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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九江应该而且有条件大力发展 乡村旅游。本文着重分析 了九江发展 乡村旅游的资源条件、现实意义和现实表现，有针 

对性地提 出了九江发展 乡村旅游的思路与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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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旅游局将 2006年的旅游主题定为 ”中国乡村旅游”．这既 

是面向全国吹响了大力发展乡村旅游的号角．也充分说明了我国乡 

村旅游经过近些年的发展已经提升到了一个新阶段。在此背景 

下．作为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和拥有丰富旅游资源的旅游名城——九 

江市应该及时调整旅游发展思路．顺势而动．大力发展乡村旅游． 

以便进一步完善九江旅游产品结构．拓展旅游开发领域．积极推 

动 大旅游”发展战略．促进本地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一

． 九江市乡村旅游资源概况 

九江地处长江中下游南岸．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日照充足． 

适宜农作物生长和养殖业发展。全市国土总面积1，88万平方公 

里 ．总人口460万．其中农业人口354万。境内水面辽阔，森林 

葱郁、物种繁多．生态环境优美．自然和人文旅游资源丰富．发 

展乡村旅游的条件得天独厚。 

1．九江水资源十分丰富．历史上有 ”野水多于地“、”人烟半 

在船”的说法。 现有水域面积498万亩 ．其中万亩以上湖泊有10 

个，千亩以上31个．全省最大的柘林水库库容达79 2亿立方米。 

中国最大的淡水湖——鄱阳湖有53％的水域在九江境内，面积近 

300万亩。长江过境长度 1 51公里。 

2九江市植物资源丰富．种类近3500余种。森林总面积为 

1 1 7O万亩．森林覆盖率达46．3％。国家重点保护珍稀树种有37 

种．如南方红豆杉、樟木、杜仲、银杏、柳杉等。现有三个国家 

级森林公园和四个省级森林公园。 

3九江有鸟类1 71种，两栖类动物1 1种．哺乳类动物2O种。 

鄱阳湖国家级候乌保护区为典型的亚热带湿地生态环境 每年来 

此越冬的候乌有 148种，数量多达 8O万～1∞ 万只，有国家一级 

重点保护野生珍禽 10余种。其中白鹤群总数达 2600多只．占世 

界首位，被外国专家誉为中国的 第二长城 ；彭泽县桃红岭梅花 

鹿自然保护区现有梅花鹿500头左右 是目前梅花鹿南方亚种最 

大的野生种群分布地区。鱼类 1 09种 名贵鱼类有中华鲟、鲥鱼、 

银鱼、虾虎鱼、彭泽鲫等。 

4．九江农业发达，曾为中国三大茶市、四大米市之一，兼有 

江南鱼乡美誉。目前随着农业结构的优化，新兴特色产业逐渐壮 

大，建立了蚕桑、苎麻、花卉苗木各1 0万亩生产基地，2O万亩 

早熟梨生产基地，3O万亩药材生产基地，4O万亩高山反季节蔬菜 

基地．6O万头山羊养殖基地及环鄱阳湖优质水产品生产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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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九江民俗文化丰富多彩．独具特色。武宁采茶戏唱腔优美 

通俗易懂；宁河戏文武兼备．唱、念．做 打完整成套：锄山鼓旋 

律粗犷．曲调高昂：湖口渔鼓旋律流畅．音调婉转．洋溢着浓郁的 

水乡生活气息。此外浔阳纸扎 瑞昌剪纸也极富地方民俗特色。 

6九江拥有品种繁多．风味殊绝的土特名优产品。如庐山云 

雾茶、修水宁红茶、九江桂花稣糖茶饼、武宁猕猴桃、湖口豆豉、 

瑞昌山药、鄱阳湖银鱼．星子金星宋砚．修水赭砚 修水石楠木 

梳 庐山竹丝画帘等。 

二．九江市发展乡村旅游的意义 

1，旅游产品种类丰富．便于推动 ”大旅游 的战略实施。九 

江市旅游资源丰富．但资源分散 ．很多旅游景点点不成线．线不 

成面 多年来旅游产品开发仅限于庐山及周边地区的观光旅游． 

产品结构单一。发展乡村旅游．可以促进九江市旅游产品结构调 

整．推动九江旅游从单一的观光型旅游向观光休闲度假型旅游转 

变．丰富旅游产品种类．更好的满足中外游客求新、求变的旅游 

需求l可以进一步拓展旅游开发领域，跳出单一的庐山旅游模式． 

拉开九江旅游空间布局，推动九江 ”大旅游”战略的实施。 

2有利于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和农业产业化发展。九江农业目 

前仍然以传统种植业和养殖业为主．农村第三产业比例小．农业 

经济效益差．农民收入不高。发展乡村旅游则有利于促进农民采 

用新技术发展新型特色农业．并且带动乡村商业、服务业、交通 

运输业、农副产品加工业等相关产业的发展，使九江农村产业结 

构得到有效的调整。同时，乡村旅游的发展必然会促进区域农业 

产品的特色化．进而形成对农产品的生产、加工、储藏、运输和 

销售的产业链，促进九江农业产业化发展。 

3．有利于促进农村劳动力就业，提高农民收入。旅游业属于 

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强。发展乡村旅游，在 

吃、住、行、游、购、娱等各个环节都需要大量的从业人员，且 

对从业人员的学历和文化要求不高，因而可以促进当地农村劳动 

力的就业。九江农村劳动力资源丰富，可以为乡村旅游的发展提 

供充足的从业人员，使他们在乡村旅游经营和服务中开阔视野、 

更新观念、增加技能、提高收入。 

4有利于和谐社会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发展乡村旅游 

一 方面可以加强城乡互动，在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等双 

向交换中促进城市和农村相互加深了解，逐渐消除地域歧视．实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区 I武经 i斋 

现城乡和谐相处。另一方面，随着乡村旅游的发展 ．在带动农民 

脱贫致富，促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同时．能够有力地促进九江 

市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村容村貌改善，带动乡村生产生活条件的 

改善．提高农民文化素质和修养．培育健康文明的新风尚．促进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三、九江市乡村旅游发展现状分析 

1．九江市虽然拥有丰富的乡村旅游资源．但从乡村旅游发展 

现状来看还处在比较落后的状态．主要表现在：(1)乡村旅游产业 

规模小。目前该市还没有进行过关于乡村旅游产业规模和产值的 

专业统计 ，就是从当地旅游行政主管部门和旅游行业的相关资料 

中也很难搜集到该市乡村旅游的资讯．乡村旅游产业规模由此可 

见一斑。(2)乡村旅游产品单一。乡村旅游目的地普遍只能够为游 

客提供单一的农园采摘、渔场垂钓、乡村观光、衣家饭、农村土 

特产品等旅游产品．很难满足休闲度假游客的复合型旅游需求。 

(3)接待条件差。如绝大多数乡村旅游目的地没有经过专业规划 

和设计，餐饮、住宿等方面大多缺乏相关行业主管部门的监管． 

从业人员服务观念和服务水平不高，环境卫生比较差。 

2从历史的角度分析．制约九江乡村旅游发展的主要因素 

有：(1)庐山旅游情结。一直以来．庐山旅游就是九江旅游的代 

名词 ．九江旅游业的发展也主要围绕庐山来展开．进而在一定程 

度上固化了九江旅游发展的视野。(2)九江观光旅游发展比较成 

熟．进入门槛低．投资风险少，因而投资者更愿意在这个领域投 

资发展．而对于其他旅游领域的投资兴趣不高。(3)九江市城区 

人1：3历来较少，目前也才6O多万人1：3．受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的制 

约，市民的可支配收入比较低 消费能力不强，直接影响了城市 

游客对乡村旅游的消费需求。(4)九江农村经济比较落后，农业 

结构单一 ．农业产业化程度低 ，农民经济实力弱，缺乏对乡村旅 

游的投资兴趣和投资能力。(5)政府对乡村旅游的关注和研究不 

够．缺乏发展乡村旅游的统一规划 政策引导和财政扶持。 

四、九江市发展乡村旅游的对策 

1提高认识．精心规划。地方各级政府要从发展大旅游 服 

务 ”三农”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高度．进一步提高对发展乡 

村旅游重要意义和作用的认识。积极发挥政府主导作用 加强宣 

传，增强农民．城市居民等社会公众对乡村旅游的认识和了解， 

努力营造大力发展乡村旅游的社会氛围。政府和旅游行政主管部 

门应该及时对全市乡村旅游发展进行总体规划，明确发展思路， 

规范开发行为，树立乡村旅游科学发展观念．坚持走一条生态环 

境友好、乡村民俗文化浓郁．助农惠农富农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2．因地制宜，科学发展。目前国内有很多在发展乡村旅游方 

面的成功经验和做法 九江市一方面可以积极加以吸收和借鉴， 

促进当地乡村旅游的快速发展 另一方面要从本地乡村旅游资源 

和开发条件的实际情况出发，因地制宜．突出优势，抓住重点． 

分步实施 避免一哄而上 急于求成 盲目发展。要充分考虑到 

当地的自然和文化特性 旅游市场的需求、规模和发展趋势 乡 

村旅游的布局、基础设施等方面的问题．量力而行、有序推进、 

逐步完善。 

临近九江市区．交通条件好．特色明显．有一定发展基础的 

乡村旅游项目应予以优先支持。在充分了解、掌握和引导中心城 

区游客旅游需求的基础上，重点开发适合城市居民双休日和节假 

日消费的观光、休闲度假类乡村旅游项目，着力开启和培育九江 

城区的乡村旅游消费市场，进而影响和推动省内、国内的乡村旅 

游消费市场的开发。 

3突出特色．塑造品牌。乡村旅游依托农业生态资源、乡村 

人文资源发展旅游的产品特点，决定了乡村旅游开发必须走特色 

化、差异化发展之路。政府在对乡村旅游进行规划和引导发展过 

程中．应该充分考虑当地乡村旅游资源特点 并结合九江特色农 

业区域布局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规划 对乡村旅游景点实行区 

域化布局和差异化规划设计 如有的可以发展特色休闲渔业．有 

的可以发展花卉种植观赏．有的可以发展特色农家餐饮等 要突 

出九江在生态环境、水资源、特色农业 地方传统民俗文化等的 

优势。政府还要引导农民树立乡村旅游品牌意识．通过创建品牌 

来进一步提升服务、扩大影响、促进发展。 

4．多方投入 ，改善和完善乡村旅游基础设施。政府应该加大 

对乡村旅游的政策和资金支持．通过市场运作方式，多方投入． 

加快道路、交通、水、电、环保设施等的建设，促进城市公共基 

础服务设施向乡村延伸，为乡村旅游的发展创造较好的可进入条 

件。同时．应结合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绿化、美化、净化乡村 

居住环境 逐步改善乡村住宿接待条件，完善休闲娱乐设施。 

5制度管理 规范服务，提高乡村旅游服务质量。乡村旅游 

要实现健康发展．政府的管理和服务功能必须及时跟上。九江的 

~t．-j-旅游还处在自发发展阶段，更需要政府的规范和引导。可以 

借鉴成都 ”农家乐”的做法．制定符合九江市情的发展乡村旅游 

的标准和规则．从接待设施 接待条件、卫生状况、服务质量等 

方面进行规范和约束．并定期进行检查和评审。要注重加强对乡 

村旅游从业人员的专业培训，逐步提升他们的服务意识和服务水 

平 ．不断提高乡村旅游服务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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