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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发展乡村旅游的思考 
高化囤 宋迎喜 孙 宁 李 杰 

(鲁东大学地理与资源管理学院 山东 烟台 264025) 

囊 要：我国乡村旅游起步较晚，但凭借其资源优势，在国 

内外市场促动下已成为旅游业新亮点，发展势头强劲，开展形式 

多种多样。作者通过分析目前我国乡村旅游业的发展现状与存 

在的问题，根据未来乡村旅游业的发展趋势，提出农业生态旅 

游、文化旅游开发、构建和谐新农村与生态环境保护并举的思 

路，促进我国乡村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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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乡村旅游的内涵 

现代旅游者追求“生态”与“个性”的需求多样化，促使现代 

旅游业的经营触角不断向未知领域延伸。伴随着近年来全球农 

业产业化发展的新趋势，传统农业正成为倍受旅游业关注的一 

个新兴领域，于是地域农业文化与旅游边缘交叉的新兴旅游项 

目——乡村旅游应运而生。乡村旅游 ，又称观光农业旅游，即以 

农业生态环境、农业文化景观、农事生产活动及传统的民族习俗 

为资源，融观赏、学习、考察、参与、娱乐、度假为一体，使旅游者 

充分领略生态农业的大 自然情趣及现代新型农业艺术的一种新 

兴旅游形式。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使“返璞归真、回归 自 

然“成为现代旅游的发展主题，城市规模扩大，绿地数 目减少，交 

通拥挤，导致城市环境质量恶化 ，而一种放松身心、贴近 自然与 

乡土、感受与城市生活截然相反的淳朴、恬静、悠闲的乡村生活 

则正好吻合了人类“返璞归真”的本能。随着五天工作日的实行， 

周末休闲旅游也成为都市人的消费时尚。对于厌倦城市生活的 

市民而言，领略乡村的自然美和田园美是一种全新的感受，受到 

城市人的青睐。它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农村独特的田园风光 

和人文景观，如云南哈尼梯田、长江地区渔歌唱晚等；二是农事 

劳作，如农耕插秧、田园采茶等；三是农村特有民俗文化、风土人 

情，如长江地区芒种时的“开秧 门”仪式，蒙古族那达慕大会等。 

乡村旅游所依托的资源广泛，农副产品、手工艺品、农村饮食、服 

饰、民居村落、宗祠寺庙等民俗文化均是吸引游客的重要因素 ， 

正因如此，学者们把农业旅游又称为乡村旅游 ，国外则称为“绿 

色度假”。 

=、我国乡村旅游的发晨概况 

㈠我国乡村旅游的兴起与发展 与国外发达国家相比，我 

国乡村旅游起步较晚，它是在国内外市场需求的促动与在发达 

国家影响下，在我国特殊的旅游扶贫政策指导下应运而生的。加 

之现代工业文明社会中林立的高楼大厦疏远了人与 自然、人与 

人的距离，紧张、烦躁压迫着现代人的神经，而与此强烈对照的 

乡村田园扑面而来的泥土气息与花香、一望无垠的大地、纯朴的 

农 民、清新的绿色食品则构成了一种强烈的诱惑，于是“当一天 

农民”、“作一回牧民”等项 目一经推出即产生了强烈反响。 

㈢我国发展乡村旅游的资源优势分析 一是农业资源丰富 

多彩。我国发展农业的 自然条件多种多样，从农业生产必备的光 

热条件来看，寒带、温带、亚热带、热带等温度带齐全，有利于发 

展丰富多彩的农业活动：从地形条件来看，我国地形复杂多样， 

各种地形如山地、高原、丘陵、盆地、平原等种类齐全，有利于农、 

林、牧、副、渔全面发展：从生物资源条件看，野生生物资源繁多。 

这都为发展我国农业旅游奠定了基础。二是农业旅游资源地域 

差异性明显。对旅游者的行为研究表明，感知环境差异是导致旅 

游行为的重要因素。人们总是期望了解与 自己居住地有差异的 

地方，这也就是说为什么水田对南方人来说司空见惯，但对北方 

人却极具诱惑力原因所在。我国国土跨经纬度非常大，导致各农 

业区田野风光迥异，如东北地区的林海雪原，内蒙古草原地区的 

风吹草低见牛羊，长江中下游地区星罗棋布的水田河网，海洋水 

产区的帆影点点、渔歌唱晚等，对旅游者都极具吸引力。三是农 

村地区民俗文化丰富。中国地域辽阔、民族众多，早在汉代就有 

“千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的说法。我国丰富的农业自然资源和 

悠久的农业生产历史也孕育了我国农业地区丰富的文化内涵和 

独具特色的民俗风情。民俗旅游资源因蕴藏着丰富的文化底蕴 

和多彩的生活情趣而显示着特殊的魅力。农村地区民俗事项繁 

多，农业生产民俗、服饰民俗、居住民俗 、婚姻生活礼仪民俗、岁 

时节令习俗及民间艺术、民间游艺经济等娱乐民俗对异域游客 

的吸引力大，旅游价值也很高。同样的茶农，在不同的地区，不同 

的民族，会有截然不同的茶叶NT、泡茶及饮茶习俗。例如，广东 

潮汕习俗饮功夫茶，蒙古族饮盐奶茶，大理白族饮三道茶等等。 

这些对久居大都市的城市人来说，不失为极具诱惑的吸引要素。 

㈢我国乡村旅游的发展现状 从上世纪 90年代起，乡村旅 

游成为我国旅游业新的亮点，“农家乐”及融入现代高科技的观 

光农园陆续兴起，各地抓住 自身农业特色，推出了形式多样的旅 

游项 目，休闲观光游、农产品采摘游、农村生活体验游、农业科普 

知识游等异彩纷呈，如上海孙桥现代农业旅游项 目，烟台农博 

园，泰安埠阳庄，大津口民俗旅游村，广州雁南飞茶田，湖北随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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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银杏观光带和以先帝神农故里旅游区原始农耕文化为主题、 

以生态农业为背景的农业集锦公园等。这些乡村旅游活动办得 

红红火火，有声有色，带动了农村地区经济发展，一经推出便取 

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目前我国乡村旅游 

开发体现出以下特点：首先打破了地域局限，有效弥补了因季节 

性带来的差异，实现了花长开、菜长绿、果长鲜，打破了旅游业淡 

旺季之分；其次集观光、生态、民俗 、文化为一体，体现组合型观 

光结构，相对延长了游客停留时间；再次与周边景区合作，交相 

辉映，优势互补，实现了“大旅游’砚念。下面试举几个例子来说 

明。 

北京小汤 山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依据独特的地热资源，运 

用现代化设施和高科技手段，打造以温泉文化、高科技农业观光 

为主的都市农业观光区。在园内不仅可以了解世界领先农业科 

技知识，观赏到四季盛开的奇花异草，还可品尝园区特有蔬菜、 

水果、鸵鸟肉、温水鱼等绿色安全食品，亲 自体验采摘乐趣。运用 

领先科技，打破旅游业淡旺季之分，花长开，菜长绿，果长鲜，努 

力打破地域局限，实现“南树北栽，南花北开”。在实现观光项目 

的同时，加大旅游配套设施建设，温泉洗浴，绿色生态餐厅，让游 

客在大自然怀抱中尽享美味。不仅如此，还与周边景点合作开辟 

旅游线，与周边龙脉温泉度假村、十三陵景区、居庸关风景区交 

相辉映，真正实现了“大旅游 ’砚 念。 

烟台长岛渔民创办的“渔家乐”项 目，基于传统的长岛只作 

为半岛黄金海岸游的一个点、游客只能乘车参观长岛的现状，为 

了留住客人，提出了“吃在渔家、住在渔家、乐在渔家”的渔家乐 

活动创意。游客住在渔民家里，睡在渔家炕头上，吃着渔家饭菜， 

跟渔民出海捕鱼，下笼抓蟹子。这种全新的体验，加上海岛、阳 

光、海水、沙滩的自然背景，对久居大都市的游人有着巨大的诱 

惑力和吸引力，“渔家乐”一经推出便红红火火，激活了长岛旅游 

市场，带来良好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成为山东乡村旅游的 

知名品牌。 

昆明彝族团结乡根据 自己的地理位置、自然资源、气候条 

件、人文景观，在 山、水、路上做文章，以吃农家饭、住农家院、干 

农家活、过农家节、享农家乐为主题，建设集农业观光游、生态 

游、民俗游、休闲度假游为一体的农业生态旅游项 目，修建大型 

滑草场，成为昆明旅游业发展的新亮点。 

广州广宁的竹海、雁南飞茶 田度假村，陕北农家游、草原牧 

区游，杭州“西湖龙井村”等等，均是乡村旅游开发的成功典例。 

㈣我国农业旅游开发中存在的问题 一是遍地开花，盲目 

上马，资源任意开发，缺乏可行性论证。乡村旅游这一新兴旅游 

项 目已极大地激起了“三方热情与一方兴趣”，即房地产的投资 

热情、农村盼开发的热情、旅游企业的经营热情及城市旅游者的 

参与兴趣。然而，现今好多观光农业项目的开发仍存在明显趋同 

化和雷同化，未摆脱重复开发与模仿建设的怪圈，各种观光农园 

名称五花八门，内容却大同小异，项 目上马后不久即陷入半死不 

活状态。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品牌单一、项目单调、缺少特色与 

文化内涵等因素所致。据统计，1996年至 1997年涉及观光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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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的各类开发项目投资累计 3O亿元以上。一哄而上的结果导 

致新一轮“主题公园”悲剧的重演。因此，必须对乡村旅游开发中 

的这股热潮，进行一番“冷”思考。乡村旅游开发项 目的论证需涵 

盖以下几方面：本地区农业资源基础 (包括 自然景观系列，乡村 

民俗的可展示性)分析；市场定位，观光农业旅游首先是城市居 

民休闲的后花园，而不可能主要依托国际市场；区位选择，首先 

是大城市周边农业地带，然后再向交通便利、农业基础较好的地 

带延伸。以山东农业生态游为例，目前颇具规模的农业生态景区 

少，且可在一年四季吸引游客的更少。如樱花节、梨花节，客人多 

是节会期问来，节会过了走，果子摘光了，人也走光了，难获得稳 

定收益。因此，有关部门应统一规划协调，布局在重点景区附近， 

扩大品牌和知名度。二是城市化、人工痕迹明显，与自然景观不 

协调。乡村旅游中原生态环境是吸引游客的初衷，开展乡村旅游 

不能求大、求洋，一定要保持原生态、纯朴的土味，越简单就越持 

久，越自然就越美丽。对于部分观光农业园开始出现过分依赖非 

自然农业技术手段的倾向。乡村旅游在于构造一种符合 自然生 

态的农业景观，村前清溪潺潺，枝头鸟语花香才是真正充满生机 

的“活”田园风光，农村民俗文化也应根植于本土，对已具有的浑 

厚传统 民俗文化进行提炼和再现，而不是刻意追求和制造。在北 

京部分郊县乡村旅游中，农家屋都布置得像城里的小旅馆，正餐 

也为客人提供包桌及大菜烹调，一点乡间野趣也没有，体验乡情 

民俗的成分低。三是观光结构不合理，缺少游客参与性、趣味性。 

单一的观光农业产品难以吸引远程游客，目前只停留在观赏、采 

摘表面，能让游客参与体验的项目很少，大多是田边地角转一转 

或观光农园看一看了事，影响了游客重游率和停留时间。在 2l 

世纪休闲度假将取代观光而成为旅游的主体，而让游客能亲自 

参与和亲身体验则是休闲度假产品风靡世界的最直接原因。组 

合型观光结构正是适应了这一要求，它将乡村旅游和海滨、温 

泉、生态等传统度假旅游产品相互配合，形成强大的整体效应， 

注重游客的参与体验性，以增加观光农业旅游的综合开发价值， 

减轻热点景点的环境压力。应采取不断充实新内容和组织一些 

有趣味活动及提高知识含量等做法，如让到乡村旅游的游客和 

农民一起纺线织布，制作手工艺品(如参与学习制作潍坊杨家埠 

年画、江西景德镇瓷器)、绿色食品，一起参加民族节庆活动，唱 

歌、跳舞、骑马、射箭等。游客们在这些参与性很强的旅游活动项 

目中，既放松了身心，又增长了知识，是留住顾客、延长其逗留时 

间的最好手段。杭州龙井村地处著名西湖风景区，龙井茶作为中 

国的名特产品，享誉中外，因此在采茶季节推出“做一天茶农”的 

旅游项 目，让游客参与采茶、制茶整个过程，享受一下江浙一带 

饮茶习俗，最后购得正宗龙井茶，受到了中外游客的极大欢迎。 

三、我国乡村旅游的发晨方向 

㈠ 因地制宜，与文化旅游相结合，大力开发体验性、知识性 

农业旅游项目，挖掘文化内涵 观光农业是一种文化性很强的 

产业，发展农业旅游不能只以田园风光、农事活动等作为吸引 

物，必须发掘农村文化中丰富的内涵，做到文化、乡情、景观三者 

的和谐统一。如果说文化是“根”，乡情是“叶”，那么景观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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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有文化内涵的产品将是 21世纪旅游产品的基本特色，只 

有在内容和形式上充分体现出与城市生活不同的文化特色和民 

族色彩，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和文化内涵，才能最大限度的激发 

旅游者需求动机。参加乡村旅游的旅游者是具有较高文化素质 

的城市居民，对他们来说，除大自然之外，观光农业的魅力还在 

于具有显著地域特色的传统乡村文化和农业文化。缺少文化内 

涵的观光农业产品没有灵魂和生命力。在开发乡村旅游时必须 

掌握旅游者的消费心理和倾向，在提供优美生态环境的同时，不 

仅要重视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还要创造出新的乡村文化和农 

业文化，以其魅力来吸引外来旅游者，使其充分体验乡土文化， 

留住顾客，延长停留时间，增强乡村旅游的活力。西双版纳曼坦 

村开发出欣赏热带雨林考察和参与傣族人民劳动 (插秧、打鱼、 

割胶等)、体验民族生活(吃傣饭，穿傣衣，住傣楼)、感受民族文 

化(听傣乐，识傣字)的生态文化旅游产品，给客人留下难忘的回 

忆 。 

(二)与生态旅游相结合，享受大自然的同时保护大自然在旅 

游活动中“寓教于游” 随着人们环境意识的增强，世界范围内 

旅游观念正发生着重大变革，人们开始追求一种回归自然、自我 

参与式的旅游活动，渴望与大 自然融为一体，体验天人合一的境 

界，生态旅游因强调以自然生态环境为基础、注重生态环境保护 

而倍受旅游者青睐。旅游市场需求的变化为生态旅游提供了强 

大的需求拉力，传统“天人合一”的思想要求乡村旅游沿着与生 

态旅游相结合的方向发展，生态型观光农业的开发必须以保护 

原有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为前提，建设生态农园，开发绿色食 

品。哈尼梯田是哀牢山区的一大农业景观，起伏群山中，满山遍 

布着数不尽的放满水的层层梯田，高达数百级，宛如天梯。哈尼 

人还在山顶梯田养鱼，同时将稻作文化传播到东南亚诸国，哈尼 

梯田被誉为生动的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奇观。桑基鱼塘是南方农 

业生态文化的特色之一，以桑养蚕，蚕粪养鱼，塘泥肥桑，降低了 

农业生产成本，物尽其用，节约土地资源，达到了经济效益、社会 

效益、环境效益的有机统一，成为争先 目睹的生态景观。 

㈢突出特色，树立创品牌意识，培育乡村旅游精品 目前观 

光农业产品众多，各地纷纷创建上马的农业旅游项 目、旅游产品 

趋同性明显。由于旅游者前来访问的重要目的之一便是要观新 

赏异，体验异乡风情。因此只有在产品开发设计中突出自己的独 

特性，在“特 ’’字上做文章，才能吸引游客的眼球，而不应人云亦 

云，雷同建设。突出一个“特’ ，要求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优， 

人优我特 ”，突出民族化，保持某些传统格调，以利于当地旅游形 

象地树立。积极创建我国观光农业中别具特色的“渔村游”和“沙 

漠绿洲农业游”，以拓宽观光农业的新领域和增收的新途径。要 

不断探索和发展沙漠特色农业的作物和项目，如瓜果、蔬菜、中 

药、花卉、甜菜以及沙区庭院经济、绿色生态屏障、农林间作和观 

光农业中具民族特色的娱乐项 目，使游客在“沙漠绿洲农业游 ” 

中体验“早穿皮袄午穿纱，晚抱火炉吃西瓜”的民族古朴情趣和 

特色享受。面对乡村旅游竞争激烈、产品趋同严重的现状，要努 

力创建乡村旅游的“拳头’’产品、“品牌’’产品，集中力量培育乡村 

旅游精品，加强企业核心竞争力建设，以增强竞争力。 

四促进乡村精神文明，建设和谐新农村 乡村旅游是一种 

较高层次的旅游行为。游客的素质高，文明程度高，在乡村旅游 

过程中农户也必须置身于游客的高品位精神追求中去，从而丰 

富了自己的精神世界和文化生活。在彼此的交流中，游客在享受 

纯生态的旅游环境和纯朴的农家生活的同时，也会把先进的理 

念和知识传到乡村。 

新农村、新旅游、新体验、新风尚，通过发展乡村旅游，可有 

效促进农村的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加快和谐社会主义新农村的 

建设步伐。例如，龙湾生态旅游区开发后，当地农民也大胆地讲 

起了普通话，有的甚至操起了英语。 

四、我国乡村旅游开发中应注意保护生态环境 

㈠编制生态旅游资源的开发规划，保护生态资源，改善生态 

环境 大搞植树种草，杜绝烧山垦植、毁林开发等人为破坏生态 

环境的行为；通过编制手册，树立标牌，导游应坚持宣传讲解生 

态保护知识，推广使用可降解的旅游快餐具和包装物、积肥厕所 

等，减轻生态环境压力，保护生物多样性，从而保持乡村景观的 

自然、野趣、原始古朴氛围。 

(二)制定法规，加强科学管理，根据当地旅游承载力确定合理 

旅游容量 科学管理的基础在于完善的法制，因此开发乡村旅 

游必须有切实可行的法规作保障，并加强对旅游区的科学管理， 

做到“以法兴游，以法治游”，杜绝一切破坏环境资源的行为。乡 

村旅游的发展需建立在生态环境承受力之上，符合当地社会道 

德规范，必须考虑当地旅游承载力，使旅游活动的开展不致于与 

当地道德、习俗、宗教信仰、文化传统、生活方式等冲突，如在特 

色景点要对有客流量进行严格管理，以提高门票价格形式或限 

量售票形式，力争把游客量控制在生态环境承载力、社会承载 

力、设施承载力范围之内。一则保证游人最佳观赏效果，--~jJ防 

止游人过多导致果树采摘过度、草地枯死、土壤板结现象的出 

现，避免破坏旅游生态，使乡村旅游健康、可持续发展。 

㈢多渠道宣传，强化生态意识和生态保护教育 法规得以 

落实的基础是公众保护环境的自觉性。在开发乡村旅游资源的 

同时，必须对各行各业和当地居民及外来游客进行保护自然的 

教育，使强制性法律与公众 自律的道德规范相结合。通过树立标 

牌、导游宣传讲解及教育当地村民增强其环保意识，树立一个生 

态环境保护的大环境。对损害野生动植物、白色污染、毁林、毁文 

化古迹、乱排污水和乱搞现代建筑、商业网点等行为必须教育和 

制止。如让村民通过节能改灶和推广沼气、液化气、太阳能等，改 

变农民烧柴砍树的局面，大大提高森林覆盖率。 

唧完善逗留设施，提高服务水平，使设施建筑与周边 自然环 

境协调一致 乡村旅游作为一种产品，旅游接待设施和服务都 

是不可忽视的开发内容。必须创造出可供游客逗留的环境，旅游 

设施的建设可按“区内游，区外住”的原则，减少其对环境的负面 

影响。另外，注意尽量将缩减设施结构与周边 自然环境一致，避 

免房地产化等城市化倾向，如平整规矩的水泥路会失去体验乡 

野风味的野趣，破坏山区原始古朴的氛围。只宜在山林中隐映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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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琪瑛 

(西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 甘肃 兰州 730070) 

擅 ■t在总结河西特色农业发氍现状及阐述其对农业现 

代化意义的基础上，从扫快农业银行转变步伐．重视提 高劳动者 

素质、加强农业社套化服务体系建设厦与生态经济．社会效益协 

调方面提出了发展河西特色农业的建议． 

关咖 I河西地区；特色农业；现代化：发展建议 

特色农业是指在某种制度和条件的约柬下．充分利用地区 

农业资源优势．实现资源的晟优配置，促进农业经济持续、快速、 

健康发展的产业。甘肃河西地区的特色农业是“九五 期间农村 

经济发展的一个亮点，也是 卜五’期 间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 

点。这个问题理应成为理睑界关注和研究的一个热点。 

一

、河西地区特色农业的雹晨现状 

㈠积极培育优势产业 具体来说，河西地区主要有两大产 

业。一是日光温室长足发展，形成较大的规模优势和特色优势。 

河西地区深处内陆，绝大部分属于干早荒漠气候。对农牧业生产 

的限制很大。但本区太阳辐射强，一年四季晴天多。年辐射量平 

均达 140千卡／cm=，辐射量摄大的地区达100千卡／c ，有利于 

农作物的生长。日照充分，全年日照时间大多在3200h~3600h， 

对促进农作物的光合作用，增加营养物质的积累十分有利。因 

此，河西地区大规模地发展了目光温室生产蔬菜，并在这一基础 

上高度重视质量的提高。广泛推广名、优、新、特品种 使日光温 

室在品种优化、茬口搭配合理化方面有了突破性的发展。例如． 

武威高坝镇已经发展了日光温室4500座．品种已经发展到辣 

椒、西红柿、西瓜等2O多个品种，并已经完成了传统日光温室向 

自动化程度较高的二代温室的转变：张掖石岗墩特色农业区引 

进了以色列技术设备，率先建造电脑自动控镧温度、湿度和具有 

自动寐溉设施的大棚4座，并且吸收了荷兰、上海等先进大棚技 

术之精华．自行建造了带有防风、防寒走廊且经济实用的大棚 5 

座，二代中式温室50座．温室总面积达 5．33h 品种有美国蛇 

果、花卉等．经济散益明显；二是规模养殖稳步发展，特种养殖效 

益可观。在以规模养殖为主的畜牧业主导产业上，重视品种的更 

新和引进，积极扶持和发展特禽养殖。使养殖敢益稳步提高。有 

些地方除了养殖生产绿壳鸡蛋外。还引进了贵妃鸡、七彩山鸡等 

新品种。有些地方还进行蝎子和蓝弧养殖，市场前景看好。值得 

注意的是在这阿大支柱产业的推动下．一些新型支柱产业渐具 

雏形．像敦煌、安西的香菇生产就为这两个地区的经济发展作出 

了贡献 

c 运用高科技，推动产业化 邓小平曾经指出： 农业的发 

展，一靠政镶．二靠科学”。河西特色农业区近年来加大了农业技 

术改造的力度．抓紧产品创新、工艺创新和组织管理创新。在传 

统农业部门导入高科技要素。硒泉地区提出了 加大科技投入、 

培育特色农业 的发展策略，围绕 三品一效”(品种、品质、品牌、 

效益)农业、生态农业、立体农业，大面积、大范围进行品种更新、 

模式化栽培、胚胎移植等新技术的示范和推广应用，用现代化技 

术装备农业。张掖地区采取．‘走出去学、请进来激、留下来帮 的 

办法．积极与太专院校、科研所台作研究，建立了山丹清东、民乐 

六埂等 l5个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基地．初步形成了具有区域 

特色的示范带和产业群，培植了新的经济增长点 从它们的发展 

来看，农业技术进步在农村社会发展和农业经济增长过程中起 

屋．在山坡上点缀凉亭．当然不反对在一些水面略宽的水塘上适 

当修建一些具有水乡特色和乡土气息的水乡建筑。在建设技术 

和建筑材料方面，尽可能采用当地术材 可回收材料和无毒材料 

等。人工新建的建筑不能占典型的村落建筑上风，要求建筑风格 

质朴、简单，乡土气息浓郁．外表上本土化．不能超过树木的高 

度，这样的建筑既在形式上能完全融^当地村落，易被当地群众 

所接受，同时也为旅游者提供一种与当地环境和当地文化亲和 

的机会。总之。整个设施建设应着力保持 ‘农’昧， 土 味、“野” 

味 ． 在 开 发 中 杜 绝 对 生 态 环 境 和 景 观 的 破 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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