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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兰山自然保护区植物旅游资源开发利用与保护路径探索

韩学强
宁夏汇晟环保科技有限公司Ǔ宁夏Ǔ银川Ǔ750000

摘Ȟ要：做好自然保护区植物旅游资源开发、利用与保护可以更好地协调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为实

现可持续发展提供更多的助力和保障，本篇文章也将目光集中于此，将研究区域确定为贺兰山自然保护区，从植物旅

游资源开发利用和保护路径两个方面展开论述，希望通过本篇文章的探讨和分析可以为相关人员提供更多的参考与借

鉴，在带动地方经济发展的同时通过保护路径的优化与调整维护生态环境，保障自然生态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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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兰山地处宁夏回族自治区和内蒙古自治区的交界

处，属于典型的温带大陆性气候，山脉的山地气候特征

明显，具有气温低、变化大、降雨多等相应特性，这也

造就了贺兰山脉植被类型多样，尤其是贺兰山西坡更有

面积达到6.77k㎡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做好自然保护
区植物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可以更好地带动该地区的经

济发展，但是在植物旅游资源开发利用的过程中很有可

能会产生环境污染，因此还需要制定较为完善的保护计

划，为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以下笔

者也从开发利用和保护两个方面展开论述。*

1��贺兰山自然保护区植物旅游资源开发利用

1.1  科学选择贺兰山植物风景点
在自然保护区植物旅游资源开发利用的过程中首要

基础和重中之重则是明确如何更好地拉动旅游市场需

求，营造旅游热点，更好的打开市场，保障植物旅游资

源开发的经济效益，贺兰山因其气候地形较为特殊，因

此形成了森林景观、灌丛景观、草原景观、荒漠景观和

草甸景观等不同景观，如图1所示，具备较高观赏价值
的植物也是相对较多的，可以根据植物种类将其划分为

乔木、灌木、藤本、草本等相应的植物资源类别，首先

从乔木的角度来分析，贺兰山自然保护区有青海云杉、

细裂槭、花叶海棠等相应植物，这些植被都是极具观赏

价值的，例如青海云杉幼时紫红色、成熟时褐色，其叶

片呈四棱状锥形，部分青海云杉还很有可能在风力作用

下形成旗形树冠。其次，从灌木类的角度来分析，贺兰

山丁香、鬼箭锦鸡儿、蒙古扁桃、鄂尔多斯小檗、山刺

玫、金露梅等都是较具代表性的灌木类植物。而藤本类

植物主要以芹叶铁线莲、长瓣铁线莲等最具代表性，此

外还有树叶菊、小红菊、青甘韭等较具代表性的草本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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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这些植物也是极具观赏价值的，例如青甘韭花呈淡

红色或深紫色，可以成片生长形成花浪极为美观。

图1��贺兰山自然保护区植被景观

在风景点选择的过程中可以充分利用贺兰山的植被

资源优势，突出贺兰山自然保护区的特色，贺兰山自然

保护区面积相对较大，不同地区因地势地形等多种因素

的影响适宜生长的植被也存在着鲜明差异，因此在风景

锦选择的过程中可以根据所处区域以及适宜生长的植被

类型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将贺兰山自然保护区划分为不同

的子项目，然后在板块中选择极具代表性的植被将其作

为主要观赏点，根据不同子项目去的植被分布特点和主

要观赏植物重新命名，提高其吸引力，例如鬼箭锦鸡儿

又叫鬼见愁，可以将其作为子项目旅游名称，增加神秘

色彩，此外也可以根据不同地区的主流植物，用统称命

名子项目，例如沙参属植物可统称为铃铛花，翠雀花花

属植物可以统称为燕子花等等，以此为中心达到更好的

宣传效果和引导效果[1]。

1.2  做好热点宣传
想要更好的利用贺兰山自然保护区的植物旅游资

源，带动地方经济发展，做好宣传和引导是十分必要

的，否则将很难开发贺兰山自然保护区植物旅游资源的

经济价值，获得的收益也是较为有限的，而在宣传工作

落实的过程中需抓住如下几个要点。

首先，需调整宣传内容，在宣传工作落实的过程中

应当尽可能选择地方特色，突出其不可替代性，进而更

好的开发市场热点，避免宣传内容同质化严重进而导致

无法挖掘更多的潜在客户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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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需要优化宣传语言，在宣传工作落实的过程

中应当尽可能以诙谐幽默、符合于当代年轻人兴趣的用

词来保障宣传效果，避免宣传语言过于刻板严肃导致观

看者了解兴趣较低，影响其旅游业的迅速发展。

最后，需要尤为引起关注和重视的则是调节宣传渠

道，可以在传统的电视宣传报纸宣传基础之上充分发挥

现今时代的时代优势，利用互联网平台拓宽宣传面和

影响范围，让更多人了解贺兰山植物旅游资源。但是在

该环节需要引起关注和重视的则是做好宣传呈现形式的

调整，结合不同网络平台的平台特性作出优化和调整完

善，例如现阶段用户基数相对较大的网站平台主要包含

抖音、快手、微博微信等等，在宣传工作落实的过程中

需结合不同平台的信息特性调整内容呈现形式，如抖

音、快手宣传应以短视频为主，而微信微博则需要通过

图文结合的形式来进行宣传。此外还可以在宣传工作落

实的过程中通过平台调查了解不同平台用户的习惯特点

和消费能力，配合大数据技术精准推送宣传信息，这可

以在降低宣传成本的同时提高宣传效果，促进旅游业的

快速发展[2]。

1.3  开发衍生产品
开发衍生产品既可以丰富营收渠道，同时也可以更

好地强化游客的旅游体验，打造更多的旅游热点，而在

衍生产品开发的过程中需抓住如下几个方面。首先，需

突出自然保护区的特色做好衍生产品开发，例如贺兰山

植物资源丰富，则可以选择一些具备较高观赏价值的植

物，以盆栽的形式售卖，也可以制作成精美的标本，通

过防虫、防褪色处理或塑封装框延长其观赏寿命，甚至

还可以开发独属于贺兰山自然保护区的植物介绍册、明

信片等等，这类衍生产品不仅投资少、见效快，同时也

较为符合于游客的购买需求和购买倾向。

其次，在衍生产品开发的过程中应当突出游客的旅

游体验，完善产业链，除了需要发展旅游业以外还可以

开发餐饮业住宿业等等形成产业链闭环，全面带动地方

经济。

最后，还可以开发特色的表演项目或游乐项目，例

如植物主题游乐场，邀请内蒙古居民举办特色表演等

等，这些都可以为旅游业的发展提供更多的助力，更好

的拉动经济[3]。

2��贺兰山自然保护区保护措施

2.1  加强观念建设
想要提高贺兰山自然保护区的保护能力，避免在经

济发展的同时造成贺兰山自然保护区植被资源损坏的问

题，首要基础和重中之重则是加强观念建设，尤其是在

旅游业大力发展的背景下很有可能会因游客等多重因素

影响导致贺兰山自然保护区受到较大的冲击，而在观念

建设的过程中可以紧抓如下几个方面做出优化。

首先，可以紧抓工作人员观念建设这一关键重点，

让工作人员认识到贺兰山自然保护区保护工作有效落实

的重要性与影响，在实践工作落实的过程中以环境保护

为中心创新工作方法和工作技巧，尤其需要引起关注和

重视的则是如果想要在贺兰山自然保护区建立游乐场所

来更好地提高游客的旅游体验，提升经济收入，就必须让

游乐场相关工作人员认识到环境保护的重要性，明确在环

境保护过程中需要着重注意的问题，维护游区环境。

其次，应当加强民众宣传，尤其需加强对游客的宣

传和引导，可以通过设立标识栏、建立惩戒措施等多种

方式，让游客在旅游观看丰富多彩的植被、增长见闻的

同时自觉保护环境约束自己的行为[4]。

2.2  加强制度建设
加强规章制度建设可以让贺兰山自然保护区保护工

作能够顺利推进有序开展，确保各项工作落实的规范性

与有效性，而在规章制度建设的过程中需抓住如下几个

关键要点，如图2所示。

图2��制度建设重点

首先，需加强责任机制建设，明确在贺兰山自然保

护区保护工作落实过程中不同工作人员肩负的工作责

任、需要承担的工作义务、完成的工作内容，在责任建

设机制建设之前可以做好数据调查，明确贺兰山的实际

情况，分析贺兰山自然保护区存在的环境风险，明确哪

些地区属于生产敏感区，通过风险预测分析来确定在环

境保护工作落实过程中的着力点和关键中心，在此基础

之上通过责任划分的方式确保环境保护工作能够顺利推

进有序开展。

其次，需加强考核机制建设，将生态环境保护工作

落实情况作为重要的考核指标之一，并适当提高该指标

的权重，在此基础之上需要优化考核方法和考核流程

并做好信息公示，让相关工作人员对考核工作的落实要

点、落实方法有较为全面的了解，明确如何更好地提高

自己的考核成绩，并通过信息公示的方式确保考核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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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公正、真实可靠。在此之后应合理应用考核结果，

一方面通过考核结果帮助相关工作人员更好地明确自身

在实践工作落实过程中存在哪些欠缺和不足，另外一方

面借助考核结果优化管理制度、调整责任分配[5]。

最后，需优化奖惩机制，对于工作态度相对较好且

能够有效落实环境保护任务的工作人员予以奖励，调动

工作人员的主观能动性，让相关工作人员在实践工作落

实的过程中自觉主动的去思考如何提高环境保护质量和

水平。

2.3  加强监测管理
想要更好的提高贺兰山自然保护区植物旅游资源保

护效果，加强监测是十分必要的，这可以帮助相关工作

人员更好地了解自然保护区的实际情况，及时的发现环

境保护问题，针对性的做出调整，而在监测管理的过程

中需充分利用信息技术、传感器技术等相应现代化技术

提高环境监测的能力和水平，相关工作人员可以通过线

上监测的方式，更好的了解自然保护区的实际情况，获

得相应的数据信息，提高风险感知能力、响应能力和解

决能力，必要的情况下可以建立林区监测系统，实现在

线观测，利用观测系统做好风险摸排和风险预测，明确

可能存在的环境保护风险，例如病虫害风险、火灾风险

等等，在此基础上需根据潜在风险分析应急预案和解决

对策，提高风险应对能力。需引起注意的是监测系统的

应用虽然可以提高环境监测的能力和水平，获得更多实

时数据，为环境保护提供更多的阻力，但是这也意味着

相关工作人员的工作方法、流程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

化，很有可能出现无法适应新的工作方法、工作流程和

工作技术的问题，因此必须加强人员培训，通过系统化

理论化培训帮助相关工作人员掌握先进的技术方法，提

高环境监测管理能力[6]。

结束语

贺兰山自然保护区植被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和保护

工作有效落实可以更好地带动该地区的经济发展，协调

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应当引起关注和重

视，相关单位在植被旅游资源开发的过程中应当紧抓风

景点选择、热点宣传、衍生产品开发等关键重点更好地

发挥植被旅游资源的优势提高经济收益，在此基础之上

可以通过加强观念建设、加强制度建设、加强监测管理

等多种方法来提高植被旅游资源的保护能力，协调经济

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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