保护区和宣汉罗家坝遗址等七大旅游景区的中

心节点。
1． 2 地形地貌

该公园处于川东弧形构造带之中，华蓥山隆褶

带，属铜锣峡背斜，在地貌单元上属于低山丘陵地

貌，由北至南的山峰有犀牛山( 主峰海拔 692 m) 、龙
形山( 海拔 592. 5 m) 、月牙岩( 海拔 604. 6 m) ，一般

海拔 500 m ～600 m，相对高差 200 m ～300 m［1］。
1． 3 土壤及母岩

公园内土壤有紫色土、山地黄壤、新冲积土 3
类，以紫色土和山地黄壤为多。紫色土因发育于紫

色母岩，发育较浅，土壤质地以中壤、重壤居多，沙土

及粘土较少，酸碱度为微酸性至微碱性，以中性及微

碱性为主，土壤含 N、P、K 元素较多，保水保肥力较

强，一般分布于海拔 580 m 以下; 山地黄壤属砂岩和

页岩发育而成的土壤，质地有砂壤和粘壤，一般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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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拔 580 m 以上; 新冲击土主要分布于沟谷两岸，

海拔一般在 300 m ～500 m 左右，土层深厚、肥沃［1］。
1． 4 气候

公园所在区域属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四季分

明，热量丰富，雨量充沛，光温同步，雨热同期，冬暖

春早，无霜期长，夏季降水量集中，分布不均，冬季多

云雾，少日照。公园内全年平均气温 17. 2℃，极端

最高气温 42. 3℃，极端最低气温零下 4. 7℃，1 月均

温较低，均在 10℃以下，7 月均温 27. 8℃，无霜期达

299. 5 d。公园内日照时数最多是在 7 月、8 月，最少

是 12 月，年平均日照数1 673. 9 h，太阳幅射总量年

均 112 kcal·cm －2。公园内多年平均降雨量1 211. 4
mm，3 月 ～ 6 月多年平均降雨量 45. 4 mm; 多年平均

年蒸发量1 070. 4 mm，3 月 ～ 6 月多年平均蒸发量

73. 4 mm。年均相对湿度 79%左右，气候湿润，但冬

春湿度指数小，气候干燥［1］。
1． 5 水文

公园的水体主要为碎屑岩间裂隙水，其水源系

大气降水以垂直形式补给，以降水形式排泄于沟谷

中，补给区与排泄区一致，交替条件好，循环周期短。
夏秋降水多，冬春降水少。公园内主要溪流有羊洞

子沟、岩嘴河沟、逼跳溪; 另有因余家沟水库蓄水形

成的映月湖，面积约 6. 66 hm2。公园内溪水最终汇

入洲河［1］。
1． 6 生物多样性

公园内森林植被属于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区的盆

地丘陵低山植被区，在四川植被区划属东部湿润森

林植被区、常绿阔叶植被带［2］。
森林植被主要类型有常绿阔叶林、马尾松林、杉

木林和柳杉林。常绿阔叶林主要分布在丘陵中上

部，以樟科、壳斗科、桑科、蝶形花科、山茶科等亚热

带的属种为主，其建群种主要为香樟、楠木、麻栎青

冈、丝栗栲、刺叶栎等。马尾松林分布在丘陵中上

部，犀牛寨一带马尾松林相对集中成片，构成林海。
杉木林主要分布在丘陵中部，为人工林。柳杉林集

中成片分布于杨洞子沟两边。
公园内植物种类十分丰富，现有维管束植物 70

科，276 属，近千余种。主要乔木树种有马尾松、湿

地松、杉木、柳杉、水杉、柏木、香樟、楠木、细叶楠木、
枫香、灯台、刺楸、光皮桦、板栗、锥栎、丝栗、麻栎、短
柄枹栎、白栎、乌冈栎、橿子栎、东南石栎、硬斗石栎、
刺叶栎、刺槐、油桐、乌桕、枫杨、化香、楤木、润楠、毛
桐、朴树、山槐、木姜子、八角枫、野樱桃、盐肤木、漆
树等; 主要灌木或藤本植物有映山红、油茶、茶、细齿

柃木、钝叶柃木、柄果海桐、火棘、四川山胡椒、枸树、
铁仔、胡颓子、黄荆、扁担杆、腊莲绣球、檵木、樟叶荚

蒾、金佛山荚蒾、裂叶榕、异叶榕、马桑、野扇花、悬钩

子、菝葜、葛藤、铁线莲、鸡血藤、崖豆藤、常春藤、猕
猴桃、草叶猕猴桃、八月瓜、薯蓣、金银花、绞股蓝等;

主要草本植物有: 白茅、牛筋草、看麦娘、苍耳、水黄

连、水蓼、兰草、车前草、白及、麦冬、益母草、鸭跖草、
灯心草、画眉草、刺天茄等。

公园适宜的气候条件、丰富的植物资源和得力

的保护措施，为野生动物的栖息和繁衍提供了良好

的环境条件，野生动物种群数量稳定。据调查，公园

境内野生脊椎动物有 18 目、35 科、75 种。其中，哺

乳类 6 目 10 科 15 种，爬行类 2 目 4 科 8 种，两栖类

1 目 2 科 5 种，鸟类 7 目 16 科 41 种，鱼类 2 目 3 科 6
种。公园内可见频度较高的野生动物主要有草兔、
松鼠、竹鼠、白鹭、苍鹭、池鹭、竹鸡、八哥等。
1． 7 森林风景资源

公园内的森林风景资源可分为地文资源、水文

资源、生物资源、人文资源和天象资源 5 类。
公园地处川东弧形构造带之中，华蓥山隆褶带，

属铜锣峡背斜，多悬崖峭壁，山石像形，峡谷幽静，景

观奇特，在川东地区具有典型性和多样性，观赏价值

和科研价值较突出。犀牛山巍峨峻峭、沟壑纵横、悬
崖绝壁随处可见。其地文景观资源主要有月牙岩、
千仞壁、犀牛石、神仙石、野象石、石窟群、蛮子洞和

寿龟问天、弥勒望乡等奇异怪石。
公园内森林茂密，有溪流清澈、湖水幽幽，其园

内的羊洞子沟、逼跳溪和余家沟、映月湖、犀牛泉和

滴水崖构成了公园的水文景观。
公园内植物群落层次分明，林下植被种类繁多，

鸟类和昆虫栖息于林内，加上古道穿越，形成了古道

林幽、蝉噪林静、鸟鸣山幽、郁林葱葱的意境; 集中分

布犀牛寨一带的马尾松林，山风吹拂，松涛阵阵，松

林如海，令游人神清气爽; 而山体中部杉木林林相的

变化，则完美的演绎了大自然的季相变化，其境美不

胜收。
园内奇异树木甚多，如在胸高处分枝的松树，被

称为连理松，赋予了爱情幸福和美的象征，成了犀牛

山一处奇妙的景观。人有赋诗: “根须相连树干相

抱，形影不离生命不老; 海枯石烂日月不朽，共渡岁

月雨雪风霜; 枝繁叶茂郁郁葱葱，百年千载地老天

荒; 连理松前留下倩影，恩恩爱爱地久天长”。一株

百年樟树上分枝成 5 个枝桠，称为“五子登科”，被

视为犀牛山的镇山之树。而在千仞壁一带的喀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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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中，因植物根伸入岩石中吸收水分和矿质养分、
又以根繁殖植物体，造就了很多奇特的树木。有的

高大乔木独立于岩壁上，称之为“蜘蛛侠”; 两树连

根而生的称之为“兄弟树”或“姊妹树”; 仨树连根而

生的则称为“吉祥三宝”; 在一根粗壮的根部上并排

生长着 6 株不同粗细的树干，称为“六口之家”，就

象真正的一家人，相互团结、相互关照。
由于公园不受工业和城市污染，天象景观比较

丰富，且观赏条件极佳。天象景观主要包括壮观的

日出日落、清冷如霜的明月、绚丽的霞光和变化莫测

的云雾景观。这种由山区特有的大气环境作为要素

构成的天象景观，具有典型性和奇特性，且在公园内

众多位置都可以观赏，可利用程度高。
公园内人文景观资源丰富，主要有: 犀牛石的传

说、犀牛寨、碉楼、千尺梯、元九登高节和福崖等。

2 犀牛山森林公园 SWOT 分析

2． 1 SWOT 分析法

森林公园的经营与管理及可持续发展可采用企

业的 SWOT 分析方法。SWOT 分析方法是一种企业

内部分析方法，即根据企业自身的既定内在条件进

行分析，找出企业的优势、劣势及核心竞争力之所

在，从而将公司的战略与公司内部资源、外部环境有

机结合。S 代表 strength ( 优势) ，W 代表 weakness
( 弱势) ，O 代表 opportunity( 机会) ，T 代表 threat( 威

胁) ，其中，S、W 是内部因素，O、T 是外部因素。按

照企业竞争战略的完整概念，战略应是一个企业

“能够做的”( 即组织的强项和弱项) 和“可能做的”
( 即环境的机会和威胁) 之间的有机组合。SWOT
分析的重要意义在于，帮企业清晰地把握全局，分析

自己在资源方面的优势与劣势，把握环境提供的机

会，防范可能存在的风险与威胁［3 ～ 6］。SWOT 分析

步骤为: 首先罗列公园的优势和劣势，可能的机会与

威胁; 然后把优势、劣势与机会、威胁相组合，形成

SO、ST、WO、WT 策略; 最后对 SO、ST、WO、WT 策略

进行甄别和选择，确定公园目前应该采取的具体战

略与策略。
2． 2 优势分析

2． 2． 1 资源景观优势

公园地处川东弧形构造带之中，华蓥山隆褶带，

具有川东地区的典型特征。公园森林覆盖率高，境

内生物多样性丰富，主要有森林景观、植物景观、动
物景观和物候季相景观等; 同时，喀斯特地貌孕育了

多样的地文景观，悬崖峭壁、奇山异石、沟谷和石窟

群比比皆是。丰富的生物、地貌、水文、天象景观为

观赏、科考及度假提供了良好的资源条件。公园除

了丰富的自然景观外，人文景观优势明显，有美丽的

犀牛石、犀牛泉传说; 有数百年的犀牛寨、碉楼和千

尺梯古迹，可增添游人无穷的遐想。
2． 2． 2 交通区位优势

公园位于达州市通川区境内。通川区素有“川

东北门户”之称，是川东北的交通枢纽和川、陕、鄂

物资集散地，是达州市政治、经济、文化、科教、商贸、
金融的中心和交通枢纽。地处襄渝铁路、成达铁路、
达万铁路和国道 210 线、318 线“三路两线”交汇而

成的“井”字交通骨架的中心，达渝高速公路、省道

广开公路、通宣公路、万邻公路、县道魏复公路、西河

公路、达七公路、塔莲公路、大盘路、朝阳路在境内纵

贯南北、横穿东西，形成了四通八达的道路网络，交

通十分便利; 河市机场可直飞成都、西安、武汉、重庆

等地; 洲河从北到南，又由东而西流经通川区全境，

渠江航运经重庆后可直达上海，游客可从万州、重庆

等地坐船一路游览而至。公园距市区仅 10 km，通

达性极强，交通区位优势明显。
2． 2． 3 旅游区位优势

据《四川省旅游发展总体规划》，达州市通川区

位于四川省旅游规划中的东环线之中。在省旅游结

构规划中，东环线定位为“革命文化遗迹旅游线”，

其线路为成都 － 南充 － 达州 － 巴中 － 广元 － 成都

( 主要旅游景区由通江、南江、巴中革命文化遗迹、
小平故里、通江诺水河、南江光雾山、达县真佛山、永
宁石刻等组成) 。达州市旅游资源丰富，有国家级

旅游 区 3 处 ( 达 县 真 佛 山、宣 汉 百 里 峡、渠 县 龙

潭———汉阙) ，国家级森林公园 1 处( 大竹五峰山) ，

省级风景名胜区 4 处( 达县真佛山、宣汉百里峡、渠
县龙潭———汉阙、万源八台山———龙潭河) ，省级自

然保护区 2 处( 宣汉百里峡、万源花萼山) ，是四川

省旅游资源最密集的地区之一。达州市域范围内交

通便利，犀牛山森林公园正处在达州北部片区的

“旅游休闲接待核心”之中，至各景点都非常便捷，

可充分融入成都、南充、重庆的旅游资源板块，其旅

游区位优势明显。
2． 2． 4 软环境条件

通川区区委、区政府对旅游业发展给予了高度

重视，提出旅游业作为第三产业发展的主要增长点，

把旅游业发展置于全市、全省乃至全国旅游发展大

格局中去思考，坚持保护与开发并重，按照政府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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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市场运作、突出重点、打造精品的原则，科学规

划、整合力量、联动开发，努力在通川区北部构建一

个旅游休闲的新核心，与原有北部片区的“旅游休

闲接待核心”结合，形成双核心结构。自 2009 年以

来，通川区政府坚持“政府主导、业主主体、市场运

作”的 原 则，采 用 市 场 化 运 作 的 方 式，按 照 国 家

AAAA 级景区规划对犀牛山进行了前期开发打造。
将犀牛山打造成具有民俗文化特色，展示农耕文化

的文化与生态旅游重要目的地。公园所在地民众也

对公园的开发建设表示大力支持，这就为公园的开

发建设提供了可靠的政策保障。
2． 2． 5 杰出人物和地方文化优势

通川区历史悠久，人才辈出。历史上有元稹、唐
甄、李长祥等著名思想家、文学家; 通川区作为革命

老区，是张爱萍、魏传统等共和国将军的出生地，而

徐向前、李先念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曾在这里

浴血战斗，建立苏维埃政权。
铜梁龙灯是通川区独特的文化。铜梁龙灯始于

明，盛于清，繁荣于当代。其发展经过了火龙、正龙、
肉龙三个阶段。早期的火龙用绳索、竹篓连接头尾，

舞龙时龙身施放烟火，气氛热烈，场面活跃。但火龙

有躯无肉，龙形象欠佳。中期的正龙头大颈长，以篓

作节，节内点灯以代烟火，舞玩时龙首高昂，灯火蜿

蜒，景象十分壮观。但龙体态不全，身躯仍少真实

感。最后形成的肉龙，以彩绘纸粘糊龙身，龙体完

整，有骨有“肉”。舞玩时头尾摆动灵活，躯体伸缩

自如，内部盏盏灯火映照出金甲赤脊的龙身，熠熠生

辉，美观动人。由于肉龙体态长大，舞玩时形如蠕

动，故又称“蠕龙”。
近几十年来，铜梁龙又在传统肉龙基础上进行

了创新设计，集狮头、鹿角、虾腿、鳄鱼嘴、乌龟颈、蛇
身、鱼鳞、蜃腹、鱼脊、虎掌、鹰爪、金鱼尾于龙一身，

且将传统闭口龙改制为张口龙，龙口内加做龙舌与

口宝。新创的铜梁龙英姿勃发，神威贲张，大有吞云

吐雾、气夺天地之概。铜梁龙的特征可归纳为大、
长、活三个字。“大”不仅指体形，且指造型夸张，美

工上集国画、素描、剪纸、刺绣等技巧为一体，并参考

戏剧脸谱的描绘手法，彩笔走脊、描箸，着重突出龙

的气质，使其神采丰腴、气势磅礴。龙身长一般在

24 节左右，比例适中，舞动灵活。“活”是说舞龙操

作中引入机械原理，研制出手摇、发条、电动等各种

方式，使龙腾跃翻卷更加灵动潇洒，活灵活现。近年

铜梁又开发出千姿百态的玩具型、装饰型小蠕龙，铜

梁龙正进入人们更广阔的生活领域。建国 35 周年

庆祝时，九条铜梁龙盘旋翻飞于北京天安门广场，引

起国内外观者的啧啧惊叹。1988 年中国北京首届

国际旅游年龙舞大赛中，铜梁龙一举夺得金杯。现

在铜梁龙已超越国界，飞向日本、东南亚及欧美许多

国家和地区。
2． 3 弱势分析

2． 3． 1 公园规模小、环境容量较低

公园规划用地面积仅有 296. 57 hm2，不到《国

家级森林公园规划规范》规定的小型森林公园上限

20 km2 的 1 /6，资源环境容量较小，接纳游人数量有

限。由于公园位于近郊，游客多，在黄金时段，难以

满足需求。因此，在时机成熟时，应扩大公园规模。
2． 3． 2 缺乏核心品牌和时空变化特色

目前公园各景观单元特征大多与同质公园相

似，还没有形成独有的核心品牌与权威性品牌的景

观单元; 自然景观单元显得单调，同类型较多，缺乏

时空变化; 在文化旅游资源上，凸现“川东文化”或

“巴人文化”的走廊只是在理念之中; 现有的部分人

文景点布局或标志性建筑略显小气，有悖于巴人的

豪迈。
2． 3． 3 基础设施及软环境建设有待加强

由于区域经济水平的限制，对旅游开发投入的

资金不足，旅游资源的开发及旅游基础设施的建设

较为滞后，总体发展水平不高。目前，公园内旅游接

待宾馆及服务设施不完善、接待能力不足，部分游步

道没有围栏，沿途游客休息亭和公厕较少，限制活动

范围。此外，尚缺乏专门的旅游交通服务机构，旅游

产品开发不多。基本无旅游业从业人员，尤其是缺

乏具有专业知识和技能的掌握公园旅游景区旅游资

源特点的专职导游人员。
2． 4 机遇分析

2． 4． 1 国内外生态旅游发展所带来的机遇

据世界旅游组织权威信息，21 世纪的旅游发生

了 3 个明显的转变，一是旅游者由贵族向平民化方

向发展; 二是旅游由纯观赏型游览向体验型游览转

变，或由单一的娱乐向增长知识、健身、研究自然方

向发展; 三是目的地选择由城市园林向自然环境方

向转变。森林公园作为生态旅游的场所，生态旅游

的行为和属性正好符合上述要求。据权威机构统

计，目 前 世 界 生 态 旅 游 收 入 年 增 长 率 达 25% ～
30%，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于 2002 年开展的“国际生

态旅游年”，使生态旅游在世界范围内的发展达到

了高潮。大量的市场需求为公园的开发创造了良好

的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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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4． 2 各级政府的政策扶持所带来的发展机会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旅游作为第三产业对国

民经济的贡献越来越大，各级政府也相继出台相应

政策，发展旅游业。国家旅游局确定 1999 年为“生

态环境旅游年”，各地也相继推出一些生态旅游产

品，开展了多种多样的生态旅游实践活动。2003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了《关于加快林业发展的

决定》，提出要加强生态建设，发展生态旅游，提高

森林生态系统的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2005 年 6
月，国家旅游局、国家环保总局联合发出《关于进一

步加强旅游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通知》，提出要在

切实保护生态环境的基础上积极发展生态旅游，并

强调要进一步加快生态旅游标准和规范的制定工

作。2006 年 8 月，国家旅游局、国家环保总局、建设

部在九寨沟召开“全国生态旅游现场会”，进一步推

动了生态旅游的发展。《四川省生态旅游发展规

划》提出: 调动社会各方面积极性，以市场为导向，

以资源为依托，以产品为基础，以综合效益为中心，

坚持保护与开发并重，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并举，自

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相结合，突出特色，发挥优势，构

建以生态观光和休闲度假为主，集科考、探险、漂流

等各种专项生态旅游于一体的较为完善的生态旅游

产业体系，促进四川生态旅游快速健康发展，实现经

济社会和环境全面协调发展。
2． 4． 3 社会资金投资旅游所带来的机遇

随着国民经济发展，国内旅游业快速增长，选择

投资旅游业成了社会闲散资金的一个很好选择，同

时也给森林公园带来极好的发展机遇。犀牛山森林

公园拥有良好的龙脉、水脉和人脉，公园应及时抓住

机遇，高起点、高标准和长远性规划公园蓝图，灵活

多变的管理方式和融资模式，充分利用社会资金，解

决旅游业投入不足的问题。

2． 5 威胁分析

2． 5． 1 区域旅游行业竞争

大批旅游景点不断涌现，旅游类型的多样、旅游

产品的丰富加剧了旅游市场的竞争态势。犀牛山森

林公园为新批的省级森林公园，其挑战主要来于周

边旅游景区。主要有达县真佛山、宣汉百里峡、万源

花萼山、大竹五峰山等景区。
2． 5． 2 同类旅游产品竞争

四川省内旅游市场丰富，生态旅游产业发展态

势良好，现已建成多处较为成熟的森林生态旅游区。
目前，四川省已批准建立的国家级森林公园 26 个，

省级森林公园 60 个。由于存在“旅游遮蔽”效应，

即同质旅游资源彼此之间的景观构成具有极大的相

似性所产生的旅游遮蔽现象，使旅游者不为新景区

为动。集休闲度假、登山游览多种游览形式于一身

的犀牛山森林公园，也面临着同类旅游景区的竞争

威胁。
因此应充分认识自身的劣势，打造、包装和树立

起自身的特色品牌，开发主题丰富、特色鲜明、时空

变化的旅游产品，制定出有针对性的、行之有效的宣

传促销策略，增强旅游产品的吸引力和竞争力，并充

分利用其它景区的客源变为自身的客源，是公园在

旅游开发中面临的一个巨大挑战。
2． 6 战略矩阵

通过森林公园的 SWOT 分析，森林公园是“机

遇与挑战并存，优势与劣势同在”。应充分发挥自

身优势，利用良好的发展机遇，克服劣势，提升自身

的竞争力; 找出对自己不利的因素，尽可能避免或减

轻潜在的威胁和障碍，转劣势为优势，化威胁为机

遇，从而构建其旅游发展的 SWOT 战略矩阵，为森

林公园发展制定合理的对策。

表 1 犀牛山森林公园 SWOT 战略分析矩阵表

SWOT S 优势: 资源景观丰富，环境优
美; 区位优越，交通便利; 杰出人
物，地方文化独特

W 弱势: 公园规模小，环境容量
低; 缺乏核心品牌和时空变化特
色，基础设施及软环境建设不完
善

O 机遇: 休闲旅游业发展，地
方重视，精品打造。社会资金
投资

T 竞争: 区 域 旅 游 行 业 竞
争，同类旅游产品竞争

战略 SO 战略: 以森林风景资源优势
为依托，发展休闲旅游; 发挥区
位优势，积极开拓市场; 打造旅
游品牌，提高区域影响力

WO 战略: 科学规划、合理布局
景点; 完善旅游设施，扩大公园
面积; 整合资源，提高综合竞争
力; 协调管理，保护环境

ST 战略: 改变经营战略，实现
区域一体化; 深层开发，形成
多层次旅游产品

WT 战略: 深入挖掘旅游文
化，构建精品线路; 以外联
为手段，实现品牌共建

3 犀牛山森林公园发展对策

综合 SWOT 分析和战略矩阵，犀牛山森林公园

发展对策主要有: 确立发展目标，开展科学规划; 依

据多元的旅游需求，开发特色旅游产品; 做好市场分

工，拓展国内外市场; 提高管理水平，注重人才培养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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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 确立发展目标，开展科学规划

结合现代旅游形式，如休闲度假、商务会议、生
态观光、健身疗养、科普教育等，融丰富的人文景观

与优美的自然景观于一体，深度挖掘牛耕文化、古寨

民俗文化、森林文化、湿地文化和花文化，确立森林

公园的科学定位及发展目标; 并对景区进行科学规

划，编制切实可行的生态旅游发展规划; 规划过程中

要充分考虑社区居民的切身利益，与社区居民建立

良好的沟通与合作机制。
3． 2 依据多元的旅游需求，开发特色旅游产品

推出休闲性、娱乐性和参与性的多层次旅游产

品，搞好特色旅游线路设计。如生态观光旅游、度假

休闲旅游、商务会议旅游和科普旅游等。
3． 3 做好市场分工，拓展国内外市场

为塑造犀牛山森林公园作为达州优秀的旅游目

的地，应搞好市场分工，拓展国内外市场。重点开拓

核心目标市场，如达州市、广安市、南充市、遂宁市和

巴中市及其周边经济相对发达的县市，川东旅游圈

延伸的客源市场; 积极发展基本目标市场，主要是

成、渝、西安 3 地特大城市，成遂、成南、成渝及成广

沿线的城市群及其周边经济相对发达的县市; 积极

争取市场，如北京、上海、广东、云南、陕西及沿海经

济发达地区及省内其它地区的客源市场，以及港、
澳、台及短程亚洲市场等。
3． 4 提高管理水平，注重人才培养

引入竞争机制，积极聘用专业人才，并对公园人

员进行专业知识、职业技能、服务意识等系统培训，

实施科学用人原则，建立一支专业、团结、高效的用

人队伍。
3． 5 加大宣传力度，提高森林公园知名度

通过园内小品、旅游产品、宣传卡等多种方式，

对经营者、旅游者和社区民众进行环境知识普及。
灵活地利用市场这个平台，采用多种促销方式及宣

传渠道，如通过拍摄宣传片、邀请名人代言、建立优

质的宣传网站、举办文化节庆、邀请旅行社考察、举
办公益活动等方式来提高森林公园乃至整个城市的

知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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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与讨论

长期林业有害生物防治机制创新、实践证明，针

对跨区域发生、危害严重的同种或同类林业有害生

物，通过在毗邻行政地区、相关部门间建立联防联治

组织，开展协同防治，是提高林业有害生物防治整体

成效的成功组织形式，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3，6］。
目前，虽然我国林业有害生物联防联治机制创新与

探索，取得了长足进展。今后，应不断创新和完善工

作机制，进一步扩大信息交流、技术合作和相互支

援，形成整体联动、密切配合、互相支持的工作新局

面。同时，还应大胆探索，使联防联治区成为新技术

示范区、扩大经费来源的探索区、推进社会化防治的

引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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