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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aper mainly adopts research methods such as literature review, field investigation, and interview to explore the ecological 
sports tourism resources of Shilihe Corridor in Anshun City on the basis of clarifying the concept and connotation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t is found that there are still some shortcomings such as the need to strengthen the ecological protection awareness 
of some villagers and tourists, incomplete basic supporting facilities, a somewhat single development model, and a lack of talent 
in ecological sports tourism. Targeted and reasonable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1) Continuously strengthen the promotion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protection; 2) Optimize and improve relevant infrastructure and supporting facilities; 3) Innovate 
development models to promote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agriculture, culture, tourism, and sports disciplines; 4) Promote the upgrading 
of rural industries and enhance residents' social participation; 5) Strengthen the introduction and training of talents related to 
ecological sports tour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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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背景下中国安顺市十里荷廊生态体育旅游可持续
发展路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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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论文主要采用文献资料法、实地调查法、访谈法等研究方法，在阐明可持续发展的概念与内涵的基础上探析了安顺市十里
荷廊生态体育旅游资源，发现目前还存在着部分村民和游客的生态保护意识有待加强、基础配套设施不太完善、发展模式
有些单一、生态体育旅游方面人才比较欠缺等一些不足之处，有针对性地提出了较合理的建议：①持续加强生态环境保护
的宣传；②优化完善相关基础配套设施；③创新发展模式，促进农、文、旅、体多学科深度融合发展；④推进乡村产业升
级，提升居民的社会参与；⑤加强生态体育旅游相关人才的引进和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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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安顺市十里荷廊是当地著名的生态旅游景点，具有得

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和文化底蕴。十里荷廊景区位于贵州安顺

经开区幺铺镇的南部，因万亩荷花而得名，横跨安湖村、羊

场，周边有传统古村落阿歪寨、牛蹄关村和黄齐生故居，邻

近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龙宫，形成了得天独厚的发展优势。

景区将人造景观与自然风景完美衔接，融合了生态农庄、体

育休闲、观光游玩、乡村旅游于一体，倾情打造了一个集万

亩荷花、瀑布、沙滩、蹦蹦云、多人网红秋千为一体的综合

旅游休闲体验区。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如何实现十里荷

廊生态体育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论文旨在探讨安顺市十里荷廊生态体育旅游可持续发展的

路径，为相关行政部门提供一些理论参考。

2 研究方法

①文献资料法：通过中国知网、贵州数字图书馆搜索、

查阅相关文献资料，了解生态体育旅游、可持续发展的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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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知识，拓宽研究思路，扎实理论基础。

②实地调查法：对十里荷廊景区进行实地调查，了解

其生态体育旅游资源、环境、社会经济等方面的实际情况。

③访谈法：与相关专家、学者及景区工作人员进行访谈、

交流，获取对十里荷廊景区生态体育旅游可持续发展的意见

和建议。

3 可持续发展的概念与内涵

可持续发展理论是一种强调人类社会、经济、环境三

者协调发展的理念，它不仅关注当前的发展，更注重未来的

可持续性。这一理论在生态旅游、绿色建筑、清洁能源、循

环经济等许多领域得到了实践应用。可持续发展就是以发展

为落脚点，以可持续为出发点。从其本质上讲，可持续发展

从发展的理念上看，就是一种全新的发展理念，从发展的历

程上来看，就是一条全新的发展道路，从发展的方式上则是

一个创新的发展模式。

3.1 概念的界定
可持续发展是在 1980 年由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

最早明确提出的，1987 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我

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正式将“可持续发展”定义为“既能

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

害的发展”，该定义一度被广泛视为“可持续发展”的官方

定义，Holmberg 认为“可持续发展”的概念仍在发展、演

变之中，需要根据空间和时间的不同来完善。

3.2 可持续发展的内涵
①经济持续性：强调经济发展不应以牺牲环境为代价，

而应采取可持续的生产和消费模式，确保资源的有效利用和

环境保护。

②社会持续性：关注社会公平和公正，确保所有人都

能分享社会和经济进步的成果，同时保护弱势群体的权益。

③环境持续性：强调对环境的保护和恢复，通过减少

污染、节约能源、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等方式，实现环境的可

持续利用。

4 十里荷廊生态体育旅游资源分析

十里荷廊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文化底蕴。自然资源

包括河流、山川、森林、湿地等，为生态旅游提供了良好的

基础。文化底蕴则体现在当地民族文化、民俗风情等方面，

为生态旅游注入了独特的魅力。

4.1 生态体育资源丰富
十里荷廊景区依托安湖村、羊场村、阿歪寨、马蹄关

村等周边的村寨，拥有独特的喀斯特地貌和多样化的生态环

境，自然资源丰富，山清水秀、风景优美，空气清新，自然

环境十分适合旅游休闲。特别是夏季，荷花种类繁多，争奇

斗艳，有红色的、白色的、粉色的，让人目不暇接，美不胜收。

独特的山地、秀美的河流、碧绿的荷叶、多色的荷花、洁净

的步道、凉爽的气候为划船、垂钓、徒步、马拉松、野营、

骑行、采摘等各种生态体育活动提供了理想的场所。

4.2 文化资源底蕴深厚
十里荷廊拥有丰富的人文资源，特别是古村落阿歪寨

的藤甲谷景区和藤甲兵文化为十里荷廊景区增添了丰富的

文化内涵与神秘的气息，在这里，游客们不仅可以深入了解

苗族、布依族等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和文化传统。还可以探

寻藤甲兵部落的起源与足迹。作为省级研学示范基地的牛蹄

关村，2023 年被誉为“全国十大美丽乡村”称号，立足自

身丰富的文化特色，融合了红色文化、传统文化、布依族文

化等多种元素，打造了布依声乐体验馆、山骨图书馆、康养

馆、蜡染馆等，让前来参加研学的团队成员参观研学、阅读

赏景、漫步反思，不仅可以沉醉山水的美景，还可以领略布

依非遗文化魅力与熏陶。

4.3 独具特色的民族风俗和系列活动
十里荷廊景区内及周边的农家乐，可以提供各种地道

的贵州特色菜肴和风味小吃，如苗家糍粑鸡、酸汤鱼、炸洋

芋等等能够满足游客们的味蕾。在景区的旺季，安顺经开区

“荷你乡约”文化旅游季系列活动一般在 7 月开始，一直持

续至 10 月上旬，其间围绕吃、住、行、游、购、娱等成套

的服务要素，相继开展十几项线上线下主题活动，进一步满

足周边市民和游客们多元化的休闲、娱乐、健身、体验等不

同需求。

4.4 浓厚的生态农庄文化和乡村旅游风情
以安湖村、羊场为核心区的生态农庄，主要以千亩莲

藕和玫瑰花种植为基础上，产生与衍生出藕粉、鲜花饼等产

业生产链，农耕种植文化乡村旅游的重要特色之一，结合景

区的美景，乡村旅游的产品形式多样，既有自然景观旅游、

农耕生态采摘体验旅游，又有休闲度假旅游，也有文化研学

考察旅游等多种形式。

4.5 丰富多样的游玩项目
景区拥有景观桥、观光小火车、鱼鳞瀑布、溜索、

14km 的木栈道和 6.7km 的观光步道等休闲娱乐设施及丰富

的娱乐项目，游客可以在风景区内进行骑行（单人、双人、

多人）、划船、垂钓、徒步、嬉水、烧烤等活动，体验不同

的游玩乐趣，让游客们在欣赏美景的同时还能享受到愉悦的

游玩体验。特别是鱼鳞瀑布，这是个网红的打卡景点，人气

超高，在凉爽的水中嬉戏，享受夏日里的清凉，沁人心脾，

提升了游客们的满意度。

5 存在的问题

5.1 部分村民和游客的生态保护意识不高
在景区内部分村民和游客的生态保护意识还不是很高，

需进一步加强。少数的村民经营者、摊主及部分游客，将餐

余垃圾和随手垃圾处理不及时、不恰当，随手随意丢垃圾的

现象时有发生，特别是在 6—9 月的旺季时节，随着游客数

量的增加，尽管道路两边摆放许多的垃圾箱，景区内的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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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令人堪忧，也给景区管理人员和环卫工作人员增添了大

量的不必要的工作负担。

5.2 基础配套设施不太完善
与东部发达地区相比，安顺市经济发展水平仍然相对

滞后，酒店住宿、停车场、交通运输、医疗卫生、便民服务、

供水供电等旅游配套设施建设不太完善，使得十里荷廊旅游

的游客承载力受到限制，给游客们旅游体验和满意度带来了

一定的消极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生态体育旅游的发

展升级。

5.3 发展模式有些单一，农、文、旅、农融合发展

的契合度不深
景区主要以荷花观赏为主题，以周边村寨文化为辅打

造乡村旅游的发展模式，发展模式有些单一，造成景区旺季

与淡季差别明显，农、文、旅、农融合发展的契合度不深。

5.4 当地村民对生态体育旅游的社会参与不足
当地村民参与生态体育旅游的首要原因就是这一项目

能够带来可观的收入，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由于分配和参

与机制的不健全、村民们的受教育水平普遍较低，思想认知

不足、缺乏专业化的职业技能等因素，最终导致多数村民参

与能力较弱，对于乡村旅游、体育旅游的社会参与不足。

5.5 生态体育旅游方面的人才比较欠缺
安顺市地处西部地区，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足，从事

生态体育旅游工作的人才资源更是严重不足。据了解，安顺

市十里荷廊景区管理、从业及工作人员，大部分的从业人员

大多是当地农民，很多管理人员及工作人员受教育水平低，

没有经过旅游相关的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培训等因素的影响，

可能会导致他们的服务意识和质量不足、管理水平及服务水

平低，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十里荷廊景区体育旅游业的发展。

6 可持续发展路径

近年来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实施和发展，为十里荷

廊的生态旅游可持续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当地政府对生态

旅游的重视和政策支持，为十里荷廊生态体育旅游的发展提

供了政策保障。同时，乡村振兴战略也为当地经济发展提供

了新的动力，提高了当地居民的生活水平，促进乡村产业结

构的优化升级。

6.1 持续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的宣传
加强村民和游客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制定严格的环

保政策，确保旅游开发与环境保护相协调。在习总书记“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理念的指引下，近年来，政府

相关部门和景区采取了相关措施，使得十里荷廊的生态环境

越来越好。

6.2 优化完善相关的基础配套设施
拓宽投资引进渠道，加大基础配套设施建设的资金，

完善景区内及周边超市、餐饮、交通、停车、酒店（民宿）

住宿等相关旅游服务的配套设施，满足不同游客的多种需

求，不断提高服务质量，提升游客的满意度。

6.3 创新发展模式，促进农、文、旅、体等多学科

深度融合发展
积极探索新的生态体育旅游的发展模式，积极引入社

会资本，与企业开展合作经营项目，创新拓展新的发展模式，

不断提高十里荷廊景区生态体育旅游的竞争力。将生态特色

农业（千亩莲藕、玫瑰花的种植）、民族传统文化（布依文

化、藤甲文化、农耕文化等）、乡村旅游、体育赛事活动充

分结合，形成了农、文、旅、体融合的乡村旅游发展模式。

将阿歪寨极具特色的三国藤甲文化、布依民族传统文化、农

庄民宿饮食文化等融入乡村旅游、体育旅游业，积极向游客

们传递背后的文化内涵，通过乡村旅游、体育旅游促进文化

振兴、乡村振兴、村民富裕。依托十里荷廊的规划游览路线，

建设特色景区、增设丰富游玩项目、定期举办文体赛事活动，

在带动生态农业种植业发展的基础上促进文、旅、农、体等

协调互动、深度融合发展的新格局。

6.4 推进乡村产业升级，提升居民的参与度
结合乡村振兴战略和可持续发展理念，发展乡村特色

产业，促进乡村旅游、生态体育旅游和乡村绿色农产品、果

树种植的多元化的融合发展。同时加强与当地村寨的沟通

与合作，引导村寨居民参与生态体育旅游的发展，实现互利

共赢。

6.5 加强生态体育旅游相关人才的引进和培训
与当地的高校和企业合作，加强生态体育旅游人才的

引进和在岗培训，不断提高当地居民的专业素质和服务水

平，为十里荷廊生态体育旅游的发展提供人才保障。

7 结论

总之，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安顺市十里荷廊生态旅

游可持续发展具有巨大的潜力和机遇。通过持续加强生态环

境保护的宣传、优化完善相关基础配套设施、创新发展模式

多学科深度融合发展、推进乡村产业升级、加强相关人才的

引进与培训等措施，逐步实现十里荷廊生态旅游的可持续发

展，为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作出贡献。在具体实施过程中，

仍需要不断探索和完善可持续发展的路径，以确保十里荷廊

生态体育旅游健康、稳定、长远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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